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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光明村志》的问世，为光明村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她是历史的真实回顾，也

是光明村成长壮大的翔实记录。

从 1949 年 5 月 13 日光明地区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光明村走

组织起来的道路，从组织互助组到初级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从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到全村"撤队"从一个紧靠三官堂镇北的穷地方到现在建设成为工

业、商业、娱乐为一体，既繁荣又富裕的光明村，这一步步惊人的跨越，是一代代

人辛勤劳动的结果。

在公社化年代，光明村响应政府号召，开展"农业学大寨"，掀起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的热潮。 全村的大队干部、社员热火朝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1968 年

光明大队棉花(皮棉)亩产达 211 斤，创了历史最高纪录。 20 世纪 70 年代，光明

村的农作物产量在全公社以高产稳产著称。 1978 年光明村的粮、棉、油产量更

是在公社内独占荤头。 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光明村落实改革开放政策，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工业经济 1988 年成为百万利润村。 进入新世纪

后，我们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利时机，成功创办光明 A3 工业园区，提

出了八年发展规划 。 通过几年努力元论是在社会发展方面还是在经济总量和

村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光明村均取得突破性的飞跃。 2011 年，根据南桥新城建

设规划，光明村土地资源大大减少，在此情况下，村投资成立了科技创业有限公

司，建立光明村科技孵化基地，旨在通过科技创业，走出一条产学研创新发展之

路，使工业园区传统型企业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升了企业品位，为光明村

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而不断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构建

和谐社会的进程

60 年来，光明村经受了各种风险和考验。 光明村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鼓舞

的成绩，归根到底，就是坚信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走科学发展之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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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把握好党的方针、政策与全体党员、干部、群众拧成一

股绳，沿着改革开放之路发展经济，才能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

60 年，从磨确到成就、从传奇到永恒 ;60 年，从成长到风华、从低调到典范。

60 年沧桑巨变、60 年辉煌历程。 我们共同经历了艰苦奋斗的睁II屎岁月，共同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共同实现了光明村经济复兴共同书写了一部不朽的光辉

历史。 元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要记住为光明村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

《光明村志》的诞生，对青年一代，使他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具

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她记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新成果和由穷变富、共同

致富的发展历程，尤其将进入新世纪以来，光明村迅猛发展的历史轨迹展现在了

人们面前。

光明村历史源远流长， ~光明村志》取材全面，文笔流畅。 详尽介绍了光明

村从发端到 2010 年的历史沿革、人文地貌、经济发展和民俗风情等。 作为"存

史、资政、教化"的文献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 她为我们"研究国情、熟悉乡

土、建设家园"增添了一份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新世纪赋予了光明村新的发展机遇。 我们要延续老

一代光明人的优良传统发扬"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勇攀高峰"的光

明精神，朝着"集体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保持领先;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超

越小康"的既定目标而努力奋斗，让辉煌的光明村明天将更加光明、辉煌!

中共光明村总支委员会书记
万志孝

光明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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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村志》从篇目拟定、初稿、送审稿，我共看了 3 次，也提供了一些修改

建议。 如今看过之后的感受是:我喜欢这部村志。

要问喜欢的理由 ，首先是它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和对老家的思念。

光明村，我并不陌生。 早在 1955 年至 1960 年 ，也就是我读高小和初中的五

年中，光明村是我经常光顾之地。 特别是高小的两年和初中的前一年半，我是一

个走读生，除星期日外，天天都要到光明镇(那时称三官堂)走上一个来回 。 每

天我从老家沈行前(当时也属三官乡)东北隅的小村庄出发，走过椿家村的马家

塘，走过朱房子石桥，走过沙衍桥(我误昕成"苏衣桥" ) ，走过阮家堂到三官镇上

的砖头路，走过阮家祠堂、东西双牌坊、文昌阁，再到学校。 特别是那长长的朱房

子石桥(位置在今南奉公路光明大桥东境) ，只用两块石条拼成，又是三魄，桥下

是只和尚塘的四叉大漾。 每逢刮风下雨，对于那时只有 11 虚岁的我来说，它是

上学路上难过的坎 ，但又必须过这个关。 有时，风雨实在太大，只得爬着过桥。

当时就靠着"我要读书"的念头和毅力终于挺了过来。 尽管此事已过去五六十

年，但仿佛就在昨天。 同时，我们姚家，原本住在三官镇西木桥(漳西桥)西南角

一百多米处，有个曾祖辈的老祖宗通过对换亲到谢家塘(今光明村委会址)落

户 。 我家还曾搬至阮太平桥西北边一个宅上居住。 我的大姐夫姚银龙，老家就

在阮家堂。 他原名 叫李阿六 ，是《光明村志》 中记到的李宝根之弟、李杏生之兄。

姐夫的母亲叫李金珍俗称"阿五娘"住于官路东阮家堂新宅西北角的面西房

子中，门口养着一只大公羊，俗称"骚头羊"，是专门供饲养母羊的人家"带羊"

(交自己)用的 。 我们走过时，往往要离它远远的，原因不仅怕它顶撞，更嫌它身上

发出的"骚气"难闻。

说起阮家堂，还有这样一件轶事。 奉贤人大都知道 ， 1986 年 11 月 19 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奉贤视察时 ， 曾经题了"盛世修志"和"奉贤海涂，大有可

为"两幅题词，却很少知道胡耀邦同志题词用的砚台就来自阮家堂。 怎么回事

呢?原来奉贤解放初土改时，我姐夫家也分到了阮家堂新宅的房子，面北，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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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河。 后来开挖金汇港时阮家堂被拆除，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找到一方砚台，这对

种旧的农民自然元用，而我当时在奉贤中学当老师，正在学习书法，此方砚台遂

成我的学习用品，常常放在办公桌上。 胡耀邦同志来奉贤时，县里领导有意请他

题词，我的这方砚台，结果真的派上了用场。

我在文章开头说《光明村志》勾起了我对老家的思念，并非随意戏言。 光明

村其实是我的第二老家、第二故乡 。 何出此言?因为我父亲姚永生的老家，就在

光明村第九村民小组的袁家宅。 我父亲在老家时名叫袁火泉，祖父叫袁家生。

奉贤的穷人流行男到女家。 我父亲人赘到姚家后易名姚永生。 在袁家，我父亲

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但他们大多寿命不长至我记事起只剩我父亲和我们叫她

"贝攘"的小姑妈两人。 贝攘的大儿子袁梦根现住于肖塘镇。 袁家宅的袁金山

及其儿子袁达权等就是我们的本家远房亲戚。 昕我大姐说我袁家祖父有点文

化，曾帮助阮家地主打理过外账。 我父亲却是文盲，给阮家做长工，摇船。 1929

年 1 月的庄行暴动，震惊全县，阮家地主怕共产党在南桥也搞暴动，赶紧叫我父

亲将住在南桥女校(南桥中心小学前身之一)读书的女孩用船接回阮家堂。 正

因有上述种种缘由我虽然没有在光明村居住过但光明村对我来说却非常亲

切，读《光明村志》时，犹如故地重游，往事历历，油然生出浓浓的乡思。

我喜欢《光明村志》的再一个重要理由，是它实事求是地写出了光明村变革

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位亲身参加过深圳《万丰村志》编篡的方志学专家曾经说过"乡村社会

的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 编写村镇志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尤其

是农村变革发展的重要途径。"(见欧阳发《岭南小集~)当今，驱动中国社会持续

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城镇化。 光明村在 50 多年前，小桥流水，是典型的农

村自然经济，而如今已经跨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行列，是"文明村"、"卫生村

"健康村"、"城中村"气，\。 这旧貌变新颜的巨大变化，<光明村志》以实录的形式，

记载得非常具体、翔实、生动、清楚，值得编篡村镇志的同行们借鉴和学习 o <光

明村志》的记述，有不少给人启迪、感悟之处，现冒昧地说上几条，求教于方家。

(1)坚持改革开放，写明发展变化。 同各地一样，光明村的改革始于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他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改革不是一帆风顺

的，有起伏，有曲折。 比如工业，{光明村志》记载，原村(队)办集体企业发展良

好， 20 世纪 80 年代时曾有 8 家集体企业，有百万元的年利润，可以配得上"异军

突起"的荣耀。 但从 1991 年，起却连年滑坡和亏损，有的企业停办，有的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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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至 1998 年时只剩下一家集体企业，光明村的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困境。 但也

正是在经济走入谷底之时，村党支部、村委会坚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解决前进

道路上的困难。 他们当机立断，创建工业园区，集中力量招商引资，在一个户籍

人口不到 2000 人的村里至 2010 年先后办起了形式多样的 105 家实业型企业

和 644 家注册型企业。 A3 工业园区至 2012 年的产值达到 20.33 亿元，年利润

4229 万元，年税收 6971 万元。 同时，还开设了 84 家商店，创建 101 家服务企业。

改革，让光明村"柳暗花明又一村"，重新迎来光明 。 2006 年至 2008 年，村委会

又放眼未来，在安徽省创办了 3 个工业园区，即含山县铜闸镇工业园区、元为县

十里墩乡工业园区和和县沈巷镇工业园区从而使光明村形成三园区、一基地的

发展格局 。 2011 年 3 月光明村面对南桥新城的开发建设和土地资源大幅减少

的压力，果断决策，集体投资成立上海光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决心通过创新驱

动，走出一条转型发展新路。 至 2012 年底，光明村科技创业孵化基地巳人驻

(孵)企业 38 家，带动就业 314 人，实现产值1. 2 亿元;人驻创业苗圃的也已有

12 家，其中约半数已经成功注册成立公司 。 可以这样说，{光明村志》从上海郊

区一个村的视角，反映了改革开放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难能可贵。

(2) 客观地反映出了用工业化推动就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光明村

的领导通过合理规划，狠抓路、桥、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创办 A3 工业园区(原

名第三工业园区) ，为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到光明村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而面

对企业的大批引进企业员工的大量增加村里又适时地在本村社区规划用地建

造了万明花园等房产，计有大别墅 453 套、小别墅 79 套、多层房 950 套，建筑面

积共 91500 多平方米。 并配套兴建了大批临街商业店面用房。 这种以工业化推

动城镇化，使村里的离土农民离土不离村，能有稳定的工作、舒适的住房，安居的

农民反过来又让工业园区的企业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这样的城镇化格局十

分理想。 也正是这种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光明村的农业比重急剧下降。 到

2005 年，全村撤队，农民全部纳入"镇保" ， 2007 年 A3 高速公路(郊环)之北的 8

个村民小组又全部划入南桥新城的开发范围，全村基本实现就地城镇化。 《光

明村志》对此变化的记载很成功。 而且它在记述各个村庄的变化时，不仅有解

放初的旧貌地图，而且还记载了村庄里原住村民的去向和原址当今是什么建筑、

什么公司 、什么工厂、什么绿地，记载得相当完备。

(3) 个人致富不忘集体致富。 最典型的就是现光明村的党总支书记万志孝

同志。 《光明村志》记载，在村经济最困难的 1998 年，在外区经商的万志孝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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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镇党委和全村村民的召唤，服从党组织安排，放弃个人经商，回村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对市场经济有清醒认识的万志孝认为，光明村要超常发

展，必须大力招商。 他领导村委会接连在南桥、温州、宁波、杭州、上海等地开设

了 6 个招商办事处终于使上海绿苑玻璃有限公司、上海纽恩特实业有限公司等

100 多个实业型企业落户光明村，彻底扭转光明村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产值、

利润成倍增长。 万志孝同志这种把大家富置于个人富之前，一心带领全村走共

同富裕道路的行为值得提倡和发扬。 也正如此 2005 年万志孝同志被国务院

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是组织和百姓对万志孝同志的最高褒奖。 《光明

村志》把它记入村志永远存史，可以让后任者以先进人物为榜样，集体富裕的道

路越走越宽广。

(4) 突出记载人的幸福指数。 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绝

大多数人民的幸福。 《光明村志》的记述对此非常注意。 比如"生态建设"部分，

记载村创建整洁村和健康村，不做表面文章，而在于全村的环卫整洁，"全村村

民 98% 以上达到整洁户" 。 "教育"章中的开办村民夜校每周一次，每户都有代

表。 甚至采用"微型党课

学活动，自 2000 年开始，为了激励学生的上进心，村委会对高考录取的新生实行

奖金制度，2005 年并将此写入《光明村村民自治章程》 。 经过逐年调整提高，至

2010 年，考取全国重点大学、上海市重点大学的光明村大学生，每人可以获得 1

万元的奖金，并每年报销学费 1 万到1. 5 万元，考取其他高校也可获得 5000 元

奖金。 文化方面，光明村建造"百姓舞台"，组织起"万明艺术团"等多种演出团

队。 2009 年，光明村人均收入已达到 10316 元。 村民的交通工具，至 2010 年，

全村已有轿车 221 辆，摩托车、助动车等 528 辆 。 村里为了方便村民出行，还专

门购置汽车，开设光明村至南桥汽车站的定班车。 村里还定期给村民发放大米，

每到年底，还发放猪肉等各种年货。 村民包括新村民，如果生大病有困难，村里

还会及时送上不菲的困难补助。 《光明村志》记载的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真切地

感受到做个光明村人的幸福和快乐。

(5) 充分肯定新村民的贡献。 由于二、三产的迅猛发展，大量的外来农民工

涌入光明村。 《光明村志》记载，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光明村有户籍

人口 634 户、 1981 人，居住在光明村外来人口却有 3739 户、 11158 人，外来人口

是光明村户籍人口的 5.83 倍。 这大批新光明人为光明村经济、文化、社会的发

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光明村志》中专设第二十章"新光明人" 。 全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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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来源分布

比如来源之中，它详细统计了"村外镇内户籍的"、"镇外区内户籍的"\、"区外市

区户籍的"、"外省市户籍的"新光明村人数量。 其中外省市户籍的共有 9432

人，涉及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等 27 个省市。 "民族"中，涉及到 20 个民族，除汉族外，有蒙古族、回

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伺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

族、傣族、黎族、保傣族、舍族、拉枯族、f乞佬族等 19 个少数民族。 对新光明村人

的口述记录，真实地记载了外来民工在光明村的生活情况，记载了当地老村民对

他们的关照和帮助。 有的新村民则如实地谈到了他在光明村，打工开始到如今

已初步致富、当上小老板的经历读来生动、感人。 地方志书中以专章记载外来

农民工的情况，十分少见，~光明村志》富有开拓、创新意识。

《光明村志》的编篡成功，得益于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对村志修编工作的重

视，得益于参加修村志人员镇而不舍的努力，同时也得益于区史志办专业人员的

指导和帮助。 这三条是值得其他修志的单位借鉴的。 领导不重视不行，修志者

不认真不行，没有专业人员指导盲目编篡也不行。

《光明村志》的诞生，昭示光明村古往今来的历史从此不会泯灭。 祝愿光明

村人用改革开放的更大成就，书写出新的更加辉煌的历史!

姚金祥

2013 年 8 月

(姚金祥: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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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光明村是奉贤区新农村建设的典型，读《光明村志~ ，可以看出奉贤区的农

村由穷变富的奋斗历史，可以看到农村向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历程。 仅仅 15 年，

原来贫穷落后的光明村一跃成为南桥新城的组成部分农民过上了幸福的小康

生活，这部村志一定能起到"存史资政"的作用 。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一部村史就是一代代村民奋

斗的历史，因此写好"人口

要o ~光明村志》的成功经验就在这里O 这部志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见志

又见人，读志能提振精神。 特别是"新光明人"一章的成功写成，是对光明村历

史的客观记载。 光明村有今天的繁荣当然有老一辈光明村人和现任光明村领

导人的功劳，但也有外来光明村投资者、打工者、经营者的一份辛劳。 写出一万

多新光明人的来源分布和年龄文化结构，是今后新村民寻根问祖的依据。 附录

中的老知青回忆、新光明人的口述历史特别是记述光明村的领头雁、全国劳动

模范万志孝的两篇通讯报道，增强了志书的深度和可亲度，读来深受感动。

光明村能有今天的繁荣和这个村的主心骨万志孝的经营思路和艰苦奋斗

是分不开的。 记得他刚回到光明村重新挑起党支部书记重担时，光明村已经穷

得叮当响，他把办公室放在自己家里，日常开销也由他个人承担。 当时我在上海

市委组织部专门负责农村"五好"党支部创建工作，曾专程实地对他进行采访，

写过~"老板"书记赞》等文章。 用历史的眼光看，万志孝肯定是光明村历史上的

重量级人物，光明村人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园区工业

色，细小到企业选介、小店的经营状况、一家一户的调查记述。 这些资料十分珍

贵，镇志、区县志中不可能记载，在村志中却找到了答案，从这些数据和文字中，

社会学家可以分析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同时也为奉贤区留下了来自农村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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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史料，作为对光明村来说，也可以以史为鉴、扬长避短，通过修志认清形

势，在新的起点上扬帆远航。

盛世修村志，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趋势。 修村志应不同于修镇志和区县

志，记述对象更要详尽细致，记述方法也可大胆创新，只要符合志体，在记述内容

和方法上都可以探索。 《光明村志》在记述外来人口上有突破，~陶宅志》在记述

家庭和人物上更详尽，有人志家谱 103 个、人物 509 人，这些创新值得为正在修

志的同仁借鉴，切忌修出的村志与镇志相似，记述寻常百姓的资料少，使人感到

淡如白水就不好了 。

丁忠义

2013 年 8 月

(丁惠义:上海市奉贤区委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奉贤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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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为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光明村首次编篡的地方志书，定名《光明村

志》 。

二、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全面翔实地记述光

明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着重记述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光明村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巨大变化。

兰、本志上溯光明地区的发端下限至 2010 年底 。 大事记和个别章节内容

延续至编篡结束。 横排竖写，纵横结合，采用章、节、目、子目次序，设 21 章、 88

节、245 目展开叙述。

四、本志从光明村实际出发，特设"经济总情

神文明建设"、"新光明人"等章节，体现地情特色。

五、本志体例，述、记、志、图照、表、录等综合运用，采用记述体，语体文，如

实记事，不加修饰。 题词、地图、彩照汇列卷首，附表分列章节中 。

六、本志人物不加虚衔，传记以卒年排列，简介以姓氏笔画为序 ，名录表中

干部、技术人员以所在组别排列劳模、先进工作者以授予时间先后为序。

七、本志纪年按历史纪年为主括注公元纪年数字书写一律用阿拉伯字。

本志凡未明确注明的均为 20 世纪。 "解放前后"以 1949 年 5 月 13 日光明地区

解放为界。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书刊、口碑和实地调查取证。 照片注明拍摄时

间，表格注明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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