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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纂的《小市街道地方志》是一部系统反映小市地区历史和现状的志书，也是一部

具有城郊乡镇特色且实用性较强的教科书。将直接为小市地区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

明建设服务。

小市地理位置独特，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民风纯朴，人文荟萃。经三、四千年的岁

月沧桑，历史遗迹和民间世代传说，足以反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携带深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间，是小市地区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事业快

速发展的重要时期。1995年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小市地区步入城市化的重要标志。

“三年面貌大变”的城市建设目标使小市地区更加交通便利，兴旺发达。随着幕府山风

景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将逐渐形成集工业、商业、房地产开发业、娱乐旅游业为一

体的新型文明社区。

《小市街道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历时近一年时间。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挖掘了许

多鲜为人知宝贵的历史史料。期间经历艰辛，反复考证，数易其稿，力求志书史料真

实、完整、可靠。凝结着纂志小组全体人员的辛勤和智慧，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

和支持，才有今天14万字的志书问世。

由于厉史上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很多史料记载不全，难免有不足之处，待适当时候

再版时再预补充更正。

再一次对关心和支持编纂《小市街道地方志》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地感谢。

中共南京市下关区小市街道工委

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政府小市办事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街道志坚持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上限不定，对需要溯源的事物适当上溯，

下限断至1999年12月底。

二、本志采取横排门类，纵记史实，纵横结合的编纂方法，分篇、章、节、附加及目5

个层次。全志设13篇34章，193节，25个附加，114目。

三、本志体裁采取记、志、传、图、表等，以专志为主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

记事本末体。

四、本志以立传者除本籍已故人物外，对本地区社会公益，卫生教育有重大贡献，

且长期不为人们所忘记的客籍久住人物适当予以立传。

五、地名、政权机构和官职等，均沿用当时称谓，名称需要多次沿用的，在各篇章节

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则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简称“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等。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按朝代年号(或国民党纪年)编录，每节

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阴历日期，以汉字书写，民国以后阳历日期，

以阿拉伯字书写。

七、文中所用“解放前”、“解放后”是以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之日为界。“建

国前”、“建国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

八、本志资料来自市、区原镇的档案和有关图书馆，如民国(首都志)、(清上江两县

志)、(六朝事迹编类)、(自下锁言)、(儒林外史)筹，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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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概 述

大事记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目 录

第一篇建置区划

建置⋯⋯⋯⋯⋯⋯⋯⋯⋯⋯⋯⋯(17)

沿革⋯⋯⋯⋯⋯⋯⋯⋯⋯⋯⋯⋯⋯⋯(17)

境域⋯⋯⋯⋯⋯⋯⋯⋯⋯⋯⋯⋯⋯⋯(18)

区划⋯⋯⋯：⋯⋯⋯⋯⋯⋯⋯⋯··(19)

解放前的行政区划⋯⋯⋯⋯⋯．：．⋯⋯(19)

(1)

(4)

第二节解放后的行政区划⋯⋯⋯⋯⋯⋯⋯⋯(20)

第三章街道(镇)概况⋯⋯⋯⋯⋯⋯⋯⋯(23)

第一节街道区况⋯⋯⋯⋯⋯⋯⋯⋯⋯⋯⋯⋯(23)

第二节居民委员会(村)(段)⋯⋯⋯⋯⋯⋯⋯(24)

附：自然村名(段)／b考⋯⋯⋯⋯⋯⋯⋯⋯⋯(27)

第二篇地理环境

第一章地貌土壤⋯⋯⋯⋯⋯⋯⋯⋯⋯⋯(30)

第一节地貌⋯⋯⋯⋯⋯⋯⋯⋯⋯⋯⋯⋯⋯⋯(30)

第二节土壤⋯⋯⋯⋯⋯⋯⋯⋯⋯⋯⋯⋯⋯⋯(30)

第二章圩湾⋯⋯⋯⋯⋯⋯⋯⋯⋯⋯⋯⋯(30)

第一节沟塘⋯⋯⋯⋯⋯⋯⋯⋯⋯⋯⋯⋯⋯⋯(30)

附：沟塘名称小考⋯⋯⋯⋯⋯⋯⋯⋯⋯⋯⋯(30)

第二节排水⋯⋯⋯⋯⋯⋯⋯⋯⋯⋯⋯⋯⋯⋯(31)

第三章气象⋯⋯⋯⋯⋯⋯⋯⋯⋯⋯⋯⋯(32)

第一节四季特征⋯⋯⋯⋯⋯⋯⋯⋯⋯⋯⋯⋯(32)

附：气象谚语⋯⋯⋯⋯⋯⋯⋯⋯⋯⋯⋯⋯⋯⋯⋯(32)

第四章生物⋯⋯⋯⋯⋯⋯⋯⋯⋯⋯⋯⋯(33)

第一节植物⋯⋯⋯⋯⋯⋯⋯⋯⋯．．．⋯⋯⋯⋯(33)

一、林木⋯⋯⋯⋯⋯⋯⋯⋯⋯⋯⋯_⋯⋯⋯⋯(33)

二、水生植物⋯⋯⋯⋯⋯⋯⋯⋯⋯⋯⋯⋯⋯⋯(33)

三、野生药用植物⋯⋯⋯⋯⋯⋯⋯⋯⋯⋯⋯⋯(33)

第二节野生动物⋯⋯⋯⋯⋯⋯⋯⋯⋯⋯⋯⋯(34)

第五章自然灾害⋯⋯⋯⋯⋯⋯⋯⋯⋯⋯(34)

第一节水灾(山洪)⋯⋯⋯⋯⋯⋯⋯⋯⋯⋯⋯(34)

第二节旱灾⋯⋯⋯⋯⋯⋯：．⋯⋯⋯⋯⋯⋯⋯·(34)

’第三节风暴、雷击灾害⋯⋯⋯⋯⋯⋯⋯⋯⋯(35)

第四节雪灾、冻害⋯⋯⋯⋯⋯⋯⋯⋯⋯⋯⋯(35)

第三篇农 业

第一章生产关系变革⋯⋯⋯⋯⋯⋯⋯⋯(36)

第一节土改⋯⋯⋯⋯⋯⋯⋯⋯⋯⋯⋯⋯⋯⋯(36)

附：成份划分情况⋯⋯⋯⋯⋯⋯⋯⋯⋯⋯⋯(36)

第二节农业合作化⋯⋯⋯⋯⋯⋯⋯⋯⋯⋯⋯(37)

一、互助组⋯⋯⋯⋯⋯⋯⋯⋯⋯⋯⋯⋯⋯⋯⋯(37)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7)

、，三、高级农业合作社⋯⋯⋯⋯⋯⋯⋯⋯⋯⋯⋯(37)

第三节人民公社⋯⋯⋯⋯⋯⋯⋯⋯⋯．．．⋯⋯(38)

(附：农业产量，农具统计表)⋯⋯⋯⋯⋯⋯⋯(38)

一、耕作机具⋯⋯⋯⋯⋯⋯⋯⋯⋯⋯⋯⋯⋯⋯(39)

二、灌溉机具⋯⋯⋯⋯⋯⋯⋯⋯⋯⋯⋯⋯⋯⋯(39)



．÷

第四篇工 业

第一章工业体制⋯⋯⋯⋯⋯⋯⋯⋯⋯⋯(40)

第一节(镇)街道工业⋯⋯I O．．．．．．O·I

O⋯⋯⋯(40)

第二节村办企业居委会(村段)附产值表⋯⋯⋯

⋯⋯⋯⋯⋯⋯⋯⋯⋯⋯⋯⋯⋯⋯⋯⋯⋯⋯⋯(41)

第三节滨江实业发展总公司综述(五塘行政村)⋯
’

⋯⋯⋯⋯⋯⋯⋯⋯⋯⋯⋯⋯⋯⋯⋯⋯⋯⋯⋯(41)

第四节境内部分中央部、省、市企业及驻军团以上

单位辑录．．．．6 01 0⋯⋯⋯⋯⋯⋯⋯⋯⋯⋯⋯⋯⋯⋯(42)

附：中央、省、市、单位显示表⋯⋯⋯⋯⋯⋯⋯⋯⋯(42)

附：解放前小市工业显示表⋯⋯⋯⋯⋯⋯_⋯⋯(43)

第二章村镇建设⋯⋯⋯⋯⋯⋯⋯⋯⋯⋯(43)

第一节解放前乡村面貌⋯⋯⋯⋯⋯⋯⋯⋯⋯(43)

第二节建国后镇区建设⋯⋯⋯⋯⋯⋯⋯⋯⋯(44)

第五篇商 业

第一章体制⋯⋯⋯_⋯⋯⋯⋯⋯⋯⋯⋯(46)

第一节私营商业⋯⋯⋯⋯⋯⋯⋯⋯⋯：⋯⋯··(46)

一、粮食业⋯⋯⋯⋯⋯⋯⋯⋯⋯⋯⋯⋯⋯⋯⋯(46)

二、中西药业⋯⋯⋯⋯⋯⋯⋯⋯⋯⋯⋯⋯⋯⋯(47)

三、农副土特产品综录⋯⋯⋯⋯⋯一⋯⋯⋯⋯(47)

第二节供销合作社⋯⋯⋯⋯⋯⋯⋯⋯⋯⋯⋯(47)

第三节国营商店⋯⋯⋯⋯⋯⋯⋯。⋯⋯⋯⋯⋯(48)

第二章商品流通⋯⋯⋯⋯⋯⋯⋯⋯⋯⋯(48)

第一节农副产品贸易市场⋯⋯⋯⋯⋯⋯⋯⋯(48)

第二节饮食、服务⋯⋯_⋯⋯⋯⋯⋯⋯⋯⋯(50)

’一、饮食⋯⋯⋯⋯⋯⋯⋯⋯一。⋯⋯⋯⋯⋯⋯⋯·(50)

二、服务⋯⋯⋯⋯⋯⋯⋯⋯⋯⋯⋯⋯⋯⋯⋯⋯(51)

第三章．．工商行政管理⋯⋯⋯⋯⋯⋯⋯⋯(52)

第一节市场管理⋯⋯⋯⋯⋯⋯⋯⋯⋯⋯⋯⋯(52)

第二节工商行政管理⋯一¨⋯⋯⋯⋯⋯⋯⋯·(52)

第六篇、党政群团

第一章政党⋯⋯⋯⋯⋯⋯⋯⋯⋯⋯⋯⋯(54)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一i⋯⋯⋯⋯。⋯·(54)．

、一、沿革⋯⋯⋯⋯⋯⋯⋯⋯⋯⋯⋯⋯⋯⋯“．．．·‘(54)

二、历次代表大会⋯⋯⋯，⋯。⋯⋯⋯⋯⋯⋯⋯⋯(54)

附：历次党组领导人更迭⋯⋯⋯⋯⋯⋯⋯⋯(55)

三、组织建设⋯⋯⋯⋯⋯⋯⋯⋯⋯⋯⋯⋯⋯⋯(57)

附：小市(镇)(社)街道变更表⋯⋯⋯⋯⋯⋯(57)

第二节中国国民党⋯⋯⋯⋯⋯⋯⋯⋯⋯⋯⋯(59)

第二章政务机构⋯⋯⋯⋯⋯⋯⋯⋯⋯⋯(59)

第一节人民代表大会⋯⋯⋯⋯⋯⋯⋯⋯⋯⋯(59)

第二节政府⋯⋯⋯⋯⋯⋯⋯⋯⋯⋯⋯⋯⋯⋯(60)‘

一、解放前行政机构⋯⋯⋯⋯⋯⋯⋯⋯⋯⋯⋯。(60)

附：和平乡(小市)行政人员更迭⋯⋯⋯⋯⋯(60)

二、解放后行政机构⋯⋯⋯⋯⋯⋯⋯⋯⋯一．．．(61)

三、基层机构⋯⋯⋯⋯⋯⋯⋯⋯⋯⋯⋯⋯⋯⋯(62)

附：乡镇、公社、街道行政人员更迭⋯⋯⋯⋯(62)

四、人民代表大会．⋯?⋯⋯⋯⋯⋯⋯⋯⋯：⋯⋯·(63)

五、小市(镇)街道机构综述⋯⋯⋯⋯⋯⋯·：⋯‘(64)

附：小市街道机构显示表⋯⋯⋯⋯⋯⋯⋯⋯(“)

第三章群众团体⋯⋯⋯⋯⋯⋯⋯⋯⋯⋯(65)

第一节职工团体⋯⋯⋯⋯⋯⋯⋯⋯⋯⋯⋯·，一(65)

第二节妇女团体⋯⋯⋯⋯⋯⋯⋯一?o o'．oo⋯⋯(66)

第三节青少年团体⋯⋯⋯⋯⋯⋯⋯：⋯⋯⋯一(67)

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7)

二、中国少年先锋队⋯⋯⋯⋯⋯⋯⋯⋯⋯⋯⋯(67)

第四节工商团体⋯⋯⋯⋯⋯⋯⋯⋯⋯⋯⋯⋯(68)

一、商会⋯⋯⋯⋯⋯⋯⋯⋯⋯⋯⋯⋯⋯⋯⋯⋯(68)

二、工商业联合会⋯⋯⋯⋯⋯⋯一一二⋯一二⋯⋯(68)

三、摊贩联合会⋯⋯⋯⋯⋯⋯⋯⋯⋯⋯⋯⋯⋯(69)

四、个体劳动者协会⋯o⋯⋯⋯⋯⋯⋯⋯⋯⋯(69)

五、科协团体⋯⋯⋯⋯⋯⋯⋯⋯⋯⋯⋯：⋯⋯⋯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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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民政劳动

第·章民政⋯⋯⋯⋯⋯⋯⋯⋯⋯⋯⋯⋯(71)

第一节优抚安置⋯⋯⋯⋯⋯⋯⋯⋯⋯⋯o⋯(71)

一、拥军优属⋯⋯⋯⋯⋯⋯⋯⋯⋯⋯⋯⋯⋯⋯(71)

二、国家抚恤⋯⋯⋯⋯⋯⋯⋯⋯⋯⋯⋯⋯⋯⋯(71)

三、安置⋯⋯⋯⋯⋯⋯⋯⋯⋯⋯⋯⋯⋯⋯⋯⋯(72)

第二节救济扶贫⋯⋯⋯⋯⋯⋯⋯⋯。⋯⋯⋯·(72)

第三节社会福利⋯⋯⋯⋯⋯⋯⋯⋯⋯：：⋯⋯·(72)

第四节社会福利生产⋯⋯⋯⋯⋯⋯⋯⋯⋯⋯(72)

第五节婚姻登记⋯⋯⋯⋯⋯⋯⋯⋯⋯⋯⋯⋯(73)

第六节地名普查⋯⋯⋯⋯⋯⋯⋯⋯⋯⋯⋯⋯(73)

第二章劳动⋯：⋯⋯⋯⋯⋯⋯⋯⋯⋯⋯一．、(73)

第一节劳动管理⋯⋯⋯⋯⋯⋯⋯⋯⋯⋯⋯⋯(73)

第二节工资奖金⋯⋯⋯⋯⋯⋯⋯⋯⋯⋯⋯⋯(74)

第三节劳保福利⋯⋯⋯⋯⋯⋯⋯⋯⋯⋯⋯⋯(74)

第四节职工精减下放⋯⋯⋯⋯⋯⋯⋯⋯⋯⋯(75)

第五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5)

附：街道(镇)企业统计表⋯⋯⋯⋯⋯⋯⋯⋯(75)

第六节民政公益事业⋯⋯⋯⋯⋯⋯⋯⋯⋯⋯(76)

附：统计表⋯⋯⋯⋯⋯⋯．．．⋯⋯⋯⋯⋯⋯⋯(76)

第八篇政 法

第一章公安⋯⋯⋯⋯⋯⋯⋯⋯⋯⋯⋯⋯(78)

第一节公安机构⋯⋯⋯⋯⋯⋯⋯⋯⋯⋯⋯⋯(78)

第二节群众治安组织⋯⋯⋯⋯⋯⋯⋯⋯⋯⋯(78)

第三节治安⋯⋯⋯⋯⋯⋯⋯⋯⋯⋯⋯⋯⋯⋯(79)

第四节户政⋯⋯⋯⋯⋯⋯⋯⋯⋯⋯⋯⋯⋯⋯(80)

第五节消防⋯⋯⋯⋯⋯⋯⋯⋯⋯⋯⋯⋯⋯⋯(80)

第二章司法⋯⋯⋯⋯⋯⋯⋯⋯⋯⋯⋯⋯(80)

第一节机构⋯⋯⋯⋯⋯⋯⋯⋯⋯⋯⋯⋯⋯⋯(80)

第二节法制宣传⋯⋯⋯⋯⋯⋯⋯⋯⋯⋯⋯⋯(81)

第三节人民调解⋯⋯⋯⋯⋯⋯“⋯⋯⋯⋯⋯·(81)

附：结案统计表⋯⋯⋯⋯⋯⋯⋯⋯⋯⋯⋯⋯(82)

第四节法律服务⋯⋯⋯⋯⋯⋯⋯⋯⋯⋯⋯⋯(82)

第五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82)

附：暂住流动人口管理⋯⋯⋯⋯⋯⋯⋯⋯⋯(85)

第三章军事⋯⋯⋯⋯⋯⋯⋯⋯一‘⋯．．⋯一(85)

第一节兵役⋯⋯⋯⋯⋯⋯⋯⋯⋯⋯⋯⋯⋯⋯(85)

第二节兵防⋯⋯⋯⋯⋯⋯⋯⋯⋯⋯⋯一。⋯一(86)

、附：日军罪行录⋯⋯⋯⋯⋯⋯⋯⋯⋯一i⋯⋯(87)

第三节民兵⋯⋯⋯⋯⋯⋯⋯⋯⋯⋯⋯⋯⋯⋯(87)

一、民兵组织⋯⋯⋯⋯⋯⋯⋯⋯⋯⋯⋯⋯⋯⋯(87)

二、民兵训练⋯⋯⋯⋯⋯⋯⋯⋯⋯⋯⋯⋯⋯⋯(88)

第九篇教育文化

第一章普通教育⋯⋯⋯⋯⋯⋯⋯·：⋯⋯·(90)

第一节私塾⋯⋯⋯⋯⋯⋯⋯⋯⋯⋯⋯⋯⋯⋯(90)

第二节幼儿教育⋯⋯⋯⋯⋯⋯⋯⋯⋯～：⋯⋯(91)

第三节小学教育⋯⋯⋯⋯⋯⋯⋯⋯⋯⋯⋯．⋯(92)

一、发展概况⋯⋯⋯⋯⋯⋯⋯⋯．．．⋯⋯⋯⋯⋯·(92)

二、敦育与教学⋯⋯⋯⋯⋯⋯⋯⋯⋯⋯⋯⋯⋯(94)

三、附录：小市地区各小学校简介⋯⋯⋯⋯⋯⋯(96)

第四节中学教育⋯⋯⋯⋯⋯⋯⋯⋯⋯⋯⋯⋯(98)

一、发展概况⋯⋯⋯⋯⋯⋯⋯⋯⋯⋯⋯⋯⋯⋯(98)

二、教育和教学⋯⋯-．．⋯⋯⋯⋯⋯⋯⋯⋯⋯⋯(98)

。三、附录小市地区各初、高级学校简介⋯⋯⋯⋯(99)

第二章文化体育⋯⋯⋯⋯⋯⋯⋯⋯⋯(100)

第二节文化设施⋯⋯⋯⋯⋯⋯⋯⋯⋯⋯⋯(100)

一、民众教育馆一⋯⋯⋯⋯⋯⋯⋯⋯⋯⋯⋯⋯(100)

二、文化站⋯⋯⋯⋯⋯⋯⋯⋯⋯一⋯⋯⋯⋯⋯(101)

三、俱乐部⋯⋯⋯⋯⋯⋯⋯⋯⋯⋯⋯⋯⋯⋯⋯(101)

四、书店⋯⋯⋯⋯⋯⋯⋯⋯⋯⋯⋯⋯⋯⋯-．．⋯·(101)

五：戏台⋯⋯⋯⋯⋯⋯⋯⋯⋯⋯⋯⋯⋯⋯⋯⋯(102)

六、剧场⋯⋯⋯⋯⋯⋯⋯⋯⋯⋯⋯⋯⋯⋯⋯⋯(102)

七、书场⋯⋯⋯⋯⋯⋯⋯⋯⋯⋯⋯⋯⋯⋯⋯⋯(103)

七、离退休老人活动室⋯⋯⋯⋯⋯⋯⋯⋯⋯⋯(103)



第十篇 文物胜迹

第一章小市地区出土文物⋯⋯⋯⋯⋯(104)

第一节地名探源⋯⋯⋯⋯⋯⋯⋯J—O O．．．．(104)

第二节古墓及墓志铭OQ．．．．0·0 Q1 0⋯⋯⋯(104)

一、明蕲国公康茂才墓⋯⋯⋯⋯⋯⋯⋯⋯⋯⋯(104)

l、墓葬形制⋯⋯⋯⋯⋯⋯⋯⋯⋯⋯⋯O 0．．．．(105)

2、出土遗物⋯⋯⋯⋯⋯⋯⋯⋯⋯⋯⋯⋯⋯⋯(105)

3、附结语。附注释⋯⋯⋯⋯⋯⋯⋯⋯⋯⋯⋯⋯(105)

二、明初东胜侯汪兴极墓小考⋯⋯⋯⋯⋯⋯⋯(105)

三、小市汽轮电机厂东晋墓小考⋯⋯⋯⋯⋯⋯(107)

四、小市地区古墓综录⋯⋯⋯⋯⋯⋯⋯⋯⋯⋯(111)

第二章名胜遗迹⋯⋯⋯⋯⋯⋯⋯⋯⋯(117)

第一节古迹⋯⋯⋯⋯⋯⋯⋯⋯⋯⋯⋯⋯⋯(117)

第二节近代胜迹⋯⋯⋯⋯⋯⋯⋯⋯⋯⋯⋯(118)

一、广东山庄⋯⋯⋯⋯⋯⋯⋯⋯⋯⋯⋯⋯⋯⋯(i18)

二、小市清真寺⋯⋯⋯⋯⋯⋯⋯⋯⋯⋯⋯⋯⋯(118)

三、私立南京安怀村孤儿院纪念碑⋯⋯⋯⋯⋯(119)

四、安怀村孤儿养育院综述⋯⋯⋯⋯⋯⋯⋯⋯(119)

第十一篇 卫生防疫

第一章卫生机构⋯⋯⋯⋯⋯⋯⋯⋯⋯(127)

第一节私人诊所⋯⋯⋯⋯⋯⋯⋯⋯⋯⋯⋯(127)

第二节联合诊所⋯⋯⋯⋯⋯⋯⋯⋯⋯⋯⋯(127)

第三节小市卫生院⋯⋯⋯⋯⋯⋯⋯⋯⋯⋯(128)

第二章医疗⋯⋯⋯⋯⋯⋯⋯⋯⋯⋯⋯(128)

第一节医疗技术⋯⋯⋯⋯⋯⋯⋯⋯⋯‘⋯⋯(128)

一、中医⋯⋯⋯⋯⋯⋯⋯⋯⋯⋯⋯⋯⋯⋯⋯⋯(128)

二、西医⋯⋯⋯⋯⋯⋯⋯⋯⋯⋯⋯⋯⋯⋯⋯⋯(129)

第二节医疗保健⋯⋯⋯⋯⋯⋯⋯⋯⋯⋯⋯(129)

一、公费医疗⋯⋯⋯⋯⋯⋯⋯⋯⋯⋯⋯⋯⋯⋯(129)

二、劳保医疗⋯⋯⋯⋯⋯⋯⋯⋯⋯⋯⋯⋯⋯⋯(130)

第三章防疫保健⋯⋯⋯⋯⋯⋯⋯⋯⋯(130)

第一节公共卫生⋯⋯⋯⋯⋯⋯⋯⋯⋯⋯⋯(130)

一、组织结构⋯⋯⋯⋯⋯⋯⋯⋯⋯⋯⋯⋯⋯⋯(130)

二、环境卫生⋯⋯⋯⋯⋯⋯一：⋯⋯⋯⋯⋯⋯⋯(130)

三、饮水卫生⋯⋯⋯⋯⋯⋯⋯⋯⋯⋯⋯⋯⋯⋯(131)

四、食品卫生⋯⋯⋯⋯⋯⋯⋯⋯⋯⋯⋯⋯⋯⋯(131)

五、劳动卫生⋯⋯⋯⋯⋯⋯⋯⋯⋯⋯⋯⋯⋯⋯(131)

第二节疫病防治⋯⋯⋯⋯⋯⋯⋯⋯⋯⋯⋯(132)

一、疫情与防治⋯⋯⋯⋯⋯⋯⋯⋯⋯⋯⋯⋯⋯(132)

二、计划免疫⋯⋯⋯⋯⋯⋯⋯⋯⋯⋯⋯⋯⋯⋯(132)

第三节妇女保健⋯⋯⋯⋯⋯⋯⋯⋯⋯⋯⋯(132)

一、新法结生⋯⋯⋯⋯⋯⋯⋯⋯⋯⋯⋯⋯⋯⋯(132)

二、国产期保健⋯⋯⋯⋯⋯⋯⋯⋯⋯⋯⋯⋯⋯(133)

三、妇女病普查⋯⋯⋯⋯⋯⋯⋯⋯⋯⋯⋯⋯⋯(133)

四、儿童保健⋯⋯⋯⋯⋯⋯⋯⋯⋯⋯⋯⋯⋯⋯(133)

五、附小市街道96—99年四苗覆盖情况⋯⋯(134)

第十二篇社 会

第一章人口⋯⋯⋯⋯⋯⋯⋯⋯⋯⋯⋯(135)

第一节人口变动⋯⋯⋯⋯⋯一．．．．⋯⋯⋯⋯·(135)

一第二节一人口构成、⋯··：：⋯⋯：·i⋯．．．．-．．··：2⋯(136)

一、性别结构⋯⋯⋯⋯⋯⋯⋯⋯⋯⋯⋯⋯⋯⋯(136)

二、年龄结构⋯⋯⋯⋯⋯⋯⋯⋯⋯⋯⋯⋯⋯⋯(136)

三、计划生育⋯⋯⋯⋯⋯⋯⋯⋯⋯⋯⋯⋯⋯⋯(136)

1、附：小市街道印岁以上长寿老人统计表(部分)⋯

⋯⋯⋯⋯⋯⋯⋯⋯⋯⋯⋯⋯⋯⋯⋯⋯⋯⋯⋯(137)

2、小市街道80一90—100岁以上老人名录(部分)⋯

⋯⋯⋯⋯⋯⋯⋯⋯⋯⋯⋯⋯⋯⋯⋯⋯⋯⋯⋯(138)

四、劳动结构⋯⋯⋯⋯⋯⋯⋯⋯⋯⋯⋯⋯⋯⋯(150)

五、文化结构⋯⋯⋯⋯⋯⋯⋯⋯⋯⋯⋯⋯⋯⋯(151)

第三节人口控制⋯⋯⋯⋯⋯⋯⋯⋯⋯⋯⋯(151)

第二章一人民生活．．．．．．⋯¨⋯．-．．·：?⋯··(152)

第一节职工生活⋯⋯⋯⋯⋯⋯⋯⋯⋯⋯·一(152)

附：1998年小市地区家庭耐用品抽样调查⋯⋯(i53)

第三章风俗习惯⋯⋯⋯⋯⋯⋯⋯⋯⋯(153)

第一节时令节日⋯⋯⋯⋯⋯⋯⋯⋯⋯⋯⋯(153)

一、春节⋯⋯⋯⋯⋯⋯⋯⋯⋯⋯⋯⋯⋯⋯⋯⋯(153)

二、元宵节⋯⋯⋯⋯⋯⋯⋯⋯⋯⋯⋯⋯⋯⋯⋯(154)

三、清明节⋯⋯⋯⋯⋯⋯⋯⋯⋯⋯⋯⋯⋯⋯⋯(154)

四、端阳节⋯⋯⋯⋯⋯⋯⋯⋯⋯⋯⋯⋯⋯⋯⋯(154)



五、本月六⋯⋯⋯⋯⋯⋯⋯⋯⋯⋯⋯⋯⋯一⋯(154)

六、六月二十四⋯⋯⋯⋯⋯⋯⋯⋯⋯⋯⋯⋯⋯(154)

七、七月十五⋯⋯⋯⋯⋯⋯⋯⋯⋯⋯⋯⋯⋯⋯(155)

八、七月三十⋯⋯⋯⋯⋯⋯⋯⋯⋯⋯⋯⋯⋯⋯(155)

九、中秋节⋯⋯⋯⋯⋯⋯⋯⋯⋯⋯⋯⋯⋯⋯⋯(155)

十、十月朝⋯⋯⋯⋯一⋯⋯⋯⋯⋯⋯⋯⋯⋯⋯(156)

十一、重阳节⋯⋯⋯⋯⋯⋯⋯⋯⋯⋯⋯⋯⋯⋯(156)

‘卜二、冬至节⋯⋯⋯i⋯⋯⋯⋯⋯⋯⋯⋯⋯⋯··(156)

十三．祭灶⋯⋯⋯⋯⋯⋯⋯⋯⋯⋯⋯⋯⋯⋯⋯(156)

第二节庙会⋯⋯⋯⋯⋯⋯⋯⋯⋯⋯⋯⋯⋯(156)

第三节集场⋯⋯⋯⋯⋯⋯⋯⋯⋯⋯⋯⋯⋯(157)

一、春社及月兰会⋯⋯⋯⋯⋯⋯⋯⋯⋯⋯⋯⋯(157)

二、龙戏节⋯⋯⋯⋯⋯⋯⋯⋯⋯⋯⋯⋯⋯⋯⋯(157)

第四节礼仪风俗⋯⋯⋯⋯⋯⋯⋯⋯⋯⋯⋯(158)

一、婚嫁⋯⋯⋯⋯⋯⋯⋯⋯⋯⋯⋯⋯⋯⋯⋯⋯(158)

二、丧葬⋯⋯⋯⋯⋯⋯⋯⋯⋯⋯⋯⋯⋯⋯一⋯(159)

三、生育⋯⋯⋯⋯⋯⋯⋯⋯⋯⋯⋯⋯⋯⋯⋯⋯(160)

四、做寿⋯⋯⋯⋯⋯⋯⋯⋯⋯⋯⋯⋯⋯⋯⋯⋯(160)

五、建房⋯⋯⋯⋯⋯⋯⋯⋯⋯⋯⋯⋯⋯⋯⋯⋯(160)

第五节生活习俗⋯⋯⋯⋯⋯⋯⋯⋯⋯⋯⋯(161)

一、服饰⋯⋯⋯⋯⋯·。⋯⋯⋯⋯⋯⋯⋯⋯⋯⋯(161)

二、饮食⋯⋯⋯⋯⋯⋯⋯⋯⋯⋯⋯⋯⋯⋯⋯⋯(161)

三、居住⋯⋯⋯⋯⋯⋯⋯⋯⋯⋯⋯⋯⋯⋯⋯⋯(162)

第六节旧时陋习⋯⋯⋯⋯⋯⋯⋯⋯⋯⋯⋯(163)

一、吸毒⋯_⋯⋯⋯⋯⋯⋯⋯⋯⋯⋯⋯⋯⋯⋯(163)

二、赌博⋯⋯⋯⋯⋯⋯⋯⋯⋯⋯⋯⋯⋯⋯⋯⋯(163)

三、迷信活动⋯⋯⋯⋯⋯⋯⋯⋯⋯⋯⋯⋯⋯⋯(163)

第七节社会新风⋯⋯⋯⋯⋯⋯⋯⋯⋯⋯⋯(164)

一、新节日⋯⋯⋯⋯⋯⋯⋯⋯⋯⋯⋯⋯⋯⋯⋯(154)

二、文明单位⋯⋯⋯⋯⋯⋯⋯⋯⋯⋯⋯⋯⋯⋯(164)

三、五好家庭⋯⋯⋯⋯⋯⋯⋯⋯⋯⋯⋯⋯⋯⋯(164)

四、社区服务⋯⋯⋯⋯⋯⋯⋯⋯⋯⋯⋯⋯⋯⋯(165)

1、社区服务中心简介⋯⋯⋯⋯⋯⋯⋯⋯⋯⋯(165)

2、家政服务⋯⋯⋯⋯⋯⋯⋯⋯⋯⋯⋯⋯⋯⋯(166)

3j社区综合服务⋯⋯⋯⋯⋯⋯⋯⋯⋯⋯⋯⋯⋯(66)

4、尊老爱幼⋯⋯⋯⋯⋯⋯⋯⋯⋯⋯⋯⋯⋯⋯⋯(67)

第四章宗教⋯⋯⋯⋯⋯⋯⋯⋯⋯⋯⋯(167)

第一节佛教⋯⋯⋯⋯⋯⋯⋯⋯⋯⋯⋯⋯⋯(167)

第二节天主教⋯⋯⋯⋯⋯⋯⋯⋯⋯⋯⋯⋯(168)

第五章方言人物⋯⋯⋯⋯⋯⋯⋯⋯⋯(168)

第一节方言词汇(部分)⋯⋯⋯⋯⋯⋯⋯⋯(168)

一、亲属⋯⋯⋯⋯⋯⋯⋯⋯⋯⋯⋯⋯⋯⋯⋯⋯(168)

二、天文气象⋯⋯⋯⋯⋯⋯⋯⋯⋯⋯⋯⋯⋯⋯(168)

三、地理⋯⋯⋯⋯⋯⋯⋯⋯⋯⋯⋯⋯⋯⋯⋯⋯(169)

四、时令时间⋯⋯⋯⋯⋯⋯⋯⋯⋯⋯⋯⋯⋯⋯(169)

五、农事⋯⋯⋯⋯⋯⋯⋯⋯⋯⋯⋯⋯⋯⋯⋯⋯(169)

六、动植物⋯一⋯⋯⋯⋯⋯⋯⋯⋯⋯⋯⋯⋯⋯(169)

七、房屋器具⋯⋯⋯⋯⋯⋯⋯⋯⋯⋯⋯⋯⋯⋯(169)

八、人品⋯⋯⋯⋯⋯⋯⋯⋯⋯⋯⋯⋯⋯⋯⋯⋯(169)

九、身体⋯⋯⋯⋯⋯⋯⋯⋯⋯⋯⋯⋯⋯：⋯⋯一(170)

十、饮料⋯⋯⋯⋯⋯⋯⋯⋯⋯⋯⋯⋯⋯⋯⋯⋯(170)

十一、日常生活交际往来⋯⋯⋯⋯⋯⋯⋯⋯⋯(170)

十二、动作、状态⋯⋯⋯⋯⋯⋯⋯⋯⋯一⋯⋯(170)

第十三篇人 物

第：j=喜地金黧募二虿≮i：：：：：=：：{172172；l第二章烈士名录⋯⋯⋯⋯．．．⋯．‘拶’小市地区部分知名人士录⋯⋯⋯⋯⋯( )l

编后记⋯⋯⋯⋯⋯⋯⋯⋯⋯⋯⋯⋯⋯⋯⋯⋯⋯⋯⋯⋯⋯⋯⋯⋯⋯⋯⋯⋯⋯⋯⋯⋯⋯⋯⋯⋯(201)

小市街道志(地方)修编人员名录⋯⋯⋯⋯⋯⋯⋯⋯⋯⋯⋯⋯⋯⋯⋯⋯⋯⋯⋯⋯⋯⋯⋯⋯⋯(202)



概

小市街道位于南京市下关区东北东经118a 46’，北纬32。0．5’处。东至红山公

园，西与孙家洼一带毗连，南至沪宁铁路线．，北至上元门长江边．o东西约2公里，南北

约5公里，面积10．3平方公里。下辖29个居委会，一个行政村。人口约7万o 98％

以上为汉族，其他有回、蒙、满、苗等少数民族。小市街道办事处设在东门街33号。

小市街道地处长江下游南部丘陵地带，境内幕府山临江一面为悬崖峭壁，山势北

陡南缓，多为森林沟壑，河塘密布。历史上以农业渔猎为主，是城郊著名的鱼米之乡。

解放后，小市地区历届政府按照农业政策认真抓好全年蔬菜渔业，牧副业的生产，积极

做好蔬菜家禽水产品的市场供应。

小市地区是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域，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中央门外安怀村(今属

下关区小市街道办事处)，发掘了距今三、四千年前的下关早期居民村落遗址。表明了

那时该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

·．
一

小市地区自古属临江(现南京)，溯自晋太唐二年(281年)，改临江为江宁，从此南

京始有江宁之名。江宁这个名称在清代有两个涵义，一是指江宁府，其二是指江宁县。

当时江宁府下设七个县，江宁、上元、江浦、六合、溧水、高淳、句容。自从五代十国杨吴

天佑这十四年(917年)，将现南京市分设为江宁、上元两县同城而治相延近千年，直至

辛亥革命后废除府治，合并原江宁，上元县，统称为江宁县，迄今也有八十余年历史。+

在历史上江宁、上元两县同城而治关系极为密切，当时两县以内桥为界，桥南为江宁，

桥北为上元，由此经唐、宋、元、明、清以来，小市地区属上元县所管辖。民国元年(1912

年)，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废上元县与江宁县合治。1913年，改南京府设江宁府。．民国

四年(1915年)废江宁府设江宁县，直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近千年来小市地区先后

曾称为：上元县白石乡、钟山乡、神策门厢o
、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将原江宁县管辖的城区划归南京市：设

市政府直辖于国民政府。由于清未民初沪宁铁路建成通车并设和平门车站，小市地区

于民国20年(1931年)属燕子矶区。有甲浪乡、和平乡之称。

民国23年(1934年)按国民政府警察将南京市划分为十二个治安管理区，小市属

燕子矶十区。汪伪时期(1942年)重新划分治安管理区，南京市加设城郊两个实验示

范区(鼓楼为城区示范区)，小市属燕子矶4区(为郊区实险示范区)，民国34年(1945

年8月)小市属燕子矶九区，称和平乡至解放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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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小市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落后，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建国后，进行土地改革

郊区农民成了土地主人，经过农业合作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机械革新生产技术，推

动了生产力发展。粮食蔬菜等产量持续增长，对保障城区供应作了应有的贡献。

小市地区历史上以小农经济为主，解放前至建国初，除种植水稻、五谷杂粮外，副

业以养蚕卖生丝、织棉土布和常年上山砍柴、采集时令野菜等，迸城区集市交易为主。

农事工具处于冷铁器劳作水平。农田灌溉则依靠人力、牛力、风力的龙骨车戽水。

小市由于紧靠城区解放前基本没有传统的地方性娱乐活动，受封建意识影响除时

常筹建庵庙烧香拜佛外，一般热衷于进城看戏赶集市、庙会。每年著名庙会有三月二

十三赶下关庙会(商埠街一带)，东岳庙会三月二十八，(现城河村，民生街一带)等。解

放后，小市地区的文化娱乐活动有了新的发展，九二年原小市镇被评为江苏省文化先

进镇，九四年镇文化站，被评为江苏省先进文化站并连续保持这一称号。

1950年小市建乡至1956年建镇期间，先后组织居民，民间手工业者开办了竹壳

厂，草品厂。1956年对私营改造中将铁、木、竹三业组成镇农具厂，是年开办碾米厂，

创办农机修理厂。1958年，小市镇又先后办起了装御运输的板车队，汽车修理厂，瓦

木修缮队等。从此镇办企业逐年发展，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镇办企业受到严重

干扰陷于瘫痪o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市镇办企业有了长足发展，先后办起了镇服装厂、光

学元器件厂、印刷厂，起重机械设备厂，及旅社、油漆、修理等服务行业。其中镇办服装

厂为省外贸部门加工的产品远销苏联，和日本等地。1988年，镇经济总产值达1511．

49万元，利润941万元，固定资产总值550万元。至1995年小市镇已有直属工业企业

5．家，村办工业8家，第三产业40多家，固定资产近900万元。职工660人。以机械、

服装、印刷、建筑、构件行业为主o 1995年，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经济总量达到4646．6

万元，实现利税百万元。1996年元月，小市撤镇建立街道办事处，标志着小市地区已

完全进入城市化管理。社会事业发展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小市镇办企业，在区

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协调指导下，并人上一级企业继续发展。

小市地区教育事业起源较早，明清时代就设馆训蒙、清未民初，兴新学。民国8年

(1919年)回民阿訇始在东门街清真寺筹办了一所名为“神策门中心小学”o民国17

年(1928年)经著名爱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建议，晓庄师范与陈经畲先生出师资，与神

策门中心小学联办以扩大教书育人的规模。随改名为“和平门中心实验小学”。民国

21年(1932年)，由回族慈善家陈经畲、杨叔平二位先生创办的安怀村孤儿院，除对入

本院孤儿全托教育外，对周边地区也招收各界子弟，及清寒人家子女人学，民间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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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院学堂”主教国语，1949年廨放前夕，小市有公立小学3所，私立小学2所，私塾

7所。
’

建国以后，先后办起了上元门小学、大庙小学o 1954年后办起了和平门民办小

学o(地址：清真寺)o 1958年又筹办了小市小学，是年在和平门小学戴帽增设初中

班，以后，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1999年小市地区已有大中小学，和技术学校20

所o(包括厂矿子弟学校)o

解放前小市地区医疗环节落后。仅有个体中、西医郎中数人。建国后，建立了卫

生所，联合诊所。改革开放以来，小市地区医疗事业有了很大发展o 1999年全小市地

区有医院卫生所32所(包括厂矿医院)o已经形成了防治结合的医疗卫生网络。经过

多年努力，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防治了历次暴发的季节性、流行性传染病，’目前人民

健康水平，新生儿成活率和人均寿命，都有了较大提高。

由于小市地理环境优越，紧靠南京火车站、南京长途汽车站。得天独厚的交通便

利条件，使这个地区成为南京重要的物资交流集散地。每天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客

商汇集于此，经营各类商品。小市街道内两处农贸市场年成交额达亿元以上，(1．6亿

元)o如今小市地区已发展成为南京工业基地之一。现有中央、省、市、区属企业127

家。社会总产值18．5亿元。南京有线电厂、南京汽轮厂、江南光学仪器厂、南京线路．

器材厂等单位生产的微机系列产品，汽轮发电机、显微镜、线路器材等产品驰名全国畅

销各地。南京水泥机械厂生产的广泛用于水泥生产行业的，自动控制预加水成球设

备，荣获比利时布鲁塞尔，第35届世界发明博览会尤里卡银质奖。该街道境内盛产白

云石、镁等矿石。南京白云石矿开采的白云石除为上海宝钢使用外，还远销日本等地。

如今“小市不小”这个恒古与现代相融的滨江城区，明显和潜在的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其悠久的历史和幕府山区独特的景观风貌，吸引了古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

次登临观光。古人云“金陵古佳丽地，而北郊为最”，指的就是幕府山区。这里兼备山、

水、林等自然风貌和历史人文景观，是闹市中取静的旅游观光胜地o

利用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积极开发旅游事业，已成共识，在市、区政府和街道“保

护古镇生态环境，建设新区，发展经济，开辟旅游”的总体规划指导下，小市这个城郊结

合的古镇，将以崭新的风姿崛起于江南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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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建武元年(317年)

东晋中兴功臣朝廷宰相王导在古称“石灰山”，“白云石山”建幕府，(今参谋部)因

而幕府山得名于此。

唐

上元二年(675年)

唐代改江宁为上元，小市地区始属上元管辖。

宋

宋建炎三年(1129年) ，

上元县府移址中正街西头，小市地区仍隶属建康府上元县。

兀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

元未天下大乱群雄峰起，朱元璋为了阻栏另一支竞争对手陈友谅的进犯，命大将

常玉春、冯胜、华高等率帐前五翼军3万人埋伏在石灰山则，(今小市街道境内幕府山

顶南侧)待机歼灭来犯者，以确保其应天府(今南京)之安全。

·’ 明。 ．

明洪武三年【1370年)8月3日

被明皇帝朱元璋誉为其左膀右臂的水军元帅，康茂才逝世于军旅中，年57岁。被

迫封超蟹国公，谥霉床。是年一9月2—1日赐葬于“钟山乡之幕府山’’旦朱乖璋亲往祭奠，

据《明史·康茂材传》与宋廉写的《康茂材神道碑铭》记载是葬于“应天府上元县钟山乡

之幕府山”。(今小市街道古时称乡叶树，今为安怀村一段)处。

矗皇
猜

咸丰三年(1853年)3月19日

清廷湘军首领曾国藩率领清兵攻打天京(今南京)，太平军将士奋勇与湘军交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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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策门，附近小市街随毁于战火o．
‘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

清朝末年京沪铁路全线通车，小市段设站名为神策门车站。民国十年(1921年)

改名为和平门车站。 ·

民 国
。

、

一

民国八年(1919年)

小市地区第一所由回民阿訇筹办的神策门中心小学开学。地址(现小市街68号

清真寺内)o ．

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 ，．

由著名爱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陈经畲先生，出师资与神策门中心小学联办晓庄

师范分校，神策门中心小学随改名为和平门中心实验小学。．(主学国语)。

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 ．‘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在小市地区督察视事期间体贴怃慰百姓，当得知当地居

民饮用水困难时，随与士兵合力为百姓掏井数口，其中小市东门街东南距清真寺约二

十五米处保留一口井，井栏刻有(冯玉祥制井民国十八年)字样。至六、七十年代由于

修铁路被埋于路基下。

民国二十二年(1932年) ，

由南京伊斯兰教两位慈善家回民陈经畲、杨叔平先生创办的安怀村孤儿保育院正

式筹建，是年底部分完工随即行善。 ：’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8月 j

小市地区大旱，稻苗枯萎者约占十分之八。 j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初

小市地区连日暴雨，部分乡村圩岸之水可没胫内涝严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4日
?

东门村小市街遭到日本侵略军野蛮烧杀毁于一旦。梁老太等6名老弱者遭虐杀、

李万祥等十多人受重伤，烧毁民宅近百间，其中刘姓大家被烧房屋十数间损失惨重j

是月16日郭家山等村庄均遭日寇蹂躏，仅郭家山村就有李玉兴等十人遇难，郭胡

氏等二人受伤。 ，

是月下旬，小市地区草鞋夹、北崮山、孝常洼(今广东山茳附近)、和平门外后湖洲

(今玄武湖)等地河沟，我遇难同胞尸骨堆集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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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侵华日军在五塘村北崮山白蛇洞附近；枪杀被俘国民党官兵二十多

人。
。

L， j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夏

家住东门街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俩因不满日本侵略军横行霸道。利用自己厨师职

业之便，下药毒杀日寇佐尉军官数人。事后日军为追捕其兄弟俩，随在东门街前后进

行疯狂报复，无故同胞遭追杀，詹氏姑辈被日寇抓捕用开水从头浇至全身被严重烫伤

休克。 、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日寇登记人口强行发放良民证并在地方扶持成立“维持会”。维持会办公地点在

东门街郭氏祠堂内首任会长薛成和。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原址在福建路红庙段的广东山驻，一九三七年被侵华日军涡川部队强行征用。于

一九四。年迁移至中央门外北崮山下至今o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侵华日军小野川熙部旅团，强征中国民工及被俘国民党官兵在幕府山、北崮山、大

庙、安怀村等地修筑碉堡、防空洞、地道、军用仓库等，并架设铁丝电网达数十里。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

五塘村篆塘农民蒋云龙，中午耕作收工过铁丝网回家，被日寇哨兵发现突然放电

被击倒身亡。至此先后有黄坊村农民陈小牛、戴家湾农民黄世州两同胞遭电击遇难。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 ，

小市地区人民和全市人民一道用各种形式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1‘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初

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j并接防加固小市地区原日寇军事设施。

12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不幸病逝，17日其灵抠在亲朋至友护送下运

抵南京和平门车站，随安葬于晓庄。小市地区万人空巷，纷设路祭数里沉痛哀悼。‘

12：月底，国民党首都卫戌司令部战后城北肃奸稽查处在小市东门街召开惩治“日

伪汉奸，，审判大会，薛成和等七名铁杆汉奸被枪决。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

东门街小市口成立民间商会首任会长由燕子矶区区长徐作人兼任，付会长由和平

乡乡长许必功兼任。

4月，许必功调离和平乡，任国民党府燕子矶九区副区长兼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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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底，家住郭家山郭庆乾任和平乡乡长至解放前夕。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

家住小市戚家巷34号(今百灵街)原新四军二师六师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共产党

员陆斌在安徽巢湖执行任务时，不幸被叛徒认出随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遭活埋遇难。

1949年4月28日
’

小市各界在人民解放军南下官兵组成的军事管制组指导下，成立治安纠察队维护

地方治安o

是年九月，小市成立游兵散勇登记处，收缴大小枪支13支，散兵游勇26人登记坦

白自首。
。’

是月中旬，群众捡拾病残，无家可归孤儿共13人交送军管组及农会抚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 ，

小市各界人民群众、各店家客栈，张灯结彩，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4月

小市建乡人民政府．，李顺清当选为乡长。

6月，李顺清任乡党支部代理书记。

10月，土改工作组进驻各乡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至1951年结束。，

1951年6月 ，

首批优秀青年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小市地区共有26名适龄青年光荣

入伍o

9月，李顺清任乡党支书记。

是月，小市地区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积极捐献铜、铁及钱物大米等购买飞机大

炮，支援“抗美援朝”斗争o

10月，小市地区吸毒者经教育改造后，多人戒除旧习，得到新生。

11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至1952年结束，将吴承亮、林家福等多名罪大恶极

的反革命分子，及屡教不改的地痞流氓分子依法判处死刑。
一

1952年元月

小市乡机关党支部成立，黄汉涛任代理支部书记o

5月，在商界城乡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窍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

窍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并建立店员工人相互监督制度o

·7·



1953年6月

响应国家号召(政务院)，小市地区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 ．．

10月，小市乡，戴家湾、上门岗、薛家、金家、五佰村联合成立五塘村初级农业合作

社o、 ．

是月底，小市各界召开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黄汉涛为乡长。

12月1日，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

是年，取缔反动道会组织“一贯道”o王兆龙、杨其州等七人被依法处决、法办或交

群众管制o

1954年元月

棉布实行统购统销。

6月至8月，降雨近80天，下关城区大部被淹告急，小市乡干部群众日夜护圩排

涝。并组织“突击队”支援邻区防洪排险o
‘

．

、

九月，唐吉昌任乡党支部书记。

11月，刘大荣当选为乡长。

是年，手工业者成立铁业生产合作社，木业竹器生产合作社o

1955年4月

小市乡党、政及各界群众召开欢迎大会，热烈欢迎凯旋归来的志愿军官兵o

5月3日，唐吉昌任小市乡党委书记，刘继红任付书记。

12月，开始实行粮食“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

1956年3月’ ，

由五塘村、大庙、金陵村、张王庙、窑上村、郭家山等联合成立和平高级农业合作

社。 ‘

5月，小市改乡建镇，同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32家私营商店实行公

私合营。并划出部分耕作区归大庙乡o ．

8月，成立镇农机修配厂，碾米加工厂，饲料加工厂。． ．．

1957年元-

唐吉昌任小市镇党委书记o

4月，建立小市镇粮管所j

10月，掀起“三反”运动。(反铺张浪费、反贪污、反盗窍)。

12月，小市地区各小学教育辅导区开始整风学习，进行反右斗争，3名教师被错划

为右派分子，1978年分别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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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 ，．：+、·

小市镇党委组织，各单位进行整风学习o ．，√．：+

8月中旬，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小市地区周边山包筑起炼铁土高炉无数，夜晚

炉火映红天空、于年古树横遭砍伐，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严重o
’

10月：镇办起公共大食堂；动员居民群众社员加入大食堂并捐出锅、碗、筷、勺等

餐具，凭粮证计划付款购买饭菜票且定量按顿就餐o

11月．，发动干部群众因陋就简平整场地办起了小市小学，设四个班并在和平门小

学代帽加二个初中班o l|-

．

’

是年，组建镇广播放大站，装御运输板车队，农机修理厂，：瓦木修缮队等。 一

1960年4月

一 下关区，成立人民公社小市分社，并设立南京市大效区工作委员会小市郊区办事

处，实行农居混杂交叉管理。

是月，成立五塘管理区隶属小市郊区办事处。 一：，。

．、，是年底，开始出现粮食供应紧张，并发现浮肿病o ．’‘．j，’。-

1960年5月 ’．

-’ ‘。

小市行政区划，划归鼓楼区，并划出部分耕作区归迈皋桥公社。
’

． 6月，开展以整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i’j ；。：．f

．10月，小市建立联合诊所，设中、西医门诊。 。．

．是年底，全社浮肿病患者，除有单位对口治疗、增加营养外，大部分通过医院确证：

适当增加粮油副食品供应后基本痊愈：。 ·‘
．．．． ‘+’一：’⋯。

是年，刘继红任小市公社党委书记，钱刚任社长。一
’’i

1961年4月 ·

小市地区公共食堂解散。：一· -’ 1． 。

6月，归还社员自留地o ‘- ·，．’。

8月，河路道红庙桥段发生一起雷击事故，一中年妇女不幸融雷身亡。：，’，‘。∥

10月，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公社下放干部，职工147

人到农村落户o(包括大跃进时期弃农务工人员)。．

1962年12月 ．、‘．

小市撤公社建立小市镇人民政府。’·
、

是月，成立小市镇人民武装部。 ： ，’·

4月，明朝中兴功臣水军元帅康茂才的后世子孙来小市镇安怀前，(乡叶树)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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