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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是完整地记录一个地方的历史进程，展示各种不同风貌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

书"。编纂好地方志，可以使我们及我们的后辈，对我们伟大的文明古国的节枝脉络有所了

解，从而激励人们热爱祖国，励精图治，奋发向上。

《奔牛乡志》系统记述了奔牛乡的政治、生产历程。对于今人和后入继往开来，造福桑

梓，不无借鉴。

奔牛乡座落在武进县西部。此地交通发达：京杭大运河、沪宁铁路、镇澄公路从境内穿

过，此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稻、麦、豆，这里有勤劳勇敢的人民。但是，在旧社

会，这里实际上是少数人的乐园，、广大贫苦农民受尽剥削者的鱼肉，过着非人的生活。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贫苦人民才成为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奔牛人民意气奋发，

战天斗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工农业生产日新目异，生活El益提高。

为了使我们及我们的子孙能够了解奔牛乡的历史，监为开创奔牛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的

新局面提供参考，我们根据县委部署，在奔牛乡党委领导下，建立了编史修志办公室，着手

编写《奔牛乡志》。通过编志人员内查外调，搜集资料、广采百纳，反复核准，几易其稿，

《奔牛乡志》已经问世。但由于编写乡志，前无先例，缺乏经验，我们水平又低，难免有错

误和不足之处，恳盼读者批评指正。

奔牛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九月



凡 例

一、本志按编、章，节、目、项层次表述。

二、本志立地理、政治、农业、多种经营、工业、文教卫生、财贸、水利、交通邮电供

电，人物、附记等十一编。叙述上一般以时问为序。各编，章，节内容多少不等，为史实繁

简和叙述的详略所致。

三、本志时限，原则上起于辛亥革命(公元一九一一年)迄于一九八三年，遇必要时，

可超过上限9下限到搁笔为止。

四、本志遵“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解放后史事。

五、本志历史纪年以公元为准，文中所指“解放前”，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建国”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六、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用图、表说明。

七、文中所指“奔牛地区"指奔牛乡，奔牛镇，九里乡，吕墅乡等本乡临近地区。

八、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八三年人民公社期间，因政社合一，公社与乡属同一概念。

九、本志中“党”和“我党”指中囝共产党。

十，一九八三年体制改革时，将大队改为村，为与自然村区别，本志称“行政村”。

十一、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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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下江南，驻跸奔牛叶家码头。

1880年(清光绪六年)，奔牛创办金台书院。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苏、常、镇班轮船开航，途径奔牛，设停靠站。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沪宁铁路建成通车。

1912年(民国元年)，常州、杨中班轮船开航，奔牛设站，停靠上下客。

1912年，叶文伟创办陈巷小学。

沈茂珊创办黄巷小学。

杜小良、贡杏生创办南观小学。

姜文列创办张墅桥小学。

夏兆林创办董墅小学。

1913年(民国二年)，姚瑞宏创办黄马小学。

史海宏、梅园丁创办邓庄小学。

1927年(民国十六年)，王振先、王超一创办琅琊墩小学。

1927年(民国十六年)，中共岳家支部建立，中共武进县委准备在叶家：码头举办“三

抗”训练班，因暴露未办成。

1933年(民国=十二年)，王道平创办西后王小学。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彭少卿创办沈家塘小学。

姜骝公创办戴墅小学。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镇澄公路通车。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天大早，河塘干涸，田地裂缝，水稻无法栽稻，饿殍遍野。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奔牛地区实行保甲制。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王连生创办前塘元小学。

1937年底，日军侵占我地。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何克勤，何志祥创办何家塘小学。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王玉春、姜和生创办虹庙头小学。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张鹏云在奔牛车站发展成立中共车站支部，姜和生，姜细

春、姜定元加入中共车站支部。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许听荣创办西沙河小学。同年8月，全面抗战胜利。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王叙兰创办前鱼池小学。

1949年4月23日，武进全县解放，各小乡人民政府成立。各小乡团支部建立。

1949年4月，本地开展借粮运动，支援前线，调济贫苦农民吃粮。

1949年10月，根据县通知，小乡以下划分行政村。

1949年冬，本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50年，存仁乡创办第一座电力灌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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