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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行乡工业公司

乡政府大院

杜行志

杜行乡党．政两套班子前排左起．

周志荣、潘纪根、董粉弟．王晓妹，

康霞芳后排左起：赵云祥，叶才根、

杜德明．张永权，张德胜、翁贵昌

农业公司



杜行志

谈家港新集镇伞貌

副业公司

上海工业搪瓷二分厂

市乡联营杜行服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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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行志

乡无线电厂

市乡联营}：海阳达丝绸服装厂

杜行乡万里村服装厂产品一一天蝶牌衬衫

杜行小学古银香



杜行志

杜行乡影剧院

杜行中学

文艺演出

家庭革雒装盒出售

∥什行志》编写组人员

前排(左起J：王洪洲胡谲全丁T-3r"

后排f左起)：王贵洲张银法陈海呜



杜行水厂

杜行乡群益小学

国务院奖状

杜行志

交爱国粮



杜行志

卫生院

邮电^a

乡民兵射击训练

乡奶牛场



文化中心站体育训练

杜行志

姚家浜水闸

王家梁驯犬



杜行志

张行村精街铸造厂

乡攫料厂制迥设备

乡福利三厂

乡福利厂伤残入就业

东风陶瓷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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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杜行乡位于黄浦江东岸，上海县浦东中部。光绪四年(1878年)设立杜行乡，历经变迁，1950

年划归上海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行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工商

业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尤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更

呈现一派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昌明，前程似锦的大好形势。

解放前，由于封建剥削，农具和耕作技术的落后，亩产稻谷仅200公斤，籽棉35～50公斤，人

民生活贫困。1987年，社会总产值1285l万元，工业总产值7817万元，农业总收入1896万元。粮

食常年亩产668．5公斤。人民安居乐业。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忠实记载下来。1983年春，在

杜行公社党委领导下，成立《杜行志》编纂领导小组，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在1989年编成了我乡

第一部地方志一一《杜行志》。我确信，《杜行志》的编纂及其出版，为各界人士了解乡史乡情提

供了较为全面的依据，同时，在今后各项工作中必将发挥“史鏊”的作用，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的

未来服务。

杜行乡人民政府乡长董粉弟

1989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横排门类，纵叙史实，按编、章，节、目四个层次排列。编．章、节标出次序、题

目，目只标次序。

二，本志时限，上限不限，下限迄于1987年底，根据实际需要，对有关内容适当下延。

三，为突出本地区特点，凡属本县境内相雷同的内容，本志只提及而不详述；若同一事件，人

物交错互见时，取舍有所侧重，尽量避免重复。

四，本志纪年，从解放日起采用公历纪年。对历史纪年采用当时通用纪法，在括号内加注公

元纪年。对地名，则用当时地名，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有时叙述今地名，必要时也加注原(旧)

地名。

一五，本志对杜行政区全境名称的记述，称杜行地区；自杜行公社、杜行乡成立以后称杜行公

社，杜行乡。

六、本志中提及的“新”与“旧95 9以本地解放之日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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