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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区镇政府

■2007年3月．邹

区．h弋两镇合并

新建邹区镇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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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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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藏庄村题词。

左一邹寿海

左二陆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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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左五)视察常州市钢筘厂(左三)施越浩

。1嚣薯?奄学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赘孝通潸左三旧察常州侨褡集。

巷
夏聿

牟趣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嚣7曰-全国人大常委会剐委员长何鲁丽‘前中’与城西消防中队队长张华中‘后右一’在人民大



器差显罂)I未黜黯席刘澜涛佐叫、申组船螂长曾割左二舰察武进第七塑料厂。8

●2005年11月14日，江苏省省长粱保华与世界散打冠军部普庆合影

／’



)06年，常州

市长王伟成

i七)为东方学

落成剪彩。

常州市委书记范

燕青视察常州市

华日升反光材辑

有限公司。

左一、刘志峰

左二，范燕青
左三，周仲华

左四．徐伟南
左五陆亚建



■常州市委常委武进区区委书记沈瑞卿(左四)检查凌家塘农贸批发市场建设情况。

■邹区灯具城



一2007年中国邹区灯具节开幕式盛况

■江苏凌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乌瞰图



一§口新花园住宅小区

●东方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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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器鐾譬翟‰}镳左小}周仲华颜亚安扬亚萍．张浩新
i排左起姜彩芳+沈建伟，蒋旭东丁献忠徐海周欣陈礼斌徐向前扬志坚杭建

邹区

员台
左起





序 言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镇志是记载当地自然与社会、政治与

经济、风土与人情、历史与现实的“百科全书”。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一部尊重史实、观点详实、体例完善的镇志将为全

镇人民以古鉴今提供可靠的镇情，为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

科学的依据，为推动地方科学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编修镇志，惠

及后世。

邹区是常州市武进区的西大门，解放前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

后的地区，人们世代辛劳却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解放后，

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邹区人民励率先之志，开改革先

河，闯发展新路，创历史辉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集镇正阔步

向交通更加便捷、环境更加优美、经济更加发展、生活更加富

裕、社会更加和谐的现代化小城镇昂首迈进。邹区先后获得全国

环境优美镇、省级文明乡镇、科技进步先进乡镇、新型小城镇建

设示范镇、三产十强镇、外贸先进镇等多项荣誉称号。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犹如滚滚东去的浪潮，

是任何事物所无法阻挡的。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我们应顺应发展

大潮，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继续发扬敢闯敢干的邹区

精神，努力把邹区建设成为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的现

代苏南名镇。

值此付梓之际，略书梗概，以作序言。

中共武进区邹区镇委员会书记：

二O一0年二月 ，甜彳



凡 例
一、本志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全面客观地记述邹区镇

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遵照“详今略古一的原则，时限上限不限，下迄

2 00 7年，必要时可适当追溯。为反映现实，序言、后

记、图照等延至搁笔。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域为主，驻镇单位适当记

述，以反映全貌。

四、本志贯彻横排纵记的原则，全志设11编，编以下一般设

章、节、目三个层次，必要时设予目。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等多种体

裁，正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文约事丰，有一

定可读性。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人物编中设传略、简介、

名录3章。人物传略主要收录已故邹区籍和在邹区工作、

对社会有较大贡献或有影响者、邹区籍革命烈士和军政

界、科教人员、知名人士。人物简介收录在世对邹区镇

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有

一定的影响及知名人物。名录收录劳动模范、地级以上

及省级条线以上综合先进。其他人物采用“以事系人”

的方法，在相关编中记述。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l 9 l 2年1月1日前括注朝代年号。

l 9 l 2年1月1日至l949年9月30日括注民国年份。地名以

武进地名办的规范地名为准，古地名相应括注今名，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中用新中国表述，邹区地区，邹区镇包

括邹区、礼河、卜弋、泰村4个乡镇，志书中，提及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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