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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史，地方有志。它既整体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发展

的历史进程，又反映了各个地方的不同特色，使我们伟大的

文明古国以自豪。 ： 。

+． ，j一 一

‘一个乡就全国来说是沧海之一粟，一个乡的历史，只是
， 历史长河中的点滴。但观一斑而知全豹，一滴水可以反映出

太阳的光辉，乡志范围虽小，历史虽短，但也是整个农村在
， 一个时期的缩影。它既有斗争胜利的欢悦，也有景况萧条的 ，

伤痕。这都可以反映出政治斗争在一个地区的升隆降沉，也

记下了人们在奋斗中的是非功过。 ．

+ 东桥是个历史悠久的乡村小镇，在群众中有着绮丽缤纷～

的传说，根据县档案馆．．县地方志办公室的要求和广大群众 一

的夙愿，本着激起东桥人民更加热爱自己古老文明的故乡，

坚贞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目的。我们搜集整理了这本

。≮东桥志》·它记载的斗争成败史实，可供借鉴，它所综合
．、 的大小资料可资参考·史和志有一种合力，合聚着人类斗争

的业迹，智慧和结晶’有一种引力，吸引着人们热爱祖国，’

造福桑梓的向往，有一种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地奋发向
’‘

上，勇猛前进。但东桥乡及友邻地带从未有过完整记载的地

方历史，沿革方面的公私著述，这给研究我乡地方历史带来

_定困难。为此，我们按照县档案馆，县地方志办公室的意

见，子一九八三年六月着手《东桥志>的编写工作。在乡党

委，乡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县档案馆，县地方志办公室

的具体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编写有关新旧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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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各种座谈会，访问憝歪眵境历史的各界人士，搜集了大
量资料。经过半年双多以继铤潮奋战，终于在一九A---年年
底将乡志初稿撰写成功。初稿撰成后，经有关领导审阅，并

广泛地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再次进行修改．咛吼从四年
三月底又完成了第二稿。此后又邀请了曾在东橇乡战斗和工

作过的老同志再度进行通过，现于一九八四年十月，正式定

藕，谨向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 一

一．
t。

这部乡志是反映本乡历史沿革的第·部著述．它如实地

记述先民们开辟荒芜的史实，侧重地记叙了民主建政以来人

们艰苦劬业的实况，它记载了先烈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

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顽强精神，反映了前人工作的艰苦量今

人奋发造福子孙的志向，可以作为对后辈进行共产主义，爱
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它对过去的历史是个回顾，对今天

工作是个鼓舞，对将来的革命和建设是个借鉴．让我们在历

史这面镜子前，j坚持不懈，为四化作出贡献，争取做到无损

子前辈。无愧于后辈，也无负予我们胄己这一辈。 ，

‘

．。在编写过程中，乡党委二乡政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乡

．工业公司、东桥粮管所、乡经营管理办公室、文化站等单位和

各条战线上的同志提供了不少有关资料，在此，谨表谢忱。
‘

编写《东桥志》是项范围广，牵涉面大的工作，。它不但

要采访在群众中的众多传说，还要进行严格的取舍处理，，对

于自然村名的来历含义，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既要深入调

查，又要认真核对考证，编者因限于时间仓促，各方面又缺

乏经验，可以断定这本《东桥志》里有不少珍贵的东西还未

列入，同时其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干部群众当加

指正，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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