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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乔石、张劲夫、廖汉生、王丙乾、王芳等在中南海亲见会见全体代表。本局出席会议的



}石、张劲夫、廖汉生、王丙乾、王芳等在中南海亲见会见全体代表。本局出席会议的沈连奎局长位居左后起第三排15位。



一九八七年．余杭县民政局被国家民政部

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一九八六年余杭县人民政府被评为全国扶

贫扶优先进集体

一九八九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为全国培养开发使

用军地两用人才先进单位

浙江省余杭县千休所被评为全晷先进军酞

离休退体干部休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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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县丝绸艺术节。{日i江省民政厅张林耕

厅长为余抗福利生产题词

余杭县东塘电镀五金厂

91年县长程蔼矗察看民政局直属福利企
业

余枕县金星植绒厂



杭州东风农药厂宏畔分厂

余杭县装饰品实业公司亲杭县灯具总厂

余桩县联谊丝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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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县综合社会福利院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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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杭革命烈士纪念碑(正面) 余杭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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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我国的一种优良传统，历来都有“盛世修志”的佳话。

修民政志，收集古代、近代、现代的民政史料，编纂我县第一部民政

专业志——《余杭县民政志》，这是民政史上的一件大事，事关重要，意

义深远。这不仅反映了旧中国历代的民政事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新中国民政事务之区别，而且为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

我从事民政工作的时间不长，一九八三年初从县粮食局调到县民

政局工作，长达十年接触民政工作、民政对象，深感民政工作之重要，它

是党的宗旨体现的重要阵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新中国建立

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政工作，建立了民政机构，配备了人员，广大

民政干部热爱工作、埋头苦干、任劳任怨，顶烈日、冒严寒，风里去雨里

来，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优抚对象、社救对

象，并在推进移风易俗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余杭

县民政志》所记载的每项民政事业的发展和为民解愁的事例都凝结着

广大民政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人类总得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

造。"我坚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民政战线上的全体同志一定

会谱写出新的篇章。

《余杭县民政志》，四易其稿，设民政机构、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和群

众自治组织、优待抚恤、复退安置、烈士褒扬、抗灾救灾、社会救济、社会

福利企业、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移民安置、民政事业费的管理和使用等

十三章。在编写过程中余杭县县志办、杭州市民政局给予经常指导，社

会各方面热情支持和老民政工作者的关心，特别是具体执笔的同志更

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借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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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根据，如实记述余杭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

现状。 ．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章及附录组成，并辅之图、表、照

片。本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共13章。概述和大事记冠以正文之首。

三、本志纵述古今，又详今略古。有的章节上溯建县之初，下限全部
j

．

断于1989年。，

四、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5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放余杭县，本志所称“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解放前的纪年，均用当时通用纪年法，并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

纪年，均用公元纪年，并用阿拉伯数字。

五、文中的数字，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秘

书局等7个部门于1987年1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执行。但四位和四位以上的数字，不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法，

以示简便。本志度量衡的用语，仍按群众习惯所称。

六、本志主要采用县档案馆和本局所存资料，编写小组的调查材

料，佐以中央、省、市民政部门的有关资料，所用之处一般都不注明出

处。

七、本志行文采用记叙文体，述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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