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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编修史志的历史传统。

历代王朝深知曩治天下以史为鉴，治

有志一口

城区历史

上没有编过民政志，编纂《上城区民政志》还是第一次。

编纂《上城区民政志》，旨在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上城区

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积累和保存有价值的民政资料，以供识往

鉴今，革政鼎新，兴利除弊，扬长避短，使民政工作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服务，为全面改革和社会主义“两

个文明簟建设服务。
‘

编纂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期求符合“新观点，新方法、

新材料一的三新要求，使它具有时代特点，民政特点，地方特点的

． 社会主义新志o

本志的编纂工作从1985年1月始，调集编纂人员，外出参观学

习，拟定篇目，查阅抄录档案资料，共查阅档案卷宗400余卷，’报

刊，政策文献，帐册图表200余册，共获得文字资料百余万字。走

． 访老同志和知情人近百人次，召开老同志座谈、评议3次。在此基础

上，修订篇目，整理资料，断其主次，央其取舍，明其讹缺，慎重

』勺
一，



试写，用心编纂，数易其稿，度过三个寒暑，终成上城区第一部民

政志。

上城区建区近60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民政工作具

有多元性，社会性，群众性之特点。本志在总体设计上，强调。详

今略古一， 。详近略远"，“详特略同"，突出反映上城区解放以来

的各项民政工作的成就及其发展，交化的基本面貌，在结构上以

类系事，事以类从，横分门类，纵向记述，以使层次清楚，便于检

索，在体裁上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图，表，录等；在文体上用

记述文，让事实说话，在文字上力求简补，避免繁冗，在史料上存

真求实。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市民政局编志办公室同志的热情指导

和区、市、省档案馆等有关部门的协助支持；得到朱宝祺，戴兆丰，

徐邦俊等同志的热情支助。在此，谨向提供帮助的有关单位和个人

统致鸣谢l因水平所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行家，读者不吝

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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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取事，坚持立足当代，上限不限，‘下限为1985年12
●

月31日o ·

， ．

二，本志由概述，志篇，附篇，大事记组成。．志篇按民政业务

分10章30节；。为叙述方便，根据需要在文中加设若干小标题；以文

．为主，辅以图片24幅，表33张。全书9万余字。 ．·‘．

，

‘ 三，本志资料；主要录白区，．市，省档案材料，有关编志单位

整理核实的史实资料和有关报章刊物以及有关人士提供的回忆资
，

●

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为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o J‘

四，所用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纪年均用当时通用

。的纪年，用汉字(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

+。 五，引用的法律，法规、文件和各种名称，均用规范化全称书‘
‘

●

写。为避免文字冗长，．在再次出现时，按习惯简称。

六，．货币金额及度，量，衡，均按当时的名称和单位编列，不

加折算o ，

．

．

’

七，用规范化汉字和语体文，记述体书写，称谓一律用第三人
●

称，凡数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

’八，．。大事记一载本区解放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政事件，采

用记事本末体，凡难以在志篇中记述的，则简录在膏大事记一中。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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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区位于杭州市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委，杭州市人

民政府所在地。东沿贴沙河，自庆春门至望江路，南沿望江路经吴

山、万松岭与江干区交界，西傍西湖东岸，以柳浪闻莺‘湖滨公园

与西湖接壤，北以武林路、庆春路与下城区相邻。地形近似方形，

面积6．49平方公里。全区设7个街道，127个居民区。1985年末全区

有居[毛72735户、231247人。以汉族为主，还有回、满、藏等少数

民族。区人民政府驻惠民路3号。

上城区是杭州古老的城区。历代王朝都设有职官掌管民政，司

地方行政，疆里版图，户口户籍，风教礼俗等。民国期间所设民政

机构，管理有关地方官吏任免、社团登记，劳资争议，主佃纠纷，

地方自治，选举等事项。但上述诸事，名实悬殊。饿殍横尸街头，

不乏鲜见。其。民政一实为治民之工具。 ．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上城区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

自此“民政”工作由“治民之政"转变为膏为民之政●。上城区人

民政府设民政局(科)，是政府重要工作部门。在36年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承担了极其繁重的任务。职掌。行政区划、基

层政权建设，优待抚恤，救济救灾，复退安置，社会福利，婚姻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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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殡葬改革等项目工作。1,949年在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 ．

民主政权后遂废保甲，设立居民委员会。．1954年建立街道．办事

处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大张旗鼓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捐

献飞机大炮r人人踊跃参军支前。政府对烈军属中的生活困难户，

实行定期定量补助，使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不低于一般群众的生

活。自此，上城区便形成了极为广泛的群众性拥军优属的良好社会

风尚，为嗣后的拥军优属工作的群众化、制度化，经常化奠定了基

础。．为制服历史遗留下来的贫困劣迹，切实做好救济救灾工作，。坚

持．靠生产自救"是社会救济的根本途径。把烈军属中的困难户以及社

会困难卢，社会闲散人员，盲聋哑残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帮助
、

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摆脱贫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些无依无靠

的社会鳏寡孤独者，除少数送市福利院收养，多数散居於各街道。．

对这些人的日常救济，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政府对他们实

施定期定量救济和临时救济。此外，还有冬令救济，台灾，火灾的

紧急救济，贫病医疗救济等等。对60年代初，在国家遭受3年自然

·灾害期间被精减退职的老弱残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亦作了妥 ·

善解决。在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中，区民政科还担负了基层选
’’

举、指导居委会工作，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工作，对安定社会

秩序，保障人民正常生活，巩固国防，支援国家建设起了重要作’

．．肌
’

．． 一．j ’．．． 。-．一

1966年至1976年，上城区民政工作毫不例外地受到。文化大革

’

5、
·-·_ ●



命一的干拢，但优抚，救济工作仍坚持进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会全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的历史时期。上城区民政工作消除左的影响，迈开改革步伐，

依靠基层，面向社会，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做好基层政权建设，社

会保障和行政管理三个一部分的工作方面，都有所创新、有所前

进，有所发展。调整增设了居民委员会，加强居委会的组织和业务

建设；居民区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探索中，取得可

喜成果。拥军优属活动在推广与开展“四定一一条龙服务网络的基

础上，形成了“周联系，月服务，节慰问，两报喜”的工作制度，

并开创了军民共建活动。城站街道在1984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全国拥军优属模范单位。社会福利生产

和社会福事业开辟了多渠道，多层次的发展途径。1985年末全区共

有18家福利企业，其中安置的四残人员占职工总数的42％以上，年
●

产值达620余万元，年利润80余万元。建起福利事业单位10个，社

会孤老中的33％进敬老院颐享天年，精神病患者及痴呆人员或由工

疗站收治，或由精神卫生家访小组看护。全区散居的孤老烈属和社

会孤寡老人的生活照顾均由辖区内职工群众包户服务。复退安置工

作实行分配政策，分配指标，分配单位。三公开一。自1969年至

1985年全区安置复退军人5000余人。为贯彻新婚姻法，‘各街道认真

做好婚姻登记工作，严格依法办事。改革殡葬，实行火化，全区市

区内死亡火化率达到100％。为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金区基层民政

6



手部，经过培训业务水平有一定提高。
。

民政工作经常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最可爱的人打和膏最困难

的人易。围绕这两部分人，．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开展城市_双

福一工作，既是民政部门的主要业务，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政部门通过拥军优属，救贫扶

残，包护孤老等社会保障工作，，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教育I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教育I团结友爱敬老爱幼的社会主

义人际关系的教育，同时以提倡新的婚丧礼俗，进行新的道德规范

的教育，都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上城区民政局正

以改革的姿态，胸怀壮志，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为走出一条具有

上城区特色的民政工作的道路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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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9年

5月3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的先头部队——62师

经九溪抢占了钱塘江大桥，杭州解放。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党政府8个区公所，建立人民政府。

原第一区改称上城区，原第二区改称中城区。 ．

7月～8月，为解决贫苦群众饮水卫生，防止传染病蔓延，．上城

区共发自来水25230担。

8月，撤销区政府建制，改设。上城区区公所、中城区区公所。
●

由烈军属两户合资，在城站设立大众饭店一家。

10月，由定安路居民屠志云为发起人，’筹建搿上城区第一消费

合作社”。于11YJ正式开业。至12月，上城区共建3个消费合作社。

12月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 “废保甲，建立居民委员

会"。上城区和中城区开始组建居民委员会o

1 950年
．

6月，．撤销上城，中城两个区公所。在区公安分局内设民政

股。同月，原“上城区反轰炸善后救济事业委员会”改组为“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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