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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桥乡志》是一部记载本乡史实的地方志。寨桥乡有了这“一方之志”，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这不仅符合全乡人民意愿，也是惠及千秋万代的大事，更可告慰在寨桥地区英勇献

身的革命先烈。

寨桥乡在涌湖之滨，环境优美，村庄林立，人日稠密，土地肥沃，芦滩辽阔，高田圩

田，盛产稻麦。湖泊，芦荡，褛浜繁育鱼、虾、蟹。素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称。春秋越国大夫

范蠡曾隐居于此，晋朝的郭景纯来灵台太平港筑钓鱼台；明朝洪武年间，金陵的兵马司钱志

兴定居于夏坊。可是，在旧社会，绿水青山枉自多，广大劳动人民，终年不得温饱，“糠菜半年

粮”，“野生荸荠、慈菇充饥肠。，，寨桥地区，水陆交通便利，地势险要，是历代驻军扎寨之

地。明将常遇春，扎寨于寨桥。文化教育事业，较有基础。清末，武进，阳湖七个书院之一

的“棠荫书院"设在寨桥，阳湖南乡第一所高等小学堂，也办在寨桥。寨桥，有光荣的革命

传统。1937年，寨桥爱国青年组织武装，燃起抗日烽火。1940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

组织。1941年1月，苏南区党委，在本乡成立湖滨区委，是本县最早建立的区委之一。新四军

东进太漏地区后，邓仲铭，谭震林等首长，先后来寨桥地区视察和部署工作。寨桥人民积极

支援和参加新四军，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全乡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上农、工、商、学、运等综合经营的康庄大道，不断开创新

的局面，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作出了卓

越功绩。但也是有过失误，受过损失，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创伤至深。前事不忘，

后人之鉴，这有助于今人和后代，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以便少走弯路，不犯或少犯

错误，为振兴中华，建设家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本志的主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则，写成了一部较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寨桥乡志》。全志分概况，政

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人物、社会等七编。但因资料缺乏，编写者水平有限，遗漏错

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各界，不吝指正l

寨桥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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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依内容分门别类，按编章节目依次排列。

2．本志体例，从实际出发，作横向展开，纵向叙述，

3．本志本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突出地方特色。

4．本志时限，原则上上限为1879年(清光绪五年)，

超出上阴，必须延伸者，到搁笔时止。

以横为主，纵横结合。

下限为1983年，遇必须追溯者，则

5．本志对历史纪年，应用当时通用纪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对于地名，用当时名称

二。在括号内，加注现名。文中简称“本地”“本乡”“本公社”，均指寨桥乡范围。

6．本志对史实的记述，除用文字表达外，利用图、表、表明。

7r．本志文体，为语体记叙文。至于引证出处或选用历史上的诗词，对联、匾额、碑记等

沿用原文。

8．本志中有关数字的书写，原则上用汉文。科学数字用阿拉伯数。

9．本志引文注释。采用文内注。

10．本志凡属附录材料。均加“附”字。

11．1983年体改时，大队改为村，为与自然村区别，本志称为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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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桥茸风貌



五洞桥

南寨桥



新四军夏坊税所原址(19 404)

新四军夏坊税所旧址(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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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桥粮管所



武进县水产养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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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县电器塑料厂

武进县第四玻铜厂



寨桥编织厂

寨桥化工助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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