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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翟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饱经战争创伤及天灾人祸，但劳动人民辛勤创业，

使诸翟逐步繁荣。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诸翟人民同敌伪、地主、恶霸及他们的政治总后

台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哺育了赵季昌、侯伯泉等优秀儿女，记载

着诸翟人民反侵略、求解放的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诸翟民风朴实，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

历史，是值得我们子孙后代引为骄傲的。

解放后，诸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经济建设。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乡人民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农工商综合经营，工农业生

产及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集体经济日趋巩固壮大，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新的道德风尚

正在逐渐形成，形势十分喜人。

历古以来，在清同治年间曾编写过《紫隰村志》及《紫陧村小志》，记载诸翟地区的点滴

史实。为了总结历史，教育后代，利于“四化”，达到承先启后的目的，根据县委部署，在县

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依靠老党员，老干部和广大群众．广泛征集资料，虚心求教，认真编

写，反复修改，编成了我乡第一部新志书《诸翟乡志》。该志记载了全乡(公社)政治、经

济、文教等情况，比较客观地反映诸翟的全貌，它将起到鼓舞全乡人民继续前进的信心，促进

各项建设不断发展的历史作用。虽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但因我们水平有

限，入力不济，加以年代久远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历史资料损失很多，难免有不到之

处，敬请提出宝贵意见，以期在今后补正。

《诸翟乡志》分地理、政治、经济、文教卫生、人物、杂记六篇，二十九章，四十五节，约

十五万字。内容以解放后为重点，有关章节适当向前追溯，下迄一九八三年五月政社分开，个

别内窬直至定稿之日。本志力求以围绕诸翟的特定区域记载史实。为避免重复，历次政治运

动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篇苹，不另立苹节。史家通例，生不立传，本

志入传者大多是比较著名的革命烈士和有社会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值此《诸翟乡志》定稿之

际，当与全乡人民鉴古知今、同心协力、兴利革弊、继往开来，为建设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诸翟而奋斗。

中共诸翟乡委员会编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五月



晰犍乡党委，乡政府、人民公社机关

葑程乡政『仔机关大偻

、



2

碧蓠毋’
_·噶

倭 井

乡文化中心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侯伯泉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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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豫人民公社办公楼

海县请翟饥械厂



上海县iiI}袍钢模板J

海县请翟公社农机站、交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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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海县诸翟·It学

上海县诸翟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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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翟镇解放桥

诸翟乡最古老的石桥一鹤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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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郊区人民保卫地方协会纪念徽章

@

诸襁镇新街道——解放路

诸狸镇旧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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