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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家舍，地处武进县北乡中枢。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本县一个鱼米之乡。

安家地区民风朴实，人才辈出，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一九二九年十月，中国共产

党在安家乡建立前舍支部、张村支部。一九三八年，有了抗日活动，并建立了人民武装——

冬防队和抗日青年工作团，配合新四军和“江抗"部队，开展抗日斗争，攻打安家舍日、伪

军的碉堡，智擒钟六巴，火烧茅金海，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

解放前，安家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下，长期

处在勉强糊口的境况之中。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农、比合作化，解

放了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

向，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广大农民建立生产责任制，推广科学种田，增强抗

灾能力，农业生产逐步上升，稳产高产，乡村工业蒸蒸日上，楼房接踵而起，文教卫生事业

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提高。现在，政治安定，经济活跃，人心振奋，正

是前程似锦的大好形势。

一九八二年三月，党委根据县委的部署，建立了安家乡志编写组，着手进行乡志的编写

工作，二年多来，编写人员查遍有关资料，召开各种座谈会，(包括老干部、老党员)，访

问熟悉本乡情况的各界人士，搜集了不少资料。在县、区编史修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有关

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编写人员，认真撰写，反复修改，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

年的大喜日子里，正式定稿，成为我乡有史以来第一部乡志，为研究我乡地方历史和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提供参考。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兄弟单位编史修志办公室和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

心感谢l

安家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说 明

一、本志按编、章、节、目、项五个级次排列。

二、本志各编、系按内容作横向安排，各编、章中按其时间作纵向安排。

三、按“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内容重点记叙现代部分。

四、本志时限，原则上起子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止一九八三年。但遇必须追述

者，可以超过上限，延伸到搁笔为止。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记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对地名用当时名称，

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必要时叙述今地名也加注旧地名。

六、本志数字，原则上用汉字书写，有表格地方，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充分使用图、表。

八、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叙体。

九、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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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理位置

安家乡位于武进县境西北部，距县政府所在地二十公里。东西长约八·五公里，南北宽

约六·五公里，呈不规则的方形。

本乡东邻百丈、新桥乡；南连薛家、汤庄乡，西与罗淦、西夏墅乡相毗连；北靠魏村、

孝都乡。

乡域面积三十八平方公里，人口=万六千七百七十二人，耕地面积三万四千三百零二

亩。德胜河纵贯本乡中心。
‘

第二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 行政区划

据清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武进阳湖县志》记载，今安家所辖地区，大部分是孝东

乡(孝东乡首镇在青城，有二都十一图)。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设孝东乡行政分

局，局址在安家舍街上。

一九三四年废孝东乡，今安家所辖地区分属济农乡、安宁乡、安家舍镇、梅林乡的一部

分。乡镇以下设保甲，济农乡有十四保，安宁乡有八保，安家舍镇有十二保，梅林乡的四个

屎。

一-JL四七年开始并乡，济农、安宁二乡并入安家镇，属安家区，区署设在安家台。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家舍获得解放。五月，又分设安家舍镇、济农乡：安宁

乡。安家舍镇、安宁乡属西夏墅区、济农乡属百丈区。乡以下设行政村，安家舍镇有十个行

政村，安宁乡有八个行政村，济农乡有十二个行政村。另外，金家大队那时属梅林乡领导，

有四个行政村，属西夏墅区。

一九五三年开始普选，乡域无变动，行政村改为选区。

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百丈区和西夏墅区撤销)。济农乡及梅林乡的一部分(金家大

队所辖自然村)，迎龙乡的五个自然村(蒲墩头、大沟梢、夹坝上、刘家巷、李家村)，并

入安家乡，属新桥区。

一九五七年十月，安宁、安家两乡合并，(安宁乡的邱庄划归罗淦乡)。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成立安家人民公社，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名为十六个大

队。这十六个大队是：路西、路东、曹家塘、塘东、洋滩、安家、东蒋、钱巷、金家、杨

巷、戴家、前舍、石庄里、毛家塘、西汤、包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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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个大队又并成七个大队，用一二三四五六七顺序排列称呼。大
队下面设小队。

一九六。年，划进郭塘桥大队将七个大队分为十五个大队，这十五个大队是：路西、路

东、郭塘侨、曹家塘、塘东、洋滩、东蒋、河湾里-前舍、钱巷、戴家、金家、杨巷、沃

家塘、安家。

一九六一一年冬，河湾里大队分为包象头、毛家塘大队，前舍分出西汤大队，钱巷大队分

为绿城湾和南河大队，共十八个大队，一百A,d—一个生产队，属新桥区。

一九六二年，戴家大队划出一部分归西夏墅公社，留下一部分名为北汤大队，郭塘桥大

队划归新桥公社。将东蒋大队分出三村头大队，洋滩大队分为杨木桥和北新桥两个大队。全

社共有十九个大队，二百五十六个生产队。

一九八三年上半年，仍是十九个大队，领辖二百六十三个生产队。各大队的范围和自然

村名如下；

路西大队

十四个生产队，由华家塘、三里庙、牛角湾、中巷上、北村上、墩后、何家塘等十一个

自然村组成。

路东大队

十二个生产队，由前孙、陈家塘、东孙、西孙、庄只里、沈家塘、臧家村、管家塘、镇

家巷、李家村等十个自然村组成。

曹家塘大队

十八个生产队，由臧家边、龙石地、半城，严家塘、曹家塘，是角场，新建，夹坝上、

蒲墩头、大沟梢、刘家巷、塘心里等十二个自然村组成。

塘东大队

十五个生产队，由蒋家巷、韩市、张家塘、西滩、窟塘上、徐家村、孙家村、刘家巷、

殷家村等九个自然村组成。

杨木桥大队

十一个生产队，由洋滩上、瓜市、杨木桥、包家塘、周仪巷、王家塘等六个自然村组成。

北新桥大队

十五个生产队，由笔沟头、巷上、北新桥、塘雪堂、黄泥沟、徐家、李家村、塘上、龙

潭庙、中村、蔡家塘、严家村等十二个自然衬组成。

东蒋大队

十五个生产队，由东庄、小西庄、蜂沟上、戴家、南庄、北庄、李家村、河沿头、陈家

塘、张家村、杨家村、东蒋等十二个自然村组成。

三村头大队

十一个生产队，由场上村、三头村、高庄村、三角池、水墩上、舍家村等六个自然村组
成。

包象头大队

十个生产队、由野田里、小庙头、包象头、李观里、河湾里、东苏、北杨下等七个自然

村组成。

安家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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