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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亦是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盛世修

’志。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编纂地方志创造了良好

的社会环境和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为此，乡党委、乡人民政府于1987年9月决定

编纂《曹王志》。这是曹王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也是解放后f尤其是曹王地

区独立建置后的第一部地方志。因此，编纂《曹王志》，其意义就十分重大。

解放后，曹王地区和嘉定及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1992年曹王乡(1993年始称镇)农

业净产值999万元；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即1979年344．4·万元的2．9

倍；工业产值28829．0万元，是1979年971万元的29．7倍；工业产值已占农、副、工

总产值的89．5 o／t。1993年工业产值又上升到50392．0万元，利润5224．0万元，人均

工业产值3．167万元，人均利润0．33万元，人均工业产值和利润均居嘉定区各镇之

冠。如今的曹王，已不是昔日的所谓穷乡僻壤了，而是以她的绰约风姿，屹立于嘉定东

北边陲的新曹王了。曹王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是

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全体曹王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所以，我们编纂《曹王志》，将全面、系统地总结曹王地

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藉以鼓舞我们更自觉地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同

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动曹王地区深入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进一

步搞好曹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编纂地方志，必须从历史到现状，从天文到地理，从社会到自然，涉及到各部门和

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所以，编纂地方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字工程。《曹王志》的编纂，

已历经7年，有专职和兼职人员的辛勤劳动，还有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热心人士的

大力支持，以及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关心和指导，我们特在此对编纂《曹王志》的各

方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砷
1994年8月

(作者傅一峰是中共曹王镇委员会书记，潘永生是曹王镇人民政府镇长)



凡 例

．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记

载曹王地区的历史事实，力图使本志成为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一代信史。

二、本志按“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解放后特别是成立曹王人民公社后的

史实，下限为1993年3月撤乡建镇时为止，但对有些内容，视必要作适当延伸。 。

三、本志按“横排类。目，纵写史实”的传统体例编排，结构上按编、章、节、目排列，《概述》和

《大事记》冠于全志之首。

四、本志对历史纪年和历史地名，均按当时习惯书写，但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和今地名。

对人物则直书其名，不加职衔与褒贬之词。

五、本志立传人物均为已故的本籍人士。对入名录者则不受此限。

六、本志所述解放前后，以1949年5月13日为界。

七、本志所说“曹王地区”是指曹王人民公社成立前的该地地域统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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