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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我乡第一部地方志，力求全面记述本乡各方面的历史

。和现状，遵循“立足当代，追溯古代”和“略古详今"的原则，上限自成

陆始，下限原则上至一九八三年底止；确需记述的内容，延伸到脱稿

目止；重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的三十余年。

二、本志内容分：概述、政治、农业、副业、工业、交通、邮电、

电力、商业、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社会风土、人物等

十六个大部份。

．三、本志体例按条目排列、并配以图表。

四、历史演变按时间顺序纵向记述；人物、事件按横向叙述，一

般地叙而不议。

五、对各个时期的行政机构，按当时称呼，对人物直书姓名，凡

记述历史沿革用古地名的，在括号内注明今地名。

六、本志采用现代语文体，采用规范化汉字和标点符号；正文中

数字一律用汉字，历史纪年按当时通用的习惯称呼，并在括号内注日月

公元年份。凡茛格和括号内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七、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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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历史变迁和行政区划

建县前

据《太平寰宇记》：“秀州东至大海二百一十里，华亭县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秀州即今嘉

兴，华亭即今松江。其时海岸在今松江东九十里，正是下沙、周浦一线。 《太平寰宇记》成

书于十世纪下期，宋太平兴国年问(976——983)，其所采资料一般都是前一个时期的。

捍海圹(周浦、下沙一线)始筑于唐开元元年(713)。内捍塘(又称里河塘、钦公塘)

始筑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

横沔地区最东距周游八公里，最西距周浦不足一公里。按唐、宋年间海岸线平均约二十

年涨出一公里计算，横沔成陆应在公元七一三年后二十年到一百六十年间，即唐末(约公元

900年稍前)时应已成陆，已形成海滩，有人来往或居住。

据旧县志记载：横沔东南杜甫亭(密)(今川沙县黄楼乡旗杆村)、沙涂庙(今瓦屑乡旗

杆村)，均为宋代所建，亦证明横沔地区在唐末时已经成陆。

唐天宝十年(751)设立华亭县，今南汇地区在两淅路秀州华亭县辖区之内。

北宋时期，南汇地区才开始有乡的建置，称长人乡。

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华亭县为府。二年后(1279)又改为松江府。至元二十九年(1292)

划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建上海县。横沔地区属长人乡。

清初，横沔地区属江南省苏松道上海县长人乡。康熙六年(1725)，江南省划分为江苏、

安徽两省。横沔地区属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长人乡十七保。

建县后

清雍正四年(1726)长人乡的大部份自上海县划出，建立南汇县治。横沔地区属南汇县十七

保，包括二十图(横沔西至高家牌楼，今人西、高西村)、=十四图(小高峰，今人南、沔青村)

三十八图(今沔青村一、二、九队)、旧廿二图(叠桥至秀雅庙，今叠桥、石门村)、新廿二图(七

灶港北，今怡元、新苗村)、廿三图(张胜桥至夏保庙，今火箭及沿南村一部)廿五图：(管家港

及汤家行，今沿南村北片和沿北、汤巷村)、十七图(今沿南村南片)等八个图·

清宣统二年(1910)，建立横沔乡，辖区东至杜甫亭，西至陆家宅(今人西一队)，南至龙

游甫，北至殷家浜。乡公所设在横沔镇。今横沔西部地区属周浦管辖。

民国十五年(1926)改乡公所为行政局。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改没区公所。辖区基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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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当时横沔区辖下列乡镇：横沔镇、瑞平乡、人和乡、高峰乡、高年乡及东北现属川沙县

孙小桥、黄楼等部份地区。西南地区的都台乡、叠桥乡、信相乡、船舫乡、八房乡、泥龙乡、

沿船乡、汤行乡、等属周浦区(第三区)管辖。

民国二十三年(1934)扩区并乡，横沔划归周浦区(第五区)。合并横沔，瑞平、高峰、高

年为横西乡，合并八房、叠桥，泥龙为乐善乡；信相、船舫及现属瓦屑地区的黑桥、东桥等

合并为船舫乡，都台、沿船、汤行等合并为沿船乡。

抗战胜利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又并横沔镇、横东乡、横西乡为横沔乡；乐善乡、沿船

乡合并为胜桥乡J船舫乡并与瓦屑乡。仍属周浦区(第五区)。

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裁区并乡又把胜桥乡并入横沔乡，直至解放。

建国以来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横沔地区全境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被彻底推翻，实行军事管

制。横沔建立南汇县第二办事处，原有乡、保、甲建制、暂维原状。

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壮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了l

一九五0年初，建立横沔区人民政府，下辖十七个乡，每乡以下设六——十个村，每村

以下设十个左右组，每组约十户。保、甲制随之消失。十七个乡为：横东、赵行、龄楼、三

房、陈桥、六灶、培灶、其成、连民、瓦屑、恰园、渔潭、沿南、沿北、横西、高桥、储店。

一九五。年五月，高桥、龄楼，储店、三房，赵行、横东等六个乡划归川沙县。

一九五。年十一月，撒消横沔区，其中陈桥、六灶、培灶、连民、其成、瓦屑等六个乡

组建成六灶区。余下的渔潭、怡园、横西。沿南、沿北、等乡及横沔镇划归沈庄区。

一九五五末，怡园(今怡园、新苗村)、瓦屑合并为瓦屑乡，沿南、沿北合并为沿南

乡，横沔镇、横西乡合并为横西乡。

一九五七年撤区并乡，建立横沔乡，辖区包括今属瓦屑乡的界浜、旗杆、民冶、红桥、窑墩、

瓦南和本乡除沿南、沿北以外所有的地区，共为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横沔镇居委会。

一九五八年九月公社化时，横沔地区属中心人民公社(后改为周浦人民公社)分设一——

五营。

一九五九年七月，划小人民公社，横沔地区从周浦公社划出，成立横沔人民公社。下辖

沔青、人南、石门、人西、高西、汤巷、沿北、沿南、叠桥、火箭、怡圆、新庙十二个大队

和横沔镇居委会。

一九八四年二月，政、企分开，恢复乡、村建置，辖区名称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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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建国后行政区划变革表

。949—1955 1956—1957 1957—1958
公社化营|9f 删列，平以厢队铂区 乡 村名 合作化大社名 撒区并乡社名

徐楼村 石门大队5．6．7．9队

石门村
横西 乡 横 沔乡

中 ” 1．2．3．4．8队
1949年未 横

高峰村 心 人南大队1。2。3．9．101。11队二 社 七 社

横 人南村 公 ，， 4．5．6．7．8队
西

沔 人东村 横西乡面鞋 横沔，乡 社 沔青大队5．6．7．8队十社十一社

区 人西村
——J

乡 横西乡 横沔乡 人西大队1．2．3．4．5队

高东村 营 人西大队6．7．8．9队

一 社 九 社
高西大队1队(部份Y,J)II沙)

高西村 高西大队2．3‘4．5．6．7．8队

奉仙村 沿南 乡 横沔乡 中心公社 叠桥大队2．3．4队

1950年未 火箭大队6．7．9．10队
沿 八房村

叠桥大队6队

周 保庙村
胜利一社 六 社 一 瞢 火箭大队2．3．4．5．8队

南 沿南大队3队叠桥大队5队

浦 叠桥村 沿南乡 一社 横沔乡六社 叠桥大队1队 沿南大队
髀雨I 一奉十 中心乡沿南二社 中心公社 1．2．14队(部份划周浦)

市 乡 泥龙村 沿南 乡 中 心 乡 沿南大队4．5．6．7．8．1 3队

庙桥村 胜利二社 沿南二社
四营 沿南大队9．10．11．12队

火箭大队1队
沿南乡三社 中心公社 沿北大队1．2．3队胜桥村 中心乡沿南四社 = 替 汤巷大队1队胜利 四社

沿 顾楼村 沿南 乡 横沔乡 中心公社
汤巷大队2．3．4．5队

1951年 汤巷大队6队烧盐村
(大部份划川沙)

8月 北 一 瞢 汤巷大队8．9队(部份划汤巷村 胜利三社 八 社
沿北大队4队 川I沙)
沿北天队10．11．12队乡 汤桥村 沿南 乡 中 心 乡 中心公社 (部份划周西公社)

沈 万年村 胜利四社 沿南四社 == 瞢 沿北大队5．6．7．8．9．
13．14队

庄 西舍村
怡园大队1．2．3队

怡 瓦屑 乡 横沔乡 中心公社 (部份划周浦公社)

区 船舫村 r除圈大队4．5．6．7．8队
园 怡园大队9．10队船东村

新茁大队1．2．4队
乡 四 社 四1 社 五营

新庙村 新苗大队2．6．7．8．9队
f-

中心公社 沔青大队1．2．3．4．9队横沔镇 横西乡三社 横沔乡十一社 一 ‘营 横沔镇居委会

(1)怡园乡原黑桥、麦家、陆弄、民治四个村划归瓦屑公社；

(2)横沔乡原1．2．3．5四个社划归瓦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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