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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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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续志编纂工作人员经过6年的坎坷，终

于使《光明续志》问世，这是光明地区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此，向参与续志

编纂工作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光明后人留下一部存史、资

政、育人的志书。

《光明续志》是一部反映光明乡情镇况的“百科全书”。它内容翔实，持论公

允，笔路清新，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政社分设以后，光明地区经济、政治、文化、

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光明续志》是一本

“爱祖国、爱家乡”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可起到教育今人、激励后人的作用。它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为今后光明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参考依

据。它是沟通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的一座桥梁。

我在光明地区工作了7年，经历了光明与青村、钱桥的“三镇合一”。在这

块土地上，我熟悉了光明广大人民群众，结识了许多基层领导、离岗干部和各行

专家。光明人民淳朴、勤劳、明理，光明干部敬业、奉献、争先。光明今天的欣欣

向荣离不开一批又一批的创业者、建设者、管理者和领导者，“一年一个样，三年

大变样”。“豆腐三官堂”不再是光明的代名词，“新风户”、“锦绣黄桃”、“光伟

鞋”、“晨光笔”⋯⋯代表光明品牌的还有很多。光明正在发展，光明正在崛起，

光明正在变大。

我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光明人民一定会继承和弘扬先辈的优良传统，以志

为鉴，与时俱进，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落实科学发

展观，继续谱写改革开放和新农村建设事业的新篇章!

原中共奉贤区光明镇委员会书记

原奉贤区光明镇人民政府镇长 椭彳
2008年8月



2 序

序 二

翔实的记录光明镇的过去，是“以志为鉴”的一个具体行为，我们可借此详

细地了解光明镇走过的历史，更好地建设光明镇的现在，更完善地规划好光明镇

的未来，这是光明镇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光明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光明镇，历史悠久，全境成陆于东晋时期。现境域东临青村镇，西连南桥镇，

南接钱桥镇，北靠奉贤农业园区；光明镇，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民勤劳，从古之

农业生活，至今之农、牧、副、渔、工等全面发展，全镇一派繁荣景象；光明镇，孕育

着无数叱咤风云的英雄儿女，事迹可歌可泣；光明镇，海外赤子遍及五大洲，枝繁

叶茂，根犹在故土。

光明镇自1984年3月政社分设，至2003年11月“三镇合一”，政治、经济、

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重大史实，少有遗佚。许多有识之士，

叹往事之失记，痛借鉴之艰辛。今遇祖国昌盛时期，光明人民安居乐业、扬眉吐

气、盛世修志，审时度势可再接再厉、再造光明镇辉煌之将来。

综观光明镇浩瀚的历史长河，本志侧重记载自1980年后的历史变迁，有着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本着“观今鉴古”的态度，以实为据，秉笔直书、政

治、经济、文化、风土民情等内容尽书其中，成为地方性的小百科全书，为光明人

的祖宗、今人和子孙后代，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今值《光明续志》成书之际，谨代表在光明工作过的领导与同志们，向提供

志书资料的朋友和志书编纂人员，以及一切关心志书的海内外父老乡亲，表示真

诚的谢意。

原奉贤区光明镇人民政府镇长／嚆沈k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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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光明志》的续志，定名为《光明续志》。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力求全面、准确、系统地记述改革开放以来，光明地区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等领域发展状况。

三、本志上限为1985年，下限至2003年，但为反映事物全过程及叙述上的

需要，某些内容的断限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本志体例坚持“横排类目，竖写史实”的写法。结构上按章、节、目排列，

全志分26章117节324目。志首设概述提领全志，各章设无题小序展章全貌，

志尾有编后记叙编志历程。

五、本志以记、述、志、图、表、录、传为主要表达方式，照片设志首照和随文

照，图、表、附录随文设置。

六、本志记述机构名称更迭，标题以镇(乡)处置，记叙以1994年9月撤乡

建镇为界。

七、本志为逝世人物立传、按卒年时间排列。对在世的党、政、军、科技、文

化、社会等人物采用简介，力求简明、扼要。副处级以上干部、副高级职称以上人

员等设名录。

八、志中所表述的80年代、90年代，均指20世纪。

九、本志统计数据原则采用县(区)、镇(乡)统计部门资料，文中仅标年份不

注月份数据均为年终数。

十、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公顷、千克、米、平方米、千米、吨等个别因叙述之需要

仍沿用习惯计量单位，如亩、亩产、公里、平方公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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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光明镇(乡)位于上海市南郊，奉贤区(县)中部，地理坐标东经121027 7，北

纬30056’。境域东临青村镇，西连南桥镇，南接钱桥镇、新寺镇，北靠奉贤现代农

业园区、金汇镇。东西最大直线距离7．1千米，南北最大直线距离4．9千米，总

面积21．36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16．73平方千米，水域面积4．63平方千米。

光明集镇是光明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也是全镇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全境成陆于东晋时期(公元4世纪)，为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地

面平均高程为吴淞零上4．5米。境内土地肥沃，生物资源丰富。气候属典型的

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四季特征分明，春秋两季短，夏冬两季长，雨量充沛、温和湿

润，无霜期长，光照充足，台风、暴雨、高温、低温阴雨、局部性雷暴雨、雷电、龙卷

风等灾害性天气时有发生。1985年一2003年，年平均气温16．1℃，年平均降水

量1221．4毫米，年平均日照1919．8小时。

境内水陆交通便捷。通航能力300吨级的市级河道金汇港与区级河道浦南

运河在镇区形成“十”字交会，红旗港、长浜港等1l条镇级河道与两大河流相

通。公路网线呈两横四纵，东西向公路为大亭公路、南奉公路；南北向公路为浦

星公路、金钱公路、金海公路、莘奉金高速公路，公路总长度28．9千米，公路密度

1．36千粑平方千米。
1984年3月，光明政社分设，建立光明乡人民政府，实行乡管村体制。1994

年9月19日，光明撤乡建镇，实行镇管村体制。2003年11月，光明镇辖11个

村，96个村民小组，1个居民委员会，7个居民小组。全镇总户数5012户，总人

口12170人，其中农业人口10765人，人口密度570人／平方千米。

光明集镇，俗称三官堂。宋初成自然村落，元末渐成镇。明末清初，“豆腐

三官堂”名扬四方。民国期间，集镇贬称为“三角码头”。解放后，集镇一直是人

民政府所在地，是光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2003年，集镇面积O．45平

方千米，人口2635人，人口密度5856Ⅳ平方千米。镇政府设址金汇港东侧金
钱公路36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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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奉贤区实施第二轮镇级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原光明镇、青村

镇、钱桥镇建制，三镇合一，组建新青村镇，原光明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变更为青村

镇光明社区办事处。

光明域内贤人志士众多。清康熙年间监察御史李登瀛为官清政廉洁、处政

公正无私，被后人誉为“政客的典范”。清嘉庆年间绅士蔡丕勋先后捐资建造6

座古石桥，是光明慈善事业的先驱者。民国期间，泥水匠洪德昌的灰作雕塑和灶

画堪称一绝，树立了光明能工巧匠的威望。张文华、朱寿生、胡士平等革命英烈，

成就了家乡最可爱的人和最敬重的人。兵器专家倪火才、航天专家顾尔顺双双

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享受者，成为光明莘莘学子的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

徐兰珍、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朱建南、全国优秀村官袁明章等一批先进人物，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积极奉献、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书写了光明人民

的新篇章。华裔阮宜吾从平凡女生到澳大利亚上海总商会会长，成为光明籍海

外华人的杰出代表。1985年～2003年，光明镇(乡)获国家部委级先进个人10

人次，获上海市级先进个人60人次。

光明成就历史亮点不少。创办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张万兴铁匠铺，是奉

贤县最早的铁业作坊。明万历六年(1578)建造的三孔石拱桥——继芳桥(塘

桥)为奉贤石拱桥之冠。民国4年(1915)成立的兴隆斋制香作，是奉贤县最早

的制香工场。民国14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生阮志道硕士创办道南初级中学

(今光明中学)，为奉贤县最早的中学。1987年，开展的农村“新风户”活动，造

就了光明是全国“新风户”活动的发源地。1990年7月28日，光明乡500 f-j自

动化电话割线开通，实现光明与国内外城市的电话直拨业务。1997年，光明镇

荣获“全国百家特产乡镇”，被誉为“锦绣黄桃之乡”。

农业经济快速发展。1985年，光明的种植业以粮食生产为主，辅以棉、油、

桃橘、蔬菜、瓜果，养殖业以猪为首，其次为禽、蛋、奶，农业总产值1076．4万元。

1986年始，农业作物熟制和种植方式也发生变化，二熟制替代三熟制，废除早稻

种植，实行单季稻种植，尝试单季稻套种免耕麦。种植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经

济作物的种植。棉花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油菜种植面积逐渐减少，以黄桃为龙

头的林果业种植面积逐年增加，种植区域从金汇港两岸、宅前屋后发展到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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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包地。90年代始，农业经营体制发生重大变革。1990年10月，光明探索

现代农业经济模式，建立了奉贤县第一个集体合作农场——石家合作农场，成为

农业管理集约化、农机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管网化、育苗栽培科技化的先行区。

1993年3月，成立上海新光农贸实业公司，负责境内黄桃、蜜橘、蔬菜、瓜果的市

场营销。2002年，在大亭公路以南，解放、工农、友谊村境内规划建设现代农业

观光区，开发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等项目，大力发展农业产业。2003年，粮食总

产量1852吨，黄桃总产8170吨，蔬菜总产1728吨。

养殖业起步慢，但发展迅速。1985年，养殖业以畜禽和鱼类水产为主，家庭

散户养殖居多，数量和产量不成规模。1988年，上海实施“菜篮子工程”，光明抓

住契机，加快建设副食品基地场，新建光明禽蛋场，改建光明种蓄场，接收杨王奶

牛场为乡级场。90年代始，境内畜禽、水产养殖户增加明显，鱼塘、虾塘、蟹塘等

水面积逐年增加。1990年，杨王村和张弄村两专业户养殖牛蛙引起轰动。1992

年，引进淡水白鲳并试养成功。1993年，推广罗氏沼虾养殖，养殖面积lO．3公

顷。1998年，开展南美白对虾养殖，养殖面积8．5公顷。1999年4月，引进澎泽

银鲫进行养殖，养殖面积O．8公顷。2000年4月，引进天峡大鲫进行养殖，养殖

面积l公顷。2003年，光明境内养殖业形成家禽养殖、牲畜养殖、水产养殖和特

种养殖四大板块，上海市副食品生产基地场3家，家禽养殖专业户47户，牲畜养

殖专业户21户，水产养殖专业户52户，特种养殖专业户9户。全镇生猪出栏

16326头，羊出栏6012只，家禽出栏48．70万羽，禽蛋上市1020吨，水产品上市

1002吨，鲜奶上市722吨，农业总产值9821万元，比1985年增加8．12倍。

工业经济跨越发展。80年代初，光明乡办、村办企业立足市场，大力发展自

产自销产品，部分乡办、村办企业与上海科大、上海轻工研究所、上海电机厂、上

海汽轮机厂等单位建立技术协作关系和经销业务。1985年，光明初步实现了农

村工业化，乡办工业企业12家，村办工业企业26家，工业总产值3593．3万元，

利润614．9万元。工业经济涉及行业有机械、电机、化工、服装、电器、五金、建筑

等。1986年，上海大美华鞋厂在光明创办联营厂，生产的春秋健身鞋和冬季保

暖鞋赢得消费者的青睐。1991年4月，光明乡工业公司与香港成田发展有限公

司共同合资筹建的上海光伟鞋业有限公司(后改为上海光伟实业有限公司)正

式开业，公司生产的“达芙妮”和“捷霍克”等产品远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等地

区。1992年始，镇办、村办企业试行产权体制度改革，实行集体参股的股份合作

制形式，光明工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7年，光明经济园区成立(亦称第

一工业园区)，工业逐步向经济园区集中。1997年4月，上海联峰电器配件厂为

光明经济园区第一家注册型企业。1997年6月，上海光大金属制品厂为光明园

区第一家实业型企业。上海光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中韩晨光有限公司、上海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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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特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奉贤建筑发展有限公司为经济园区重点实业型企业。

1998年一1999年，又相继成立杨王、光明工业园区，全镇工业经济开始跨越式发

展。2003年，光明镇有工业企业1418家，其中实业型企业422家，分别有三资

企业6家，股份合作制企业8家，个体、私营和民营企业408家，工业总产值

12．82亿元，工业利润总额0．71亿元，产值和利润比1985年分别增加了34．6倍

和10．5倍。光明工业形成了制鞋服装、化工橡胶、电器电机、五金机械、空调电

机、灯饰灯具、摩托车、不锈钢制品等8大支柱产业，1000多个品种。

商业贸易协调发展。1985年，光明商业形成国营商业、集体商业、私营商业

并存格局。商业经济主要集中在餐饮、超市、百货、理发、建材、五金、农资、副食

品、器具修理、服装缝纫等行业。1991年～1994年，粮、棉、油及人民生活、生产

用品票证逐步取销，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市场价格有序放开，生活、生产等商

品货源丰富，购销活跃。1996年～1998年，粮油管理所、食品购销站、供销合作

社等单位纷纷改制，以抽资承包、租赁承包和资产转让等形式，鼓励发展私营商

业。1997年9月，光明供销合作社与奉贤县烟糖公司合作，开办光明镇第一家

超市——金叶三店。1998年～1999年，夏联、易购和华联3家超市连锁店在金

汇港东侧开业，集餐饮、会务、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果乡度假村对外迎客。2001

年，改建黄桃市场，设置室内摊位500个。2002年，投资250万元，建造150吨的

黄桃真空冷藏保鲜库房1座，为锦绣黄桃“避峰、延时、控量”提供技术和物质保

障。2003年，光明镇商业形成“多样化、综合化、规模化”等特点，全镇有商业网

点(店铺)526家。

四

社会各项事业和谐发展。1985年，光明境内中学1所，小学9所，幼儿园13

所(村办12所)，技校1所。1986年，创办光明职校。1993年，在光明成人中等

技术学校设立上海电视中专教学点，开办财会专业中专班。1988年～1995年，

实施校、园布局调整，撤并村级小学、幼儿园。2003年，光明有中学1所，小学1

所，幼儿园1所、技校1所，职校1所，在校学生1078人，在园儿童186人，教职

工111人。1989年，吴卿、陆盛两位同学以《蚜虫取食蚕豆叶花的观察研究》的

获“华东六省一市第二届中小学生昆虫考察竞赛”一等奖。1996年始，光明中学

“中考”录取率连续8年列乡镇学校之首，学校先后获得“上海市素质教育实验

学校”、“上海市初中教育先进学校”、“奉贤县首批教育科研合格学校”等称号。

卫生事业取得可喜进步。1987年，光明卫生院医政大楼建成。1994年，光

明乡卫生院被评为上海市一级甲等医院。2001年3月，奉贤区卫生局与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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