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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叙兴衰的往事，揭示尘封的历史，讲述过去的故事，以便勾起人4tl；L

时的记忆和怀乡情结。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我村这方故

土上，见证着我们祖祖辈辈所创造的光辉业绩或经历的苦难岁月，演绎着

芸芸众生的荣辱兴衰和悲欢离合，笑谈中有启迪，评说中有定论。沧海桑

田，历史轮回，著书立说，为的是重温过去，更使人感悟人生价值和意义

的哲学命题，丰富人们对乡土的乡愁、乡情和乡恩的深刻内涵，弘扬优秀

文化和传统美德。

改革开放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面临着对土地的眷恋和习惯于以往千百年

来清贫而辛勤的旧有生活劳动方式，要求逐步过渡到学知识、学技能的新

型就业创业方式。时代的变化必然触及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是非成败．在

期望命运改变的同时．昭示着人们在变革中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当前我村

同样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人们的精神面貌、经济生活和各种社会关系时时

刻刻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此我们要适应新的形势，把握时代的脉搏，

抢抓发展机遇，要适应农村到城市、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必须不断更新观

念和提升村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和“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力争把我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时期

的新目标，既要强化发展经济的方式与目标，更要注重构建诚信和谐，实

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让村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为实现全面小康

社会而努力。

盛世修志，百年文明谱写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灿烂文化。村志作为一部承

前启后的资料性著述．从中可以反映昔日村民走过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的曲折道路，寻觅今日村民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志书是宝贵

的精神财富和戈化遗产，以志为鉴，才能鉴古通令。传承优良传统，才能

知乡而爱乡。我们坚信负有创业创新传统的徐墅村民，一定能在前人的基

础上有所作为，。有所奉献，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辉煌业绩。

中共春江镇徐墅党支部书记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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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共徐聚支部全体委员：

左起：钱亚芳、倪桂方、佘文涛、胡群业、屠兴华



董事会：董事长：余文涛(中)

成员(左起)：谈幼英、臧留强、倪桂方．张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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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墅村民委员会全体委员

前排左起：倪桂方、佘文涛

胡群业

后排左起：钱亚芳、陈黎波

陈华兴

屠兴华(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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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徐墅村老年人协会全体成员
左起：金华英、陈炳生、张三海、余挺甫、陈德昌、高汉良、徐杏英

徐墅村村志编委

全体成员

前排左起：殷瑞良、程耀良

陈高全、冷来元

后排左起：高汉良、陈德昌

佘挺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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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况帚一早 僦 仉

第一节 地理，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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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第一章概况 ：
#po

徐墅村位于常州城北十三公里处。北临黄金水道长江，东与江阴接壤，向

南五公里便是沪宁高速公路入口处，龙圩公路及通江大道人字形从徐墅穿境而

过，澡港河如一条靓丽的彩带，贯穿于徐墅南北。徐墅的水陆交通十分便捷，

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徐墅村现有十二个自然村，分十八个村民小组。行政上隶属于常州市新北

区春江镇管辖。

全境面积为3．2平方公里，平均海拔5．6米。全境地形如一张平放着的海

棠叶。境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道沟塘密布，渠道纵横，灌排方便，有利

于农业生产。

第二节 人口，气候，物产

现全村共有651户村民，均为汉族。常住人口2449人，其中男l 181人，

女1268人，男女性别比为l：1．07。另外来暂住人口687人，约占本地人口总

数的28％，这些外来人员主要来自苏北、安徽、四川等地，均为本村民营及园

区企业的务工人员。2005年全村人口密度为766人／平方公里。近年来新生

婴儿年均增长率控制在6．97‰。

徐墅地处长江下游，属海洋性气候，一年中四季分明。春天气候多变，湿

润多雨·夏季炎热，多雷阵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雨。本地全年降雨

量约1080毫米，且降雨大部集中在6-8月间，特别是梅雨季节，往往连续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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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第一章概况

雨二十天左右不见太阳。每年的7、8月份是台风盛发期，台风过境往往夹带

暴雨，对农作物生长极为不利。

据资料显示，本地区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5度左右。冬季一般气温在摄氏

零度或零度以下，1928年和1931年冬季的最低温度达到摄氏零下10—15度，

沟塘结冰厚达尺余。夏季气温一般在摄氏30度以上，1978年夏季气温骤增至

摄氏40度。

本地冬春两季昼短夜长，夏秋两季日长夜短，有“长到夏至，短到冬至”

之说。

太阳出没时间表

东经120。标准时(北京时间) 表1-1

令
上海 南京

令
上海 南京

日出 日没 日出 日没 日出 日没 日出 日没
节 节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时 分

小寒 6 54 17 06 7 06 17 14 小暑 4 56 19 22 5 05 19 14

大寒 6 52 17 18 7 05 17 14 大暑 5 05 18 56 5 14 19 08

立春 6 45 17 3l 6 57 17 41 立秋 5 15 18 45 5 24 18 57

雨水 6 32 17 44 6 44 17 54 处暑 5 24 18 29 5 44 18 22

惊蛰 6 16 17 55 6 27 18 05 白露 5 34 18 10 5 44 18 22

春分 5 58 18 06 6 08 18 16 秋分 5 43 17 50 5 53 18 0l

清明 5 39 18 15 5 49 18 27 寒露 5 52 17 3l 6 03 17 41

谷雨 5 2l 18 25 5 3l 18 37 霜降 6 03 17 14 6 14 17 24

立夏 5 06 18 36 5 15 18 48 立冬 6 15 17 0l 6 27 17 10

小满 4 55 18 46 5 04 18 59 小雪 6 27 16 53 6 40 17 02

芒种 4 50 18 55 4 59 19 08 大雪 6 40 16 51 6 52 17 00

夏至 4 50 19 Ol 4 59 19 14 冬至 6 49 16 56 7 02 17 05

徐墅处长江三角洲平原地带，为典型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

乡”之称。

粮食种植主要以稻麦为主，兼有少量的大豆及杂粮，亦适宜种植蔬菜及

瓜果。

本地自然条件较好，严重的自然灾害并不多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