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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局编史修志办公室(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武进县文化

志》的编写工作已经完成了。

武进历来被称为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近代和现代，许多人对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一

定贡献。这是文化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收集

和记录这些史实，无疑，对纪念先辈教育后人是极有意义的。由于种种原因，<武进县文化

志》是不完整的，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亟须有识之士加以鉴正。

谨向在编写过程中给予方便、帮助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武进县文化局编史修志小组

19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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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武进县文化志，在深入改革之际；。出版问世，实必本邑文化史上一大喜事，此系时
代新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硕果，．意义良多。：jj。， ，t

4；，i j．、，．|。

本邑地处长江之阴，．南濒太湖。，京杭运河、沪宁铁路东西横贯县境。历史悠久，山川秀
丽、人杰地灵，文化发达，学者名流，颇不乏人，史页屡有记载。然自清末以来，艺文发

展，品类繁衍，雅俗互见，未有缕述，无志可查，无献可证，甚为憾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举，得县委，府明令。为扬社会主义之天

声，纪人文艺苑之业绩，铸鉴往知今之明镜，晟励今人，启迪后代，拓一代文风，爰修此

志。

自1983年7月始，广收博采，寸累铢积，达百万言，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本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原则，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以臻思想、科学，资料三性之统

一●

在内容上，力图门类齐全，纲目分明，贯通古今，立足当代，以反映时代特色，在体饲

上，取章，节、目形式，分别叙述。

迄1986年4月，三历寒暑，三易其稿，凡九章35万言，溯古及今，终成此卷，修志谙

君，惠耿疲荼，筚路蓝萎，概可知也。

于此志编纂之关怀、支持、热心提供有关史料之士，翘不一一详载，谨此深表谢忱。

‘今一方文风，纂辑葳事，展卷可得，诚可贺也，然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疏漏、纰缪之处，在所难免，祈识者鉴宥。

1988年6月8日



气凡

一，本志按章，节，目、项级排列·

二，本志年限上起自1879年(清光绪五年)止于1985年．如有必要．可上溯和下延．

三，本志以语文体记述，加用标点符号，必要时用图表说明。

四．奉峦通甩公茹圮苹·必要时加挂当耐朝代圮年畸

五、按。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内害着重对中华人民共和茸建立詹钓记述·；

六’、率惠所用数字原删上用：爵拉伯数字书萼，爹数单字按习惯汉掌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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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化机构和团体

第一节文化机构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领导机构

从清朝光绪五年到宣统三年的三十二年间，本县县一级的文教领导机构先为“学务公

学"，后改“劝学所"。辛亥革命后，取消劝学所，改称“武进县公署学务课"，课长谢

观。1913年3月，又改称“武进县公署第三科"。三科管辖文化、教育，警察。科长刘植

(古愚)。1915年科长改为主任。为了唤起民众，振兴中华，武进县第三科于1916年(民国五

年)办起了通俗教育馆。1918年第三科仍改为武进县公署劝学所，所长先后由绘化吾、蔡晋

成(代理)等人担任。1923年6月废劝学所设教育局，后改教育科，内分设三课，其中已有

管辖文化的机构。1927年，恢复教育局，局长吴昆(吴佩昆)，增设了扩充教育科。1928年

扩充教育科将通俗教育馆改为武进县民众教育馆。1929年武进县教育局将扩充教育科改成社

会教育科。1934年芮麟为社会教育科主任。1937年武进地区沧陷，武进县教育局又改为教育

科。1940年起，科仍改局，吴佩昆再任局长。下设四股，其中专设社会教育股。1946年起教

育局仍改教育科，1947年又恢复教育局，直至解放。这一时期，全县并无专设领导文化工作

的行政机构。抗日战争时期全县15个民众教育馆仅存城区一个。

=、解放后的文化行政领导机构

我县予1949年4月解放，5月成立武进县人民政府教育局，局长钱梦梧。1950年教育局

内设社教课，由衣绍文任社教课课长、李适农任课员。当时培训十名社教人员，专门从事群

众文化教育工作(包括扫盲)。从1951年起，教育局改为文教局，提升杨亮畴为社教课副课

长。专抓公办俱乐部和工农业余教育。 ‘ 。

由于武进县教育摊子过大，文化事业发展又快，为了更好的领导和发展文化事业，于

1955年3月单独成立文化科，由潘维信任副科长，科员周亦民(专管电影工作)、张钦(负

责群众文化工作)、高振农(曾搞专业剧团登记工作)、许鸿年(负责专业文艺团体的工

作)，周玉琴(会计，于1957年退职)，后周亦民提升为副科长，由蒋季复任电影管理员。‘

1957年下半年，为了精简机构，文化科撤消，付科长潘维信改任武进县文化馆馆长，科员转

业或下放，退职。文化事业饼入教育局管辖，教育局仍改名文教局，有一名付局长兼管文化

并成立文体股，由蒋仁良任副股长，陆敏、蒋季复为科员，分管专业剧团和电影工作。

1959年10月蒋仁良调文化馆任馆长，由副股长庄培兴抓专业剧团和体育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干部靠边，整个机构瘫痪。1968年，武进县革委会成立政

工组，组长谢斌，文化工作由政工组直接领导。

3975年1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武进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撤销，武进县革命委员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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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成立。蒋仁良、蒋福昌任副局长。1975年4月衣绍文到任任局长。文化局成立初期，由

顾盘真任政工兼秘书，庄旦良管群众文化，王寿兴负责艺术工作(管理专业剧团)，秦国

祥、束子康负责电影事业管理上作，谭琴芳任会计，冯伯明去小京班整团一年，后管群众文

化工作。

1976年3月武进县评弹团成立，由冯伯明负责，1977年张晓曙调进文化局负责评弹与曲艺

工作，后束子康、秦国祥调出文化局回电影管理站。1978年沈国海任副局长，兼武进县锡剧

团团长。1980年8月从电影管理站调进秦广德做文书工作。1981年4月，衣绍文局长披批准

离休。1982年3月由转业军人应志方担任文化局政工干部。同年调进夏来娣搞群众文化工

作。

1983年，文化局除蒋仁良、沈国海两名副局长外，设人秘股。应志方任副股长负责政

工，谭琴芳(副股长级办事员)负责会计，办事员秦广德协助工作，艺术股：庄旦良(负责

人)负责专业剧团，张晓曙(股长级办事员)负责评弹、曲艺、剧场、书场工作，文化股。

冯伯明任股长、与办事员夏来娣二人负责群众文化工作。

1984年4月根据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耍求，江光迅从县教育局教

研室调来任局长，蒋仁良、张志伟任副局长，沈国海任督导员，并成立党组。接着张志伟、

秦广德、夏来娣调出文化局，转业军人袁全庆从文化馆调来做文书工作，焦凤琼从县新华书

店调局做群众文化工作。1985年6月县文化馆的汤德胜提升为副局长。

文化局所属企、事业单位表

数 领导人姓名
机构名称 备 注

量 正 职 副 职

武进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l 秦国祥
吴寿根

武进县图书馆 l 张蕾

武进县博物馆 1 蒋季复

武进县新华书店 l 杨祥林
姚瑞芳

下属区新华书店门市部八个李志民

武进县文化馆 1
张绍香
费炳荣

武进县锡剧团 l 陈正文

武进县越剧团 l 汤国柱 筱一枝

武进县创作组 1 李祺

武进县文艺学校 l 徐雅萍

武迸县文化用品综合厂 1 秦广德

武进县文化工业公司 l 1 顾盘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文 联

为了团结全县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繁荣文艺创作，在县委的领导下，我县成立了

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文联)。第一届武进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大会于1950年召

开。办公地址存常州市娑罗巷。日常工作由秘书主持。先后担任文联秘书的有李亚白，沈长

川和盛易新三人。

文联的主要任务s

1．组织剧团演出。

2．组织常州道情及说书(大书)艺人。

3．组织美术协会． ’

4．组织剧本创作。

第一届文联于1953年结束。

1960年5月7日，在县文教群英大会召开的同时，第二届武进县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

议于奔牛中学举行，9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全县各地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方

面的代表120人．

中共武进县委宣传部长予允伦在会上作了报告。

会议总结了二年来全县文艺工作的成就，进一步动员全体会员学习毛泽东思想，继续改

造世界观，解放思想，鼓足革命干劲，深入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党的文艺方针，创作出更多更

好的文艺作品，排演出更多更具有思想性的艺术节目，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献

礼．

在这次大会上规定文联的性质是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联合组织。文联的任务是在上

级文联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文学艺术活动，创造出富有高度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为人

民大众所喜爱的文学艺术作品，为存武进建立一支坚强的无级阶级文艺队伍而努力。

这次代表大会共选出71名委员，姓名如下。

于允伦、张暨生、朱浩明、周叙九、蒋仁良、皮震环、钱汉章，徐友民，顾洪大、赵逸

芳，华一中，徐天云、任子龙，赵春山、袁玉珍、许锦瑜、邱炳焕，赵兰生，陈品业，王子

云，王玉文，宗卓雄、张玉珍，张钦奇、吴卓铭、沈益清，周元纳、朱淦生，陆中法，董

白，朱伯华，何云奇，刘澹然、汤鹤芳、陆淼兴，吴全海，陈中行，夏明华，季全、曾静

玉，徐兆春、孔林元、董伯衡、吴荣华，顾根生，杨亮畴、顾兆良、徐炳坤，岳新建、史才

大，秦中法，叶光华、周坤生、蒋春桂、刘义来、周冠，查才生、高荣亭、周栋良，黄福

昌、刘兆甫、许仲华、邱善福、张春生，蒋裕民、蒋来根，刘伯文、顾样福、任永康、顾荣

华、潘志嵩。

选出文联主席和副主席共五名，秘书一名。

主席。于允伦。

副主席：张钦奇、吴卓铭，周叙九、蒋仁良。

秘书。王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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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联分设五个组，并选定每组一名负责人。

戏剧组；任子龙。
。

美术组。皮震环。

。．音乐舞蹈组。袁玉珍。 ．

： 文学组l蒋仁良。

摄影组：．华一中。

文联成立后，具体工作由文化馆代理。 ．。

我县第三届文联是在1982年8月开始筹备的。那年8月2日，中共武进县委发出了关于

成立武进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的文件。文件中说：“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县文学艺

术工作者，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搞好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决定成立武进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

会筹委会，负责文联的筹建工作’’。筹委会由郭富春、王成智、钱世康、蒋仁良、谢良诚，

张绍香、李祺、汤德胜、徐雅萍，陈正文、徐浩然等人组成。郭富春任主任委员，王成智、

钱世康、蒋仁良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由蒋仁良兼任办公室主任，徐浩然、汤德胜任

副主任。 ；．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作，我县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届代表大会于1983年12月27—29日举

行。县委副书记孙祖法致开幕词，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志一作工作报告，县委副书记郭富春

致闭幕词，副县长王成智主持了会议。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李文瑞，市

文化局局长钱泳林，市文联副主席金挥等到会祝贺。代表们重温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

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指示，回顾总结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我县

文艺战线的成绩和经验，明确了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神圣职

责和为开创我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新局面的光荣任务’审议和通过了《武进县文学艺术工作

者联合会章程》，经过充分酝酿，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26名委员，组成第三届文联委员会。．

许本源当选为文联主席，蒋仁良、汤德胜当选为副主席，徐浩然当选为秘书长。当选委员是

(按姓氏笔划为序)万叶树、史光新、皮震环、刘正范、许本源、汤德胜、李祺、李翔岭、

杨国钦、沈志敏、张绍香、陈文光、陈正文、周可可、周幼钦、金祥勋、赵治平、徐亚中、

徐雅萍、徐秉方、徐浩然、谈玉忠、唐炳良、黄水清、蒋仁良、谢良诚。

在文联主持下，还成立了文学、戏曲、音乐舞蹈、摄影、美术书法等五个协会的筹备小

组。名单如下o 、

。，文学协会筹备小组。李翔岭、陆涛声。

一．．戏曲协会筹备小组。李祺、庄旦良。

一’音乐舞蹈协会筹备小组：杨国钦，陆敖患。 ．．

摄影协会筹备小组。汤德胜、张绍香。 。

美术书法协会筹备小组：徐浩然，皮震环。

文联配徐浩然一人为专职干部。

1984年12月20日武进县文联成立了摄影工作者和音乐舞蹈工作者协会。县文联副主席蒋

仁良主持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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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协会的到会会员70余人，各自通过7协会章程，并选举出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
各八人(名单附后)。

县委副书记莫玉宝、副县长周亚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钦奇、县政协副秘书长岳忠

保参加了成立大会，并都讲了话，勉励全体摄影、音舞工作者协会会员坚持文艺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遵循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

荣移的指示精神，为繁荣我县文艺工作而努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应邀出席祝贺的有常州市文联协会部主任盛易新同志、常州市文化局的同志、常州市摄

影工作者协会和音舞工作者协会的负责同志、常州市彩色摄影图片社的负责同志，金坛县文

化局局长陈杰等。

会后，两个协会的理事分别召开了会议，研究和部署了协会的工作。

武进县摄影工作者协会的理事长为汤德胜，副理事长为张绍香、马兰萍，理事为陈国

良，陈仲良、许君武、史国章、徐亚中，秘书长由张绍香兼。

武进县音乐舞蹈工作者协会理事长为杨国钦，副理事长为陆敖忠、徐亮，理事为庄旦

良，裘晓昌、秦学洲、刘正范、周可可。秘书长由徐亮兼。

1984年4月23日，是武进县解放35周年，10月1日是建国35周年，为了纪念这两个具有

历史意义的节日，宣传35年来的建设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呆的日新月异的巨

大变化，武进县文化局、武进县文联特开展“振兴中华，建设家乡”文艺作品征文评奖活动。。

征稿内容和形式规定为围绕“振兴中华，建设家乡"这个主题，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社
一r

’

会主义、歌颂美好心灵的现实和历史题材的戏剧、曲艺、音乐、舞蹈、书法、美术和摄影作品。

县设立评奖委员会，并按专业门类设立评奖小组。评奖委员会根据各评奖小组从庆祝武进解

放35周年，建国35周年的文艺会演，故事会讲、展览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及各地推荐的

优秀作品分别进行评奖。对辅导创作有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也给予奖励。奖励办法规定

为以精神鼓励为主，对得奖优秀作品除发给奖状外，分别发给奖金。奖金分一，二、三等。

小戏分别为八十元，六十元、四十元(大戏另定)，故事、曲艺、音乐、舞蹈作品分别为四

十元、三十元、十元，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分别为三十元，二十元、十元。

截至9月底止，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全县广大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支持，热

情创作，征集到大戏剧本5个，小戏剧本42个，摄影作品245件、曲艺作品29篇、故事18篇、

歌曲5首，书法作品、印章245幅，美术作品160幅。充分反映出我县文艺创作史上少有的繁

荣景象。在这些作品中，书法，印章、美术、摄影，从中择优，存武进县解放35周年和建国

35周年时，分别举办了两次展览，部分创作也在常州市展出，有的摄影作品还在省、全

国、国外展出，并在省、全国获奖。戏剧作品为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提供了剧本，不仅参加

了区、县文艺会演，还为两个专业剧团提供了参加常州市专业剧团会演和江苏省首届锡剧节

演出的剧目，为全省文化中心小戏竞赛提供了剧目。李祺创作的大戏《芳草缘》，获常州市

专业剧团会演创作二等奖，刘兴中创作的小戏《访瓜园》、陆涛声创作的小戏《鸭绒被》、

张世昌，刘兴中刨作的小戏《莲花朵朵》，分别获省首届锡剧节创作二等、三等奖，陆忠宽、

自清渊创作的《“朝天辣子”盼媳妇》，获省文化中心小戏竞赛创作三等奖，歌曲《我爱家乡

美》(叶亚萍词，丁福林曲)登载于常州广播电视报，并在常州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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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中播出·

1984年文艺作品征文得奖名单如下：

一，摄影：

一等奖五名：《家常菜)(汤德胜)、《白银路>(张鹤芳)、《农家喜事多'(陈国

良)、《春》(马兰萍)、《千里共婵娟>(方加大)

二等奖八名：《工蜂》(陈国良)、《雪中送鱼》(刘宝成)，《春汛>(张鹤芳)，

《灯会>(张绍香)、‘青年一代>(孙彬和)、《织’(徐婉美，赵美玲)、‘赶集’

(徐亚中)、《后院的早晨>(凌虎林)

三等奖十名：《在厨房里>(赵国庆)、《检修工>(唐光明)、《打扫卫生>(顾华

兴)、《降温》(陈小秋)、《又一座桥合拢》(徐元法)、《雪中送菜'(刘宝成)、《竹

市>(马兰萍)、《绣>(孙彬和)、《同学少年>(李志达)、《水上人家>(戴占勋)

鼓励奖五名。<春>(王宇)，《温暖>(陈仲良、杨春耕)、‘粮山>(裴最良)，

‘外宾参观洛阳乡>(王洪清)，‘从小讲卫生》(周幼钦)

二、书法、印章。

一等奖五名。《行楷>(徐浩然)、《行书>(史光新)、《小楷>(高伯摄)，‘行

书’(刘懿德)，《隶书>(邱忠益)

二等奖六名。《行草>(陈文光)、《行书>(戚振)、‘行书>(戚散花)、《行

书'(奚德椿)，‘楷书>(陈振亚)，《篆刻)(吴彦彬)

三等奖八名。<行楷》(黄远)、《楷书>(白清渊)、《行楷>(陆元松)、《行

书>(王振)，《篆书>(施育民、凌云)、《行书>(江光遥)、《行书>(蒋一梅)

鼓励奖五名。《行书>(秦凯达)，《行书》(周翰凯)，《行书>(张培创)，‘小

楷’(王定元)，‘楷书>(张忠芳)

三、美术作品：

一等奖四名，国画‘访富问路>(卢坤海)、国画‘和平万岁：}(王兴鹤)，国画《秋

酣》(赵治平)、国画‘支前>(皮震环)

二等奖六名。国画‘一叶小舟载万元>(王玉伦)，国画《中流砥柱)(邵凤珍)、国

画‘拒霜>(赵壁)、国画《高山流水>(施育民)，国画《江南春光：》(肖剑波)，鬈木

刻》(严寒青)

三等奖八名。国画《历久长青>(陈国瑶)、国画《心>(自士勇)，国画‘甜蜜的事

业'(唐伟基)、国画《猫迎春>(解重庆)、国画《猫蝶：》(周星白)、国画‘和平万

岁>(郭林曦)、国画‘山水>(张培创)、国画《水彩画》(何德保)

鼓励奖五名；《剪纸>(汪大华)、油画‘优秀班主任>(蒋玉南)、白描‘欣欣向

荣>(李文骧)、国画‘夙愿>(邵耀忠)、水彩《农民肖像》(徐伟灵)

四，故事。

一等奖二名。‘造屋'(陆涛声)、‘豆腐宴》(钟斌成)

二等奖三名。‘求亲记)(沈志敏)、‘试卷保密》(黄水清)、《夜雨元宝湾》(吴国良)

三等奖四名；‘金钱牌扬谷风扇)(蒋孟熊)，<童彬》(王挺德)、<理想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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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一名。《芳草缘>(李祺)

．鼓励奖二名。‘三江斩龙)(马中原)、

2．小戏

一等奖三名：《关门大吉》(奚呜鹤)、

‘访瓜园>(刘兴中)

《还璧记》(高国瑾)

《“朝天辣子”盼媳妇》(陆忠宽、白清渊)、

二等奖三名s<鸭绒被》(陆涛声)，《勿能推板一眼眼》(程正迪)、‘莲花朵朵》
(张世昌、刘兴中>

三等奖六名：<放水记》(徐鸣皋)，<一镡水酒》(李祺、奚鸣鹤)，《陶母责子：》

(陶红亮)、《林阿巧倒板豆腐帐)(吴国良)，。《小气阿婶》(蒋玉祥)、《姑爷考炒
嫂'(顾国南、王晓嫒)

鼓励奖从名，<钉喜桩>(胡吉生)、‘小宝贝>(陆忠宽、冯小荚)、《三喜临门》

(刘志祥)、《豆腐宴》(钟斌成、张国良)，《三个光棍汉>(周明礼)、<老牛出山》

(庄复兴)、‘小三子结良缘》(陈正迪)、《左邻右舍)(周云坤)

七，歌曲：

一等奖一名：<我爱家乡美》(叶亚平词，丁福林曲)

三等奖一名。《吾运河畔好春光>(刘明生词) ，

鼓励奖一名，<赞美你，武进》(许绪勋词曲)

对辅导文艺创作成绩突出的发给奖状的单位：前黄区文化站，安家乡文化站、邹抠乡文
化站，郑陆乡文化站。

1984年9月，安家乡文艺宣传队排演了小锡剧《放水记》、‘“朝天辣子"盼媳妇》，

代表我县参加了在金坛县举行的一市三县小戏会演。两剧均获演出奖。11月，安家、三河口

乡文艺宣传队，集中在东青乡农村文化中心，排演了小锡剧《莲花朵朵>、《“朝天辣子"

盼媳妇》。12月，代表常州市参加了全省农村文化中心小戏竞赛，《“朝天辣子”盼媳妇>
获演出奖和创作奖，<莲花朵朵》获演出鼓励奖。

1985年7月14日召开了文学，戏曲、书法、美术四个协会的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这四

个协会。会议由文联副主席蒋仁良主持，县委副书记莫玉宝、副县长周亚瑜，宣传部长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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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会，并作了指示，出席大会的还有县政协副主席壬成智、副秘书长岳忠保、原宣

钱世康，常州市文联协会部主任盛易新也出席了会议。并向大会致贺词，县文联主席

在大会上也讲了话。

据统计资料，文学工作者协会有会员49人，戏曲工作者协会有会员8．8人，书法工作者

有会会员有31人，美术工作者协会会员有32人，已经于1984年成立的摄影工作者协会会员有

46人，音乐舞蹈工作者协会会员有43人。

根据民主协商，四个协会都选出了各自的理事和正副理事长、秘书长。文学工作者协会

选出陆涛声、李翔岭、黄水清、万叶树、谈玉忠、沈志敏、钟斌成、吴之光、潘英达、唐炳

良为理事，陆涛声为理事长，李翔岭、吴之光、黄水清为副理事长，李翔岭兼秘书长，戏曲

工作者协会选出李祺、陈正文、马中原、张晓曙、刘兴中，彭加祺、徐雅萍、陶红亮、汤国

柱，陆忠宽、奚鸣鹤为理事，李祺为理事长，陈正文、马中原为副理事长，马中原兼秘书

长，书法工作者协会选出徐浩然、史光新、陈文光、邱忠益、奚德椿、高伯壤、戚振为理

事，徐浩然为理事长，陈文光、史光新为副理事长，史光新兼秘书长，美术工作者协会选出

皮震环，卢坤海、徐秉方、赵治平、董伟民、王兴鹤为理事，皮震环、卢坤海、徐秉方为副

理事长，赵治平为秘书长。

1985年9月，是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县文联开展了两

项活动。(一)与县党史办、县文化馆联合举办“武进县抗日战争历史资料"展览I(二)

和县文化局，县广播电视站等八个单位，联合举办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歌咏比赛。

1985年9月，是全国第一个教师节，为了配合尊师重教的宣传教育，县摄影协会举办了

尊师重教摄影展览。

为了庆祝建国36周年，反映祖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繁荣文艺创作，十月一日，与县政

协文艺组联合举办《武进县县级机关首届中老年干部书法展览》，展出了32个单位的47件作

品。 、

1985年初，为了欢度春节，县书协、美协的部分同志，与政协文艺组的同志一道，到亿

元乡一一湖塘乡、千万元村一一狄坂村，另外还到鸣凰乡和西林乡开展送书送画活动，为这

些单位共写春联500余幅，画国画数十幅。 ，

1985年12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苏分会主席武中奇应邀来县指导工作，并与县全体书法

协会会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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