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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曹行志>是一部小而全的百科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曹行

的全貌。能使人纵观本地区的发展历史，鉴古知今，兴利弃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出现

了政治安定、经济活跃、人心振奋、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新的

道德风尚日益形成，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深得人心，广大干部群众

的聪明才干极大发挥的局面。盛世修志，乘此大好形势，曹行乡

第一次编修地方志书，是颇有意义的。 ．

。
，

‘曹行志'以具体事实，反映解放以来，本地区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面貌，愿它能鼓舞全乡人民继续前进，促进两

个文明的建设，为教育子孙后代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

‘曹行志>的编修过程中，编写组的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并得到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通力协作，县

志办公室的同志具体加以指导，按章审稿，反复修改，才使本志

得以定稿，在此，谨向大家致谢。让我们同心协力，继往开来，为

建设新曹行而努力。
’

凌爆私
1987年6月1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按章、节、目、细目、项五层次表达。

=，本志遵照。详今略古一的原则，记述重点为解放以后的

史事，着重于经济。

三、本志力求围绕曹行的特定区域记载史实。

四、历次政治运动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见予大事记．：

五，本志记叙事实为主，并用图、表加以说明，

六，本志时限，原则上于1949年本地区解放之日起，迄于

1988年政、社分设为止。必要之处适当上溯或下延，其中大事

记至1987年4月。

七，本志大事记以公历纪年，其余一律用当时的纪年，在括

号内加注公历年份。 ·

八，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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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9年 16日曹行乡解放。

5月 ●

●

6月 5日苏南区行政公署上海县第三乡镇联

合办事处委派的曹行乡代理乡长张欣生接

管国民党曹行乡公所。

7

8月 曹行乡建立人民政府，取消保甲制，建立

行政村。

9月 乡成立农民协会，建立民兵、新民主义青

年团和妇女组织。

1日下午全乡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
10月 和国成立。

1950年 2日共成村村民张三林家遭到土匪抢劫。

5月

8月 农民协会组织贫苦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反

黑田的斗争。

11月 土地改革开始，曹行乡划出地主6户，富

农30户，半地主式富农3户，小土地出租

者20户，工商业者1户，中农820户，贫农

559户，雇农16户，自由职业6户，其它14

户，没收地主土地269．77亩，征收土地

446．07亩，富农献田34亩，没收地主粮食

7200余斤，瓦房21间，以及部分浮财和生

．：，油’’，：．’0． 活、生产资料，全部分给贫雇农民和一部分



(续表)

生活困难的中农。后划归曹行乡的原关港

乡没收了4户地主土地259．14亩，房子22
． 闯I净土乡没收了11户地主土地681．96

．亩，双溪乡没收了13户地主土地491．28

亩，房子44间。

． 12月 · 各乡农民协会召开群众大会，对地主、富

农、反革命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育运动中，曹行地

区各乡有75人先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广大翻身农民纷纷捐献金银首饰、铜锡器

皿、粮食、布匹、钱币、支援国家购买飞机、

大炮打击侵略者。

1951年 建立曹行乡沪剧团，并兴办民校、冬学，各

1月 村成立腰鼓队、秧歌队。

4月 27日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曹行地区逮捕

了一批首恶分子，缴获手枪一支，接着召开

公审大会，对其中罪大恶极者依法惩处。

． 6月 、， 15日成立曹行乡供销合作社。

8月 成立曹行乡联合诊所。

．1952年 贫雇农分得土地后为发展生产，克服劳动

3月 —-力，技术和农具不足的困难，建立互助组，

曹行乡建立了12个常年互助组，64个临时

· 2 ’． ^



(续表)

．互助组。

6月 建立曹行乡临时党支部。
。

1953年 第一次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成立乡选举
3月 一委员会。

10月 乡人民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

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6月 撤消塘湾区，关港乡的南部并入曹行乡。一

10月 17日，马屯村25户农民组成黎明初级社，

此后，全乡互助合作形成高潮。

1956年1月 79户私营工商业通过改造组成11个合

作商店。 一

3月 华泾乡全部和双溪乡一部并入曹行乡。

遭到百年未遇的低温和多雨，农业社越冬

作物均受到损失。

8月

．1957年

7月

遭受到50年未有的强台风和暴雨的袭

击。

‘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本乡贯

彻，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巩固粮、油、

棉统购统销政策。

j 3’



<续表)

10月 改革节场，举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

12月 市区16户居民共58人来本乡安家落户，

同时参加劳动锻炼。

19鹃年 市出版局、自来水公司，财政局等单位干
2月

部8人下放到本乡。

．。 5月 各高级社组织社员学习_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

路线。

lo月 i日曹行、塘湾二乡合并组建勤丰人民公

．社，’原曹行乡区域编为勤丰公社五、六、七

大队和四大队的一部，乡人民政府改称为

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n月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强调一大二公，

一切财物属公社所有，出现了一命令风一、

鼻共产风一、浮夸风静、叠瞎指挥风一，。干部特

殊化风一，搞农田深翻，耕作层被破坏、无限．

度的密植，形成作物倒伏，放高产卫星田，

追求高指标，打擂台。粮食实行供给制，提

出了。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扩

的口号。拆除社员灶头8129个，办了农民

食堂106个，供给18895人吃饭，实行了

100天吃饭不要钱。



(续表)

12月 开挖河道修水利。

开展。拔自旗”运动，干部群众遭到批判处

理的达75人。

1969年 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

． 3月 精神，纠正和制止。共产风”等五风，基本核

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镪

度和生产责任制，下放公积金和公益金，玎
正一平二调错误。

～ 6月 根据党中央恢复社员自留地制度的指示．

精神，以原高级社自留地为基础，补足社员

自留地。 ．

7月 勤丰公社划为首行、塘湾两公社，曹行公

社以原曹行乡和塘湾乡的永新、红星，先锋

三个高级社及颔桥乡的友谊高级社组成，‘

有农业户4813户，耕地总面积35900．25

亩。

曹行公社第一届党代会召开，陶惠臣任党

委书记。
r

8月 开展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大跃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整风整社运动，

持续到年底。

10月 试种双季稻147．25亩，亩产213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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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月 公社全体男女共青团员、青年民兵挑灯夜

战，进行义务劳动、修筑龙吴路曹家港通往

老沪闵路的路基，命名为_共青路修。

12月 6_7日在公社礼堂召开群英大会，表彰农、

副、工、财贸各条战线上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1012人出席了会议。

1960年 连续阴雨30天。

5---,6月

7～8月 两次台风，8月上旬起持续干旱40余天，

农作物病虫害严重，造成粮食歉收。

9月 公社党委动员机关和社办企业人员回队

支援农业，鼻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修。

11月 15日，根据中央下达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

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精神，公社停

办农民公共食堂，社员各家仍旧单独开伙。

1961年 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农村人民公社

、3月／'4 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

算单位，并在大田中划出7％的耕地，重新

翅分社员自留地。是年陆续接收了为国家

克服暂时困难而下放回乡的工人、干部39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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