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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横沙人民以全新的姿态，昂扬的斗志，探索和推进横沙新一轮发展之

际，《横沙乡志(1985～2004)》问世了。首卷《横沙乡志》记载了从公元1886

年至1984年的百年历史和各个重要时期的真实面貌。《横沙乡志(1985—

2004)》重点记述了1985年至2004年间横沙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改革、奋力进取，发扬勤奋、

开拓、拼搏、文明的横沙精神，加速推进横沙各项事业的发展。本卷真实记录

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产业结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乡村企业从

经营机制改革到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社会事业发展和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制

完善等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在这20年中，横沙实现了从过去单一的农业传统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过去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乡村经

济迅速掘起，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得到改善、提高。横沙人民坚

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横沙新一轮的发展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

锐意进取，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抢抓新一轮发展机遇，争创新优势，再创新业

绩，定能实现把横沙建成环境宜人、生活富裕、文明向上的长江口明珠的宏伟

目标o

2002年10月，乡党委、政府作出了编写乡志的决定，成立了编纂小组，聘

请了编写人员。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

法，实事求是地记载人和事，既讲成绩，也不回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经过两

年的努力，五易其稿，于2005年10月终于成书。全书门类齐全，资料翔实，语

言流畅，文风简朴，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为全乡干部群众认识横沙，建设

横沙提供了一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爱岛、爱岗敬业的乡土教材，我们要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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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研究、熟悉横沙的昨天和今天，为开发、繁荣横沙再谱新篇。

《横沙乡志(1985—2004)》编纂成书得到了各级领导，特别是宝山区史志

办的关心和指导，同时也得到各部门、各村、各单位人员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及

部分老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值此，谨向为《横沙乡志》编纂、审定提供过帮助

的所有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疏漏难免，谨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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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实事求是原则，秉笔实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横沙人民

在历届乡党委、政府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

帜，同心同德，开拓前进，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记

载了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突出时代特征、岛域

特色。

二、本志重点记录了1985年至2004年的史实。为与《横沙乡志》第一卷

紧密衔接，有些章节追溯到1982年。并对第一卷未涉及的内容作了补缺，编

在志余篇、前志补遗内，有些内容与某篇内容紧密相连的，就补在其中。

三、本志以述、记、志、传、录为主要表述形式，辅图表。按篇、章、节、目、子

目排列、横排纵述，纵横结合。全志共8篇42章。综述、大事记列篇首，前志

补遗，后记列篇末。地图、照片列卷首。

四、本志表中所列数据，均来自宝山区(县)统计部门资料。文章中数据

原则上来自乡档案室，部分由部门或单位提供。文字资料来自区、乡档案，市、

区有关部门调查、考查资料、宝山年鉴、刊物及有关老干部的回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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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SttA XlANGzHl

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考察横沙岛(1990年11月17日)提出了要把横沙岛建成

“鱼米之乡、花果胜地、旅游景点”的建岛方针。

上海市市长黄菊视察横沙岛(1991年12月19日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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