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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作家协会

主席、省文联名誉主席黄源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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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沈荡镇党委书记周关通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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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荡镇人民政府办公楼

沈荡镇党委，政府全体人员

前排左起：季顺现．金松林、周关通、俞声留

后自}左起：王菊英、薛关良、俞校林、卢新生、来云亮



沈荡镇工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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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荡镇志》领导小组，

顾问小组、编辑小组

全体人员

可排左起：

杨虎生、许荣春、金松林

方锡祺、郭伯钧

后排左起：

史建明、干乃军、俞大钧

冯卫东、王志明、许家荣

审稿

左起：

王志明

金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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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荡邮电支局话务室

海盐第三丝厂缫丝车间一角



人桥仓库农民售粮一瞥

沈荡渔场渔民捕塞

农田防护林



沈荡大桥

农民住宅

沈荡镇农贸市场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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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铭义在民国26年

省五届运动会获武术

比赛银质奖章

沈荡镇出土的部分文物

●石斧，陶拍子等

(距夸4000年左右)

▲黑陶罐(商)

V灰陶鬻f距夸40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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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荡镇第一部志书——《沈荡镇志'，在深入改革的新
形势下出版问世了。这是沈荡文化史上的一项巨大工程，是

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也是全镇人民渴望已久、意义深

远的一件大事。成稿之时，编纂组嘱我作序，使我激动万

分，浮想联翩。

沈荡历史悠久。据文物考证，在六千多年前，已有人类

在此聚居，从事耕猎。传说春秋吴越交战时，吴王夫差之父

阖间在沈荡镇北筑彭城，为驻兵要寨。明代已为大镇，“列

廛五六百家纾，其后一直是海盐县西北部物资集散的中心。

为建设沈荡，我们的祖先用勤劳的双手惨淡经营，创造了大

量物质财富。从古代沈荡大桥的两次易地重修，到解放后

市河的开拓，公路的通车，镇东大桥的兴建以及一幢幢高层

建筑拔地而起，都是沈荡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结晶。为保卫沈

荡镇，有多少英雄先烈与强敌浴血奋战。如明代顾晃组织

乡勇抗击倭寇，清代张国臣、李松山身先士卒奋战顽匪，抗

战时期三十二师战士全歼盘踞在沈荡镇西当的日军，解放

前夕，朱聚生烈士为人民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他们在

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解放后，

全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舟共济，团结战斗，使

沈荡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遥看历史多悲壮，近观现实更喜人。我是1980年来沈

荡工作的，和沈荡人民共同战斗了十年。这十年，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的十年，是各行各业深入

改革开放的十年，也是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十年。1987年沈

荡镇工农业总产值达7276．31万元，是1978年的5倍。随着经
％Z∥v；t，F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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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大为改善，镇区农

民的人均收入已从1978年的177元，增加到1987年的900元。

在这基础上，人们开始追求“吃食讲营养，穿着讲大方，居住

讲宽敞，行路叮当响(骑车)’’的生活方式，可谓政通人和，百

业兴旺。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o《沈荡镇志》于1986年7月开始组

建编纂机构。在县委和县府的领导下，县志办公室诸同志

的关心和指导下，以及各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编纂组同志

认真工作，查阅档案，走访前辈，考证资料，核对史实，从初

、编到总纂，反复修订，数易其稿，历时三年半，始告完成。

镇志本着通贯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搜集了自然、社

·会各方的大量资料，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分编

记载，基本上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时代

风貌和地方特色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沈荡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起到了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它是一份建设四化、振

兴沈荡的地方教材，藉以启迪后代，认识过去，了解当前，展

望未来，珍惜生活，奋发向上，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增添新的光彩。在此，我代表镇党委、镇政府和全镇人

·民向为《沈荡镇志》献计献策Y热情支持和辛勤耕耘的领导

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o

．．么 D
： ．海盐县沈荡簇镇长荔私牝。

¨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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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

重视和关心修志工作。沈荡镇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沈

荡镇志》，由于上级领导与有关专家的亲切关怀，各县属、镇

属单位的通力协作，金镇人民的热忱支持及镇志编纂组全

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的大

喜事。

沈荡为海盐县第二大镇，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她地处

杭嘉湖平原东首，位于著名的盐嘉塘和平硖线(平湖至硖石

的主航线)中段百步亭港的交叉点，是海盐县西北部水路交

通的中心枢纽。一九八六年初，沈荡至海盐、硖石公路建成

通车，从此，水陆交通并驾齐驱，为沈荡经济的发展创造了

良好条件。

沈荡是一块宝地。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她盛

产粮食，成为金县吨粮田工程建设的试点。沈荡的栽桑养蚕

业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横港丝(用横港水缫出的丝)质优色

好，解放前在上海等地就颇有声誉。沈荡的仔猪架长膘瘦，

每年有三万多头运销福建、江苏、上海、椒江等地，“饲养母

猪、繁育仔猪’’是畜牧生产的一大特色。沈荡河、荡众多，河

鲜丰富，横港大河蟹驰名省内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邮电交通业的迅速发展，沈荡的工业生产得到了持续稳

定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以轻纺、五金、化工、灯具、建材为重

点的工业体系。

志载盛世。‘沈荡镇志>忠实地反映了沈荡迄今为止的

历史面貌，为后人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具有资

治、教化、存史之作用，不愧为一部生动而实际的教科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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