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武

史进
修

志县

领蠡

导

小河

纰乡

素汀檎郦志



蠡河娜漉
(内部发行)

武进县礼河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礼河乡图 比僭

慧．～敬罨r藤
、二．一一 @酷啼一基j!爹匕溯§陬

f，蒯静稿V飞 ．．．<》一妻．一·一一Y’吲岂胃N＼．，硝

厚二：一

萼≥吾P 圈
@ 乡姗

(．一．一．一·一厂～’工’、’、 。 讨删
。 自然村

／’溻湖良掰蒙身坳场 乡界
斌界

乡=≤ 酒流
沥黝 币镇



武进县蠡河公社区划图 1982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h

春

生

烈

士

之

墓



礼河乡人民政府

礼河乡编史修志办公室全体成员



礼洲乡工业公司

武进玻璃钢厂



蠡河镇上新建的供销合作社

摄河镇解放前老街一角



噬<☆嚼咏弧霹幂球岳



’￡·

刖
——1—▲

I=1I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二大之后，全

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现在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心振奋，前程似锦。

古话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观今鉴昔，继往开来。盛世修志，义不容辞．

自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开凿蠡河，迄今已有两千四百六十余年的历史。过去除了在阳

武合志上略带一二外，并无对蠡河桥作系统、完整的记载，故现在编写的蠡河桥乡志，尚是有

史以来的第一部。编者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近百年的政治、经济、文教、卫生、人物、

历史大事等内容。虽尽主观努力，但由于年代久远，史实难于回忆；有的资料不全，无从查

考；有的众说不一，颇费推断。加以编纂水平有限，虽再三修改，错漏仍然难免，敬祈指正。

礼河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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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编、章、节、目、项五层级次表达。

二、本志各编按内容作横向安排，章节按时间先远后近作纵向记

叙。

三、本志遵“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解放后史实。

四、本志时限，原则上起于辛亥革命(公元i9n年)，迄于1983

年i、遇有必要之处则不受此限。

五、本志大事记以公历纪年，其余一律用当时的纪年和地名，在

括号内加注公历年份和今地名。， 。t

六、本志所言“礼河地区一，是指现礼河乡范围内的地区。

七、本志数字，凡公历年月目和统计表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凡世纪、年代、农历年月目和行文中数字及百分比一律用汉

字表示。

八、本志以记叙事实为主，并用图、表说明。

九、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

十、礼河乡的“礼”字，历来沿用“范蠡”的“蠡”。自l 966年

“文化大革命”中被改为“礼”。为尊重历史起见，本志中

1966年前的行政机构名称仍周“蠡”字，之后周“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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