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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一九八二年上半年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和重视

下，在全县各乡普遍编修乡志的推动下，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编纂了《潞城乡志》。《潞城乡

志》记述了一乡之史，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符合全乡人民心愿的。

编修社会主义方志是时代的需要，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潞城乡地

处常州市郊，南靠沪宁铁路中段，乡内地平水秀，土地肥沃，系鱼米之乡。解放前，受封建

主义的束缚，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村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困苦。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辰后，

到1941年10月建立了中共潞城地区第一个党支部，领导潞城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活动，为求解

放，谋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潘村潘荣仁、潘文虎、潘荣林、潘汉东一家投身革命，

作出了贡献，潞城村赵逸平烈士为革命的成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解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潞

城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后，全乡走上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的康

庄大道，全乡经济初步繁荣，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全乡人民为进一步振兴中华，建设家乡，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贡献。《潞城乡志》记录了潞城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史实，有助

于今后工作的借鉴。

我们编写《潞城乡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全志分概况、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社会五编，

约15万字。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地区行政变化大，资料缺乏，难臻完善，错误之处在所难

免，并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潞城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六月



凡 例

一。，搴志分编、章、’节、目、项五层次表述。

二．本志各编按内容作横向安排，章节再按时间先后作纵向记述。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解放以来特别是本公社成立后的史实。

四．本志时限，原则上上限起于公元191 1年(辛亥革命)，下限至1983年。

五。本志所言“潞城地区矽指潞城公社范尉的地区。

六．本志数!笋，凡公历年Jj日和统计表，百分比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凡世纪，

茛历年Jj日和行文中数字用汉字表示。 t

匕。本志记事以公历记年，其余用当时的记年种地名，蓝在括号内注明公历恭I现地名。

八．本志以记叙事实为主，娩用图，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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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置沿 革

第一节地理位置

潞城公社(乡)位于武进县南东80。，离县政府中心直距约7．5公里，地理座标为东经

102。02’，北纬31。45’，海拔平均高度约5．6公尺(吴淞水准点)。

全公社呈长条形，，东西长，南北窄。东至大树下大队(村)、陆家桥大队(村)与枉山桥公

社红专大队相连，南与常州市丁埝公社和戚墅堰区接壤，西至邓家大队与青龙公社紫云大队

隔河相望，北至韩抠大队与东青公社方基，蒋抠两大队毗邻。

公社东西全长约7公里，南北平均阔约3．4公里，总面积15．15平方公里。全公社匆1个集

镇和11个生产大队，人口13184人(1983年末数)。

第二节建置沿革

宋威谆《毗陵志》载；郡县东二舍许名日。潞城，。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潞城属武进县

永丰公社。据此：潞城在七百多年前就至载入志书。

极清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记载，清顺沿年间，本社属阳湖县，潞城、韩抠、陈家塘、彭家

塘、李家塘等村属丰东乡’沙河滨、邓家等村属孝仁乡；政成，新河等村属政成乡；大树下，

陆家桥等村属丰南乡。当时乡以下设都图。

本地区属丰东乡三十二都二图者葡前韩枢、俞家塘、彭家村、李家村、牟家底衬，吝三

图者有后韩抠，在五图者有潞城镇、跳板头、水墩上、后岐村，在七图者有后潞城、港下村、

走马厅。

丰南乡二十七都一图者有陆家桥、大树下、杨草头。

政成乡二十四t都二图者巍前潘村、后潘村、杨家塘、许家塘、摇橹沟、颜家村、韩墅、

上?伏村，存六图者有戴家村。

孝仁乡四十七都一图者有陈牌头、东曹村、蔡家塘、苏家村、沙河滨、北如二图者有
戴王村、小王村，一一前邓家村，后邓家村，，三图者有钱家村、黄庄头。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废常州府，武进、阳湖两县合并为武进

县。当时各乡分上下两角。乡设乡董，角设乡佐。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八月后，实行县新的组织法，武进县设区、乡、镇，乡以下废

都、图，设间，邻。十邻为一闾，十阊为一乡。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十月，区以下仍设乡、阊、邻。本地区丰东乡上角、孝仁乡

属二区(十里庵)，原政成、丰南两乡属三区(横山桥)。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十月，乡以上废间、邻，没保甲。每十序为一甲，每十甲|为

一保。潞城、韩抠、陈家塘、彭家塘，李家塘等村编入西成乡。大树下，陆家桥及政成的杨

苹头编入景南乡，沙河浜，邓家等村编入孝南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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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29日，日军侵占武进、建置略有变动，1940年后沿袭保甲制至1945年。

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国民党政府仍按抗战前的区划，孝南乡f为县属镇名山镇所

辖，．景南、西成两乡属墅堰区所辖。乡以下仍设保甲。

1949年4月23日本乡解放。同年10年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除保甲制度，乡以下设

行政府，村以下按自然村大小设村民小组。政成、西成、景南三乡属戚墅堰区领导，孝南乡

属北塘区领导。

1952年9月20日，西成、政戚、景南三乡划入剑湖区领导。

1954年，西成乡改为新河乡，大树下、陆家桥，政成、新河各村划入新河乡。沙河浜，

邓家各村划入华严乡，属郑陆区领导。

1956年行政村为高级社取代，高级社设社长。

1957年10月／18日，全县并乡划区，新河乡二～六社划为东青乡，一社七社划入柱山乡，

沙河浜，邓家划入青龙乡。

1958年10月，东青人民公社在韩枢村召开成立大会，改高级社为生产大队，大队设正、

付队长，大队下设生产队。邓家，沙河浜合并为青龙公社的“八一"大队。．大树下，陆家桥，

新李家塘合并为枉山公社的“光明大队霄。

1969年9月5日，潞城，新河，政成、沙河滨、邓家五个大队划入常州市丁埝公社，政成，

河刘入芳渚公社(1962年又划入丁埝公社)。

1964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市镇建设，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骨：潞城、

政成、新河划归剑湖公社。邓家，沙河浜划回青龙公社，属县城郊区领导。

1965年1月lad新建潞城公社，辖原枉山公社所属的大树下，陆家桥(东风)，辛家塘(光
明)三个大队。原剑湖公社的潞城，新河、政成三个大队，原青龙公社的。八一一大队(即邓家、

沙河浜二个大队)，共计11个大队，3月归属北塘区工委领导。

1966年4月18日撤北塘区工委，本公社划郑陆区工委领导。

1968年4月28日戒立潞城公社革命委员会，各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生产队成立革命生产

领导小组。

1981年4月23日起，潞城公社革命委员会改称潞城公社管理委员会，下属大队，生产队沿

用1968年前的组织名称。

1983年7月、农村进行体制改革，改潞城公社管理委员会伪潞城乡人民政府，设正”副

乡长，大队改行政村，设村民委员会，原生产队改村民小组。

第三节大队简解

1965年1月18日本公社分设潞城▲新河，政成、大树下，陆家桥(原名东风)，。李家塘(原

名光明)、彭家塘、陈家塘，韩抠、沙河浜(原名钱家)，邓家11个大队和1个集镇。

一、潞城大队(村)：原名潞城镇，J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由山西潞城迁来，为公社(乡)驻地，

是公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东靠陈家塘大塘，南接丁埝公社漕上大队，西与沙河滨

以丁塘港一水相隔，北连韩抠大队。自然村有前、后潞城、谷歧头。店前街、西村头，下城

头组成，共21个生产队(村民小组)，3个队(村)办厂。

二、新河大队(村)：东靠本公社政成大队，南与丁埝公社常青大队相接，西与常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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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上大队相靠，北接本公社彭家塘、陈家塘、潞城大队，r自然村有上浓村、陆家村、南跳板、

摇橹沟、颜家村、施家湾、朱家塘、姚家村、前、后潘村、钱家桥、鸭船浜、小河泥、杨园勒等，共

18个生产队，1个种籽场及2个队办厂。公社水泥制品厂，钢窗厂设此。

三政成大队：位于本公社东南，东靠剑湖公社勤建大队和枉山公社联群大队，南靠丁埝

公社“五一静大队，西靠新河大队，北接大树下、李家塘2个大队。自然村有杨莫头、陈家村、庄

勒、中高、下高村、戴穴塘、韩墅村、北头村、杨家塘、许家塘、南头村、下村等，共15个共产队，1

个付业场，1个队办厂。

四、大树下大队，位于本公社之东，东靠横山公社联群、红专大队，南靠政成大队，西靠

李家塘大队，北靠陆家桥大队，全大队由大树下、墩上圹两个自然村组成，共8个生产队和2

个队办厂，1个付业场。

五、陆家桥大队，位于公社之东北，南与大树下大队相接，北与东青公社花园、蒋抠、自

第三个大队相靠。全大队东、西、北三面环水，为草塘浜所围，地形底洼。自然村有陆家桥、

殷家村、水庄底等，共10个生产队，1企队办厂。

六、李家塘大队，东靠本公社陆家桥，大树下两个大队，南接政成大队、北为草塘浜，其

支浜西流与彭家塘大队为界。自然村潞横河南苟陈家村、翟家圹、河北有李家圹、胡家圹，纪家

圹、牟家圹四村。共11个生产队和1个队办厂。

七、彭家圹大队：东靠本公社李家圹大队，南接新河大队，西邻陈家圹大队，，北与东青

公社蒋抠大队。村前为潞横河与革新河相交，自然村有彭家圹、俞家圹、宋家圹，李家圹，潘

家村、安头村组成。共12个生产队，1仓队办厂，公社砖瓦厂和新河庙初极中学设此。

陈家圹大队，位于本公社中心，东靠本公社彭家圹大队，南接新河大队，两连潞城相邻。

北接韩抠大队。自然村在潞横河北者有：沈家塘(原名草降下头)、降下村，陈家塘俞家塘、潞

枉河南首有水墩上村，走马厅，跳板头村，钱家村。共lO个生产队和1个村办厂。

’九、韩抠大队；位于本公社之北，三面环水，东北与东青公社蒋抠大队相连，潞城至东

青公路位于村东。自然村以前、后韩抠两大村组成，共12个生产队和一个队办厂及一化种籽
场。

十、沙河浜大队，位于本公社丁塘港畔，北有自家浜，监与青龙公社华严大队相接，南与

丁埝公社湾城大队相连，西与邓家大队为邻。丁黄河呈东西向位子本大队中间，自然村有沙

河浜、卜庄村。苏家塘(在丁黄河北)曹家村、蔡家塘(丁黄河南)，共9个生产队，2个队办厂。

十一、邓家大队；位于本公社之西，东与沙河浜相接，南于丁埝公社湾城大队相邻，西临

黄塘港，北靠青龙公社紫云大队。自然村有邓家村王庄头，钱家村(丁黄河北)，陈牌头、戴

王家村，弯勒(丁黄河南)。全大队共lO个生产队，2个队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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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地人口

第一节土 地

1965年成立潞城公社，划定了社(乡)界，本社的土地面积以三包计产面积统计。1982年

3月，公社成立资源调查小组，组织调查力量，利用航测照片和实地核对，系统地调查了我社

土地资料情况(详见附表1，附表2)。

公社计产面积是按照农业合作社社员土地入股数计算，曲于社员入股有先后，因此土地

计产面积按各社成立初期面积计算，故计产面积和实际面积有一定误差，公社历年土地计产

面积见附表3。

第二节人 口

本公社在1965年前，各大队隶属变化，无人口资料核实。据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统计潞城大队1972人，新河大队1326人，政成大队1249人，大树下大队655人，，陆家桥大队

627人，李家塘大队809人，彭家塘大队798人，陈家塘大队718人，韩抠大队1112人，沙河浜

大队845人，邓家大队879人，合计10988人。

一、历年人口变动情况：

1964年至1983年人口变动情况详见附表4及附表4—1。

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1981年7月至1982年7月31日止，本公社进行第三次全国入口普查工作，查清了本公社入

口、年龄、文化程度等情况，造册立薄，编制户藉。详见附表5。

三、人口密度：

本公社人口密度，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每平方公里为816．5人，为武进县

人口较密的一个公社。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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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历年±地计产面积 单位：亩 表3

面＼大 潞 新 改 大 陆 李 彭 陈 韩 沙 邓 合

积|驭 家 河
＼ J 树 家 家 家

乒＼| 城 河 成 下 桥 塘 塘 塘 抠 浜 家 计
份＼t

1964 1941 1756 1945．2 925 967 979． 1243 1062 1419．5 1094．8 1218．5 14544

1965 1947．1 1756 1945．3 925 967．8 979． 1243 1062 1418 1094．8 1218．5 14549．5

1966 1946 1756 1945 925 967 972 1243 1062 1419．5 1094．8 1218．5 14533

1967 1946 1756 1945 625 967 972 19．43 1069． 1419．5 1094．8 1211．4 145133

1968 1946 1756 1945 925 967 972 1243 1062 ．419．5 1094．5 1218．8 14533

1969 1946 1756 1945 925 967 979． 1243 1062 1419．5 1096．8 1216．8 14533

1970 1946 1756 19,19 925 967 972 1243 1069． 1419．5 1096．8 19．16．8 14533

1971 1946 1756 1949 925 967 979． 19．43 1062 1419．5 1096．8 1217 14548

1972 1941 1756 19,19 925 967 979． 19．43 1062 1419．5 1096．5 1217 14548

1973 19,11 1756 1949 99．5 967 972 1243 1069． 1419．5 1096．5 1217 145,18

1974 194l f 1756 f 1949|925}967 972 1243 1062 1419．5 1096．5 1217 14548

1975 1949 1754 1951 925 967 972 1243 1062 1419．5 1096．5 1217 14548

1976 1941 1754 1951 99．5 967 972 1243 1054．5 1419．5 1096．5 1217 14548

1977 1939 1754 1951 925 967 979． 1150 1038．5 1419．5 1096．5 1217 14546

1978 1939 1751．1 1951 925 967 972 1249．8 1038．5 1419．5 1096．5 1217 14528

1979 1930．7 1733．9 1946．5 925 967 972 1246．1 1038．8 1419．5 1096．5 1217．2 14496．7

1980 1885．3 1735．6 1948．1 910．7 967．9 963．5 1246．1 1028 1407．4 1097．5 19．18．2 14408．6

198l 1884．1 1735．6 1948．4 910．7 967．9 963．5 19．46．1 1028 1407．4 1097．5 1218 14407．4

1982 1884．1 1735．6 1948．4 910．7 667．9 963．5 1246．1 1028 1．407．4 1097．5 1218 14407．4

1983 189537 1726 1948．4 9lO．6 967 980 19．31 1004 1395．5 1096．5 1217．4 143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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