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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29日，国

家民政部副部长、中国

老龄委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

李宝库(左四)由省民政

厅厅长吴桂英(中)陪同

视察萧山区城厢街道车

家埭社医“星光老年之

家” (傅宇飞摄)

】991年9月29日

家民政部部长崔刀

(中)由省民政厅厅书

林耕(右)陪同视察寿

市建筑设备厂

(民政局提{

2004年2月25H，

国家民政部副部长、

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

一赛考察萧山。慈善总
(区慈善总会提棚



2()(J4年春节前

夕，杭州市歧协t

席、市孤儿基金会名

誉会长虞荣仁(左

四)由常务副区长谭

勤奋(左五)陪同慰

问萧山区社会福利院

(区福利院提供)

2005年7月1日，

国家民政部氏间组织

管理局局长孙伟林

(右一)考察萧¨J区爱

心社医卫串服务巾心

(区民政局提供)

2003年“八√1 liiJ"夕，

抗十tt市委副书记、浙山K

委书记王建满(肃)K政

协主席沈奔新(t⋯慰川

驻萧部队 (丁力摄)



2004．年“八一”前

夕，区委副书记、区长

陈如肪慰问消防大队

(丁力撮)

2004年12月22

日，杭卅l市委常委、

萧山区委书记王金财

(左一)等为春风行

动捐款

(丁力撮)

2004春节。区委副书记周先木(中)等

看望区社会福利院孤儿 (区福利院提供)

2004年7月31日，区人大副主任

蔡吾贤专程赴舟山海军基地慰问“萧

山艇”官兵 (区民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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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民政局领导班子(庄起：戚友根、曹仁祥、洪献耕、胡妙大、沈冬根、徐观红

萧山区民政局机关工作人品

，；1．





萧⋯区军运供应站

(军供站提供

萧山区爱心社区皿生

服务中心被国家民政部授

予“全国先进民间组织”

(区民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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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救助管理站

萧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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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东郊公墓

萧山区殡仪馆



iUf区革命烈士陵园

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萧山区殡葬管理所

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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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民政志》经过几易其稿，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萧山民政系

统的一件大事。该书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突出改革发展的原则，全

面系统记述了萧山民政20年民政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记载了民政工作

走过的历程，以及大事、要事、难事和许多成功的经验，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是一部具有“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的资料书，

为后人研究萧山民政的历史衍变、发展轨迹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民政部门是政府管理有关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承担着上为政府

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重任。它涵盖面广，线多量大，任务重j主管了社

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服务军队、管理专项社会事务等

四大方面20多项工作，所涉及到的法律有7部，法规22部，规章30部，

件件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桩桩包含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事事充满

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关怀。做好民政工作，是忠实履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尤其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体现，对于保障人民群众

尤其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几年来，萧山的民政事业蓬勃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

民解困”的宗旨，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常怀为民之心，多行为民之举，

勤修为民之能，努力维护和保障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利益。时刻把群

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把爱民之情渗透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和每个环节中

去，倾注到每一个服务对象身上，以设身处地之心体会老百姓的困难，以

情同手足之亲关心老百姓的困难，以刻不容缓之急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努

力成为困难群众感情上的贴心人，呼声上的代言人，权益上的维护人，把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障程度，正当要求的满足程度，合理意见的采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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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民政志

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尺度。正因为如此，萧山民政事业蒸蒸日上，

欣欣向荣。萧山的农村特困户住房建设走在全省的前列，有928户喜迁新

居；全区镇镇(街)建起宾馆式的敬老院，建筑面积达54680平方米，

使千余名五保老人喜笑眼开，全区集中供养率达到87．3％，成为全省的

先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据近三年统计，全区共落实低保

对象42995人次，累计支出低保金4676．21万元。新型的社会救助体系建

立，全方位构筑起保障困难群众的生活需求网。社会医疗救助的出台，为

特困大病人员解决了愁眉之急。民间组织十分活跃，熠熠生辉，在文化、

教育、科技、卫生、工商业、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领域，日渐凸现政府之

手、行业之足、会员之脑的民间特性与功能。萧山社区卫生服务爱心连锁

站和笑笑集团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重点优抚对象优抚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的建立，使优抚对象享受优抚金的标准随着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而提高。社区建设上下联动，初步形成社区共建机制，取得了可喜的

成效。还有殡葬管理、地名管理、婚姻登记、福利企业、军干休工作、军

供站工作、福利院工作、社会救助、复退军人安置、收养工作、烈士陵

园、老龄及信访等等工作，都有长足的进步，值得可圈可点，这些成绩的

取得，是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省、市民政部门精心指导的

结果，是全体民政人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共同奋斗的结果。

我们把民政事业的可喜成果用文字形式结集成册，作为珍贵的资料予

以留存，以激励后人研究利用。愿萧山的民政事业在实行现代化建设的伟

大进程中，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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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局长胡妙夫

2006年2月8日



凡 例

凡 例

一、《萧山民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

翔实、系统地记载萧山民政工作实情，重点在于保存资料。

二、《萧山民政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和照片、图表组成，

总叙萧山民政史略，其主体为政区、基层政权建设、民政机构、优抚安

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事务和丛录八编，分31章、92节。丛录

不设章节。

三、《萧山民政志》为续编，断限上起1985年，下迄于2004年，需

要溯源下延的则上溯下延。对1985年以前的政区、乡镇政权、民政机构、

烈士褒扬、革命老区等编章重作叙述，以明历史全貌。有关大事完整性，

诸如调整村规模、社区建设等，断限下延至2005年6月。大事记延至年

底。

四、历史纪年，解放前用汉字，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49年5月5日萧山解放为界。“建国前”、

“建国后”，是以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全志用法定

计量单位。表中“一”表示“未掌握”，“0”表示“无数据”。

五、全志除概述有叙有议外，其余均采用记叙文体。政区范围各行政

组织名称，均系当时原名。现辖地名，用现行标准地名。

六、先进名录范围，指杭州市级以上先进集体和个人，萧山区(市)

级劳动模范，其余获奖情况则随文记载。

七、《萧山民政志》收集内容，以民政局分管的工作范围为限，材料

来源于区民政局档案资料、《萧山县志》《萧山年鉴》《萧山人事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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