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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杨行镇志》系列丛书共四卷，即《杨行镇志(清末·民国卷)》、《杨行镇志

(1949—1985杨行卷)》、《杨行镇志(1949—1985吴淞卷》、《杨行镇志(1986—

2004卷)》。

本卷为《杨行镇志(1949—1985吴淞卷)》，纂辑于1985年，原志书名为《吴

淞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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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吴淞乡志》编写工作，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

持下，从1985年9月下旬开始动笔，到1988年7月为止，历时两年多，终于完成

初稿。

在编写过程中，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坚持毋意、毋固，务求实际，以达到存

史、资政、教育的目的。凡具有史料价值，可作为今后历史的见证者，则力求详

尽。如果事迹隐而不彰，难于钩沉，则宁缺勿滥。历史在曲折中前进，特别是农

业的发展，曲折更多。乡志记述了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有经验，有教训。使人们

在正面史实中吸取经验，在原有基础上更好地进行改革。在反面史实中得到鉴

戒，避免重犯错误，遭受损失。乡志介绍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先进人物的模

范事例，反映了新旧社会不同的历史面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都是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的乡土教材，使人们学有榜样，励志前进，为

振兴中华，为建设家乡，作出更大的贡献。

吴淞乡地区史无旧志，档案材料又残缺不全，在漫长的岁月中，即使是当事

人，亦不能记得详尽，述而无讹，故搜罗史料，诚非易事，而对史实的审核，旷日持

久，颇费周折。对于前人记载或采访资料，有明显错误的，已作了订正，可能尚有

错误，因文献不足征，一时不易辨别，姑且一仍其旧，以俟后来修志者匡正。

乡志的编撰，得到县志办的具体指导，并承蒙张建顺、陶根发、叶成武、傅慧

英等同志与供销社、泗塘村、三汀沟村、炮台村、乡档案室等单位提供材料，在此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乡志编写组

1988年7月



凡 例

1．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来编写。

2．本志主要反映解放后的历史面貌，到1985年为止。有时为了时代的衔

接，追溯到解放前。有时为了要完整地记载事件，也有个别延伸年限。至于沿革

部分，追源溯流，不受年代限制，能远则远。

3．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有少数事件牵延数年，为了记载完整，则采用记

事本末体。

4．本志历史纪年，1949年解放以前均用历史纪年，一般在同目中首次出现

时夹注公元纪年。记述中所称解放前、解放后，是指1949年5月26日宝山解放

之前和之后。

5．凡同一事物在各章节中需要交错互见时，采取各有侧重，以免重复累赘。

6．工业章内的数据，凡表明工业者，是指纯工业，标明企业者，是指包括工

业在内的企业，览者可各取所需。

7．1958年建立社(公社)、队(大队)，1984年改建乡、村。在建立乡村之前，

用社、队，建立之后，用乡、村。至于总表与两个时期的总述，则用乡、村。同一章

节之内，前后名称有异，以求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8．河道与公路两旁不属吴淞乡管辖区域，则河道与公路不入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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