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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1．时间断限：原则上上起1 879年，下至1 982年，有些重要

数据则写到l 983年。

2．本志横向分类，纵向叙述，以横为主，纵横结合。

3．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4．年份记载，一般公历用阿拉伯数字，农历、年号采用汉

字书写，对一些数据记述，除表格、风力、雨量、温度用阿拉伯

数字外，一律用汉字书写。

5．本志中涉及的泰村乡、泰村公社系指同一机构的二个名

称(泰村公社即泰村乡)。

6．对1982年后本乡发生的大事，则用靠编余”加以叙述。



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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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志，它是记载一个乡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的“百科全书”。编纂一部史

实，观点正确，内容详备，体例完善的乡志，是惠及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在当前新的历史

对期，编写乡志更具有承先启后，服务于“两个文明”(即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

要意义。

我乡位于武进县之西。，境内属高亢平原，解放前是个土地贫瘠，易旱、盈渍的农业区。

这里经济文化落后，从不为人们所瞩目。我们的祖先敦厚淳朴，艰辛地在这里耕耘传世。可

是，，劳动人民在历代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下，却长期处于不得温饱的境况之中。

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新四军活跃的游击区，许多有志之士在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熏陶下，前赴后继，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

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三十多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乡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

胜利．

历史上被剥削，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为改善生产条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终于使旧貌变了新颜。我乡农业旱涝保收，工副

业欣欣向荣，到处高楼幢幢，过去闭塞的乡村，逐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初具雏

形)。这仅仅是我们事业的起点。我们在创业过程中，有过曲折和失误，应运用马克思主义

韵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事地加以总结，反映我乡历史的真实面貌，

以激励同卷，展四化之鸿图；启迪后人，知创业之维艰。我受泰树乡党委和编写组的嘱托，

略书梗概，以作序言。

韩 洪 根

一九八三年十月八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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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供电⋯⋯⋯⋯⋯⋯⋯⋯⋯⋯⋯⋯⋯⋯⋯⋯⋯⋯⋯⋯⋯⋯⋯⋯⋯⋯⋯⋯

笫十一编文教卫生

第一章文化⋯⋯-⋯⋯⋯⋯⋯⋯⋯⋯“O Q O⋯⋯⋯⋯⋯⋯⋯⋯⋯⋯⋯⋯⋯⋯⋯

第一节文化站⋯⋯⋯⋯⋯⋯⋯⋯⋯⋯⋯⋯⋯⋯⋯⋯⋯⋯⋯⋯⋯⋯⋯⋯⋯⋯⋯

第二节体育活动⋯⋯⋯⋯⋯⋯⋯⋯⋯⋯⋯⋯⋯⋯⋯⋯⋯⋯⋯⋯⋯⋯⋯⋯⋯⋯

第三节广播⋯⋯⋯⋯⋯⋯⋯⋯⋯⋯⋯⋯⋯⋯⋯⋯⋯⋯⋯⋯⋯⋯⋯⋯⋯⋯⋯

第二囊教育⋯⋯⋯⋯⋯⋯⋯⋯⋯⋯⋯⋯⋯⋯⋯⋯⋯⋯⋯⋯⋯⋯⋯⋯⋯⋯⋯⋯

第一节全日制学校⋯⋯⋯⋯⋯⋯⋯⋯⋯⋯⋯⋯⋯⋯⋯⋯⋯⋯⋯⋯⋯⋯⋯⋯⋯

(一)解放前教育事业概况⋯⋯⋯⋯⋯⋯⋯⋯⋯⋯⋯⋯⋯⋯⋯⋯⋯⋯⋯⋯

(二、解放后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农业中学⋯⋯⋯⋯⋯⋯⋯⋯⋯⋯⋯⋯⋯⋯⋯⋯⋯⋯⋯⋯⋯⋯⋯⋯⋯⋯

第三节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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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大事。年表

1 9 1 2年

现本乡分属当时的鸣凤乡的十七都一图i二图、三图，四图，五图及钦风乡的二十八都

一豳，五图的政区范围。
1 9 2 6年

7月，刘巷头初级小学，唐门头初级小学，徐塘湾初级小学开办。

原鸣凤乡的一图改为三觉乡，三匮改为万寿乡，二图改为琵琶乡。四图划归石佛乡，五

图(又称小五图)改为射雁多；原钦风乡的二十八都一图划归卜弋镇，五图(又称大五图)

致为徐右乡。
1 9 2了年

秋，泰村小学开办。

1 9 2 8年

国民党政府废都图，设行政局，局下设街，村、闾、邻。
1 9 5 5年

本乡属卜弋乡，实行保甲制。

1 9 5 4年

本地大旱，殷塘，徐塘等大塘亦都干涸，灾情严重。

1 9 5 5年

三觉乡，万寿乡合并为万觉乡。

1 9 5了年

泰村汽车站建立，配备一名工作人员。

初冬，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国土，本地沦陷。

12月(冬月初三)，日本侵略军火烧前朱村，烧毁房屋十六间，稻堆五个，二入被日军

杀害。

12月(冬月廿二)，日本侵略军在蒋家村杀害二名无辜老人。

冬，日本侵略军火烧泰村庙，共烧毁房屋三十六间，烧死妇女一名。

1 9 5 8年

8月，霍乱病在本地流行，据文昌大队老人说：易家村六户人家，三天内就死亡七人。

1 9 5 9年

1 071，丹金武地区建立革命政权，成立丹金武办事处，本乡范围属当时的张堰区领导。

1 9 4 0年

在张堰区政杖领导卞，陆续组建了本地的农民协会。
1 9 4 1年

伪军张大和尚部韵小队长邵伯年，组织一小队士兵，·带枪七支，向新四军投诚，‘参加革

命工作。 ·

’



4月，我乡民主人士范舫瑾被任命为我民主政权蠡河区区长。

1 9 4 2年

7月，新四军六连一个排．，在杏塘边上伏击日伪军。

1 o月，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王力忠部)，袭击我蠡河区大队的一个班。

1 9 4 5年

6月，朱福坤等部，在陈家村突围成功。

’秋、c冬，、本乡第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党支部成立一(潘家村支部)支部书记王土根。

12月底，蠡河区大队在沟头村遭敌人(日伪军)袭击，突围时在徐塘边上，有三名战士

中弹牺牲。

1 9 4 4年

秋，我金坛县短枪队，从本乡出发，化装奇袭新闻封锁线，取得胜利。

1 9 4 5年

3月初(正月廿八日)，我金坛县以及张堰区武装从本乡出发，奇袭卜弋桥黄文惠的伪

警察署，取得胜幂U。

4月(三月初八日)，我张堰区大队二个班，在周家村与西村汪伪军遭遇，俘敌二名后

胜利转移。

5月(四月十四日)，我金坛县、张堰区的武装，从本乡出发，攻打西村失利，牺牲二

人，重伤二十一名。
’

5月，我金坛县短枪队在南庄湾打伪三师一部，俘敌二十余人。

秋，因伪军准备在东茅庵建立据点，为保证革命活动的顺利进行，我张堰区委，发动群

众，放火烧毁东茅庵。

g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石佛、万觉、徐右等乡相继成立民兵组织(乡中队或流动队)，

属我地下党领导。

l o月，国民党新六军(原汪伪三师)x部，在塘里底捕去群众李考金、龚友来等四人，

龚、李二人受刑成重伤。

1 944年——1 945年

本地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减租减息斗争，通过斗争，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1 9 4 6年

g月(八月上旬)，我茅山工委武装，从大溪村出发，夜袭花观音堂，击毙反动乡长等

八名。

g月16日，杨仁坤、杨书大、邵秀英三位烈士在丹阳县蒋墅乡滕村百子墩壮烈牺牲。

徐右乡、锦凤乡合并，成立忠义乡。

1 9 4 9年

4月(三月廿一日)，金坛县民主政权，处死了叛徒唐X X。

4月23日，本地解放。

4月底，卜弋镇划出部份地区成立万觉、石佛、新段、徐右(原忠义乡仍改为徐右、铬

凤两乡)四乡政权。

4月一各乡成立民爰中队，乡政府设民兵中队长一人(民兵组织也称模范队)。
秋，徐右、新段，万觉等乡开始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并陆续建立团支部。

2



10月，废保甲制，以原来保的范围设行政村。

冬，本乡各较大的自然村，开办冬学民校，组织农民业余学习文化。

1 9 5 0年

冬，本乡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贫下中农共分得土地八千八百七十五亩一分以及其

它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

冬，本乡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先

后有X X人参军。后来，全乡人民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乡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新婚姻法，本乡范围内共有二十四对因封建包办婚姻夫妻长规

不和，获得了新婚姻法的支持，从而重新组合了和睦幸福的新家庭。

1 9 5 1年

春，本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X X等人。

解放初期，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乡政府发动富裕户借出粮食支持困难户，据潘塘湾村统

计借出户十六户，借出粮食五千五百斤。

1 9 5 2年 ．

6月，开业医生组织联合诊所，万觉联合诊所设在张墅桥，徐右联合诊所设在泰村。

本乡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本乡大办互助组，先后办起了一百八十七个互助组。

西瓜塘的高X X搞了“金鱼大仙下凡治病救人，，、的迷信活动，影响波及全乡及蒋墅一

带，后被政府批评、教育制止。

1 9 5 5年

秋，万觉、徐右、石佛、新段各乡分别举行了第一次普选。普选后，改称村选区代表主

任，取消了村长这个名称。

秋，万觉、徐右、石佛、新段各乡分别举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各乡第一

届乡人民委员会。

1 1月，本地开始实行粮、油的统购统销政策。

开始试办土地、劳力分红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初级合作社，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本

乡先后办了二十九个。

1 9 5 4年

春，本乡开始试办取消土地分红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至1956年，先

后办了十一个高级社。

1 9 5 6年

小乡饼大乡，撤消万觉、徐右、新段等乡设立港口乡，其行政区域包括现港口、文昌、

后朱、西茅、泰村及刘巷的一部份：原徐右乡的凌庄、杏塘、殷村划归森庄乡；于家、蔡庄

和琵琶墩的一部份划归卜弋乡。

冬，森庄、港口、卜弋等乡分别举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第二届乡人民委员会。

1 9 5了年

9月，本乡十一个高级社，合并划归卜弋乡。

本年冬至翌年春，本乡教师等以区集中，继整风之后进行反右斗争。

1 9 5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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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卜弋乡举行了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乡人民委员会。

4月，蒋帮飞机在本乡殷村、杏塘及夏溪等地散投反动传单。

5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在本乡贯彻。

5月—二7月，本地六十八天未下透雨，旱情严重。

8月，本地开始了“大跃进”，由于“左”的思想指导，产生了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

及共产风等错误做法。

9月，卜弋乡在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成立了卜弋人民公社。本乡仍属卜弋公社范围。

人民公社化中，卜弋公社在泰村范围内建立了金家、刘巷，港1：1、文昌、后朱，泰村、

殷村，凌庄、蔡庄等九个大队。

1 9 6 0年

夏，本地大型电力灌溉站琵琶墩站竣工，开始通电放水。本地开始有了电力照明。

11月后，本地贯彻中央关予农业方面的十二条指示。

1 9 6 1年

本公社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5月，本公社由卜弋公社分出j建立了泰村人民公社，并相继建立了泰村公社信用合作

社、泰村公社粮油管理所、泰村邮电代办所、泰村公社爱国卫生委员会、泰村公社人民武装

部。

4．月t6B，本地严重霜冻，三麦、油菜等越冬作物遭受严重危害。

5月，凌庄大队分为凌庄、杏塘两个大队；于家大队由卜弋公社花园大队划出重建；泰

村大队分为泰村．西茅两个大队。

8月27日，本公社举行第一届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泰村公社党委，邵锡保为公社党委书

记。

秋，本公社第一个工厂——泰村铁木竹器社成立。

9月15日，泰村公社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乡人民委员会。

1 9 6 2年

4月r，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实行人民公社以生产小队为

核算单位。

1962年14号台风影响本地，三天过程，雨量179．7毫米，日最大雨量165毫米，最大

风速为24米／秒，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

1 9 6 5年

5月，泰村公社广播站建立。
1961年1月——1963年5月，国家贯彻八字方针，实行了精简政策，本公社接受下放人

员共一百二十二人。

泰村公社兽医站建立。

冬，泰村公社召开第五届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乡人民委员会。

1 9 6 4年

9月，泰村农中创办(凌庄)。

冬，泰村公社开始常设一名业余教育辅导员。

1 9 6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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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本公社举行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泰村公社贫下中农协会(简称

贫协)，谢渭JII、余东生分别当选为正副主任。

3月，泰村公社卫生院建立，，(由泰村、港口两联合诊所合并)，院址设在琵琶墩。

9月，港口农中创办。(后为胜利中学)。

1963年——1965年，本公社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 9 6 6年

9月，因破旧立新，把原天主堂村改名立新村，公社在该村举行命名大会。

9月，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秋，城镇知识青年下放来本公社插队落户的，先后共一百八十五人。

秋，本地开始掀起批斗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浪

潮，年底前又掀起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公社党政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11月，本公社部份教师，学生及部份青年社员，分别外出串连。

泰村公社手管会(手工业管理委员会)成立。
1 9 6 7年

1月，中央颁布了公案六条以后，2月初，本公社党委书记顾锡范因写了一封给毛主席

的信后(未发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后被错判徒刑十年，于1978年平反。
1 9 6 8年

4月24日，经武进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泰村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谢谓川任主任，仇志

方、陈明孝任副主任。

5月，开始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由于扩大化，错整了一大批人。

5月19日，泰村公社所谓“红色治安分部”成立，张公明任主任。

9月，泰村公社予家初级中学(由卜弋中学下伸的公办班)创办。

本公社开始实行“大寨式”评工记分。

本公社开始有了两台手扶拖拉机。(一台在刘巷大队，另一台在后朱大队)。

．1 9 6 9年

10月，泰村供销合作社成立。

l 1月，港口大队合作医疗试点。

1 9了0年

3月，泰村公社修建站、运输社成立。

3月，本公社各大队都推行合作医疗制度。

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各大队都有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评教评学的贫管会进驻学校。

秋，徐塘、殷塘、清水塘被开发，成立泰村公社农场。

11月3日，本公社举行第二次党代会。谢渭JII当选为党委书记。

开始推广双季稻。 ·

泰村公社设税务专管员一名，在公社设立税务办公室。
1 9 7 1年 、

1月，泰村中学(即于家初中)校址迁至琵琶墩，并开办高中班。 ．．

春，开始批“极左”思潮，本公社有九人被审查。接着开展所谓“深挖五；·一六”运

动，本公社有干部、教师、社员五人被隔离审查，后来都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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