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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镇志》

前言

《周浦镇志》的编纂启动于2002年9月，经过两个多寒暑，终于告成。《周浦镇志》记载的是原周浦镇
、周浦乡所辖22.42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社会演变、经济发展、人文景观、民俗风
情和知名人物等资料。周浦镇是浦东地区文化古镇，成陆于隋唐以前，距今已有1000余年，成集镇于
明弘治年间，迄今也有500多年。周浦地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宋代属下沙盐
场，建仓于此，成为关隘要地。元代商店渐多，明弘治年间发展为集镇。清光绪年间，手工业、民族
工业兴起。民国初期，现代工业发展，商业繁荣，解放前，周浦镇有浦东“小上海”之美称。解放后
，周浦地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群情振奋，革旧鼎新，发展生产，建设家园。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浦镇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经济建设和
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20世纪80年代，周浦镇成了南汇县的经济、文化重镇，周浦乡成为上
海市郊区6个千万富翁乡之一。90年代，先后有日本天皇等75个国家的元首、政府官员、政党领导等，
到周浦镇参观、访问。回顾周浦镇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的祖先自强不息，历尽
沧桑，用汗水把沙滩浇灌成良田，用勤劳的双手把柴荡建成繁华的集镇；在保卫家乡、抵御外敌时前
仆后继；在与反动统治者斗争时英勇不屈；在与自然界斗争中百折不挠；在科学文化领域中，人才辈
出，发明颇丰，著作累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功伟绩，应该记载下来，教育后人。可是在解放前，
周浦地区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志书。1949年，曾有部手抄的《周浦小志》，但无法找到，甚为遗憾
。20世纪80年代，周浦镇曾出版过《周浦镇志》，周浦乡也撰写过《周浦乡志》，未及出版，部分章
节失散，殊为可惜。2002年9月，我们组织人员开始编撰《周浦镇志》，经过编写人员两年多时间的辛
勤笔耕，新的《周浦镇志》终于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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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镇志》

内容概要

《周浦镇志》的编纂启动于2002年9月，经过两个多寒暑，终于告成。《周浦镇志》记载的是原周浦镇
、周浦乡所辖22.42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社会演变、经济发展、人文景观、民俗风
情和知名人物等资料。
周浦镇是浦东地区文化古镇，成陆于隋唐以前，距今已有1000余年，成集镇于明弘治年间，迄今也
有500多年。
20世纪80年代，周浦镇成了南汇县的经济、文化重镇，周浦乡成为上海市郊区6个千万富翁乡之一。90
年代，先后有日本天皇等75个国家的元首、政府官员、政党领导等，到周浦镇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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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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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第三节 历届政府领导人名录一、原周浦镇政府领导人名录二、沈庄区、周浦乡(公社)领导人名录
三、新周浦镇人民政府领导人名录第四节 镇，乡政府工作机构设置第五节 政府实事工程项目一、1995
年实施的实事工程二、1996年实施的实事工程三、1997年实施的实事工程四、1998年实施的实事工程
五、1999年实施的实事工程六、2000年实施的实事工程七、2001年实施的实事工程附录第六章 群众团
体社会团体第一节 工会一、机构沿革二、历届工会代表大会、工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三、工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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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劳动者协会周浦分会第八节 红十字会第九节 残疾人联合会第十节 归国华侨联合会第十一节 其他社
会团体一、少数民族联络组二、周浦地区企业新闻协会三、周浦书画协会四、南汇集邮协会周浦工作
委员会五、周浦镇摄影沙龙六、南汇县花卉协会周浦分会第七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一节 组织
机构第二节 精神文明教育与创建活动一、文明创建教育活动概况二、教育主要内容第三节 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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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镇志》

章 教育第二十三章 文化第二十四章 体育第二十五章 医疗卫生第二十六章 社会生活第二十七章 方言 
俗语 歌谣 故事第二十八章 人物第二十九章 胜迹第三十章 专记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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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镇志》

章节摘录

插图：1961年底，周浦人民公社又划出部分区域建立周西人民公社，周浦人民公社的境域为21.09平方
公里。此后，随着城镇建设的需要，周浦乡吴桥村1组，周东村4组、5组，里仁村11组撤组，面积划归
周浦镇。1995年6月，原周浦镇、周浦乡建制撤销，建立新的周浦镇，周浦镇辖区总面积22.42平方公里
。2001年周浦镇境域东端为牛桥村，与瓦屑镇红桥村接壤；西端为梅林村，与闵行区浦江镇相连，东
西长6.90公里；北端为吴桥村，与康桥镇为邻；南端为沈西到渔台一线，与下沙镇以五灶港为界，南
北长6.15公里。第二节地形土壤  一、地  形  南汇县境域以其成陆先后形成地貌上的差异，基本上可分
为老滨海平原区，早滨海平原区、中滨海平原区、新滨海平原区和潮坪区等5个区，而周浦镇即位于
老滨海平原区中。周浦镇地势较低，地面标高为吴淞零上4米左右。境内无山，地势平坦，从南向北
稍有倾斜。最高为梅林、牛桥、渔潭3个村，标高为吴淞零上4米～4.50米，面积约8平方公里。最低为
周南、里仁村的一部分，标高为吴淞零上3.50米～4米，面积约6.60平方公里。常年地下水位1.50米、冬
季为1.80米～2米，夏季为1.20米～1.50米，每逢台风、暴雨、大潮汛，一部分低地、沟头田常遭水淹。
 二、土  壤  周浦镇境内由于成陆时间和位置的不同，各地的土壤性状略有差异。根据1981年南汇县土
壤普查，境内存在2个土属、5个土种。即黄泥土属和潮泥土属，黄泥土属占大多数，潮泥土属占一小
部分；5个土种是：潮黄泥土、沟干黄泥土、铁屑黄泥土、砂僵黄泥土和潮泥土。（一）黄泥土属、
潮泥土属的理化性状特征黄泥土属  占耕地面积的95.80％，有1 224.30公顷，分布在各村。由r成土时间
长，土体上部已经基本脱钙，土体下部有不同程度的石灰结构，土质偏重，爽水性比潮泥土差，有机
物含量高，养分丰富，蓄水、保肥、水气比较协调，肥效比较稳定。但早春回温比较慢，宜耕期短，
耕后容易成颗粒。此种土壤水作、旱作均较适宜，熟化程度高，是比较理想的耕作土壤。潮泥土属  
占耕地面积的4.20％，有53.50公顷，分布在咸塘港以西4个村。此种土属在50厘米以上已经脱钙，犁底
层以下有不同程度的石灰结构，土质疏松，结构良好，宜耕期长，易于耕作，爽水性能好，保肥、供
肥性能也好，养分丰富，早春土温回升快，是熟化程度较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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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镇志》

后记

历时两年有余，《周浦镇志》终于告成。这是新的周浦镇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也是周浦地区一部内
容较系统、资料较丰富的志书。20世纪80年代，在南汇县志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中共周浦镇委员会
、中共周浦乡委员会、周浦镇人民政府、周浦乡人民政府曾组织人员编写过《周浦镇志》（1992年出
版）和《周浦乡志》（未及出版，部分章节失散）。当时参与编写《周浦镇志》的有练洪元、洪忠德
、唐戌中、火永兴和张逸平等；参与编写《周浦乡志》的有张祖卿、顾才星、张逸平、朱永初、丁叙
新和冯正华等。他们辛勤编写的志书为我们统编新的《周浦镇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2002年6月，中共周浦镇委员会、周浦镇人民政府决定编纂新的《周浦镇志》，建立了编纂领导
小组，借调人员，准备资料。9月，调整充实编写组人员，商讨和确定了《周浦镇志》编纂框架。2003
年1月，聘请丁叙兴、王桂英、黄桂龙、顾冬圭、凌纪昌、顾小妹、杨文伟、李佐华、俞新初、陈军
贤协助收集资料，撰写部分章节，经过2个月时间的工作，加快了编写进度。2003年4月、8月，先后增
加两名人员，编写人员增至4人。2004年1月，洪忠德因意外事故，离开了编写岗位，是我们编志工作
的重大损失。2003年11月至2004年初，我们编写的初稿陆续送周浦镇有关领导审阅、修改。2004年6月
起，修改稿送南汇区地方志办公室审阅。经过几易其稿，至12月送审定稿，上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和方志出版社审核。《周浦镇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可读、可信、可用”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当书则书，力求准确、翔实。为了收集材料，核实事实，编写人员不
辞辛苦，深入基层调查了解。为了及时出书，编写人员勤奋笔耕，按计划完成了志书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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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镇志》

编辑推荐

《周浦镇志》是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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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镇志》

精彩短评

1、内容挺多的，如果版本再新一点就好了。。。有些信息都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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