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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 i，周思来味强|视察黎明孔．用思

)与张裕秀社长(左二)东切空谈，

；8年I司备院填发绗解收人【乇

凡队I裂华漕村j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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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潸工业公司

毕漕k业、副业公可



华漕村沈更浪生产队蔬菜人棚

华清种斋场饲养的瘦舟型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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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蝶队存盘蝶

《人民日报》(1 970年6月19

日)、《解放日报》(1970年3月1 4

H)，《文汇报》(1970q：6川8E1)

分别载文报导华漕公仆消火I札吸

虫病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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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漕中心小学

华清_E心小学附属幼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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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漕地区出十的韩瓶

(朱代)，酒碗(宋代)及古

钱币(唐，术、丁【=、明、清)，

躞

陈思桥磺卧旧瞄栅谢．

吼最术桥，清代乾隆j、}日

。公】L；1796年)_i重建成亓桥，

◇O鹏。警溉
。

己急：耄誊意臻 ．

嬲繁斛蠡≯t蘩黼



华糟乡党政领导成员

前排左起。诸永芳、张静娟，乔正余，陆富林，沈大妹

后排左起。周小弟，朱效良、王建忠．陆永德，iif魅馨，陈畏怍

《华漕志≯编志戚bI

前排左起，诸正一、赵为民，钱乃制，

后排左起：胡文明、朱墨钧、秦复兴、唐炳晶．泰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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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消乡地处上海市西郊，上海县西北部。东邻虹桥机场，西南紧靠沪杭外围铁路，北濒
～———_一—一一

苏州河。境内公路贯通，河道纵横，气候温润，土地平坦。全乡经济全面发展，农业以种植

蔬菜为主，兼种粮食、油菜等，副业养殖家禽、家畜、淡水鱼，种植瓜果、花卉、食用菌，

为城市提供丰富的农副产品。乡村工业、仓储业积极地为大工业服务。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华清乡人民是勤劳、质朴，勇敢的人民。在旧社会里，人们为生存

而挣扎，为光明而斗争。建国后，在巾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乡人民用双手努力建设自已美好

的家园。近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又充分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利用优势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描绘着更好蓝图。

盛世修志，正逢其时。华漕集镇自朱元问形成市井以来，迄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然

而以华漕集镇为小心的地方志一一《华漕志》，却还是第一部。《华漕志》的编纂，对于继

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启迪后人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霞要的意义。志书

贯彻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方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详今略古”的

原则记载了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诸方面的丰富史实。通过《华漕志》，人们

将了解到华漕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沧桑始有今天的巨大变化，使人们由衷地产生

爱祖国，爱家乡、爱社会主义的热情，从而激励人们更加奋发努力，为华漕乡增添新的历史

篇章。从这个角度讲，《华漕志》也是一部很有现实意义的乡土教材。

在志书的整个编修过程巾，得到了上级领导部门和有关单位的热忱支持，凝结了编志人

员与广大群众的一片心血，在此一并致谢!可以相信，这部志书在华漕乡两个文明建设中一

定会发挥出她的应有作用。

华漕乡人民政府乡长陆富林

一九八七年元旦



尼 例

一、本志按章、节、目层次表达，凡七章三十一节。概述与大事记分置首尾，以策呼应．

各章作横向安排，各节作纵向记叙，各目则纵横结合。

二，本志遵照“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载建国后各方面史料史实。

三，本志断限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写军1985年底，部份材料适当上溯与下延。

四，对“华漕”的称谓，原则上根据当时的实情，分别称为“华漕地区”、“华漕公社”、

“华漕乡”。

五、本志用公历纪年，凡建国前使用当时年号，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历纪年。除人事记外，

凡公历年、月、日及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用语体文以记叙事实为主，兼用图，表，照片加以说明，照片置卷首，各图、

表散见各章。

七、本志资料来源均出自档案、历史文献及走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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