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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曹安路街道志》历时数载编纂成功了，地境从此有了第一部简志，

这是我街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曹安地境位于市西边缘，因北近真如古镇，明清时已形成村落，境

内河道、支流交错，自古为江南水乡，有灌溉和航运之便。但由于时代

的局限，迄解放初，长达300余年，仍为封闭式的传统农村，平房简屋，

多植棉粮，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改种蔬菜为主，村民肩挑车推供销

市区。城市化建设，始自50年代初在境内兴建上海市第一批工人新村，

40年来，桃浦两岸及其以东地区，已多层和高层住宅林立，西部自然

村也多翻建为二三层新式楼房；政治、经济、文教、卫生和各项建设事

业，取得了重要成就；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地境已成为市西

铁路、公路交通进入市中心门户；居民生活和精神风貌也发生了可喜的

变化。本志较为全面地、如实地记述了地境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性变革，特别是80年代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两个文明共同发展的地区新貌，可供察古知今，勾画未来，激励后人，

并储存信息和资料，有利于促进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在建

设新曹安，繁荣新曹安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志编写，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重点记述了地境从农村向城市转化的历程，注意反映了地处城乡结合

部陆上交通门户和市第一批工人新村之一的一些地区特色。力求做到

门类齐全、统合古今、资料较为翔实可靠。 ·r

， 本志的编纂成功，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我们得到各级党政领导、区

地方志办公室、兄弟单位、行家的关怀、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有关。
1



部门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难免，恭请各界人士批
评指正。

祝愿曹安路街道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愿曹
安路街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满幸福!

曹安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

《曹安路街道志》编纂领导小组组姜茆永华
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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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为记述曹安路街道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反映曹安

路街道发展轨迹，供各级领导和有关人士参考而编写的一部内容简要

的志书。

二、本志取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上溯不限，下限大致断至1990

年，经济类延伸至1991年，个别事物延伸至搁笔时为止。

三、本志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结构为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

设概述于全志之首，为全志之纲。置大事记于章首，为全志之经。全志

计12章41节136目。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

表随文设置。

五、本志资料、数据，主要来源于区、县、乡、镇、街道档案和各

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历史资料，有的录自有关志书；少数为当事

人口碑资料经查证属实者。

六、本志人物章，对革命先烈，以传、录记述；市级以上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作选介和表列。

七、本志所称“解放前”和“解放后”，系以1949年5月27日上

海解放为界限。

八、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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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曹安路街道位于上海市普陀区西部，东邻东新村、曹杨新村街道，西与嘉定

县长征乡(今普陀区长征镇)接壤，南与长风新村、曹杨新村街道毗邻，北接真

如镇。占地面积2．91平方公里，约占普陀区面积9．74％。境内千河有桃浦、双浦

(新开河)、横浜、西虬江，西北部有金鸡港，东南界有环浜，东北界昔时有南石

浜。各河道的支河、小浜交错，自古有灌溉和小船航运之便。境内道路，至解放

初，大都是泥路，通往真如镇的“官路”，，铺二三尺宽石板。1952年起，新辟、改

筑沥青混凝土道路，修建车行桥。早期交通工具是独轮车，20世纪初有少量自行

车，60年代后东部逐渐形成公共汽车网络。

地境因北近真如镇，早在明清时，各河道沿岸附近已形成村落。村民原多植

棉粮，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改种蔬菜为主，至解放初，境内仍是江南水乡风貌。城

市化建设．始于50年代前期，80年代以后有较大发展。

境域在南宋嘉定十年末(1218年初)嘉定建县时，属嘉定县临江乡；清雍正

二年(1724年)宝山建县时，属宝山县依仁乡；20世纪初属宝山县真如乡；民国

十六年(1927年)上海建特别市时，属真如区。其后隶属变化频仍，至1956年属

西郊区，1958年划入普陀区，归属营杨新村办事处(1959年更名曹杨新村街道)。

1982年2月，从曹杨新村街道划出西部和北部管地，另建曹安街道(-'4-曹安路街

道)；1984年9月，嘉定县长征乡东部地区划属，形成今辖境范围。1990年下设

19个居民委员会，1991年增至21个，此外，尚有曹杨村村民委员会1个，暂仍

由长征乡管理。
’

本街道地处市郊结合部，拥有丰富土地资源。解放前，’村宅疏落，多为平房

简屋。桃浦以东地区，1952---'1955年，市政府征地建曹杨二、三、七村。1958年

真如一村、二村划入，改称曹杨八村。80年代初，区政府征地建桂巷新村，并先

后在各新村增建扩建一批楼房，尚有机关、企事业单位自建房。现桃浦以东，除

小俞家弄住宅为简屋外，均为新村住宅，1990年建筑面积共882914平方米。桃浦

西岸，80年代，在杨柳青路桥堍建外汇商品房爱建新村，在西虬江以北怒江路600。

弄和601弄建一批多层住宅，1990年建筑面积共72150平方米。新村住宅正向谣

扩展。境内人口，自明清建村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均较稀少，1951年桃浦以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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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地有893人。随着新村兴建，境域扩大，居扫己．迁入，人口迅增。1982年有44674

人，1990年增至68939人，共21201户(曹杨村2479人、874户未计入，下同)，

约占普陀区人口8．66％，多分布在桃浦以东1．3平方公里地区，约有60000人，全

境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37万人，60岁以上共10222人，占街道总人口14．83％，

人口出生率10．45‰。居民中少数民族有回、满、蒙、藏、壮、朝鲜、侗、白、土

家、傣、锡伯等11个，共680人，约占街道总人口0．99％，其中回族603人，占

总人口0．87％。

本街道偏居市西北边缘，工商业起步较晚。1953年后，新村建成，居民增加，

始设商业网点。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一些市属工厂迁入，街道组织职工家属

兴办生产加工和生活服务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商各业停滞不前。至1978年，

境内仅有区属商业13家，市属工厂6家，街道加工厂8家，生活服务组1个。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工商业迅速发展。新建、

扩建和划入一批工商企业，兴办各种服务业，恢复个体商业，兴建农贸市场。1982

年曹安街道建制后，发挥地境处于沪苏公路、铁路西站进市门户的地理优势，因

地制宜，拾遗补缺，全面开发街道经济，以知识青年为主体，重点建设南石一路

以东曹安路商业街。1958年以后，确立“街道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

一起抓，带动其他工作”的指导思想，巩固发展第三产业，开发第二产业，深化

企业内部改革，街道经济发展较快。1991年与1982年相比：街道经济营业收入增

加6．95倍，街道经济利润增加3．08倍，街道经济上交税金增加68．68倍。1992

年、1993年街道经济持续增长，1993年营业收入突破1．1亿元，年利润802．2万

元，上交税金448．8万元，分别比1982年增加13倍、7．6倍、122倍。市、区、

乡和企事业单位办的工商业，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都有较大发展。1991年，辖

境市、区、乡、街道办的工厂共48家，职工共9220人，产品销售收入共29147．87

万元，创利共1803．10万元。产品出口企业共有9家，远销港、澳、日本、东南，

亚、欧美各地。千人以上工厂有：十次获全国质量评比第一名，并获出口标兵称

号的上海钻石手表厂；全国最大的花边商标生产出口企业上海花边商标厂。此外，

具有特色的工厂有：全国最大的爽身粉、痱子粉生产出口企业上海日用化学品五

厂；出口免检企业朝阳袜厂；入选为1990年上海最大的200家乡镇企业之一的上

海牙膏厂第一分厂。1991年辖境市、区、乡、街道和企事业单位办的商业、饮食、

服务业网点共150家，均为中小型企业，职工共3417人，其中曹安路商业街已成

为全市闻名的知青商业街之一，尚有个体商229户，农贸市场2个(1992年增至

4个)，1991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共24049．37万元。各工商企业多分布在桃浦以东

地区，西部乡镇企业正在发展中。境西南曹杨村村民种植蔬菜、花卉，饲养猪禽，

供销市区，生猪远及香港，1979年后并划地营建商业仓库，1991年农副及仓储业

收入共871．21·万元。村内有中日合作园艺试验场，1987年9月上海市市长江泽民
7



莅临视察时认为，这是现代农业、尤其是近郊农业发展之路。全境经济开发，方

兴未艾，前景广阔。

本街道大部分新村是上海市第一批建成的工人新村，精神文明建设、医疗卫

生、环境保护、公用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前，境地仅有建于1920年的甘露庵小学

和建于1946年的西庙小学两所，村民多为文肓、半文肓；没有医卫设施，河浜污

塞，蚊、蝇、鼠，蟑螂“四害”为患。50年代以来，文教事业迅速发展，至1990

年；有托儿所1 5所，幼儿园7所，小学6所，初高级中学和专业技术学校6所，

校舍建筑面积共43838平方米，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下降至8．05％，

青少年基本上已普及初中教育。其中曹杨二中和曹杨职业技术学校列为市重点学

校，同为对外开放单位；少年足球学校培养出一批亚洲级、国家级和市级优秀运

动员。五六十年代，在东南境外侧百米处，建有颇具规模的曹杨新村文化馆(今

普陀区文化馆)、曹杨影剧院。80年代以后，街道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

供了物质条件，促进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设立了街道图书馆、文化站，建

成社区文化、教育工作网络，经常开展群众性的学习、‘文娱、体育、家庭文化建

设和尊老爱幼活动，寓教于乐，发扬先进思想，培养良好道德风尚，提高居民素

质，在市区各项竞赛中名列前茅，并创建了一批五好家庭、文明楼、文明居委会。

医疗卫生事业，解放后贯彻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有较大进展。区中心医

院1957年在境内兴建，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是本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

区卫生防疫站1986年迁建境内，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门类较全。街道工疗站

创建于1975年，收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弱智和残肢青年，进行“劳动、药物、

娱乐、心理”四结合治疗，使之自食其力，卓有成效，受到市政府领导、市红十

字会、国际友人高度赞扬和家属欢迎。1953年起，境内持续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

运动，净化市容，美化环境，整治河浜；1982年起，设专门机构、专业队伍、专

项经费，街道卫生状况显著改善。1987年成为全区第一个无鼠害街道，1990年被

评为无蟑螂害街道，达到市和国家标准，跨入全国卫生先进行列。桃浦以东，50

年代营造新村时，就开始重视绿化工作，其后不断发动群众植绿，至1 990年绿化

面积达49747平方米，复盖率为13．61％，环浜两岸和主要街头有花园景点多处。

1984年，在东庙原址、共青苗圃基础上建成兰溪青年公园，占地1．29公顷，流水、

花木，景色宜人。由于工厂和企事业单位陆续兴建，污染源增多，80年代以后，进

行了烟尘和噪声治理，屑市首批“烟尘达标”街道和市首批“安静小区’’。解放初，

居民用水仍靠河、井，照明用煤油、豆油灯。50年代新村陆续建成后，自来水和

电力配套使用，1963年管道煤气接通。西部自然村，1962年供电，1978年供自来

水，现已有三分之一左右村民使用液化气。

自上海解放迄今，辖境经过四十年开拓，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以后、街

道建制以来，十年创业，境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初具规模，从传统农村逐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