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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舍镇志》上册问世后，在方志界取得了较好的影响，台湾大学

林清凉教授，复旦大学王运熙教授等，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洛舍镇

志》上册出版距今即将三年，现同时出版中册和下册。全面完成了该

志的纂编和出版任务。在这三年中，党委政府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的务实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在交通建设、集镇建设等方面

办了一些有益于洛舍人民的实事，举其大者而言：1993年，洛德公路

砂改油一期工程(洛舍至东衡段)完工，全镇程控电话开通，供销大

楼、农行营业楼、邮电大楼先后拔地而起。1994年，集镇老街砂改油改

造竣工，农贸集市综合市场和丝厂宿舍楼建成。1995年，党委政府决

定为民办六件实事，①完成洛德公路砂改油二期工程(东衡至德清

段)；②建造洛舍蓉溪大桥；③建造医院门诊大楼；④建造教师宿舍大

楼；⑤建造镇内第一幢商品房；⑥沈家墩水闸改造扩建。目前，除水闸

因防汛需要，原定下半年秋旱季节施工外，其它五件实事均已全面铺

开，其中教师宿舍楼竣工在即。

这次呈给读者的《洛舍镇志》下册，以记载洛舍镇的政权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为主体，与前二册相衔接，反映了洛舍镇的全貌。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教育人民。新编《洛舍镇志》的翔实史料，为．

后人提供了研究洛舍地方发展史的真实资料，并起到以史为鉴、以史

为镜的功能。

时一九九五年夏。

中共洛舍镇党委书记潘月山

洛舍镇 镇长谢洪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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