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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志’’，一乡之全史也。编修“乡志"，是历史所需、时代之所需，

而三井乡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它真实地反映历史，写成一部系统、

全面、发展的地方志，是迎合人民愿望的；亦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人

民革命先烈的幽灵哩!

三井，行政区域屡经变更，人民政府成立亦晚于他乡，然三井人

民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三年建立了中

共前桥支部。’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周旋在日、顽“虎口"，出生入

死地进行着艰苦顽强的革命斗争：锄奸除霸，抗租抗息；截路断桥，

切敌交通；横汀桥、钱家塘二擒敌酋；三井头、九里巷二战二捷，其

英勇豪迈气概，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在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
页，诚为三井人民引之为光荣啊!

三井，地处常城北侧，沪宁铁路、镇澄公路之交，是个交通发达、

经济活跃、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o但在旧社会反动阶级统治下，政治

腐败，盗贼四起，鸡犬不宁，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三井面貌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尤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林、牧、副、渔、工、商全面发展，

百业兴旺，经济繁荣，千家衣帛食肉，万户仓实库充，一派欣欣向

荣，进入了划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确实成绩辉煌，但在前进路上，也存在着莱些错误和缺点甚至失

败。编修“乡志"，；莳助于认识真理，遵循客观规律行事；有助于总

结经验，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助于发扬革命传统，继

往开来，对建设家乡、振兴中华有豁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
义。

编史修志，三年多来，在窖的领导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座谈走访，内查外

调，“去伪存真"，“详今略古’’，理写成《三井乡志》十二编，业经审定

批准付梓。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敬希指正!

武进县三井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五月 日



凡 例

一、本志按编，章、节、目次第排列。

二、本志各编系统内容纵向叙述横向安排。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叙解放以来的史事。

四、本志时限，原则上起于辛亥革命(1911年)，止于一九八三年，

但遇必须追述者，超过上限，必须延伸者，直至搁笔。

五、本志一般用公元纪年，必要时，亦用当时通用纪年，地名用

当时名称，遇有更改，另注今名。

六、本志计数，一般用阿拉伯数字，有时按习惯用汉字书写。

七、本志以文字叙述为主，充分使用图、表加以说明。文体为语

体记叙文。附属材料加标“附’’字。

八、本志中“地区’’指本公社(乡)现有范围。公社和乡，大队和村、

生产队和村民组同属一例。

九、本志中“党’’和“我党’’指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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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乡革命烈士墓



中共三井}委员会合影(谢亚东固节外出未参加合影)

三井9人民北府奎体}干部合影(谢亚东、刘海大、是奎昌固串外出未参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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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井争卫生院一廓

二

井}庄察村居民；一一角



武进县三井中学

武进县一二井中心小学



武进玻璃钢野营房厂

武进电器厂



三井乡粮油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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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供销杜尢搂

武连县三井电力管理站



三井桥



武进县三井乡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三井，编史修岂坷平小组合彩

《’三井}志0缩写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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