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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桥乡志

(内部发行)

庙桥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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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桥乡位于常州城南，太渭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是

一个秀丽的江南水乡。

解放前，庙桥虽以传统的庙会“三月半"名闻遐迩，但不过是达官贵人寻欢作乐，鱼肉人

民的地方。贫苦大众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民不聊生，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小商小贩，惨

淡经营，每况愈下，朝不保夕。

解放后，古老的庙桥得到了新生。人民当家作主，艰苦创业，努力把家乡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新农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万马奔腾齐建设"，市镇新

建、街道宽敞、新桥飞架永安河东西，公路新拓、车辆穿梭、汽车奔驰于本乡南北，高楼拔

地而起，商店林立，市场繁荣，文教卫生事业日益兴旺，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庙桥镇始建于宋末，历史悠久，但自古以来未有一部乡志，仅在一些书籍中有一鳞半爪

记载，这给研究本乡地方历史、风物和用于建设的借鉴带来一定的困难。1982年以来，乡党

委、乡政府根据上级部署，成立了乡志编写组，着手编纂工作。承蒙乡内外各界人士提供史

料，在县编史修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经编写组认真撰写，反复推

敲，几易其稿，最后由区、县有关部门审查后定稿，付印成册，成为我乡第一部可供研究本

地历史和开创全乡各项建设新局面提供参考的“历史百科全书"，也可作为对后辈进行共产主

义、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教育人民。我们谨希望《庙桥乡志))的问世，使全乡人民通过对家乡

的了解，激发振兴中华，建设家乡的巨大热情。使乡志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竹的积极作

用。

庙桥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1985年12月



乡党委．乡政府办公大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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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工毒!联合公司门景

庙桥供销社百货楼

唐桥元件厂一瞥



庙桥村村办厂

乡文化中心站门景

庙桥初级中学门景



乡利学校l陶治小学

乡卫生院一瞥

古老的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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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时限、原则上起子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迄于1983年，凡须追述者，不受此

限。

二、本志遵“详今略古"的原则。

三、本志所言庙桥地区，是指现庙桥乡范围内的地区。

四、解放前与解放后的时限为1949年4月23日。

五、本志数字，凡公历年、月、日和统计表、百分比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凡世纪、

年代，农历年，月、日和行文中的数字一律用汉字表示。

六、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

七、1983年体改时，大队改为村。为与自然村区别，本志称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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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民国二年 2月，创办育英小学，校址设在庙桥西街。

(1913年)
秋，旱灾，致使水稻产量下降百分之十。

民国七年 农历正月初三，地震，本地梁间悬物皆动。

(1918年)
庙桥镇设立邮政信箱。

民国十五年 5月，本地遭蝗虫害，毁坏成片水稻。(1926年)

民国十八年 8月，庙桥地区建置永安、上店、张桥、梅榴、桃源五个乡。(1929年)

民国二十年 7目下旬，连续阴雨，庙桥等地田中一片汪洋。(1931年)

民国二十二年 港桥沈家村由沈博奎等五人自发组织了一个青年学习小组，其中有共
(1933年) 青团员2名。

民国二十三年 6月，旱灾。月降雨量仅27．1毫米，致使沟塘干涸，田土龟裂。

(1934年) 10月，撤去永安、梅榴、桃源三个乡，建置庙桥乡。乡下废闯邻，设
保甲。

民国二十六年 11月29日，庙桥沦陷。日伪政权废保甲，复都图。
(1937年)

民国二十七年
春，“江苏省民众义勇军"抗日武装到本地活动，发展“义勇军"队员四
十余人。

(1938年)
4月，日军一小队(约十余人)进驻港桥茧行。

民国二十九年 3月，汪伪政权废都、图，复保、甲。(1940年)

民国三十二年 7月，庙桥地区先后建立庙桥、上店、张桥三个抗日民主乡政府。
(1943年)

民国三十四年 8月，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lO月，新四军北撤。

(1945年)
刘汶浜口建造本地的第一座电力灌溉站。灌区面积约一千余亩。

民国=悄年 上店、张桥二乡并入庙桥乡。(1947年)

4月23日，庙桥解放。庙桥地区分属上店、南周和坂上三乡(庙桥、
坂上、东坂)接收办事处。

1949年 7月，建立庙桥、上店、张桥三个乡人民政府。

10月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庙桥乡总支部。乡以下建立行政村。

冬，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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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各小学相继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组织。

学校建立教育工会。

秋，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0月，乡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 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2年 乡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乡进行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

1953年 本地所属乡进行第一次普选，选举乡人民代表。改行政村为选区。

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乡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

·-·___’-。_---1_’●-—--_-1●-’·-_--_’^--'---____________。__。_·__^h------一一⋯—--—----_---。-—‘—-。-。_“’。’‘’。一{本地农村由互助组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L一——1。。。’。。。。。‘’。’。。。。。。。’。。。。。。。’—’1。’——’‘‘7———’。。。‘一
i中共庙桥乡支部成立。一———_————_—_—-—_—·—·——————⋯～一⋯⋯一一一一—--_——___————一—。—“‘‘‘。。。。。。。。。—’‘’——一l乡开展肃反运动。

1954年

1955年

3月，庙桥、张桥二乡撤销，原范围分属礼嘉、坂上、南夏墅和上店四乡。

春，本地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向高级农业合作社发展，改选区为高级社。

1956年 6月，乡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庙桥文化站成立。

庙桥邮电支局成立。

乡进行第二次普选。礼嘉、坂上、南夏墅和上店四乡先后召开人民
代表大会。

乡文教系统开展整风反右运动。
1957年

10月，上店、南夏墅两乡撤销，原范围分别划归马杭乡和鸣凰乡

乡进行第三次普选，本地所属乡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查地掀起“大跃进”高潮，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农业生产搞大兵团作
1958年 战。

深翻土地，各村普遍办公共食堂。

9月，全县统一改乡为人民公社，改高级社为生产大队，下设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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