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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钱桥村志》是嘉定200多个村中出版的第一部村志，值得庆

贺!《钱桥村志》的出版是镇村领导重视文化建设的表现，也是沈

志浩先生精减所至。第一部村志的出版，会有示范和启迪的作用，

相信对编写村志的意义有共识的村级领导是不乏其人的，有了第

一部将会有第二部、第三部⋯⋯。钱桥村的经济发展情况，在全区

处于中等水平，其所反映的解放五十年来的变化．可以说一滴水见

太阳，具有代表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改革开放必要性的

生动教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钱桥村志》有如下的特点：一是大调查的产物，资料齐全，内

容丰富。2000年3月开始，在区志办有关同志指导下，做了大量

的调查研究工作．以户为单位，将1949、1953、1957、1963、1972、

1978、1992、1999年8个年份中的人口、职业、文化、婚姻、农副工

生产、经济收支、房产、生活用品等内容列表作详细的调查，至

2002年5月，资料电脑处理完毕，历时二年有余。中共钱桥村第

一届支部书记，至今仍健在的张家骏同志自始自终参与，钱桥群众

的全力支持是调查成功的重要条件。而大调查的具体执行者是生

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沈志浩先生，则是调查成功的根本原因。

沈君是钱桥村人，当过群众教师、生产队会计、1966—2000年任钱

桥小学、钱桥中学、徐行中学语文、体育、地理、历史教师，对钱桥村

的乡土地理、历史、人文风俗有着深深的了解，在钱桥村有他教过

的许多学生和学生家长，这是调查工作能做到事半功倍的前提条

件。在调查过程中形成的表格一万余张，可见工作量之巨大。特

点之二是史志结合，以志为主，也渗进了史的体裁和内容。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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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特点之三是通浴易懂，志书以语体文为

主，亦有不少群众性的语言，使人读来倍觉亲切。

编写《钱桥村志》前后跨了7个年头。沈君是2000年3月退

休的，村志的编写始于1997年，就是说在其退休前已利用工余时

间默默干了3年。2000年3月一2002年5月进行了社会调查和

资料整理，是年6月至年底基本完成初稿，2003年1月～9月三易

其稿，年末刊行。难能可贵的是其间的大部分工作是由沈君独自

完成的，若无执着的追求和奉献精神是断不能行的。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所做的工作不取报酬，不报费用，是

什么精神鼓舞着他呢?他认为编写村志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

情。为此，他不分寒暑，不惜工夫，为了一个信念，认真奋斗了7

年，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作者系原徐行公社党委书记)

张振德

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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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沈志浩同志编撰的《钱桥村志》已经出版了。这是嘉定区第

一部村志，以一个乡村体育教师的身份，跨人史志界的堂奥，这不

得不使人发出由衷的感喟。我特为它的出版致以真诚的祝贺。

沈志浩是一个奇人。我与他相交已有二十多年了，对他的情

况可谓知根知底，他是地质中专的毕业生。在中国那个动乱的年

代．被下放回钱桥当了农民。当农民时，他肩挑手提、捞鱼摸虾，什

么都干过。后来因为有中专生的学历，让他当了名教师，从此踏进

了教师的行列。沈志浩有打篮球的天赋，于是当了体育教师，后因

年岁已大，所以改教历史，他曾得过历史会考区级第一名的桂冠。

说沈志浩“奇”，一是“奇”在经历上，二是“奇”在他的为人上。他

虽是一介平民，但他生性豪爽，热心为公，乐意助人。当体育教师

时，为了激发教师、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他自掏腰包，搞了一

个“三好杯”竞赛。我家的一盏台灯就是他当时奖给我的。为了

搞好徐行镇上暑假活动，他牵头发动了一个“大立杯”足球赛，至

今已搞了八届，让人不由不折服的是，前五届的杯赛经费都是由他

个人承担的，每届裁判费、饮料费、奖杯奖金，少说也得二、三千元。

沈志浩的这一支出，是默默无闻的．当地领导不知道，连参加比赛

的人也不知道，但他竟举办了五届，直到后来有一个村愿意出资赞

助，此时经费才算着落。沈志浩退休四年了，但他仍年年担任钱桥

村的暑期工作辅导员．而且工作出色。得到好评。

就是这么一个人，五年前又突发奇想，想写一本钱桥村的村

志。这件事谈何容易啊!但沈志浩不怕，从下定决心开始，他就致

力于收集资料的工作。他是有固定工作的人，平时必须上班，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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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假日时间和每天的早、晚业余时间，挨家挨户的走访．有时到

区档案馆查资料，他可以啃面色、喝矿泉水，一坐就是一整天。他

收集的资料现在累积起来已有l公尺高。他根据史志的要求。列

了很多细目，要查证这些数据，他费尽了口舌，吃尽了苦头。但他

毫不气馁，他说过：“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钱桥村

村志写出来”。

现在。这本村志终于问世了，这本书的出版．对村志的编写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我觉得可喜可贺，写序非我所能!应作者之邀，

勉为其难，写下我的一些感受，权作序言。

4

(作者系原徐行中学校长)

陈国政

2003年9月8日



凡 侈Ⅱ

一、《钱桥村志》本书力求全面、翔实、准确地反映本村的历史

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资料以1959年徐行人民公社钱桥大队的地域为范

围。

三、本志上限1949年，下限1999年，为明源流，对某些史实作

上溯下延。

四、本志按章、节、目排歹lj，全书分二十一章七十四节。

五、本志采用记、志、述、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

六、本书人物分人物传略、人物简介和名录诸部分，镇以上条

线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团员、中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

处级以上干部均列名录。 ，

七、本书的统计数据，多依解放初户数按家按户追踪实地统

计。农业合作化后的集体资料．以钱桥村第六生产队账册、社员往

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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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钱桥村属徐行镇，在嘉定区嘉定镇的东北部，离区治约3．5公

里。全村总面积2．08平方公里，其中水面积0．19平方公里。现

今的钱桥村是1983年人民公社政社分设时，由徐行人民公社钱桥

大队改称的，有lO个村民小组。

澄浏公路、徐潘公路南北东西向穿越村境，镇级、村级道路四

通八达，县级河道新泾河流经本村，镇级、村级河道密如蛛网，水陆

交通便捷，农田水利能灌能排。

钱桥村原系粮棉夹种地区，棉七稻三，80年代后棉花面积逐

年减少，至90年代中期随着农业结构改革不再种植。70年代中

期开始创办队办工业，1999年村办工业有钱桥不锈钢厂、冷轧厂

和纸箱厂三家，工业总产值达到3694万元。利润98．4万元。至本

书出版的2003年工业产值已达10983万元，利润1601万元。8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民营企业，到1999年末共有大民不锈钢带厂、

精达模具五金厂等，总产值238万元，利润49万元。

钱桥村村民的经济收入，处于全区中等水平。1949年人均收

入167．3元、1953年155．63元、1957年153．40元、1963年156．76

元、1972年221元，1978年319．79元、1992年3392元、1999年

6239元。1978年的人均收人比1949年增152．49元、增长9l％，

1992年人均收入比1949年增19．3倍，1999年人均收入比1949

年增36．3倍。收入的数十倍增长，主要来自农村经济结构的改

革。1949年农业收入占83．6％，1972年86．13％，1978年降至

54．1％，上述数字表明，1978年前村民收入主要靠农业。1978年

开始，来自工业的收人占31％，1992年农业收人占8．57％工业收
6



人占78．43％，商业收入占7．23％。1999年农业收入仅占

5．35％，工业收入占82．67％。商业收入占6．80％。1999年虽然人

均收人达到6293元，但不平衡状况较为明显。千元及千元以下的

有30人，占全村人口的1．8％，万元以上收入有166人，占

9．96％，总人口0．5％的最高收入人员，比最低收入人员的收入高

出百倍，所以，钱桥村在继续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已把扶贫帮困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人均住房，1949年入均11．5平方米，其中平房占97％，楼房

仅占I．6％。1978年年人均14．6平方米，其中楼房占16．63％。

1992年人均59．3平方米，其中楼房占82．42％。1999年人均

74．84平方米，楼房占89．66％。其中农民购买城镇商品房15127

平方米，占12．8％。1999年的人均住房面积是1949年的6．16

倍。而且住房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1949年全村有自行车4辆，约百户l辆。

1978年385辆，1992年为1086辆，1999年为l 191辆，户均2辆以

上。电视机1972年全村仅有l台，1978年32台。1992年555台。

1999年767台。有二台以上的户占相当比例。空调1992年有16

台，1999年达到154台，是年全村有电冰箱477台。1992年全村

有私人汽车5辆。1999年达30辆．几乎家家户户用上电话。这是

前人不会想，不敢想的事，如今成了现实，这些数字的变化有个显

著的特点，1949年是解放时的基础，1978年反映解放近30年中的

农村变化，1992年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十多年里农村的巨变，1999

年的数字反映了经济建设进入快车道的实情。一滴水见太阳，钱

桥的变化，显现了嘉定农村的变化。

过去，钱桥村全是泥泞小路．一到下雨，土粘得连鞋子都拔掉，

行路极其艰难，晴天人骑自行车，雨天自行车骑人。90年代开始，

农村始建水泥路，如今水泥路通行到每个村民小组、每个自然宅、

每个农户。如今下雨出门，不需穿雨鞋，在家门口骑上自行车，开

7



出摩托车．可直通徐行、嘉定．与城里人相差无几。这样的大变化。

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相信。

解放后工农业等方面的发展道路并非是平坦的，也有曲折，也

不是直线上升的。对此，《村志》也作了客观反映，作为以史为鉴，

这也是有益的。

《村志》记述的内容以1999年为下限。1999年以后的钱桥村

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体制上与朱村村合并，建成了新的钱桥

村，资源和干部得到了更合理的配置。

在中共十六大精神鼓舞下。在区委区政府三年翻番的宏伟目

标鼓舞下，新的钱桥村正以新的姿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道路上，昂首挺胸，阔步前进。钱桥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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