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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人事志》是我市第一部人事专业志书。它的问世，必将为人们研究萧山

人事管理工作的历史，探索工作规律，吸取经验教训，提供有益的资料。特别是对

人事工作者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增强敬业精神，很有裨益。

人事管理，政策性很强，时代特征鲜明，历来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解

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的人事管理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和上级人事部门的指导下，经历了多方面改革，逐步走上正确发展的轨道，在

‘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间，有成绩，有经验，‘当

然也有教训。

《萧山人事志》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上起1949年5月5

日，下迄1995年底全市人事管理工作变革、发展情况。全志除《概述》、《大事记》

外，共11章，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机构与编制》，从宏观方面对全市各类机构与编

制的管理作了概括叙述；下编为《干部人事管理》，从微观方面对干部人事管理的

全过程分项作了具体叙述。全志体例结构科学，编章安排合理；内容翔实，粗略相

宜。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事工作出现的断层，依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了恰

当处理。文字叙述较为平易、简明、流畅，具有可读性。

编修本志的是三位年逾花甲的老同志。他们在无前志可供借鉴，且机构几经

变迁、资料严重散失的情况下，放弃休息，四处奔波，搜集翻阅大量材料，晨抄暝

写，数载笔耕，终于编纂了这部《萧山人事志》。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杭州市人事局办公室

领导的指导和帮助；在查阅资料和统计数字时，市档案馆和市级机关各部门都给

予大力支持；讨论编写提纲、资料长编和审阅全稿时，得到市级机关领导和本局全

体同志的关心、支持。对此，均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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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修志，为的是后来人用志。充分发挥《萧山人事志》的资政、教化、存史的

功能，是修志者的愿望。

相信从事人事工作的同志，一定会珍惜前人的劳动，努力学习，从中吸取智

慧，继往开来，务实创新，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由于经验不足，加上本志涉及的内容广泛，虽经反复修改，几易其稿，仍可能

有当收而遗漏或不当收而收录的资料，分类也可能有交叉，热忱希望阅读与使用

本志的同志，批评指正。

王金明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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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山人事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详近明远，实

事求是地记述萧山1949年5月解放以来至1995年底人事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本

志为萧山市(县)人事工作方面的专业志，非人事行政部门的部门志，因此涉及面

大，收录材料较广。其中对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事工作，本着“宜

粗不宜细"的原则，作了简略处理；对1991～1995年的人事工作，则采取年鉴形

式，列于志末。 。

’

二、本志采用记叙文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事命题，横排竖叙。体例有志、

记、图、表、录，志为全书主体，分编、章、节、目层次编写。

三、本志首列概述、大事记，综述全市(县)人事工作概要与发展脉络；上编为

机构与编制，分述市级行政机构、区和乡镇机构、市级行政机构所属企事业以及各

机构的编制、干部人事的管理机构与制度等各个方面；下编为干部人事管理，分述

干部队伍、任免与调配、工资与福利、教育与培训、考核与奖惩以及专业技术干部

等各个方面。卷首置图，卷末有索引，以备检索。

四、本志纪年，均用公历，以阿拉伯数字书写。志中所称“解放前’’与“解放后’’，

以1949年5月5日萧山城厢镇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前"与“建国后"，以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日为界。

五、本志使用地名，以《萧山县地名志》为准。区域变更中涉及之地名，概用当

时名称。萧山经国务院批准，自1988年1月1日起撤县设市，设市后则以市称。

六、本志所称“省"为浙江省的略称，“地"为绍兴专区(1958年下半年则专指宁

波专区)的略称；省、市则特指浙江省与杭州市。县委、县政府，分别指中国共产党

萧山县委员会和萧山县人民政府；县人委，指萧山县人民委员会，县革委会专指

“文革"期间设立的“萧山县革命委员会"；市委、市政府，分别指中共萧山市委员会

和萧山市人民政府。市级各工作部门与区、乡镇行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名称，依此

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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