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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港镇志》编修委员会全体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张津生，张利生，于洪飞．高树森．张贤海，马宝晖

后排左起：州金来、孙们亮、王景春．王国林．黄少康、陈家奇

郭始平

《双港镇志》全体编委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高风岗．肖玉风．庞学文，高世敏，赵风菊．张国茂

后排左起：张津生、郭始平，张顺弟，高立民、王庆贵．何宝申
刘文平

趣



一九九四年三月，市委书记高德占同志在镇党委书记

高树森同志(左一)陪同下．亲临温室视察双港镇春季蔬菜

生产。

镇农科站培育研制的部分优良蔬菜品种：津南实芹一

号、津南青韭，白峰菜花，津南粉红西红柿以及青椒、津

研黄瓜等。



镇机关办公楼

新落成的港田大厦



镇办企业——双港针织厂一车间

村民住宅区



私列华北地lx．规模、效益前茅的蔬’莱交易集散地荣获令【日文明集髓IH场光荣称I’

I}cJf．1lt-：产蔬浆批发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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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港艇也因



序

盛世鳊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地方志的编修是整个历

史蝙修工作的重要一环，在全镇各界人士的支持帮耽下，经修

志人员的辛勤努力，((双港镇志》历时两载，、几经审订，几经

易橇，即将付梓，可喜可贺¨
．

《鼹港镇志》是以新观点、新办法编修的双港地区有史以

来的第’一部志书-这是我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建树，-是我镇

四万人民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大喜事。

地处城郊结合部的踺港镇，地势平坦，气候宜人，风光秀

美，人才荟苹。天津市外环线横穿南北，津沽公路纵贯东西，

铁路、机场、海港近在毗邻，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是津

南区北部的重镇。

解放前世道混乱，兵匪不断，水旱害相连，人民生活苦不

堪言。

1948年末双港镇人民获得了解放，站起来的双港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革命传统i

拼搏创业，建设家园，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双港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乡镇企业迅猛崛起，港田摩托车集团公司生产的三轮摩托车，

闻名遐连行销全国，农业科技队伍不断扩大，农业科技人员数

和农业总劳力数及耕地数的百分比，冠四郊五县，镇衣科站的

科研成果，推向全国，甚至世界；商业网点，星罗棋布，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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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各个角落，何庄子蔬菜批发交易市场，商贾云集，成为华

牝地区最大的蔬菜集散地。文教卫生事业，城乡交通建设都出

现了振奋人心的喜人局面。“盛世修志，志栽盛世”，((双港

镇志》全面地、系统地、详实地记述了双港镇的历史和现状，

突出了建国40年来各项事业的成就和主要特点，是“资政、存

史、致用”的百科全书。可为制定双港镇的经济发展和全镇建

设规戈Ij提供有益的措鉴，为双港镇的钣革、开放·社会主义建
设，为鼠港镇两个文明的建设服务毒

修志是一项繁重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任务光荣而艰巨。

在镇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经全体修志人员妁艰苦努力一而令终

于成书，((jig．港镇志》在编修过程中，曾得重Il全镇备单往，各

科室及全镇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修史之难莫过于修志’，由于编修新孝患，缺乏疑验·资

料不足，难度很大，加之水平有稂，雄荛瓣满'恳清读者批评
匡正．

高瓣森



凡 例

一、《双港镇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双港

镇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志书上限一般始自1405年(明朝永乐三年)燕王扫北

移民定居，下限止于1990年，大事记延到1993年。电力、建

筑．运输、各章节从解放后写起。

三、本志坚持横排竖记，和驻乡单位详今略古，详独略

同，体现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力求做蓟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韵统一，达到继承历史，服务现实，有益后世的目

的。

四、卷首设概述、总述镇情，卷末大事记，下设二十章。

结构为章，节、目三层，采用以志为主体，附以记、录、图、

表、照综合体裁。

五、志书的范围，以下限1990年行政区划为准，以镇属事

项为主，同时概括区辖、市辖各类事物，以求反映双港镇之全

貌。

六、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后采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前先

写朝代年号，同时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七、资料来源广泛，不一一注明出处，所用各种统计数

字，皆由各部门、各单位提供。

八、天津市南郊．区于1992年改为天津市津南区，本志用津

南区这一名称。1993年1月双港乡改为双港镇，本志仍采用双

港乡这一称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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