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j’， ／， ，’



唐由烬掰也砻钱袼饔





@

①

1唐山路街道办事处

3下海庙

5 1899年澄衷中学

7唐山里臼貌

9 g山里敬雹院老^幄乐活自

2上海工业缝纫机厂

4澄哀中学

6唐山里新建高层大楼

8唐山里敬老院

0虹口艺术幼儿园

，幽
耄=兰=



目 录

序⋯⋯⋯⋯⋯⋯⋯⋯⋯⋯⋯⋯⋯⋯⋯⋯⋯⋯⋯⋯⋯⋯⋯⋯⋯⋯⋯⋯1

凡例⋯⋯⋯⋯⋯⋯⋯⋯⋯⋯⋯⋯⋯⋯⋯·’⋯⋯⋯⋯⋯⋯⋯⋯⋯⋯⋯．．2

总述⋯⋯⋯⋯⋯⋯⋯⋯⋯·⋯⋯⋯⋯⋯“·⋯⋯⋯⋯⋯⋯⋯⋯⋯⋯⋯··3

大事记⋯⋯⋯⋯⋯⋯⋯⋯⋯⋯⋯⋯⋯⋯⋯⋯⋯⋯⋯⋯⋯⋯⋯⋯⋯⋯8

第一章建 置

第一节地理位置⋯⋯⋯⋯⋯⋯⋯⋯⋯⋯⋯⋯·⋯⋯⋯．．⋯⋯⋯⋯26

第二节隶属沿革⋯⋯⋯⋯⋯⋯⋯⋯⋯⋯⋯⋯⋯⋯⋯⋯⋯⋯⋯⋯26

第三节区划演变⋯⋯⋯⋯⋯⋯⋯⋯⋯⋯⋯⋯⋯⋯⋯⋯⋯⋯⋯⋯27

第二章居民委员会

第一节居民委员会概况⋯⋯⋯⋯⋯⋯⋯⋯⋯⋯⋯⋯⋯⋯⋯⋯⋯30

第二节居民委员会简介⋯⋯⋯⋯⋯⋯⋯⋯⋯⋯⋯一⋯⋯⋯⋯⋯·31

第三节长期从事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览表⋯⋯⋯⋯⋯⋯⋯⋯⋯⋯48

第三章人 口

第一节人口规模⋯⋯⋯⋯⋯⋯⋯⋯⋯⋯⋯⋯⋯⋯⋯⋯⋯⋯⋯⋯52

第二节人口变动⋯⋯⋯⋯⋯⋯⋯⋯⋯⋯⋯⋯⋯⋯⋯⋯⋯⋯⋯⋯52

第三节人口结构⋯⋯⋯⋯⋯⋯⋯⋯⋯⋯⋯⋯⋯⋯⋯⋯⋯⋯⋯⋯59

第四节人口控制 ⋯⋯⋯⋯⋯⋯⋯⋯⋯⋯⋯⋯⋯⋯⋯⋯⋯⋯⋯⋯64

第五节人口寿命⋯⋯⋯⋯⋯⋯⋯⋯⋯⋯⋯⋯⋯⋯⋯⋯⋯⋯⋯⋯66

第四章中共街道组织

第一节党的组织沿革⋯⋯⋯⋯⋯⋯⋯⋯⋯⋯⋯⋯⋯⋯⋯⋯⋯⋯71

第二节领导人更迭⋯⋯⋯⋯⋯⋯⋯⋯⋯⋯⋯⋯”⋯⋯⋯⋯⋯⋯·71

第三节党员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73

第四节党的主要工作⋯⋯⋯⋯⋯⋯⋯⋯⋯⋯⋯⋯⋯⋯⋯⋯⋯⋯74

第五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8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章街道办事处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领导人更迭⋯⋯⋯⋯⋯⋯⋯⋯⋯⋯⋯⋯⋯⋯⋯⋯⋯⋯⋯l

第三节为民服务办实事⋯⋯⋯⋯⋯⋯⋯⋯⋯⋯⋯⋯⋯⋯⋯⋯⋯E

第四节人民代表⋯⋯⋯⋯⋯⋯⋯⋯⋯⋯⋯⋯⋯⋯⋯⋯⋯⋯⋯⋯E

第五节居民代表会议⋯⋯⋯⋯⋯⋯⋯⋯⋯⋯⋯⋯⋯⋯⋯⋯⋯⋯l(

第六章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工会

第一节共青团街道委员会⋯“⋯⋯⋯⋯⋯⋯⋯⋯⋯⋯⋯⋯⋯⋯·1(

第二节街道妇女联合会⋯⋯⋯⋯⋯⋯⋯⋯⋯⋯⋯⋯⋯⋯⋯⋯⋯1(

第三节工会⋯⋯⋯⋯⋯⋯⋯⋯⋯⋯⋯⋯⋯⋯⋯⋯⋯⋯⋯⋯⋯⋯1】

第七章街道集体经济

第一节初建的集体事业⋯⋯⋯⋯⋯⋯⋯⋯⋯⋯⋯⋯⋯⋯⋯⋯⋯l】

第二节重建的街道经济⋯⋯⋯⋯⋯⋯⋯⋯⋯⋯⋯⋯⋯⋯⋯⋯⋯1】

第三节改革开放后街道经济的发展⋯⋯⋯⋯⋯⋯⋯⋯⋯⋯⋯⋯1】

第八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
第一节 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1：

第二节创建“五好家庭”⋯⋯⋯⋯⋯⋯⋯⋯⋯⋯⋯一⋯⋯⋯⋯⋯·1：

第三节创建文明居民楼、组⋯⋯⋯⋯⋯⋯⋯⋯⋯⋯⋯⋯⋯⋯⋯⋯1：

第四节 创建文明居民委员会(单位)⋯⋯⋯⋯⋯⋯⋯⋯⋯⋯⋯⋯1：

第五节创建文明小区⋯⋯⋯⋯⋯⋯⋯⋯⋯⋯⋯⋯⋯⋯⋯⋯⋯⋯l：

第六节开展精神文明“共建"活动⋯⋯⋯⋯⋯⋯⋯⋯⋯⋯⋯⋯⋯1：

第七节创建唐山路卫生文明一条街活动⋯⋯⋯⋯⋯⋯⋯⋯⋯⋯1：

第八节开办文明市民学校⋯⋯⋯⋯⋯⋯⋯⋯⋯⋯⋯⋯⋯⋯⋯⋯1：

第九节社区新风⋯⋯⋯⋯⋯⋯⋯⋯⋯⋯⋯⋯⋯⋯⋯⋯⋯⋯⋯⋯1：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一章工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市场
第一节工业⋯⋯⋯⋯⋯⋯⋯⋯⋯⋯⋯⋯⋯⋯⋯⋯⋯⋯⋯⋯·e e 9 9·161

第二节商业⋯e g o o o o o e⋯⋯⋯⋯⋯⋯⋯⋯⋯⋯⋯⋯⋯⋯⋯⋯··e o e O o 171

第三节服务性行业O O 0 0 0 0 e e o o⋯⋯⋯⋯⋯⋯⋯⋯⋯⋯⋯·O O O0⋯⋯⋯178

第四节金融业⋯⋯⋯⋯⋯⋯⋯⋯⋯⋯⋯⋯⋯⋯⋯⋯⋯⋯⋯⋯⋯180

第五节菜场、农贸市场、旧货市场e e e o e e e oe⋯⋯⋯⋯⋯⋯⋯⋯⋯⋯182

第十二章街区市政建设

第一节道路⋯e o e e e⋯⋯⋯⋯⋯⋯⋯⋯⋯⋯⋯⋯⋯⋯⋯⋯⋯⋯⋯·185

第二节住房建设⋯⋯⋯⋯⋯⋯⋯⋯⋯⋯⋯⋯⋯⋯⋯⋯⋯⋯⋯⋯190

第三节公用设施⋯⋯⋯⋯⋯⋯⋯⋯⋯⋯⋯⋯⋯⋯⋯⋯⋯⋯⋯⋯加I

第四节绿化⋯⋯⋯⋯⋯⋯⋯⋯⋯⋯⋯⋯⋯⋯⋯⋯⋯⋯⋯⋯⋯⋯204

第五节人防工事⋯⋯⋯⋯⋯⋯⋯⋯⋯⋯⋯⋯⋯⋯⋯⋯⋯⋯⋯⋯207

第六节市政管理⋯⋯⋯⋯⋯⋯⋯⋯⋯⋯⋯⋯⋯⋯⋯⋯⋯⋯⋯⋯208

第十三章教育、卫生、文化、体育
第一节教育⋯⋯⋯⋯⋯⋯⋯⋯⋯⋯⋯⋯⋯⋯⋯⋯⋯⋯⋯⋯⋯⋯214

第二节卫生⋯⋯·⋯⋯⋯⋯⋯⋯⋯⋯⋯⋯⋯⋯⋯⋯⋯⋯⋯⋯⋯··230

第三节文化⋯⋯⋯o e o o o O e o o e o o e⋯e e e e e e F o e Q e e e 9 e e e o e e o e o o e o e o o e o e⋯⋯⋯240

第四节体育··e e e e o o e e o e e o e e⋯⋯⋯⋯⋯9 o e e e e o B o o ee⋯⋯⋯⋯⋯⋯⋯⋯244

7

3

5”船够

法～

～

～

司～

～

～

安～

～

～

洽～

～

～章～～～

九～

～

～第¨一～
●EfI口■，

●j■F

k■q～育解．教调安法法治普司

钞记卯●-■●-●●l

政～

～

～民一一一章～～～

十一
～

～第一一～属利作优福工军会龄拥社老



第肇硝}蓐爪翱
鼍夥_节⋯名人传～·p·#·‘·w·。·b·“·4·6·。·日·_···w···}·w·w···w···w·Ⅵ一．．．．ⅢⅢ⋯一遨龋⋯谗i垂粉
第二节⋯革命烈士一·。···∞·‘·‘·“··．4·。·4·1．······。·_····．‘．·．t．4．·．·．‘．‘···‘··．’．批。．w．．．．．．鑫媾凿赫⋯越：煮孙
第三节 居委会干部一·☆·‘·+·’．口．··’．4·4···{·。·。···々．。·。．+·‘．★·‘···。·‘···。·_．’．。．。．．．⋯‘一猕蕊&甑⋯∞l煮贽

第四节全国劳模、先进生产者⋯⋯⋯⋯⋯⋯⋯⋯⋯⋯⋯⋯⋯⋯⋯255
翅 溜 章“卜鬃

～～一第十五章 古迹遗址⋯々”“i瓢i蛳?洲l¨} 斟‘求

第一节 夏衍故居⋯4．。．。．．．．．．．。．．一．⋯⋯。．．‘．．1．‘．々．。．-．*．。。．w7．州’．：t漶念：I毳⋯讯．斌
第二节下海庙⋯⋯⋯．．．．．一⋯．．⋯⋯“．．⋯．．。．‘．‘．．．。?_cI：1．妣§⋯．葩：娥
第三节皇母宫⋯⋯⋯⋯⋯⋯⋯⋯⋯⋯⋯⋯⋯⋯⋯⋯⋯⋯⋯⋯⋯259

第四节佛教寺庵简表⋯⋯慕：⋯⋯⋯⋯⋯h·-鞭‘_⋯··⋯⋯⋯⋯·2印
、2■搭

编后记⋯⋯⋯⋯⋯⋯⋯⋯⋯⋯⋯⋯⋯⋯⋯⋯⋯··⋯⋯⋯⋯⋯⋯÷：··茹l

《唐山路街道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编审人员名单⋯⋯⋯⋯．¨．··3j··主艿2



序

“唐山路街道志"经过四年多的编纂，现已成书面世。

唐山路街道地区，自唐代天宝年间以来，其隶属归划，人文景观几

经变迁。解放前隶属上海市提篮桥区，解放后隶属上海市人民政府提

篮桥区，1959年12月隶属虹口区。今街道位于虹口区南部偏东，面积

为O．6l平方公里。东以大连路为界与杨浦区毗连、西至高阳路、南临昆

明路、北接周家嘴路。

街区中小型工厂较多，唐山路商业较为集中，人口稠密，解放后经

过历届政府对旧区进行改造，地区的经济、城市建设、教育事业、工业、

商业等都有较大的发展，地区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都取得较好成绩，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精神面貌也发生深刻

的变化。唐山地区数十年的变迁，都是随着全国和上海的发展而发展，

记录着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前进轨迹o

“唐山路街道志”分建置、居委会、人口、中共街道组织、街道办事处

等15章，还附有图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它记载了有关地理、政治、

经济、市政、教育、文化、人物等各个方面的史料，为本地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了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这些资料既可存史，

又可资政。这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则是一部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盛世修志，自古有之，而编纂社会主义街道志，尚无成例可循，在既

无经验，又无捷径可图的情况下，编纂人员边学边干，广泛收集挖掘资

料，精心梳理，汇编成章，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经过评议、审核、论证，最

终定稿成书，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和各方条件等，志书不免有疏漏错

误之处，敬请鉴谅指正o

“唐IJ』路街道志”的成书，由于有上级领导部门的悉心指导，街道各

部门和各单位、居委会的通力合作，还有街道历届有关老领导的大力支

持和地区有关知情人的鼎力相助，编纂人员也化了不少心血，是众手成

志的结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原中共唐山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建国

1998年6月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辨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唐山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2、本志记事时，上溯唐开元元年(713年)，下迄1993年12月。以时

间为序，综合古今，详今略古，详尽记载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侧重解放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重大发展和变化o

3、本志首列总述、简述地区概貌，继为大事记，纵述境内的大事、要

事、新事，再按门类分建置、居民委员会等15章，为全志的主体，全面记

述街区演变史实o

4、本志收录境内有重要影响和重大贡献的已故人物，按卒年先后

排列，其余采用人物表和以事系人的方法加以记述。

5、本志采用语文体表达，以文字记述为主，述而有据，叙而不议，并

辅以图、表。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卷末为编后记。记述

修志过程。

6、本志历史纪年，采用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辛亥革命前

先书朝代年号、均用汉字书写，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及公元纪年均用阿

拉伯字书写，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所述上海解放后，是指1949年5

月27日后。

7、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旧志、书刊、报纸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

并经认真考核，可靠、可信，但不注明出处，另行整理资料，编写资料长

编，归档存查。



总 述JC，、 心

唐I』J路街道位于虹口区南部偏东，东以大连路为界与杨浦区接壤，

西至高阳路，南至昆明路与提篮桥街道为邻，北至周家嘴路与新港、虹

镇两街道毗连，街道办事处以唐山路命名，办事处机关设在东余杭路

809号。有24个居民委员会，面积为0．6l平方公里，1993年12月有居

民16738户，人口45856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51万人。

唐天宝十年(751年)地境属华亭县，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改属

上海县高昌乡，清同治二年(1863年)6月，全境划为美租界，同年9月改

为英美租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改为上海公共租界，民国26年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被13军占领，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8

月(1945年8月)隶属上海市第十八区，后改为提篮桥区。上海解放后

(1949年6月)隶属提篮桥区第二接管办事处，1952年l 1月属第二(安

国路)办事处和第一(丹徒路)办事处，1958年11月属东余杭路办事处，

1959年12月提篮桥区与虹口区合并，1960年4月，建立虹口区唐山路

街道办事处至今。

古时地境处于下海浦附近，是大小河流纵横交错的农村，下海浦来

往船民、渔民较多，清乾隆年问由船民、渔民在境内(今昆明路73号)建

造下海庙(又名义王庙)供奉海神，求保平安(下海庙1991年7月划归提

篮桥街道)。境区原有长浜、北薛家浜等河浜和凌家宅、林家宅、张家湾

等少数村落和农田，而大部分是荒地、坟堆，农民以种田为生。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境内开始填浜筑路，20世纪20年代已修

筑邓脱路(今丹徒路)，塘山路(今唐山路)，爱而考克路(今安国路)等12

条道路。解放后12条道路经过养护、埋管、翻修路面都先后由弹石路、

柏油路面翻修为沥青混凝土路面，1983年高阳路翻修，1986年周家嘴路

埋管翻修，1990年保定路翻修，1991年公平路埋管，并将部分路面翻修

为水泥路面，所以境内道路都有所改善。

清道光年问(1821。1850年)有林姓老师太，在今东余杭路1046号

建造皇母宫，民国7年(1918年)改建，约占地700平方米。咸丰八年

(1858年)在凌家宅(今安国路288弄)建造平房18间，民国12年(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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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741弄)，建造克明里里弄房屋，到民国24

年(1935年)，共建造二层砖木结构的里、弄、坊、村、宅85条，2257幢(以

门牌号为幢)，大多数为石库门房屋，面积22．42万平方米，还有外国人

在境内建造犹太式和老式洋房及印度教堂。抗日战争期问，保民村、唐

山里等房屋，被侵华Et军炸毁、烧毁，成为一片废墟，抗战胜利后，成为

外来人VI搭棚栖身之处。还有丹徒路233弄、安国路31弄等地亦成为

人口拥挤的棚户区。

解放后，境内棚户区曾进行过多次改造如：1968年区房产局将保民

村最危险的房屋改建为3层简易工房。1981年至1986年又分批改建保

民新村，建成一批6层楼新工房，1992年唐山里棚户改造一期工程开始

启动，1993年底基本完成多层住宅2幢、面积9342平方米，二期工程正

在筹划中。自1967年在东余杭路741弄建造3层2幢新工房后，到

1976年共建造2～6层24幢6116平方米新工房。改革开放后，新村住

宅迅速发展，自1979年到1993年，共建造4～6层135幢，12．58万平方

米新』：房，还建造12～18层7幢6．59万平方米高层住宅大楼。解放后

共建166幢，共计19．78万平方米的新工房，其中棚户改造共建105幢，

13．35万平方米新工房。地区居民住房条件逐渐有所改善，但目前还有

约占地3．43万平方米棚户简屋尚待拆除改造。

19世纪末，境内民族工业开始兴建，清光绪元年(1875年)，建造张

崇新酱园(今上海酿造科学研究所实验工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建造广生行(原明星花露水厂上海家用化学品厂，今中美合资露美

庄臣有限公司)，民国8年(1919年)，建造上工制线，一(今上海第四制线

厂’)，民国10年(1921年)，建造新民机器厂(原址在唐山路795号由胡厥

文创办，抗日战争迁往重庆，抗El胜利后迂回原址，1959年迁往闵行)，

民国16年(1927年)，建造陈兴记机器厂(今上海第一橡胶机械厂)，民

国18年(1929年)，建造德太铁厂(今上海第五机床厂)。从30年代到解

放前夕，地境内还建有木器、木模、针织、手套、卷烟、皮革、丝织、翻砂等

130余家二[厂一和手工作坊，大多分布在鸿兴、兆庆、三联、三八、荣昌、华

兴坊等居委会的里弄住房内，有的占据里弄四分之一的住房。

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关、停、并、转和调整，至1993年有工厂



29家，其中原有老厂经过合营、调整、改组，都有较大的发展，如：上海第

四制线厂，现有职工346人，生产双桃牌腊光宝塔线等，1993年销售收

入814．47万元，创汇298．7万元人民币。上海第一橡胶机械厂，现有职

工261人，生产25吨一250吨平板硫化机等，1993年产值2135万元，利

润231万元。上海第五机床厂，现有职工579人，生产摇臂钻床等，1993

年销售2407．5万元，创汇289．1万美元(1993年12月人民币外汇牌价：

100美元为578．55元人民币)。解放后新组建，扩建的工厂有：上海工业

缝纫机厂(前身是上海自行车二厂，1958年由114家工厂合并组建，1965

年改为上海工业缝纫机厂)，现有职工2076人，1993年产值3．98亿元，

创汇999．5万美元。上海打火机厂(1958年4月由戎生昌、宝荣、信昌等

19家工厂合并组建而成)，上海烟草材料厂，华光工具厂等市属工厂17

家。唐山仪表厂、康乐衬衫厂等区属工厂9家。另外还有露美庄臣有限

公司、卡连娜食品有限公司、高华汽车电器有限公司3家中外合资企业。

境内工厂较集中，原来商店较少，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商店才逐

渐增多，唐山路二侧(保定路到舟山路一带)逐渐形成一批商店，有粮

油、饮食、烟糖、百货、鞋帽、服装、家具、文具、钟表、五金、中西药等行

业，到1958年共有106家商店，其中国营商店有57家。改革开放后，商

业有较大的发展、商业网点经过多次调整，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个体商

店迅速增加，企事业单位相继破墙开店，到1993年共有饮食、食品、烟

糖、粮油、百货、钟表、家具、旅馆、服装、鞋帽、文具、五金、车行、药房、家

电、建材、金属材料、汽车、汽配等36个行业，商店265家，另有东安菜场

和舟山路、丹徒路、安国路、东余杭路、昆明路农贸集市5处，旧货市场1

处，还有银行储蓄所3所，证券营业所4处，邮电营业所1处。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叶澄衷在张家湾(今唐山路457号)，创

办澄衷蒙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中学和小学部，民国9年(1920

年)有宁波同乡会创办子弟小学(今公平路第-／J,,学)，以后又陆续创办

士林小学、建成小学、惊叙小学、成惠小学、第九国民小学(今虹口区第

五中心小学)中华烟草公司职工子弟小学等。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部

分学校，经过多次调整，有些私立小学并转或停办o 1959年和1965年为

了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新创办长青中学和嘉陵中学。现有澄衷、长



青、嘉陵3所中学，唐山路第一小学、唐山路第三小学、公平路第一小学、

保定路第一小学分部、虹口区第五中心小学等5所小学。还有舟山路、

公平路和虹口艺术幼儿园等3所幼儿园。为了丰富居民文化生活，街道

还开办了街道图书馆，文化站等文化机构。

解放前地区有3家私人诊所，1952年组建提篮桥下海庙诊疗所，后

更名提篮桥第一联合诊所，1960年5月改组建立唐山路地段医院。境

内现有唐山路地段医院，虹口区妇幼保健院和上海市健康教育所等医

疗卫生单位。

街道集体经济，在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筹建城市人民公社时，

先后组织5449名家庭妇女和社会闲散人员参加生产加工、生活服务、文

教卫生等集体生产劳动，共建立“个工场(厂)、里弄生产加工组47个、

服务站14个、洗衣组5个、卫生站7个、食堂21个、托儿所23个、幼儿园

3所，还有民办小学、图书馆等。1962年各种生产加工、服务收入为

46．66万元o 1963年5月根据区政府归口管理的要求，有8个街道工场

和17个里弄加工组，共760名职工，移交给区手工业局管理。1964年为

了解决生活困难的妇女要求工作的愿望，街道坚决贯彻市、区的“组织

生产、积极安排”的指示，陆续重新建立锯铁、打包、打火机、拣羊毛等8

个生产加工组，安排173人参加工作，1965年组织1654人次参加生产加

工组、劳动服务队和去工厂劳动。到1976年7月先后建立生产加工组

24个，生活服务组8个，托儿所5个，食堂5个，共有2425人参加工作，

1975年的加工费总收人为168．31万元o 1978年安排知识青年610人参

加工作，1978年街道集体事业全年总产值为191万元。

1979年为了贯彻“街道工业为工厂、为市场、为出口、为支农"服务

的方针，街道决定将26个生产加工组，分别组建为唐山仪表厂、唐山羊

毛衫厂等7个工厂，并成立街道工业公司，还安排待业青年772人参加

工作，同时改变经营方式，将原来单一生产，改变为自产自销实行独立

经济核算，全年产值29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1．8％，街道工厂虽然得

到发展，但存在不少困难，主要任务少，利润薄，生产场地狭小o 1984年

1月根据区府决定，街道工业公司撤销，9个工厂，7个托儿所和生活服

务站等，共计3756名职工，划归区集体事业管理局管理，嗣后街道“以经



济工作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街道工作方针指导下，街道进一步

巩固和发展劳动服务所、合作联社、福利工场、社会综合服务所等4条经

济，同时大力发展里弄第三产业，1985年，24个居委会共开办饮食、服装

加工、零售商店、旅馆等29个服务项目，有421名退休职工参加里弄组

织的各种有偿服务，使一部分退休职工增加收入，而且使居委会在开展

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创造了一定的经济物质基础。1992年街道集体

经济在原有4条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南方实业总公司，下设祥生实业公

司、荣申实业公司、沪东制冷成套工程公司等9家分公司，共有56个单

位，1993年营业额达9818万元，利润267．63万元。

在搞好街道集体经济工作的同时，街道加强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自1981年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以来，地区又开展创建
“五好家庭”、“文明居民小组”、“文明楼”、“文明单位”、“文明小区”活

动，1987年居委会与工厂单位开展共建活动o 1990年居委会、公安派出

所、房管所成立社区协调小组，建立社区服务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

1982年和1983年有2户家庭2次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1986年被评

为市“五好家庭"10户，街道级“文明小组”305个，街道级文明单位(居委

会)9个，区级文明单位(居委会)3个。1992年被评为市级“五好家庭”l

户，区级“五好家庭"6户，街道级“五好家庭”94户，1992年建成区级“三

铭文明小区”。1993年地区已形成8个社区服务网络，400多个服务项

目，参加社区服务工作的居民约9000余人，占居民总数的21．1％。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境内到1993年共安装私人电话

1189户，使用管道煤气和液化气共8723户，安装有线电视8384户。

途经境内公交线路有6路、13路、17路、25路无轨电车，47路、79

路、103路、220路、222路、223路公共汽车。



大 事 记

唐·天宝十年(751年)

置华亭县，本境隶属华亭县。

宋·北宋末年(1126年)

本境隶属华亭县、高昌乡。

元·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原属华亭县的高昌乡、长人乡等5个乡改属上海县、本境隶属上海

县高昌乡。

清·乾隆年问

建造下海庙(现昆明路73号)该庙曾数次重修、扩建，系佛教临济宗

派。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

本境隶属上海县高昌乡二十三保十三图(现下海庙、唐山路街道一

带)o

清·道光年间

宁波林姓老太师创建皇母宫(今东余杭路1046号)该宫系佛教临济

宗派，1958年关闭。

清·咸丰八年(1858年)

凌家宅(现安国路288弄)建造平房18间。

清·同治二年(1863年)

6月25日，美领事和上海道台划定美租界地域，境内全部划属美租

界。

同年9月21 13，美租界和英租界合并为“英美租界”，本境隶属“英

美租界”。

清·光绪元年(1875年)

建造张崇新酱园(现上海酿造科学研究所实验工厂)。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建造广生行(现上海家用化学品厂)。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4月，浙江镇海人叶澄衷，在张家湾(今唐山路457号)购置土地30

亩，创办澄衷蒙学堂(现澄衷中学)o

10月，我国著名工商实业家叶澄衷逝世。

同年，始筑茂海路(现海门路)境内全长230米。

同年，“英美租界"改称上海公共租界，本境隶属“上海公共租界”。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始筑爱而考克路(现安国路)境内全长570米。

同年，始筑西薛家浜路(现昆明路)境内全长780米。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始筑兆丰路(现高阳路)境内全长380米。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始筑邓脱路(现丹徒路)境内全长470米。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始筑大连湾路(现大连路)境内425米。

民国6年(1917年)

境内建成财神殿(现安国路288弄10号)该殿系佛教临济宗派，

1960年关闭。

民国8年(1919年)

建造上工线厂(现上海第四制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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