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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概貌

【位置面积】 拱墅区位于京

杭大运河的最南端，介于东

经 120° 04′ —120° 12′ ，北 纬

30°16′—30°24′之间。是杭

州市中心城区之一，曾是杭

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以拱

宸桥地区和湖墅地区各取一

字得区名。辖区面积 87.73

平方千米，其中，陆地 84.75

平 方 千 米 ，占 96.6% ；水 域

2.98 平方千米，占 3.4%。辖

区东西最大距离 12.6 千米，

南北最大距离14.4千米。辖

区东邻江干区，南连下城区，

西接西湖区，北部被余杭区

合围。风光旖旎，环境优美，

古老而秀丽的京杭大运河宛

如银链穿境，两岸留下众多

的历史古迹和灿烂的文化

遗产。

【自然环境】 辖区地势呈东

北高西南低，东北的山岭自

西向东北横亘 10 余千米，主

要有半山，又名皋亭山，主峰

海拔 283 米。老虎山，主峰

海拔 256.4 米；青龙山，主峰

海拔 270 米，其中黄鹤山主

峰海拔 319.2 米为辖区内最

高峰。西南地势平坦，河道

港渠纵横交错。

【自然资源】 拱墅区平原地

区河流密布，水资源丰富。

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境，并有

众多的支流互相贯通，构成

运河水系。主要的河流有京

杭大运河、古新河、小河、余

杭塘河新河、康桥新河。另

有上塘河水系，主要河流有

上塘河、沿山港、胜利河、东

新河。

【气候特征】 拱墅区地处亚

热带季风气候带，温和湿润，

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分

明，春秋较短，冬夏较长。春

季一般始于 3 月下旬，春季

回暖早，冷暖转换快，气温日

较差大。夏季平均始于 5 月

下旬至 6 月初，初夏常为梅

雨季节，高湿闷热；盛夏晴热

少雨，也是台风影响最频繁

时期。秋季开始于 9 月下旬

至 10 月初，多秋高气爽的天

气。冬季开始于 12 月上旬

至中旬，多晴冷天气。2018

年，全区年平均气温17.9℃，

较常年偏高 1.1℃。春季高

温特征明显，春、夏两季强对

流天气频发；秋、冬季连阴雨

持续时间较长。降水年降水

量全市平均 1515.4 毫米，比

常年偏多 33 毫米。年降水

日数为 169 天，比常年均值

（147.4 天）偏多 21.6 天。日

照时数年日照时数1744.9小

时，较常年（1709.4 小时）偏

多近2成。

（陈人民）

建置区划

【概况】 1958 年 9 月和 1959

年 8 月，浙江省文管会和杭

州大学在拱墅区上塘街道皋

亭水田畈进行考古发掘，出

土夹砂陶、黑陶等石器类文

物和大量的植物种子，经考

证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

距今约4000—5000年。1990

年 10 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在拱墅区半山地区考古

挖掘出土距今 2000 年左右

的国宝级文物“战国水晶杯”

及其它文物。考古发掘证

明，从“良渚文化”晚期开始，

已有为数不少的先民在拱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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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历史沿革】 秦王政二十五

年（公元前 222），秦灭楚，置

钱塘、余杭两县，属会稽郡，

今区境分属钱塘、余杭。南

宋建炎三年（1129），高宗赵

构南渡至杭州，置临安府。

南宋始，区境分属钱塘、仁和

两县。民国元年 2 月，废杭

州府，以原钱塘、仁和两县境

合 并 置 杭 县 ，民 国 十 六 年

（1927）5月，划杭县城区设杭

州市，区境城区部分为市属

湖 墅 区 ，其 他 部 分 仍 属 杭

县。民国 23 年（1934），湖墅

区改为第 8 区。1949 年 5 月

3日，杭州解放。同年5月30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宣布成

立拱墅区，“拱墅”之名自此

始。拱墅区名以“拱宸桥”

“湖墅”各取一字而得名。拱

宸桥地处京杭大运河的南

端，“湖墅”历史上泛指杭州

西湖以北的广阔地域，亦有

青沙镇、湖市之称。1959 年

2 月，成立拱墅人民公社联

社，辖原拱墅区及留下、上泗

等6个公社。1960年1月，复

建拱墅区，辖区为拱墅联社

中 的 城 市 部 分 。 1978 年 8

月，析西湖区康桥公社的半

山、金星、沈家桥大队，余杭

县崇贤公社的工农大队和拱

墅区拱宸桥街道的半山桥等

8 个 居 民 区 成 立 半 山 区 。

1983 年 10 月，西湖区的康

桥、红卫、上塘公社及石桥街

道 划 入 半 山 区 。 1990 年 2

月，根据国务院决定，撤销拱

墅区、半山区，建立新的拱墅

区（简称撤二建一），辖区为

原拱墅区和半山区的全部管

辖区域。

【行政区划】 1996 年 6 月，

划米市巷街道的德胜等居民

区和上塘镇的大关小区成立

大关街道。1997 年 1 月，原

属拱墅区的石桥乡、东新街

道划归下城区管辖，原属西

湖区的祥符镇划归拱墅区管

辖。时年，全区有 4 镇 6 街

道。2006年3月—2010年12

月，4 个镇先后撤镇建立街

道，至 2018 年，全区共有上

塘、祥符、半山、康桥、米市

巷、湖墅、小河、拱宸桥、和

睦、大关10个街道。

2018年拱墅区街道及社区情况

表 2

街道

上塘街道

祥符街道

半山街道

康桥街道

米市巷街道

湖墅街道

小河街道

拱宸桥街道

和睦街道

大关街道

社区数（个）

10
17

16

13
7
7
9
8
4
8

社区

拱宸、瓜山、皋亭、蔡马、善贤、假山路、八丈井、红建河、七古登、绍兴路

勤丰、庆隆、吉如、新文、星桥、祥符桥、阮家桥、方家埭、花园岗、孔家埭、总管堂、映

月、秀水、北星、申悦、申慧、蓝孔雀

田园、杭钢西苑、杭钢南苑、杭钢北苑、杭玻阔板桥、半山、金星、石塘、沈家桥、夏意、

龙山、春晓、秋韵、虎山、冬景、云锦

康桥、康桥村、谢村、西杨、义桥、永和、独城、计家、平安桥、蒋家浜、吴家墩、康运、

康乐

米市、锦绣、沈塘桥、夹城巷、半道红、大塘巷、红石板

双荡弄、卖鱼桥、仁和仓、霞湾巷、长乐苑、珠儿潭、仓基新村

小河、明真宫、大浒路、长征桥、娑婆桥、董家新村、紫荆家园、余杭塘路、塘河新村

桥西、蚕花园、衢州路、温州路、台州路、登云路、永庆路、文澜

和睦、华丰、化纤、李家桥

德胜、南苑、翠玉、东一、东二、西一、西二、香积

（严旭东）

（以上除署名外均由陈人民供稿）

··35



拱墅年鉴 2019
GONGSHUYEARBOOK

历史文化

【概况】 2018 年，拱墅区有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 17 处

（23 群）。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1处（7群），分别

为大运河——拱宸桥、祥符

桥、富义仓、通益公纱厂旧

址、高家花园、洋关旧址、江

南运河嘉兴—杭州段（上塘

河）；省级文保单位香积寺石

塔1处（1群）；市级文保单位

6 处（6 群），分别为衣锦桥、

桑庐、东新桥、里万物桥、古

星桥、国家厂丝储备杭州仓

库建筑；市级文保点 9 处（9

群），分别为莫家里土墩墓、

巧山遗址、吉如遗址、福寿长

桥、中心集施茶材会公所旧

址、和睦桥、海粟庵、花桥、陈

叔通家族墓。

2018 年，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大运河之富义仓墙

体抢险加固及维修保养工程

完工并通过验收。市级文物

保护点陈叔通家族墓修缮工

程和环境整治工程完工并通

过验收，按照《杭州市文物保

护管理若干规定》要求，签订

《使用保护责任书》。贯彻落

实区、街道、社区三级巡查制

度，重大节日前会同市文物

处、市文保所、市园文监察支

队、区消防大队等单位与各

文物保护单位（点）的文保通

讯员对各文保点进行巡查，

发现问题要求管理（产权）单

位立即整改，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

拱墅区历史街区有大兜

路历史文化街区、小河直街

历史文化街区、拱宸桥桥西

历史文化街区 3 个街区。历

史建筑有显宁寺旧址、崇仁

庙遗址建筑、姚宅、浙江麻纺

厂建筑、杭丝联建筑、杭州土

特产有限公司桥西仓库建

筑、杭州大河造船厂建筑群、

杭州张小泉剪刀厂机修车间

建筑群、浙江万马药业有限

公司职工宿舍建筑群、浙江

杭州石油公司小河油库建筑

群、杭一棉有限公司离退休

人员服务中心卫生所旧址、

祥符茧行旧址、渡驾桥、莫婆

桥14处。

2018 年，完成大兜路历

史文化街区、小河直街街区、

拱宸桥桥西直街、维元弄地

块、塘河东片地块等项目373

户住户的安置、核查；完成杭

州张小泉剪刀厂机修车间建

拱宸桥今貌 （区商务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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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群、杭丝联建筑等 5 处历

史建筑保护整修计划的申

报；显宁寺旧址修缮项目完

工；完成 14 处历保建筑的日

常维护管理巡查工作；完成

杭丝联、国家厂丝仓库建筑

群 2 处历史建筑的试点项目

有关电子宣传资料的整理、

收集工作和 75 处潜在名录

历史建筑的普查工作任务。

【古桥拱宸桥】 拱宸桥位于

桥弄街，跨运河，东接丽水路

连台州路，西接桥弄街连小

河路，属于拱宸桥街道台州

路社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是杭州城区最大的

一座石拱桥，同时也是拱宸

桥地区的标志性建筑物，拱

宸桥是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的

终点标志。始建于明崇祯四

年（1631），清 顺 治 八 年

（1651）圮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1714）2 月始重建，历时四

年，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

竣工。雍正五年（1727）总督

李卫率属重修。清光绪乙酋

（1885）布政使方德馨率众重

建。民国年间，桥上铺设 2

米宽的混凝土车道，以通汽

车和人力车。新中国成立

后，杭州市人民政府规定禁

止通行机动车。2005 年 8 月

20日，开工修缮拱宸桥，同年

10 月 15 日竣工。修缮后的

拱宸桥为三孔石拱桥，东西

向横跨大运河，总长92.1米，

中 孔 高 9.2 米 。 桥 梁 面 积

543.39 平方米，为三孔驼峰

薄拱薄墩联孔石拱桥。拱券

为纵联分节并列法砌筑。桥

墩自下而上逐层收分。桥面

呈弧形，两端为踏跺，两侧以

素面石栏板及望柱围护，望

柱头多雕仰莲。桥身用条石

错缝砌筑。桥面东、西两端

较之中部宽，两侧桥坡以约

1∶4 的坡度与河岸相接，是

江南地区三孔薄拱薄墩联孔

石拱桥的典型代表。

【历史文化街区小河直街】

小河直街位于杭州市北部，

地处京杭大运河、小河、余杭

塘河三河交汇处，古时候是

南来北往的水陆两运的交通

枢纽，总占地面积 12.9 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4.15 万平方米，

在杭州市历史

文化街区当中

属于整体传统

风貌较为完整

的街区之一，分

为重点保护区、

风貌协调区和

商 贸 旅 游 区 3

个区块。小河

直街起源于南

宋时期杭州城

外一草市，是物

资集散地，河、

陆转运地，物资

储备地。明末

清初，河埠码头

出 现 勃 勃 生

机。清代中晚期，小河直街

开始重新发展，餐饮业、茶点

业、百货业等渐渐兴起。酒

作坊、打铁店、盐铺、碾米店、

蜡烛店等各行各业都在小河

直街扎下了根。小河民居作

为清末民初所建下店上宅的

典型水乡民居，此阶段的小

河直街所留存下来的传统民

居建筑和商铺建筑，是小河

直街最重要的文化元素。一

楼为商铺，二楼为居所。民

居位于小河直街两侧，沿小

河东南至河港交汇处，有一

排木结构建筑，长约 300 米，

狭街窄巷夹于其间。现存街

巷为民国改建，宽四到五米，

数百米长。小河直街历史文

化街区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

小河直街 （区委宣传部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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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筑，其建筑特色、街巷风

貌、运河航运遗迹是最重要

的文化元素。集中反映清末

民国初期城市平民居住文化

生活、生产劳动文化和运河

航运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街

区之一，是一条以保持传统

居住商住功能为主，延续杭

州地方传统特色文化和展示

运河航运文化，集商住、居

住、休闲功能为一体的历史

文化街区。

2008 年 1 月，小河直街

历史文化街区获建设部授予

的“2007 年度中国人居范例

奖”。2018年，对小河直街历

史文化街区进行全面提升改

造，此次景观提升重现小河

曾经船来客往的繁荣胜景，

打造小河人家的闲意生活。

主入口的设计结合水纹静默

的砖石与老旧斑驳的船撸造

型，呈现运河水系船运的变

迁和街区历史的人文遗存。

在酱园周围增设雕塑，使酱

园内的传统酿造文化外延，

营造小河直街民间手工艺氛

围。小河历史文化街区民国

氛围浓厚，新增民国时期的

公交车站造型，营造复古场

景，达到情景再现的效果。

街区业态围绕旧时小河一带

的运河商埠文化，以民俗展

示体验、手作工坊、文创工作

室、小资休闲轻餐为主。

【传统手工艺天竺筷】 天竺

筷，其原料取自杭州天竺山

的 实 心 大 叶 箬 竹 ，因 而 得

名。其质地良好，使用起来

餐染竹香，同时筷头设装饰，

筷身烙制妙笔丹青，兼具实

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物美价

廉。共有20公分、24.5公分、

25 公分和 38 公分等长度的

尺寸，以及粗、中、细几种款

式，筷头分为铜头、黑檀头、

玛瑙头、荷木等，筷身所绘图

案多为反映杭州人文景观和

本土地域文化的自然风光、

民俗风貌、花鸟诗词、知名传

说等，富有民族特色。以竹

为筷这种习俗可追溯至春秋

时，就地取材制作竹筷，用来

吃饭，精细合宜，竹香犹存。

清朝时，被当地人截取、镶上

银头作为商品出售，自此“天

竺筷”声名大噪。

制作天竺筷，从原料起，

选竹子要求取一到二年生的

小竹。按工艺要求分别锯成

各种规定长度的筷料，一头

必须齐节锯平。传统的做法

是在平面上滚动筷坯，不挺

直、不圆润的筷坯会滚动不

一，需扔弃不可为筷。还要

将筷坯按粗细、色泽及病竹

分别理出。其次就要进行磨

头和砂光，将竹节的突出部

分磨平，让整支筷料的表面

变光滑，同时增其强度，使之

厚度均匀一致。制作天竺筷

的关键工序——烙花。炭火

上放“花板”，即刻有花纹图

案的铁板，加热到预设温度，

烙花师傅用一根长铁条滚动

筷身，一根筷子要烙 3 道图，

需擂 3 次。在烙花过程中必

须有高超技能，快了烙不上

花纹，慢了烧焦筷料。最后，

把合格的烙花筷子抛光，使

其光洁油亮，这才制作完成。

2006 年 12 月，“天竺筷

传统技艺”入选“杭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

“天竺筷制作技艺”被列入第

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名录。杭州天竺筷厂的

“天竺山”商标被列入“浙江

老字号”，开发创意天竺筷获

天竺筷 （区文广新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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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国家及省市奖项 52 项，其

中，金奖15项，获国家专利7

项。2016 年，拱墅区文广新

局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品

牌活动“一河串百艺”创新设

计营中，将天竺筷作为主要

创新设计项目进行设计开

发，增加各种时尚元素，在手

工艺活态展示馆设有天竺筷

展示区，同时，每年的“文化

遗产日”、大运河庙会、大讲

堂等活动中展示宣传天竺

筷，弘扬筷子文化。

（张 劢 林高远）

（以上除署名外均由王小明

供稿）

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建设】 2018 年，拱墅

区围绕建设运河沿岸名区的

目标，推进重点区块开发、产

业平台建设、美丽拱墅、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招商引智、基

层治理能力提升“六大专项

行动”，经济社会保持健康平

稳发展。全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GDP）581.8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4.2%。其中，第二

产业增加值 108.04 亿元，增

长 9.3%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473.76 亿元，增长 3%。三次

产业结构调整 0：18.6：81.4。

2018 年，全区实现财政总收

入 157.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84.40 亿元，增长 8.0%，其

中，增值税 36.47 亿元，企业

所得税17.71亿元，个人所得

税5.86亿元。全区一般公共

预 算 支 出 37.6 亿 元 ，增 长

8.0%。从区本级支出结构

看，公共安全支出 4.4 亿元，

教育支出9.1亿元，科学技术

支出1.4亿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4.4 亿元。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1.2%，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其中，

交通投资增长 142.5%，生态

环境和公共设施投资增长

101.8%，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增长 95.5%，民间投资增长

20.6%。

【政治建设】 2018 年，拱墅

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强化意识形态学习，

认真落实“一岗双责”，高质

量完成省委巡视整改阶段性

任务。深化作风效能建设，

深入开展“百千万”蹲点调

研、“互看互学”亮点项目大

比武、“兴五风破三慢”“解放

思想勇开拓、争先创优敢担

当”大讨论等活动。制定政

府党组议事规则，健全向党

委请示报告制度，完善重大

事项集体决策机制。出台法

治政府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全省首个行政执法监督

四年行动计划，开展“两高一

低”专项整治，行政机关负责

人 出 庭 应 诉 率 同 比 增 长

35%。发扬“激情、用心、实

干、担当”的拱墅铁军精神，

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

协民主监督，主动接受司法、

舆论和群众监督，办理人大

建议 129 件、政协提案 160

件 ，面 商 率 、满 意 率 均 为

100%。全国基层政务公开

试点工作通过省政府考核组

验收。以机构改革、街道体

制调整为契机，统筹深化“四

个平台”建设，全面提升基层

治理效能。完成 5 个街道

“四个平台”综合信息指挥室

提升改造，基本建成区综合

信息指挥中心、人民来访（联

合）接待中心项目，圆满完成

信访、安保、维稳、征兵、防汛

防台、防灾减灾等各项任务，

连续第十三年获“省平安区”

称号。

【城市建设】 2018 年，实施

新一轮城市开发建设，推进

全域企业居民征迁清零，征

迁居民1106户、企业510家，

其中搬迁市场 8 个，实现全

域征迁清零。开工安置房项

目 19 个，竣工 4 个，交付 4

个，回迁安置居民 1708 户。

开工配套项目 60 个。推进

保留农居点整治，完成拱宸、

吴家墩项目，开工瓜山村。

续建地铁二期 5 个站点，开

工三期 14 个站点，完成永宁

路等 11 条道路建设和丰潭

路等 7 条道路提升。开工丽

水路（石祥路—金昌路）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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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条道路，续建香积寺路西

延工程等 5 条道路。竣工公

共停车泊位 1318 个，开工及

续建 3199 个，新增地下空间

78万平方米。大城北建设统

筹推进，开工 43 个，完工 35

个，续建 46 个，开展前期 48

个。完成地铁征迁任务，确

保地铁建设有序推进。2018

年，累计拆除大型违法户外

广 告 629 余 块 ，取 缔 无 证

1400 余处，捕犬 863 只，查处

夜间施工 351 件、违法建筑

67件。完成“街容众包”创建

道路50条，签约商户1800余

家，签约率 100%。处置数字

城管问题案卷 18.4 万件，问

题解决率 100%。实现全部

审批事项入驻区级受理窗

口，“店招店牌”实现一窗式

受理，犬类审批实现网上办

理，受理审批 3394 件，行政

审批案卷及时办结率 100%、

满意率100%。

【生态建设】 2018 年，推进

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取得 4

个标志性成果。空气优良率

69.2%，PM2.5 浓度 41.0µg 每

立方米，改善率主城区名列

前茅。运河交接断面考核优

秀 ，“ 水 十 条 ”6 个 断 面 达

标。查处违法案件 23 起，比

上年上升 23.53%，处罚 54 万

余元。居强化环境风险源监

管，确保不发生环境安全事

故。实现全区生态、经济、社

会效益统一发展。“五水共

治”再深化。2018年，完成雨

污分流项目 66 个、零直排小

区创建 20 个，创建区级美丽

河道 19 条。“五废共治”再提

升，2018年，全区收运处置生

活 垃 圾 约 25.8 万 吨 ，日 均

706.7 吨，与上年相比减少

3.4%。全区 348 个建成生活

小区、165个机关事业单位实

现垃圾分类全覆盖，垃圾分

类入户宣传指导率达100%。

【文化建设】 2018 年，出台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

意见，启动北部教育提振新

三年行动计划，高标准推进

22 所学校建设。完成“全国

基层中医药示范区”复审和

国家卫生城市复评。全面深

化“健康拱墅”建设，启动医

疗卫生服务提升五年行动计

划。全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达 25%。出台科技创新政策

6 个 。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236

件。通过知识产权贯标认证

企业 6 家，评选区级专利试

点企业 14 家、发明专利产业

化项目 7 项。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专项行动完成 416 个任

务节点。新建更新体育健身

苑点 15 处；新建老开心茶

馆、剑瓷视界、柔之艺太极馆

等运河书房 8 处，全区街道

文体中心、社区公共文化场

地免费WIFI建设65处。

【社会建设】 2018 年，全区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41 万

人，引导和帮助城镇失业人

员实现再就业 1.02 万人，其

中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6497

人。在杭州市范围内率先完

成公益性岗位转岗工作，转

岗 1500 余人。培养高技能

人才 1519 人，技能培训 737

人，创业培训 321 人，进城务

工人员培训 2120 人。实施

大创三年行动，承办杭州大

创比赛拱墅分会场，新增大

创企业 59 家，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2040 万元。举办招聘

会 56 场供岗 4.4 万余个，职

业介绍0.3万人次。2018年，

拱墅区受理劳动争议 1042

件涉及1480 人7288 万元，受

理 欠 薪 案 件 2304 件 涉 及

2766 人 2343 万元。2018 年，

全区社保全民参保登记率

100%，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97%，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98.85% 。 养 老 服 务 做 大 做

强，打造“1234+X”老旧小

区、“阳光老人家”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具有拱

墅特色的老旧小区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体系。

（陈金春 张序斌）

文明城市建设

【概况】 2018 年，推进城市

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工作。深

入居社区（小区）、背街小巷、

市场、工地等 166 个点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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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方位、拉网式检查，强化

对小区、公共广场、农贸市场

等不文明行为督导，助推城

区面上环境秩序完善与提

升 。 全 年 ，抄 告 整 改 问 题

1.02 万余个。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位居主城区前列。实现

区 级 文 明 校 园 100% 全 覆

盖。打造“最清洁城区”。搭

建“美丽拱墅”文明共建微信

平台，创新“文明观察员”机

制，成立 800 余名的区、街

（社）两级文明观察员队伍。

全年，先后开展“我们的节

日”，新年走大运、运河元宵

灯会、腊八节祈福送粥、“半

山立夏节”等传统文化活动，

开展“大运河文化节”“大运

河庙会”“运河婚典”等拱墅

特色民俗活动，展示运河文

化的魅力风采。

【最美现象】 2018年，“最美

现象”成为杭州市精神文化

品牌。1 月始，拱墅区以“寻

找身边好人”为主题，培育和

树立宣传各行各业“最美人

物”。至 12 月底，全区推荐

各行各业“身边好人”200 余

人，涌现出中国好人陈保华、

吴建军，浙江好人方源，杭州

好 人 陈 志 明 、胡 敏 等 先 进

典型。

【文化家园】 2018 年，新建

七古登、星桥等 10 个社区文

化家园。组建理事会，学雷

锋志愿服务队伍（文明观察

员）、社会组织 3 支队伍，构

建“文艺+政策+文明”小课

堂课程体系。5 月 23 日，全

市社区文化家园现场推进会

在拱墅召开，并作为全市唯

一区级层面代表作典型发

言，拱墅区经验做法获省、市

委宣传部领导批示肯定。7

月，引进“凤翮正道”“诗青

年”等社会组织，推行文化家

园等级评定机制，构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11 月，华丰

社区文化家园获评市级五星

级文化家园。

【公益宣传】 2018 年，打造

公益广告宣传亮点。以“新

时代·新运河·新拱墅”墙体

公益广告大赛为抓手，4 月，

在全区开展“美丽围墙”建设

专项行动，美化提升 140 余

条涵盖 40 余大类主题的围

墙公益广告整治项目，打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

界游泳锦标赛”“优秀家风家

训”“拱墅新八景”等运河沿

岸围墙精品群落，形成拱墅

独特的围墙文化。11月，《文

明八礼》《拱墅新八景》墙景

作品获杭州市墙景美化活动

最佳人气奖。

【文明素质提升系列活动】

2018年，围绕文明出行、文明

餐桌、文明旅游、文明排队主

题，开展市民文明素质提升

系列活动。组织全区 2000

余名志愿者开展文明交通劝

导，发放“文明餐桌”宣传牌

（贴）1万余份。10月1日，组

建“美丽拱墅旅游志愿服务

小 分 队 ”，开 展 文 明 旅 游

宣传。

【学雷锋志愿服务】 2018

年，创新打造全区学雷锋公

益理发品牌，打造运河文化

广场、10个街道雷锋角、全区

社区文化家园、14 家公益理

发机构（店）等 30 余个公益

理发品牌阵地，建立 35 支公

益理发品牌服务团队。开展

“公益理发零距离·文明单位

我先行”“志愿服务我先行

公益理发暖人心”等学雷锋

志愿服务公益理发活动，为

特殊群体免费发放“公益理

发爱心卡”。1 月始，打造每

月 10 日“拱墅区学雷锋志愿

服务日”，至 12 月，累计服务

市民3万余人次。

（王晓晨）

区级主要机构及

负责人名单
（2018年 1—12月）

区 委

书 记：

朱建明

副书记：

章 燕 李 炜

常 委：

张德平 王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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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 黄建正

虞文娟 赵 红

王 牮（至2018年12月）

雷伟蛟

王 宏（2018年12月始）

斯荣喜（浙江大学挂职

干部，至2018年10月）

陈 洁（省下派挂职干

部，至2018年8月）

杨丽萍（陕西省来杭挂

职干部，2018年7—10月）

李 磊（浙江大学挂职

干部，2018年10月始）

区人大常委会

主 任：

吴才敏

洪永跃（至2018年1月）

副主任：

卢建标 徐美娟

孙剑甫

邱建伟（至2018年9月）

丁智明 杨 涤

韩 峻

党组书记：

吴才敏

党组副书记：

卢建标

党组成员：

徐美娟 孙剑甫

丁智明 杨 涤

区政府

区 长：

章 燕

副区长：

张德平

王 宏（2018年12月始）

王书评 方友青

张云雷（至2018年12月）

余荣升

陈 洁（省下派挂职干

部，至2018年8月）

阿依先木古丽·阿塔吾

拉（中央三部委挂职干部，至

2018年5月）

项振德（省下派挂职干部）

李玉芳（中央三部委挂

职干部，2018年5—12月）

提名任副区长：

欧阳建国（2018年12月始）

惠海涛（2018年12月始）

党组书记：

章 燕

党组副书记：

张德平

党组成员：

王 牮（2018年1—12月）

王书评

王 宏（2018年12月始）

张云雷（至2018年12月）

余荣升

陈 洁（省下派挂职干

部，至2018年8月）

阿依先木古丽·阿塔吾

拉（中央三部委挂职干部，至

2018年5月）

项振德

李玉芳（中央三部委挂

职干部，2018年5—12月）

许伟良（至2018年7月）

孟三山

区政协

主 席：

周志辉

副主席：

钟黎明 金志明

卢 伟 沈燕翔

陈 曦（至2018年1月）

提名任副主席：

杨 俊（2018年12月始）

党组书记：

周志辉

党组成员：

钟黎明 金志明

卢 伟

（孙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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