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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适逢盛世，理当修志。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郭庄镇志》历经４载，终于编纂成书，可喜可贺，这也是对
新时代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献礼！

郭庄是镶嵌在江南河湖圩岗间的一颗明珠，以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区域优势，成就了“句

容粮仓”之美誉，昭示出空港新城之辉煌。孔塘遗址考古证明，早在５０００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郭庄的先民
们就居住在古老的高阳河畔生生不息，聚落繁衍。直至商周时期，与水为伴生息的先人，曾在这片土地上造

就了不朽的湖熟文化、周代土墩墓群及白蟒台、大山地等十几处吴越文化台形遗址。自西晋末年北方大族

郭璞随琅琊王司马睿南迁卜居高阳桥郡以来，其家族在高阳河一带，依岗傍水居住，其后人巨富郭祖琛在此

建庄园，这便是“郭庄”地名的由来。

郭庄镇由原来郭庄、葛村两镇和赤山湖管委会合并而成。位于句容西南，拥长深高速公路、宁杭高速铁

路，临禄口空港，毗邻南京江宁溧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勤劳智慧的郭庄人民，在建设自己的家园中

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时代乐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郭庄镇党委、政府大力实施科教兴镇、产业强镇和“生态

领先绿色发展”的战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一齐抓，先后获得省文明乡镇、

全省双拥模范乡镇、国家卫生镇等荣誉，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后，郭庄经济建设持续发

展，社会事业全面协调进步，实现从传统农业乡至全面小康镇的巨大历史跨越，为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奠定

坚实基础。

“志者，一方之全史”。《郭庄镇志》集一方之自然风貌、地理民情、历史变迁、社会发展之大成，是制订政

策、贯彻政策的依据。不仅是提升综合竞争实力，再育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正能量，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增强文化自信的支撑力。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意义之大、实难估量。

《郭庄镇志》的编纂工作，在郭庄镇党委、政府的引领下，从全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高度来认

识，遵循“立足当代、略古详今”的编纂原则，广征博采，几易纲目、数改其稿、精修细编、费尽艰辛、终获成功。

这部志书简述郭庄古镇自明清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的发展变化，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６０余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着重全面反映改革开放和空港新区成立以来的巨大发展。诚可谓“一
卷在手、尽在眼前”，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镇情教育的好材料，将起到巨大的教化作用。

纵览郭庄历史画卷，再观空港新区之美景，反差强烈、感慨万千，曾工作于此的人，目睹志书付梓出版、

倍感欣慰，谨缀数言。是为序。

中共郭庄镇委员会书记

中共赤山湖党工委书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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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郭庄镇志》经４载辛勤编纂成书，逢盛世付梓，是郭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是全镇人民
文化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也是郭庄首册志书公开出版，值得庆贺。

追古抚今，郭庄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孔塘遗址出土器型多样，五渚坊遗址古墓群迭出，构成良

渚文化至周朝各个时期完整的文化序列，说明早在５０００年前，先祖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开基肇业。三国吴
赤山湖芦亭“立盘石水则”，是江苏省内最早的水文观测设施，也是先辈们人与水荣辱与共的历史见证。集

镇老街、圆教寺、金山寺等古建筑昭示着远古的辉煌，凝聚着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４００多年历史的龙舞
展示着独特的地域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揭开历史新的篇章，拉开改天换地的序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沐浴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郭庄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全镇人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取得令人瞩目

的辉煌成就。全镇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２００８年，空港新区成立，是句容市五大板块之一。２０１５年，地
区生产总值４１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８０万元，全镇经济综合实力持续增长，人民幸福指数大幅提升，镇村
环境日新月异。

《郭庄镇志》略古详今，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真实地记录了郭庄的历史和现状及发展历程。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不仅具有独到的历史价值，对今人和后世也具有重要的资治和教化作用，是一部进行镇情教育、

历史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好教材，给后人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以古明今，鉴往昭来。编史修志旨在认识和研究镇情、地情，激励当代，启迪后世，

诚望全镇人民承先壮志，同心同德，开拓进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部志书的公开出版得益于郭庄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得到各部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特别

是得到市史志办公室的高度重视和悉心指导，凝聚着全体编写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在此，谨向付出艰辛劳

动的人员及各界支持此项工作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致以崇高的敬意。

郭庄镇镇长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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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实存真的原则，按

当年的行政区域，全面系统记述郭庄镇（乡）、葛村镇（乡）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全面反映时代特点和镇

（乡）情特色，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志中记事，立足当代，详近略远，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变化。断限时间，上限不限，以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为依据，一般从每项事业或事物

的发端为记述起点，下限迄至２０１５年。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按现行行政区划，记述郭庄镇（乡）、葛村镇（乡）以及合并后的郭庄镇的情况。

凡因水利、农田、交通等原因涉及到周边地区的，只交待涉及的原因，侧重记述与该事件有关的本地情况。

四、本志根据学科分类的一般原则，结合现行社会分工，合理划分门类，全志由序、大事记、分志（章）、附

录、索引、编纂始末组成。分志采用小章制，共设２７章，１２５节。分志设章、节、目３个基本层次；目以下根据
需要可设子目，个别子目下内容太多，用分段前的黑体字区分层次。节以下的目用“一、二、三……”编排；子

目用“１．２．３……”编排。
五、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达方式。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概述总摄

全书，图表随文设置。

六、本志力求图文并茂，图照安排在两大部分。图有政区（交通）图，照有风光照、城乡面貌照、工作照、

生活照、人物照等；彩图一般安排在志书前部，根据需要适当选用限外内容，黑白图照随文而出；表格则根据

需要随文安排。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所收人物以近现代为主，以本籍为主。革命烈士入英名录。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全志除“概述”及各章的无题序外，采用记述文体，一般不作评论。行文中一律使

用第三人称，酌情使用“该镇”“全镇”“全村”等。

九、本志文字记述以时为序，纵述历史，做到横不缺要项，竖不断主线，详略得当，突出重点。行文用字

以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１９８６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按１９９６年实施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
用法》执行。本志行文中的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民国期间（１９１２年 １月 １日至
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则采用民国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清代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括号加注公元纪年的
写法。

十、计量单位按１９９３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的规定执行。考虑到
使用习惯，乡镇区域面积用平方千米，其他局部面积（含耕地）用亩为单位；长度用米、千米为单位。

十一、数字用法以１９９５年发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规定》。本志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
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以主管单位的统计数据为准。

十二、本志中的“乡”“镇”，均指郭庄乡、葛村乡、郭庄镇、葛村镇，跨年度记述或表格涉及郭庄乡、镇，葛

村乡、镇，统一表述为郭庄镇（乡）、葛村镇（乡）；解放后，是指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郭庄、葛村解放以后；年代，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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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５０年代、６０年代、７０年代、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均指２０世纪的年代。
十三、本志资料取自文献、档案、报刊、正史、旧志或口碑等，经鉴别核实后入志，必要时注明出处。

十四、关于生产总值，原统计口径 ２００４年前统称为“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０４年后统称为“地区生产总
值”，本志中统改为“地区生产总值”。

十五、本志表序采用二段统计法，即章—表个序，比如第八章“工业”第一个表，表序为“表８－１”，志文中
插图图序也采用二段统计法，即章—图（照）个序，也以第八章“工业”为例，照片为本章第１张插图，其图序
为“图８－１”。

十六、小数一般保留两位；表格中日期的标注按年－月－日，如２００２年５月５日，表中标注为“２００５－０５－
０５”。如没有“日”，则要注明“２００５年５月”。

十七、本志的资料征集、整理和志稿编审人员，以及图、照制作、拍摄者、正文内均不书写姓名，一律在卷

首“《郭庄镇志》编审机构及采编审人员名单”中标明。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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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郭庄镇位于句容市西南，东接本市天王、后白两镇，西与南京市江宁区接壤，南与南京市溧水区交界，北

连赤山湖风景区。长深高速、宁茅线、２４３省道扬句线等高等级公路穿境而过。宁杭铁路客运专线（南京—
杭州）句容西站设在集镇的西部。郭庄镇具有“拥高速、临空港、近南京、邻江宁”的交通区位优势。

郭庄镇地理坐标北纬３１°３７′—３２°１２′，东经１１８°５７′—１１９°２２′。全镇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１５℃，日照时数２１１６小时，降雨量１０１０毫米左右，无霜期２２９天。境内虬山高９５．１０米，南部有
甲山，海拔高程在５０—１００米之间，北部赤山，主峰高程２２９米。全镇地势东高西低，东部为低山丘陵，西部
以平原圩区为主，间以岗?冲凹及河谷平原。境内有４条河流，全长约２０．７０千米。

郭庄镇由原郭庄、葛村两乡镇合并而成。１９８６年，原郭庄乡、葛村乡共有４０个村民委员会，２０８个村民
小组。２００５年，郭庄镇与葛村镇合并成立新的郭庄镇。经多次的村组合并与“村改居”改革调整，２００７年郭
庄镇辖２１个村民委员会、２个社区居委会。２００７年底到２００８年２月，根据句容市政府规划，将郭庄镇的谢
桥、赤山、芦亭３个行政村整体划归赤山湖管委会托管。至２０１５年末，郭庄镇辖１８个村民委员会、２个社区
居委会、１７２个自然村。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共有人口６６２２７人，平均每平方千米４９０人。２００７年底，郭庄镇总人口为６２７８９
人。至２０１５年末，户籍人口为５５９０３人，总户数１７７７２户，平均每平方千米４７８人。其中回、苗、壮、傣、彝、
布依等少数民族２８１人。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共有耕地面积 ９．０６万亩，其中水田 ７．８万亩。２００８年，郭庄全镇有耕地面积
７０８万亩，其中水田６．６５万亩。２０１５年年末，郭庄有耕地面积９．６４万亩，有效灌溉面积９．１６万亩，高标准
农田面积１．３６万亩，人均耕地１．７２亩。

二

郭庄文化底蕴深厚，在明代，郭庄称临泉乡，有２都１５里２８村。葛村称上容乡，有２都１２里２４村，是
句容县南部较大的两个乡。

据考古发现，郭庄镇辖区亦是良渚文化发源地之一。２００５年甲山村遗址发掘，证明该地是句容先民聚
居生活遗址，至少有六七千年历史。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０６年５月对东岗头村湖熟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考古
发掘，出土文物近３０００件，其中２００５年对西周土墩墓的考古发掘，被评为“２００５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境内还有三处古遗址，虬山遗址、下山地村遗址和孔塘遗址。孔塘遗址———良渚文化的传播类型，２０１４年因
建设取土被发现，２０１５年４月，南京博物院考古所与句容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确定此处为新石器时代墓地遗址，出土有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遗址文化性质是良渚文化的地方类型，亦或

是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扩大了良渚文化的影响范围。境内有１２座古墓葬。湖熟文化发现
人钱立三，祖籍原葛村乡赤岸村。１９５１年，他在湖熟、郭庄等地发现一批古遗物。这些遗物证实远在４０００
多年前，地处秦淮河边的湖熟、郭庄，就有原始人类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考古界将其称为“湖熟文化”，钱立

三成为“湖熟文化”的最早发现者。境内古遗址的发现，说明郭庄地区是古人类早期聚居地。据历年考古发

掘和发现，郭庄境内有１８处古遗址，其中有３处是湖熟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境内古迹中有古桥梁１３座，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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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３座，还有古树名木等。这些研究和发现，奠定了郭庄文化古镇的地位。
作为南京的东南门户屏障，郭庄境内的赤山、虬山、甲山扼守秦淮河干流和宁溧公路，历史上许多重要

战事都曾在这里发生。清末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南京中华门，曾屯兵于郭庄等地。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
句容知县在郭庄庙、三岔等地组建乡团武装对抗太平军，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初，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出击赤山
湖占领郭庄，后攻击溧水。太平军在与清军争夺县城、打击乡团的历次战斗中，城乡百里皆战场，郭庄、葛村

皆未幸免。抗日战争时期的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年）３月，新四军二支队在郭庄庙截击日军一部，打死打伤日军
５０多人。同年６月，隶属第三战区的５２师３１２团在虬山与日军激战两天，共毙伤日军３００余人。次年春，新
四军二支队一部在赤山脚下的窦家边设伏，歼日军吉田队长以下１００多人。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活动在郭庄、葛村境内，点燃革命火种，扩大抗日武装力

量，领导和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郭庄、葛村人民经受严峻的考验，为打

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反动统治、争取祖国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重大贡献。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以及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一大批烈士英勇献身，其中郭庄３０人，葛村２６人。他们为国为民、公而忘
私的革命精神，光照千古，永垂史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诸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１９９１年句
容发生特大洪水，葛村五渚坊村民周宜顺因抢险下水堵漏而牺牲，被省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三

郭庄镇物阜地优，发展经济潜力很大。历史上的郭庄、葛村两乡以农业为主，素有“句容粮仓”之称。境

内大部地处圩区，水利设施对于生产显得尤其重要。句容解放以后，历届乡镇党委、政府对境内圩区河道的

整治非常重视，取得不菲的成绩。句容全境山丘起伏，河道比降悬殊，易旱易涝。每到汛期，市域内几条河

道来水对圩区压力甚大，镇（乡）党委、政府、干部、群众高度警惕、全力防范。一直以来，党委、政府的组织指

挥、依靠集体的力量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力兴修水利。１９５８年，葛村公社兴建虬山水库，总库容１１３０万
立方米。郭庄圩区经多次整治后，建成排涝站１０座，其中朝阳坝排涝站是句容最大的固定排涝站。圩区初
步建成能蓄能引、能灌能排、调遣自如、综合利用的水利系统。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改革耕作制度、

改良土壤、推广良种、科学种田、推广农业机械、提高劳动生产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打破单一的“以粮为纲”模式，推动农林牧渔副全

面发展，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

多年来，郭庄镇在粮食生产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根据自身优势，走特色之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１９５７
年，原葛村乡首创千亩以上连片桑田，１９５８年下马岗２．５０万亩桑园成林，林业部组织北方１６省市代表前来
参观。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郭庄、葛村两乡发挥地处赤山湖圩区的优势，搞“千亩稻田养殖”和“千亩特种养
殖”工程。开发养殖珠蚌、毛蟹等。水产品产量约占全市总量的二成。１９９８年葛村镇挖掘传统产业特色，兴
办方溪肉犬养殖基地，使“葛村狗肉”以句容特产的名号打入市场。在家禽饲养业方面，２０１５年，全镇出栏鸡
２８万只，鸭５万只，鹅１万只。鹅经２０多年的驯化、培育、繁殖，形成自产蛋、自孵化，能四季养殖的特点，当
地称“四季鹅”，一般３－４个月体重能达６－８公斤。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农民专程来郭庄、葛村引进四季鹅
养殖，既能增加收入，又能防止山上蛇类的伤害。

稳定农村承包责任制，做好“三农”工作，适时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１９８３年第一轮土地承包１５年期
限到期，１９９８年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限３０年。这两轮土地承包都得到较好的落实。９０年代中后期，随
着产业结构调整，两乡镇外出务工的农民增多，农村责任田出现抛荒现象。乡镇政府及时因势利导，搞好土

地流转，发展经济合作社，２００７年，土地股份合作社兴起，高效农业发展迅速，促进全镇的土地流转，也带动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多种经营有了较大发展。蓝莓、圣果、西瓜等，都形成规模种植，也形成郭庄的特色。

水果生产以加强应时鲜果的推广和发展为主，注重果品品牌建设，桃、草莓、西瓜、甘蔗等传统果品，亦为农

民增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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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承包责任制加快农业科技和农业机械的推广，实施种子纯良化工程，提高良种覆盖率，镇农业科

技部门积极示范推广新型高产栽培技术，加大水稻肥床旱育植播技术的推广，实现大面积平衡增产。１９９５
年后，在政府的扶持下，农民个体或几户联合购买收割机、免耕机、开沟机、条播机等农业机械，掀起新一轮

的农机热。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启动大范围农田开发，通过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和桥、涵、闸、站、渠全面配
套，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治理土地２４４８６亩，建成标准化农田１．６万亩。全镇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９５家，家庭农
场１７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２５９７９户，农业规模经营比重达到６５％。

四

郭庄镇历史上一直以农业为主导产业。解放前，两乡的工业仅有几座手工小作坊沿袭古老的传统，做

些小生意。句容解放以后，两乡党委、政府领导人民致力经济建设，开始起步兴办以农机具修造为主的乡镇

小工业，并不断发展。１９７８年以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行改革开放，两乡经济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到了８０年代，江苏兴起乡镇工业，１９８６年，郭庄乡有工业企业２７家，葛村乡有工
业企业４２家。是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１１５．５２万元。１９９２年初，郭庄乡党委、葛村乡党委以解放思想为突破
口，以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为导向，以项目为抓手，抢抓机遇，加快发展。１９９３年，郭庄镇引进第一家外资企
业落户金星村以后，一批外资企业陆续落户郭庄。１９９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党委、政府根据上级相关规定，结
合实际情况，在政策、职权允许的范围内，多方听取吸收意见，制订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１９９５年后，乡镇企
业陆续实行改制，到２０００年底，改制企业２０家，盘活存量资产１０００万元。

１９９７年以后，郭庄镇招商引资取得突破，金星村组建高士达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陶瓷娃娃生产基地。
到１９９８年底，全镇兴办外资企业３８家，实际利用外资８６９．８３万美元。成为镇江市招商引资项目个数最多
的乡镇。在外资企业发展的同时，民营企业也迅速发展。同时千方百计扩大外贸出口，支持本地获自营进

出口权的企业自营出口产品外销。

１９９５年郭庄镇建第一个工业集中区———金星村台资工业园区，规划面积３０００亩，至２００３年６月，累计
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３５００万元，开发面积１平方千米，１４家外资企业、１８家私营企业落户。是年，郭庄镇在镇
西设新的工业集中区，规划面积２．１平方千米。２００４年，建成标准厂房５．８８万平方米，全年新办外资企业４
家，实际利用外资６９０万美元；私营企业３３家，注册资金３８５７．３０万元。１９９８年初，葛村镇建工业集中区，面
积３００亩，投资３００万元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至２０００年底，进区企业１２家。２００２年，在葛村东沿宁茅公路
向两侧扩展园区面积，使用土地面积４００亩。至２００４年，落户企业１５家，年销售额１．３０亿元。２００５年，郭
庄、葛村两镇合并后，对工业集中区整合规划，至２００６年底，工业集中区面积２．５平方千米。２００８年，郭庄镇
规划并启动“空港新区”建设，是年底，工业集中区面积３平方千米。２１６家工业企业落户。至２０１５年，郭庄
镇有工业企业３３５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５３家，高新技术产业企业１４家，企业从业人员１８４１１人，工业
总产值１０３．６１亿元，实现利税８．１０亿元。

郭庄、葛村两镇合并后，新成立的郭庄镇发挥临近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空港新区，

打造招商引资的更大平台。同时放宽农业户口转入非农业户口的政策，吸引和鼓励农民进集镇经商办企

业，加速中心集镇的发展和建设。全镇商业与集镇建设同步发展，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

各类商品市场的建立，打破原来单一的市场模式，发展成为综合市场、专业市场，集镇内先后兴建３家农贸市
场、１０家专业市场、１８家中小型超市、１３家酒楼饭店，还有饮食店、中小旅店，洗浴、茶水、修理业、打字复印
业等共２００余家。１９９２年开始兴起的劳动力市场，郭庄、葛村两地每年都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市场招聘，
从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有１３００余人通过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同时，落户郭庄、葛村的各工厂企业也通过乡镇劳
动力市场解决用工问题。到２０１５年，乡镇从业人员２７８０１人，其中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有２３０１９人。２００２
年，郭庄成功创建镇江市新型示范小城镇和卫生城镇。

要想富，先修路。郭庄充分利用政策，抓住机遇，修建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公路，截至２０１５年底，集镇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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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大的村民组的道路都实现硬化，达到标准。

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电力的需求呈快速上升态势。１９８７年建成郭庄
３５千伏变电所，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建成葛村３５千伏变电所。１９９６年建成后白１１０千伏变电所，对句容南部（包
括葛村、郭庄）的经济发展提供电力支持。１９９８年起，郭庄、葛村全面改造农村电网，２００２年扩建改造葛村
３５千伏变电所。全镇供电能力显著提高。２００４年７月，位于空港工业集中区的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合闸投运送
电，成为全镇主要供电电源。

五

经济发展有力地带动文化、广播、电视的发展，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和娱乐环境。１９５０年，六
区建立中心俱乐部，１９５６年，葛村成立乡文化站，１９５９年，更名为公社文化站，同年郭庄公社成立公社文化
站，１９８５年两公社文化站更名为乡文化站。２００１年，两镇文化站藏书８０００册，用房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７
年成立郭庄镇文体服务中心，占地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活动用房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建有图书室、篮球场、乒乓
球室等活动场所。１９８２年建郭庄影剧院，１９８３年建葛村影剧院，两影剧院共有座位１７９６个。广播电视从无
到有，１９５６年县广播站建成后，两乡建广播放大站。１９７０年，仅郭庄就有广播喇叭１．４２万只。１９９０年底，郭
庄、葛村两站至村广播主杆线７０．６０千米。１９８２年，县建电视差转台，开通乡镇电视，２００４年升级为数字电
视，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创成句容市“有线电视小康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事业得到发展。群众体育
活动大都借助学校体育场地。农业合作化后，生产队在打谷场设置篮球架开展活动。９０年代初流行的呼啦
圈和２０１２年后的广场舞是一项全民参与的体育活动。郭庄镇重视残疾人体育运动，金星村村民胡鹏，在国
家级、省级残疾人举重项目上获奖，并在国际残奥会、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奖。

郭庄历来重视教育。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的教育事业已初具规模，共有幼儿园（班）４５个，２所普通中学，
６个初中点，其中有５个高中班，在校中学生２６６２人，实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成立乡镇成人教育中
心，为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两乡镇成人教育中心坚持“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先后举办３２２
期会计、统计、服务员、家政等培训班，培训２．１５万人次。有７所中小学和幼儿园获得或被江苏省级相关部
门确认为各种荣誉称号。

１９８５年，郭庄、葛村两乡都建有科普协会。农业科技人员推广良种、改革耕作方法，防病治虫等，使得农
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逐年提高。截至 ２０１５年，全镇有各类科技人员 ６６２人，其中农业技术人员
４５人。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郭庄、葛村卫生院从原来的普通乡村卫生院，建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基层医疗机

构。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如彩色Ｂ超、耳鼻喉综合治疗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心电监护仪、救护车等。郭庄
医院有临床科室１１个，医技科室８个，病床３４张，葛村医院有临床科室９个，医技科室６个，病床２０张。除
常见的内外妇儿科室外，新增开设有五官科、眼科等科室。郭庄卫生院２００８年获镇江市“人民满意基层站
所”称号，葛村卫生院１９９６年８月评为“一级甲等”卫生院，１９９８年创成爱婴医院。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新成立的郭
庄防保所，设预防接种点３处，对国家规定的传染病实行免费治疗和督导。１９９１年，郭庄乡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６．５０‰，葛村乡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７．２０‰，以后呈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郭庄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１７．５９‰。２０１５年，为１．１８‰，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３０多岁增加到７４．６０岁。

六

郭庄镇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风淳朴。干群一条心，虽遭受各种挫折、失败、磨难，相信党、相信人民群

众的初心不改。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发生的“大跃进”，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扭曲社会、扭
曲人心，使得各项工作受到重大干扰，甚至倒退。经济建设忽视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经济体制急于过渡，实

行人民公社化。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平调风严重泛滥，使经济建设遭受很大损失，粮食生产下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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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遭受极大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社会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深受影

响，教育质量下降。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行各业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
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各个领域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施法治。两乡各条战线，尤其

是农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社会政治稳定，人民安定团结，生活明显改善。人民思想大解放，认识大飞跃，

更加坚定信心，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市场经济中重视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围绕经济抓党建，组织党员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农村党组织开展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党员带

头发展商品生产，帮助群众共同致富的“双带”竞赛活动。在全市建起第一个村级党委———金星村党委。精

神文明建设在市场经济中得到加强，中共十四大以后，两乡镇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社会风气积极

向上。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１９９２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起步，１９９５年把职工的社会养老、失业、工伤、
生育等保险费用，由单位企业转向社会统筹。通过扩面参保措施的实施，参保人员逐年增多。截至２０１５年，
养老保险覆盖全镇应保人口的９８．２０％，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率１００％，失业保障覆盖率９８％，农村医保参保
率９８．６０％。农村低保标准不断提高，实现应保尽保。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５年，完成对７１户的危房改造，全镇已没
有危房户。至２００８年底，郭庄镇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６０５元。全镇人均住房面积４２平方米，百户家庭拥有电
话４０台，空调机４０部，电冰箱９５台，太阳能热水器８０台，８％的农户购买运输车、载客车或家庭用车。到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４０．６２亿元，粮食总产量４７２３３吨，企业
实交税金１．７９亿元。出口总额５００９万美元，实际到账注册外资２２００万美元，财政总收入１．４３亿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８２７１元，人均住房面积５８平方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４３４６５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参保
人数１９６５０人。按照省定全面小康标准，４大类１８个指标中，郭庄镇全部达到或超过小康社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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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汉

相传汉太守张渤之父治理赤山湖有功，殁葬于句容城南十里处，地方人立祠祭祀。

汉太守张渤继夏禹治水事业，治理赤山湖，恩泽黎民。

三　国
吴赤乌二年（２３９年）
兴屯田，筑赤山塘（赤山湖），置百罡堰，立盘石水则，蓄水浇灌句容、上元两县九乡田地，号称万顷。

南北朝
齐建武年间（４９４—４９８年）
明帝派沈蠫修赤山塘，所费银两十万。

唐
麟德二年（６６５年）
句容县令杨廷嘉修筑赤山湖，建两“斗门”。

天宝年间（７４２—７５５年）
赤山改名绛岩山，随之赤山湖更名绛岩湖。

大历十三年（７７８年）
句容县令王昕修复绛岩湖堤，复修两斗门，灌万顷。

五　代
晋天福年间（９３６—９４４年）
再兴工役复修绛岩湖。

南唐保大（９４３—９５７年）
差官员到赤山湖修造斗门三座，通放湖水，常令湖积水五尺。

宋
宋代初年，奉敕赐料物粮食，赈恤耕民置造斗门，加修湖埂，并重新议定湖管条例。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
建康知府叶龙图于旧湫处（今芦亭村北）置立大石柱，将盘石水则移刻于柱上。

明
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年）
句容知县王禧奉本府帖文，委医学训科戎永宁修圩４７处，当时句容有圩岸６３处。
万历五年（１５７７年）
洪水泛滥，百丈上、下圩涵全被冲毁，句容县令丁宾督民修筑上五闸、下四涵。

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
蛟出茅山大水，淹没田庐。百丈与斗门两圩之民，为排水矛盾结怨构讼，句容县令茅一桂亲临履勘，划

界分治，使水各有蓄泄，两利无妨。

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
句容县令茅一桂兴水利，开浚赤山湖，建陈家闸（赤山闸）黄堰坝（黄泥坝）闸，蓄水灌溉，通舟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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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
郭庄百丈与斗门为水利纠纷，民怨互讼，数年不已。句容县令宋楚望亲临履勘，丈明段落，计亩均夫，刊

石碑，以垂永久。

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
明末初建的高阳桥倾圮，历三年修复，后被水淹没。

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
兴建望仙桥。２０１３年拆迁被毁。
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
赵永正独资修建芦亭大桥。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
五月　地震、地生黑毛，状如猪鬃。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
句容大旱，飞蝗蔽天，斗米千钱。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
二月，清军副将虎坤元攻打溧水，溧水太平军退至高阳桥。

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溧水后，虎坤元、傅振邦由溧水乌山进攻郭庄庙的太平军。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
二月，天京（今南京）被围，告急于长江、皖南太平军诸将领谋议，率大军突袭浙西清军，断其后援。

三月十五日，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成与李世贤会战东坝，即克东坝、溧阳。由溧阳进攻赤山湖，复会于

淳化镇，县境清军震动。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
太平军二占句容城，对反抗的民团、团练、练首采取坚决镇压，三岔、郭庄庙等镇民团、团练、练首均遭

镇压。

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
左宗棠督两江，调拨营勇五千，开挖整修赤山湖新旧河道，同时，建陈家边木桥并重建陈家边石闸。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
句容尚兆山著《赤山湖志》。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
五月二十三日—六月五日，连续大雨，圩田尽淹。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
郭庄知名人士唐仲符创办私立郭庄庙小学。

是年　郭庄、葛村新建邮局、电报局传送一切公文、邮件，乡镇各铺，同时裁撤。
民国１０—１１年（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
由江苏省建设厅资助，招民夫２０００余人，对赤山湖浚河复堤，完成土方１３万方（营造方：１丈×１丈×１

丈），实付工程款３００１４元。
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年）
新学制公布，学校一律改为初级小学。是年，洪水、地震并发。

民国１９年（１９３０年）
１月３日，下午６时，县境内发生强烈地震，震中在镇江，震中强度七度，震级５．２５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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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
特大干旱。入夏至秋。数月不雨，沟塘干涸，地皆龟裂，人食草根、树叶、观音粉（膨润土）充饥。

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年）
修筑宁溧路（经郭庄至溧水公路）。

江苏省建设厅派员对赤山湖、句容河实施浚河复堤，赤山湖堤长２３．９４千米，完成土方６８．３２万立方米。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
冬，日军入侵，句容沦陷，郭庄庙小学１４间校舍、６６套课桌、办公桌、图书、教具、文具全部被烧光。
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年）
３月１８日，新四军第四团粉碎日军对句容郭庄庙地区的扫荡。
６月１１－１３日，国民政府军５２师第３１２团团长唐德率３个营在葛村虬山地区与日军发生战斗，毙伤日

军３００余人，敌香垣大佐毙命。
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
５月１３日，新四军第２支队在副司令员廖海涛率领下，在赤山伏击打死日军吉田中队长及以下１００多

人，缴获一批武器。

５月，新四军２支队４团３营配合地方民兵袭击郭庄庙“华阳楼”据点，打死日军７人，俘伪绥靖队员３０
余人，缴获一批武器。

打死日伪军战马３０匹，毙敌１０余人。
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年）
５月，赤南、赤北、句北三县委合并，成立中共江句县委，陆纲为书记。
茅山地区开展秋收减租运动，各县区、乡成立各级农救会。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
１１月１日，新四军发出《告别民众书》，向与新四军血肉相连、浴血抗战的江南父老兄弟姐妹挥泪告别。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
５月中旬，全县五个区发生蝗灾，危害庄稼，范围万余亩，各区、乡组织人工扑灭。
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
省立句容临时中学迁入郭庄乡汤巷村。

６—７月，霪雨连绵，山洪暴发，河堤多处倒塌，１２个乡５．２０万亩农田受灾。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年）
４月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郭庄、葛村解放。
６月，区、乡各界人民筹措大米，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进军。
６月中旬，阴雨连绵、河、湖水位猛涨，六区水灾严重，受洪涝灾害面积８万亩。
７月，江苏省江南水利处下发《赤山湖闸坝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１日，郭庄、葛村各界人士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后，举行游行活

动。全区、各乡师生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之，掀起“向工农开门”办好学校的热潮。

１９５０年
１月，郭庄、葛村两乡水利工作以防洪防旱为主，圩区修复江河圩堤；丘陵山区兴修塘坝、增加蓄水。
２月，郭庄、葛村两乡发动群众大力兴修水利，丘陵山区挑塘筑坝，圩区加高加固堤防。
３月８—１４日，虬山、高阳等乡村，先后发生少数坏分子煽动抢劫国家粮库事件，主犯被处决。
６月１日，全区、各乡小学少年儿童热烈庆祝建国后的第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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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中旬，四、六区连降大到暴雨，雨量达２００多毫米，圩区漫溢１４个圩，决口１０处，四、六区受灾较重，
１１．７０万亩农田受淹，倒塌房屋２００多间。

１０月，第六区各乡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道会门头子
等反动势力。

１１月２５日，第六区各乡为保障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严惩反革命分子和违抗土地改革法令的
罪犯，县成立人民法庭、六区成立分庭。

１２月２０日，第六区各乡干部土地改革工作队员放手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１９５１年
３月中旬，第六区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被彻底废除。
是月　第六区各乡青年报名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７月，第六区各乡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号召，掀起修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拥军优属的

热潮。

１２月，第六区各乡开展“三反”运动，至１９５２年７月结束，４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１９５２年
１—２月，第六区各乡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五反”教育，有少数犯有违法行为的工商户受到处理。
５月，“教师薪金”一律发放现金。
７月，公办教师开始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１９５３年
７月１日，结合“普选”，全区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１０月１日，集镇居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
１１月２８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１２月１６日，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１９５４年
４月４日，第六区各乡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超分配完成。
５—７月，赤山区连降大到暴雨，７月份降雨量达４３１．６毫米，圩区全部淹没。
６月，第六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刘景良为区长。
１２月２８—３１日，大雪，地面积雪２５厘米，雪后连续低温在零下１５—１８度。
１９５５年
７—８月，赤山区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称之“三定”）到户政策。
１９５６年
１月，赤山区对私营、个体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２月２８日，赤山区各乡创办农业高、初级合作社。
４月１０日，赤山区、乡机构进行调整。成立赤山区人民政府。
８月１４日，撤销赤山区区公所，成立郭庄乡、葛村乡。
是月，中共郭庄乡党总支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２９人，选举产生张步生为代理书记；是月，中共

葛村乡党总支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３２人，选举石永昌为代理书记。
１２月，郭庄、葛村两乡全面开展整社运动。
１９５７年
１月，句容成立赤山湖切滩培堤工程指挥部，发动二圣、三岔、葛村、郭庄、后白、石狮、城东、春城八个乡

的６４０４个劳力于１月１８日动工，因遭大雪停工，延至１１月１日复工，动用１１３６６个劳力，于１２月底完竣，两
次共完成土方４８．１６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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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郭庄乡全部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６月２４日，郭庄、葛村两乡全面开始帮助党整风，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下半年，开展反
击右派的斗争。

７月，后白至郭庄１４．８０千米公路开工，这是解放后县境修建的第一条公路。
１９５８年
１月２６日，郭庄、葛村两乡开展以除“四害”（麻雀、老鼠、蚊、蝇）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２月１０日，后白至郭庄公路建成举行竣工典礼，是月１日正式通车。
３月，郭庄、葛村两乡民工参加二圣水库大会战。
是月，郭庄乡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４月，郭庄、孔塘创办３所农业中学。
８月，郭庄、葛村创办２所初中。
９月１０日，郭庄、葛村分别成立人民公社。葛村公社召开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吴克文为

社长。

下半年，郭庄、葛村两公社办共产主义学校，实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

９月２０日，郭庄、葛村以大队为单位大办食堂，提倡“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
１０月，赤山公社金星大队在兴建后郭公路工程中，获交通厅锦旗一面。
是月，中共郭庄公社、葛村公社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唐家荣任郭庄公社书记。石永昌任葛村公社书记。

是月，虬山水库动工兴建，原设计标准中型水库，后改为小（一）型水库标准施工，１９５９年春合龙蓄水。
１２月，葛村公社兴起冬季造林运动，下马岗２．５０万亩桑园成林后，经济效益好，林业部组织北方十六省、

市代表前来参观。几年后，“以粮为纲”退桑还田、桑园被毁。

１９５９年
１月，农民月口粮（原粮）降至１０多斤，生活十分困难。
２月，继续贯彻总路线，鼓干劲，扫除思想障碍，掀起更大的跃进。
３—４月，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纠正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生产队财产的偏向。

宣传实行“分级管理、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政策。

３月，贯彻“两条腿走路”（公办、民办教育）的方针，倡导全日制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业余学校
并举。

７—１０月，干旱、未降透雨、沟塘干涸，农作物枯萎。
１２月，开展“反右倾”斗争。
１９６０年
１月，群众生活困苦，出现浮肿病、干瘦病人，妇女子宫下垂人数上百人。政府设固定治疗点，拨粮拨款，

为患者治疗。

９月，开始调整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和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
是月，根据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精神，总结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

夸风、共产风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等严重问题。

１２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精神》，检查总结三年来的经验教
训，深刻认识“五风”、特别是“一平二调”“共产风”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不执行党的政策的危害。并提出

“破产还债、坚决退赔”的具体措施，取信于民，保护和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

１９６１年
２月，郭庄、葛村两公社对“一平二调”账进行退赔兑现。
５月１９日，建立赤山区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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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停办职业中学，下放中小学超龄学生回家参加农业生产。

８月２５日，郭庄、葛村两公社根据县市场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
１０月２９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两公社供销社和国营商业

分开。

１２月，葛村公社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王大仁为社长。郭庄公社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
举万克森为社长。

１９６２年
１月３日，全县调整增加虬山、谢桥、高阳等１２个农村人民公社。
上半年，镇江专署教育处在郭庄等３个公社进行农村教育调查，按照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

针，帮助举办１８所简易小学。
７—９月，降暴雨６次，雨量达８４０毫米，湖水陡涨，郭庄、葛村两公社受淹面积近万亩。
１０月，根据县委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的精神，给部分党员干部平反。
是月，赤山闸提水站动工兴建，安装５５千瓦电机配２０混流泵８台套。
是年，高阳、谢桥、郭庄、葛村、虬山建立辅导区。

１９６３年
３月５日起，郭庄、葛村中小学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
３月，郭庄、葛村两集镇下放老居民户口２７０人到各大队落户。
７—１１月中旬，开展“五反”运动。
是年，农业生产逐步恢复，郭庄、葛村两公社粮食产量３．９５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１９６４年
１月，郭庄公社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９８名。大会选举王万金为社长。
３月，郭庄、葛村、谢桥、高阳、虬山等公社各行各业进一步掀起比、学、赶、帮、超的“五好”竞赛运动。
７月１日，郭庄、葛村、谢桥、高阳、虬山等公社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
１１月，葛村公社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吴克文为社长。
１２月中旬，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历时七个月，至

１９６５年７月底结束。
１９６５年
５月，经省委同意，撤销赤山区工作委员会。
６月２７日，郭庄、葛村两公社选派２３名代表参加县召开第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会议。
７月３日—８月４日，根据县委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精神，建立郭庄公社、葛村公社贫下中农协会。
８月２０日，受１３号台风影响，猛降暴雨，圩区洪涝成灾，圩堤决口３处，冲垮塘坝６１７座，桥梁４８座，毁

坏房屋１６６５间。
９月２３日，国家卫生部决定在句容成立农村卫生工作队，下设葛村分队。
１０月１３日，经省人民委员会同意，撤销高阳、谢桥、虬山３个农村人民公社。
秋，郭庄初级中学增设高中班，改为完全中学。

是年，中小学生开展“向王杰叔叔学习，做革命接班人”活动。

１９６６年
夏旱接秋旱，年平均降雨量７７０．３０毫米，７、８两个月仅１０２．９０毫米，塘坝、小水库相继干涸，灾情严重。
７月５日，学习和讨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组织干部群众批判“三家村”（作家邓拓、吴晗、

廖沫沙三人于６０年代初，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三家村杂记”专栏，“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家村”被诬为
“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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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郭庄中学、葛村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８月，郭庄中学、葛村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
９月，“红卫兵”走上街头，以所谓的“革命”“造反”的名义，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

惯），许多珍贵历史文物和有价值的图书资料被毁弃。部分教师和知识分子被诬为“牛鬼蛇神”遭到批斗、

游街。

１０月上旬，郭庄中学、葛村中学学生教师员工代表组成一个代表队，赴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
１０月下旬，郭庄中学、葛村中学掀起“革命大串联”热潮，师生员工奔赴全国各地，进行“新的长征”。
冬，郭庄、葛村两公社学校、企事业单位、集镇、机关纷纷成立形形色色的“红卫兵”“造反队”“战斗队”

等组织，掀起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狂热运动，诬蔑

性大字报，大标语贴满集镇大街小巷，采用打倒、罢官、开除党籍、戴高帽子、游街等手段，批斗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和“学术权威”，公社机关和学校的工作教学秩序被打乱，处于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混乱，无政府主义

泛滥。

１９６７年
２月，“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发展，公社领导干部均被“靠边”“打倒”，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

响下，各机关、学校、工厂的“造反派”组织相继公开“夺权”，派性纷争愈演愈烈。

３月，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
是月，全公社小学成立“红小兵”组织取代“少年先锋队”。

７月，由于派性膨胀，郭庄、葛村两公社内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个造反派别，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
“红联”）和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简称“革联”）。两派别长期严重对立纷争不断。

１９６８年
４—５月，公社、企事业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４—７月，从机关到学校、从集镇到农村，普遍清理阶级队伍，严重混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有的干部和

群众遭到批斗、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惨遭迫害，甚至有人含冤致死（郭庄３人，葛村１人）。
８月，耕读小学均转入全日制小学。
９月，小学废除升学考试，毕业生全部入初中就读。
１２月下旬，“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的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学生（简称“老

三届”），全部动员去农村插队落户，同时还接收安置南京、镇江等城市的４００余名知识青年插队落户。
１９６９年
３月，组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加农村“斗、批、改”工作。
春，学制缩短为小学５年，初中、高中各２年。
７月１４—１６日，连降大暴雨，山洪暴发，郭庄公社中圩、陈家圩、白土圩相继破圩，８个村庄被淹，倒塌房

屋１０００间。
９月，农业中学全部停办，大部分完全小学“戴帽子”办起初中班。实行七年一贯制学制。
１１月１６日，为解决历史遗留的水利矛盾，郭庄公社处于周岗圩的新农、西释、光明、高阳四个大队的

７４６０亩土地，４８００人口，划归江宁县新组建的周岗人民公社。
冬至１９７０年春，接收安置南京、镇江等城市居民，外市县干部７９人到农村安家落户。
１９７０年
２月，郭庄、葛村分别成立中共郭庄人民公社委员会，中共葛村人民公社委员会。
２月１６日，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运动。

春，中小学生招生改春季，两公社中小学执行“五七”指示，开展学工、学农、学军“开门办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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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两季参加由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的灭螺大会战，郭庄、葛村两公社共出工６万余人次。
１１月，中共葛村公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朱华福为党委书记。
冬，葛村公社发动７０００劳力整治西河，并规划南河下段与西河合并。
１２月，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
１９７１年
２月７日，郭庄、葛村两公社开展“深挖‘５·１６’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使一些干部、教师蒙受迫害。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这些假案全部得到纠正平反。

５月１６日，根据省、县委部署、进一步揭露和批判陈迫达篡党夺权的罪行。
７月４日，郭庄、三岔、石狮等地遭龙卷风袭击。
１０月１６日，根据县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９·１３”叛党叛国事件的文件，郭庄、葛村两公社向广大干

部和群众传达。

是年，郭庄、葛村两公社粮食总产突破５．５０万吨，比上年增长２７．５０％。
１９７２年
１月，郭庄、葛村两公社继续深入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罪行，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１９７３年
１—２月，根据县委扩大会议的部署，郭庄、葛村两公社继续抓紧抓好“批修整风”头等大事，夺取革命、生

产双胜利。

３月１８日，因“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团组织工作得到恢复。
５月，溧水县群力公社爱年大队的冲东村划归郭庄公社。
冬，郭庄、葛村两公社参加县组织查螺灭螺活动，达２万人次。
１９７４年
６月１７日，郭庄公社遭龙卷风和冰雹袭击，风力９—１２级，冰块大似鸡蛋，砸坏、刮倒房屋１００余间，折

断电话、广播线杆５００余根。
是月，中小学恢复秋季招生，各学校开展“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活动。

１９７５年
１月，清理和销毁有关深挖“５·１６”的材料，为错打成“５·１６”分子的干部群众平反。
１—３月，郭庄、葛村等１８个公社５．６０万余民工会师赤山湖，开河加堤，改造南、北、中河。
３月１７日，大雨，后郭线原西溪石拱桥冲毁，中断行车，至１９８０年建成３孔双曲拱桥，全长８１米。
７月，新建赤山闸竣工，设计流量为２５０立方米／秒，相当于解放前建造的滚水坝的６倍。
１０月，根据县委召开三级干部誓师大会的精神，提出“一年建成大寨县”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
１９７６年
１月１６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实况广播和电视。
２月，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
９月９—１８日，郭庄、葛村两公社干部群众沉痛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１０月２２日，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是月，中共郭庄公社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王庚富为党委书记。

是年，郭庄、葛村两公社教改组撤销，建立完全中学负责制。

１９７７年
３月，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各大队，帮助基层整风。
６月１３日，郭庄、葛村农具厂划归公社管理。
８月，大中专院校恢复招生考试制度。郭庄、葛村有３０余人参加招生考试，８人被大中专院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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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工宣队、贫管会全部撤出学校。

１１月，郭庄公社朝阳圩片“拉框格方，平整土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全面进行。
１９７８年
２月８日（农历正月初二），郭庄、葛村两公社万余名水利民工冒雨雪会战句容河、大道河。
８月，开始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下放户子女、初高中毕业生分期分批安排劳动就业。
９月，中小学开始贯彻执行新的《教育大纲》，使用全国统编教材，恢复高中入学考试制度。
１０月，中小学撤销“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少年儿童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
是年，郭庄小学被评为句容县重点小学。

１９７９年
２月，学习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拨乱反正、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认真处理好“文化大革

命”中和历史遗留的问题，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３月１２日，纪念第一个植树节，两公社近万人参加植树活动。
３月，取消完全中学负责制，恢复中小学建制，中小学分开管理。
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两公社地、富、反、坏四

类分子共摘帽３８９人，所有地主、富农分子出身的子女成份全部定为社员。
６月，开始有计划地从民办教师中选招公办教师。
７月９日，溧阳上沛、庆丰一带发生６级地震，人有震感，有群众搭棚夜宿在外。
９月，初中由２年制向３年制过渡。
１１月，中小学试行班主任津贴制度。
１２月，葛村公社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姚大巧为主任，郭庄公社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

举王庚富为主任。

１９８０年
２月，赤山湖渔场开发工程启动。
４月，葛村中心小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成绩优异，受到省政府嘉奖。
７月，恢复小学升学考试制度。
８月上旬，两乡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结束。
９月，全面实施农村生产责任制，实行包工到组、联产承包、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责任制。
１９８１年
４月，郭庄公社革命委员会第八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徐玉康为主任。
５月，撤销郭庄、葛村两公社革命委员会。
是年，郭庄公社朝阳坝排涝站被省排灌总站评为先进排灌站。

１９８２年
７月１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７月，中共葛村公社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赵忠孝为党委书记。
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１０日，认真学习讨论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作的开幕词，进一步明确提出因势利

导，稳定、完善、提高农村生产队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年，自１９７９年以来，逐步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所有冤、假、错案。
１９８３年
１月，中共郭庄乡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简恩承为党委书记。
５—６月，郭庄、葛村公社实行政社分设。
６—７月，根据省委有关文件规定，郭庄乡通过考核考试辞退不适宜任教的民办教师２３人，新招民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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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教师１５人；葛村乡辞退不适宜任教的民办教师５人；新招民办合同教师１２人。
７月中旬，暴雨，郭庄乡陈家圩堤险些决口。７月２４—２９日，发动全乡５０００余劳动力，加宽加固陈家圩

堤，６天完成土方４万立方米。
９月４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分子的决定》，集中搜捕了各种刑事犯

罪分子８人。
是月，中共葛村乡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许同禄为党委书记。

是月，小学恢复６年学制。
是年，郭庄公社、葛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

１９８４年
１月１７—１８日，境内降大雪，积雪２９厘米，使交通、邮电、广播线路中断。部分工厂停产。
５月１日，葛村至甸岗公路正式通车，全长１１．５０千米。
是月，葛村乡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１２月，郭庄、葛村两乡中小学基本实现“一无两有”，经省教育厅、财政厅验收合格。
１９８５年
２月，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县、乡、村三级办学，两级管理。
５月，郭庄乡第九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孙龙宝为乡长。
７月，按政策规定，开始征收城乡教育事业费附加。
同月，张（庙）朝（阳桥）和谢桥至朝阳桥５．５１４千米公路通车。
９月１０日，郭庄、葛村两乡隆重举行庆祝首届教师节大会。
是月，葛村乡西地小学被定为江苏省名校。

１２月２２日，赤山湖渔场续建会议召开。会议决定赤山湖渔场续建配套工程启动。
是年，郭庄、葛村两乡电话电路实现半自动拨号。

１９８６年
４月５日，联邦德国博士洛伦茨、格沃兹、梅安迪一行３人，到郭庄甲山陶土矿进行考察。
１１月１２日，省人民政府追认１９８４年７月６日为抢救两名落水儿童而英勇献身的郭庄乡南陌村村民刘

正忠为革命烈士。

１９８７年
７月１—８日，连降大雨，赤山湖地区一周内累计降雨２７２毫米，部分农田被淹没，３万余名干群日夜奋战

在抗洪第一线。

１０月，中共郭庄乡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王厚明为党委书记。中共葛村乡第七次代表大会召
开，选举许同禄为党委书记。

是月，新开征耕地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

１９８８年
４月，虬山水库溢洪闸、块石护坡、坝脚反滤、进水库公路等工程开工，年底竣工。
５月，郭庄兽医站实行畜禽混合饲养、育种、加工一条龙生产。生产配合饲料２５００吨，养猪１０００头，禽

４．８０万只。向社会提供苗禽３３万只，鲜蛋２００吨，产值２００余万元。
１９８９年
４月，根据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发出的通知，郭庄、葛村两乡和各部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人民

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１１月，省劳模、葛村乡养猪大户陈月海获“全国科技致富能手”称号，中国科协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章。
１２月５日，全县２２个乡镇，共７万多劳动力汇集句容河，实施周戴至赤山闸段堤防除险加固工程，１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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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土方６４万立方米。
１９９０年
１月，郭庄乡被评为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集体。
３月，郭庄乡第十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赵挺俊为乡长。葛村乡第九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

赵盘根为乡长。

８月３１日—９月１日，县境遭受５号强台风袭击，水稻、棉花倒伏，县委县政府组织抗灾救灾。
９月２日，副省长凌启鸿率领省有关部门到郭庄等乡视察灾情，指导群众抗灾救灾。
１１月１６日，郭庄、葛村两乡完成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１９９１年
３月，中共郭庄乡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葛根喜为党委书记。中共葛村乡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王

远根任党委书记。

６月１２日—７月１２日，连降３场大暴雨，形成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
６月１３日下午，葛村五渚坊村民周宜顺因抢险下水堵漏涵，被洪水吞噬牺牲。６月１８日，县政府作出

《关于向周宜顺学习的决定》，７月２４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周宜顺为革命烈士。
６月１５日凌晨９时，葛村西河堤防先后出现９段大塌方，军民奋力抢救，至１５日下午，险情得到控制。
９月２１日，郭庄、葛村两乡党委根据县委发出《关于在全县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明

确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导思想、任务、教育重点、步骤方法以及加强组织领导问题。

是年，香港《文汇报》捐款援建的郭庄医院大楼竣工。

１９９２年
３—５月，郭庄、葛村两乡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内容，制定大开放、大开发具体措施。
７月３０日，郭庄、葛村两乡根据县委、县政府颁发《句容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八五”规划实施意

见》，各自制定本乡的实施规划。

１９９３年
１月，郭庄乡第十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高庆国为乡长。葛村乡第十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

高卫民为乡长。

３月２２—２７日，句容连续降雨，雨量达１７０．２０毫米，因句容河下游湖熟段施工坝未拆除以及导流不足等
原因，郭庄镇朝阳圩出现大面积洪涝，受灾面积达１万亩，３月２０日，省抗排２处调２２台套４９５型柴油机组
至郭庄朝阳坝帮助排涝。

１０月，郭庄、葛村两乡镇推进清产核资、股份合作制、农村合作基金会扩股工作。
１９９４年
１月，郭庄乡撤乡建镇。
夏、秋两季，郭庄、葛村两镇７、８、９三个月只有１０９毫米的降雨量，遭遇特大干旱。
１２月，葛村乡撤乡建镇。
１９９５年
１月，郭庄、葛村两镇推行职工医疗制度改革。
３月，郭庄镇朝阳坝排涝１０个流量改建项目开工，１０月上旬完工。
４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行７人到郭庄中心小学考察。
９月１８日，郭庄镇金星村成立全市第一个村级党委。
１２月２７日，市高士达工艺品厂晋升为“江苏高士达陶瓷娃娃集团”，这是句容乡镇村办企业中首家省级

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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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
２月，葛村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高卫民为镇长。
是年，葛村镇完成葛虬公路６．５８１千米县乡公路黑色化。
１９９７年
３月，郭庄镇第八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９０名，选举朱开宝为镇党委书记。
８月２８日，郭庄镇甲山村获省“拥军优属模范村”和镇江市“爱国拥军模范村”称号，这在全省属首家。
１９９８年
５月，郭庄镇投入５０万元，完成张朝线、后郭线１２千米县乡公路黑色化。
６月２７日，为树立典型、弘扬正气，市委授予郭庄镇张敬才为“党支部书记标兵”称号。
９月５日，郭庄、葛村两镇完成土地续包和建设农业示范带、延长土地承包期３０年不变等工作。
１９９９年
１月，郭庄镇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实到代表６４名，选举高庆华为镇长。
２月，葛村镇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陈建业任镇长。
６月，兰州军区司令员、政委签署命令破格提拔句容籍（葛村镇）战士陈宪根为边防某团后勤处副处长兼

军需股股长（副营职干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陈宪根入伍，驻扎新疆边陲，先后１７次受到嘉奖，４次立三等功，２
次立二等功、１次立一等功。被新疆军区树为“基层建设标兵司务长”，被驻地塔城地区评为“十大杰出青
年”，获兰州军区首届“西北军营十大杰出青年”“基层建设先进个人”称号。７月３０日，其父亲陈华济被市
政府授予“模范拥军老人”称号。

９月２３日，郭庄镇金星村获江苏省首批“百家生态村”称号。
１０月４日，葛村镇民间龙舞艺术表演团表演的“二龙戏珠”在江苏省“喜迎新世纪舞龙大赛”中获双龙

组金奖，１２月１８日，获“国安杯”中华舞龙赛金奖，并于１９日晚上参加天安门广场大型龙舞表演。
是年，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２０００年
３月，郭庄镇第九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９３名，选举张荣军为书记。
７月１８日，郭庄镇神农富锗灵艺饮片、胶囊综合开发项目被列为２０００年国家级星火计划。
８月，郭庄中学停止招高中新生。
９月１２日，郭庄镇郭庄村成为句容市第一个移动电话村。
９月１９日，２００１年度句容１２９９９．９０亩国家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招标，郭庄等６个镇中标。这是句容

首次在农业综合开发中引入市场机制，以招标形式确定开发乡镇的有益尝试。

１１月１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零时全面展开，普查登记工作１０日结束。
２００１年
６月，教师工资实行以市统筹，由市财政统一发放。
春旱接夏旱，旱情最重时，大部分水库接近死库容，８０％以上塘坝干涸。
８月，郭庄二中并入郭庄中学。
２００２年
１月，郭庄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６３名。选举张延成为镇长。葛村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５８名，傅晓东任镇长。
６月２１—２６日，全市平均降雨量２２１．６０毫米。赤山湖最高水位达１３．０４米，灾情严重。
是年，郭庄中心小学被确认为江苏省实验小学。郭庄镇通过江苏省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先进乡镇评

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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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
３月，郭庄镇第十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９６名，选举陈雪峰为镇党委书记。
４月，中小学、幼儿园开展预防非典型肺炎工作。
９月，根据镇江市有关人事制度改革文件精神，对男年满５７周岁、女年满５２周岁的教师实行提前离岗

退养制度。

是年，葛村中心小学被确认为江苏省实验小学。郭庄幼儿园被确认为江苏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

是年，国家取消农林特产税。

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１日，居民生活用水由原来的１．８０元／立方米上调到２．２２元／立方米。
是年，国家取消农业税附加。

２００５年
４月，郭庄镇、葛村镇开展全体教师向舍身救学生的殷雪梅教师学习。
６月，受上年特大秋旱影响，水库、塘坝底水严重不足，上半年持续干旱、少雨，进入水稻播种季节，两镇

用水全面告急。

７月，Ｇ２５长深高速句容段（全长７．６０千米）动工，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建成通车。
１０月２１日，省水利厅批复高阳河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核定工程投入资金 ２０３０万元，省级补助

１００万元。
９月２１日，水稻大面积暴发褐稻虱虫害，最大量田块达６万余头，属特大发生年份。
１１月，郭庄镇、葛村镇两镇合并，组建新的郭庄镇，镇政府设在郭庄镇。
１２月１２日，郭庄镇甲山村东岗头发现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遗址，距今６０００年。遗址总面积３万平方

米，中心区域１万平方米。
是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征收。

２００６年
４月，中共郭庄镇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召开，实到代表１１８名。选举徐胜宝为镇党委书记。
５月，郭庄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实到代表８４名。眭国荣任镇长。
６月２４日，２４３省道句容段（机场路）改造工程（钤塘—郭庄）开工建设。全长２０．６１千米，按一级公路标

准建设，双向四车道。２４３省道句容境内全长约４６．２１千米，途径边城、华阳、后白、郭庄４镇。
９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收学杂费。
是年，中华慈善总会捐资在葛村中心校所建的中慈楼竣工。

是年，国家开始发放农田粮食直补款。

２００７年
１月１日，教师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
６月，香港邵氏基金捐赠５０万港元的郭庄中心小学“逸夫楼”工程动工兴建，建筑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
７月９日，连续暴雨使郭庄镇西撇洪沟河水猛涨，大堤决口２０余米。下游４０００亩农田被淹；３００多名军

民经过４０多个小时全力抢险，终使决口合龙 。
１０月１日，全镇教师参加公务员医疗补助保险，其中１％直接划入教师的个人医疗账户。
１１月２６日，省级郭庄镇万吨粮食储备库交付使用。
是月，赤山湖管理委员会成立。

２００８年
１月２６—３０日，全镇普降大雪，积雪达２０多厘米。
２月，实行义务教育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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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２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８级特大地震。５月１５日，全镇干群捐款赈灾。
７月２１日，郭庄举行全市城乡一体化通车仪式，涉及句容至宝华、下蜀、茅山、天王、郭庄、春城、城隍庙

等８条农公班线１２９辆农巴车。
８月，葛村中学停招初一新生。
８月１９日，赤山湖大桥合龙，赤山湖大桥２００７年３月开始建设，全长６５０米，宽２６米，总造价３６００万

元，是镇江市最长的跨内河大桥。

１１月２２日，郭庄镇分别增挂句容市临港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句容市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两块
牌子。

１２月２６日，Ｓ２４３扬句线句容段（又称机场路）全线交工验收，并通车。
１２月，宁杭铁路客运专线（郭庄段）正式开工，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正常通车。
２００９年
１月２２日，郭庄镇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度发展民营经济先进集体。
３月１１日，市检察院对符合《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实施（试行）》救助条件的郭庄镇被害人戴社林、雍二

红分别发放３０００元特困刑事案件特困救助金。这是该院首次对特困群体的救助活动。
７月７日，郭庄空港物流产业园项目落户郭庄镇。该项目总投资１亿美元，注册资本６０００万美元，占地

１８８８亩，分物流产业园、物流示范园区和物流教育园区。
９月初，突防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
１０月２６日，省教育厅评估专家组对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创建省级社区教育中心进行评估视导。
１１月１１日，郭庄镇迎来２００９年冬季第一场雪，比常年平均提前１０天（历史平均为１１月２１日）。
１２月９日，“镇江市平安校园”检查考评小组对郭庄中心幼儿园创建“镇江市平安校园”工作进行检查

评估。

１２月３０日，“郭庄镇平安希望小学”揭牌仪式在郭庄中心小学举行，市委副书记孙昌桂和省希望办，中
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领导出席活动。

是年，郭庄镇投入２８９万元对虬山水库进行新一轮除险加固工程。
２０１０年
３月１６日，郭庄镇党委、政府启动赤山湖基础设施建设暨退渔还湖工程，总投入资金约２．４５亿元。
４月，因宁杭高铁建设，拆迁濮家边、孔塘村魏家部分共７１户。
是月，郭庄镇自来水管网与南京自来水管网对接，该镇用上南京自来水。

２０１１年
１月２５日，总投资２０亿元的光电光伏高科技产业园项目落户郭庄空港新区。该项目由上海爱家集团

投资建设，有光电产业项目区、综合办公区、研发区、商业文化区等，形成集硅棒、单晶／多晶硅片、太阳能片
和太阳能电池组件系统工程一体的完整光伏产业链。

４月，郭庄镇第十二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实到代表１１９名，选举侯华锋任镇党委书记。
９月１６日，交通运输部在句容郭庄镇召开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句容做法。
１０月１４日，郭庄镇残疾人运动员胡鹏获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７５公斤级举重比赛金牌。这是句容

郭庄选手获得的首枚全国残运会个人项目金牌。

１１月，因城际高铁建句容西站拆迁雍家边、朱家墩村共５２０户，拆迁面积５９８８７平方米。
２０１２年
３月，郭庄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７７名，选举纪文华为郭庄镇镇长。
７月２０日，陈东方入选２０１２江苏好青年百人榜，被誉为“诚实守信好青年”。
９月４日，郭庄镇残疾人运动员胡鹏在伦敦残奥会上获男子举重７５公斤级铜牌。这是镇江选手在该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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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会上夺得的第一枚个人项目奖牌。

１０月 １—２日，郭庄镇“二龙戏珠”龙舞表演获“龙腾盛世·２０１２‘灵山杯’江苏省舞龙精英邀请赛”
金奖。

１１月１１日，郭庄中心小学百年校庆。市委领导杨庆荣、黄万荣、吴小香等参加庆典仪式。
是年，郭庄镇引进江苏韵达物流有限公司，由上海韵达快递公司投资成立，注册资金６０００万元；总投资

８０００万美元的空港新区奥特莱斯（中国）有限公司品牌折扣直销购物中心；总投资５亿元，注册资金２０００万
元的江苏格瑞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２亿元，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的江苏耀兴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７月１日，宁杭高铁句容西站正式运行，市城乡公交公司开通２条至句容西站的城乡公交线路。句容发

班时间为早班６∶２０，晚班句容西站２０∶００发往句容。
７月１１日，由市妇联、地税局联合主办的“地税杯”句容市“红玫瑰”巾帼文化艺术表演大赛举行。郭庄

镇“紫荆花”巾帼文艺表演的舞蹈《溜溜的康定溜溜的情》获得一等奖。

１１月，因空港新区工业园建设拆迁百丈华家边、望仙桥５７５户，拆迁面积５７６５８平方米。
是月　空港新区创成“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东恒科技园。１３家企业协议入园，全年开票销售总

额可过亿元。

是月　郭庄镇投入４０００余万元对全镇自然村进行环境整治，其中三星级村１个，二星级村４８个，环境
整洁村４９个。

是月　２０１３年“晟大华健杯”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中，郭庄籍举重运动员胡鹏获男子７５公斤级项目
金牌。

是月　２０１３年，郭庄镇被江苏省文明委授予“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江苏省文明镇”。
是月　丹湖小区破土动工。
１２月２６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双百”惠民活动走进郭庄。带来精彩的

文艺节目。

２０１４年
１月１日，句容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从１２８０元调整到１４８０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从１１元调到１３元。

郭庄镇按标准执行。

２月，空港新区内的江苏时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７月，郭庄空港工业集中区的１１０千伏变电站成功投运，并顺利接入电网。该变电站是市第三座１１０千

伏职能化全户内变电站，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开工建设，总投资近亿元，设计３台主变电器，容量８００００千伏安。
本期已投运１台主变电器，容量３１５００千伏安，１１０千伏进线２回，１０千伏出线间隔本期为１２回，最终规模
３６回。

是月　句容市郭庄中心幼儿园园长朱自梅入选“感动江苏教育人物———２０１４最美乡村教师”。
８月，郭庄镇党委书记侯华锋调离，由段永齐任党委书记。
１２月１８日，江苏省第一家国际级美式正统奥特莱斯———南京东郊奥特莱斯携手国际一、二线品牌举行

专场招聘会。

是月　由市文广体育局，赤山湖管委会联合主办的“‘上书房’迎新年，冬游赤山湖”活动。该活动吸引
南京、镇江、淮安、宣城、金坛等地的１２支队伍２４０余名选手参加。

２０１５年
１月，首辆国产自动挡轻客房车在郭庄空港新区的江苏格瑞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下线。
４月，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上，郭庄残疾人运动员胡鹏以２０２公斤的成绩摘得男子７５公斤级举

重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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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郭庄镇注重挖掘历史文化，组织编写《风仪郭庄》一书。
是月，全镇遭遇５０年一遇强降雨，全镇组织１万多人次，出动各类机械设备２００多台套，转移受灾人口

３００多人次。
上半年，园区固定资产投资、用电量、应税销售收入增幅，名列镇江市２０个先进制造业园区第一位。
１２月２８日，总投资１５亿元的德国ＤＨＬ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项目在郭庄镇正式签约。
是月　雅苑小区破土动工。
是月　郭庄中心卫生院获国家卫计委颁发的“全国满意乡镇卫生院”称号。
是月　郭庄镇工业应税销售收入３８．８０亿元，增幅１５０．８０％，增幅位列全市第一。
是月　连续三年被镇江市评为“信访工作先进乡镇”。
是月　农民人均收入由２０１１年的９８８０元提高到１８６９０元，年均增幅１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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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政区划

郭庄镇位于句容市西南，东接天王、后白两镇，西与南京市江宁区湖熟镇街道接壤，南与南京市溧水区

东屏镇交界，北至赤山。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区域总面积１３５．１０平方千米。
２００７年底至２００８年２月实施旅游大开发战略，根据市政府文件规定，将郭庄的谢桥、赤山、芦亭３个行

政村，整体划给赤山湖管委会托管。至２０１５年末，全镇区域总面积１１７平方千米。
郭庄、葛村原是两个相邻的乡镇。清乾隆年间郭庄名为临泉乡，葛村名为上容乡。民国 １８年（１９２９

年），郭庄、葛村同设建制镇，后都改为乡。句容解放后，郭庄、葛村属六区管辖。１９５６年８月撤销区建制，郭
庄、葛村分别设乡，１９５８年，建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撤人民公社设乡，１９９４年郭庄、葛村先后撤乡设镇。２００５
年，两镇合并成立新的郭庄镇，镇政府设在郭庄集镇。２００８年设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
辖１８个村民委员会和２个居委会。

第一节　乡镇级名称及变迁

　　一、明清时期乡镇名称

据明清《句容县志》载，临泉乡为以后的郭庄乡，在县西南５０里。因地势低下潮湿，人们都在较低平缓
的山脊处，靠近或对着有水的地方建房造屋居住，故得名“临泉”。

上容乡为以后的葛村乡。位于茅山的左侧，上容水的右边，而得名“上容”。在县城以南４０里。
这种基层行政组织名称，一直沿用至清末。

　　二、民国时期乡镇名称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县以下地方组织改为区、乡（镇）、闾、邻四级，全县划分９区１４４乡镇，第六区辖
２１乡镇中有３个建制镇，为高阳镇、郭庄镇、葛村镇。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第六区划归为第四区，辖１２乡，
高阳镇、郭庄镇、葛村镇改为乡建制。

　　三、解放后乡镇名称

１９４９年７月，第六区从第四区中划出，辖郭庄乡、葛村乡等９个乡。１９５０年６月，第六区辖郭庄乡、葛村
乡等１０个乡。１９５０年８月，六区辖：郭庄乡、葛村乡等１３个乡。１９５６年４月，原以数序命区改为以地名命
区，第六区改成赤山区，辖郭庄、葛村等１０个乡。１９５６年８月，撤销区建制，全县并５０个乡为２１个乡，其中
有郭庄乡、葛村乡。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全县成立７个人民公社。赤山人民公社由葛村、郭庄、三岔３个乡合并，
公社驻地设在葛村。同年１２月，调整为郭庄、葛村等１８个人民公社。１９６２年１月，又新划出虬山、谢桥、高
阳３个人民公社，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撤销。１９８３年春夏期间，撤社设乡，成立郭庄乡、葛村乡人民政府。

１９９４年１月，郭庄乡改设郭庄镇，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葛村乡改设葛村镇，实行镇管村体制。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郭庄镇与葛村镇合并设郭庄镇，镇政府驻郭庄集镇。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郭庄镇政府增挂句容市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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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区划

　　一、明清时期区划

清乾隆《句容县志》载全县有１７个乡，临泉乡有２都、１５里、２９村。上容乡有２都、１２里、２４村。

　　二、民国时期区划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６月，全县划分为９区１４４个乡镇。第六区辖３镇１８乡：高阳镇、郭庄镇、葛村镇、
宗临乡、魁府乡、万寿乡、野马乡、望仙乡、端方乡、谢桥乡、杜泽乡、汤巷乡、芦亭乡、三邱乡、望湖乡、金山乡、

晓庄乡、高坪乡、方溪乡、西地乡、祁庄乡。

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句容县政府３月１５日决定将原有９区１４４乡镇划并为５区６６乡镇。其中第四区
１２乡下辖金山乡、虬山乡、郭庄乡、高阳乡、朱巷乡、谢桥乡、三岔乡、元通乡、西城乡、南钤乡、水南乡、葛
村乡。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９月，撤销５个区署，６６个乡镇改划为３１个乡镇，原第四区１２个乡镇改划为义城
乡、三岔乡、虬山乡、葛村乡、高阳乡、郭庄乡。

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句容全县划分为２０个乡镇，其中有郭庄乡、葛村乡。此２０个乡镇建制，直到１９４９
年４月人民政府接管。

　　三、解放后区划

１９４９年４月句容县人民政府建立后，７月正式公布为９区５５乡镇，其中六区辖９个乡：葛村乡、金山乡、
虬山乡、郭庄乡、高阳乡、谢桥乡、三岔乡、大同乡、元通乡。

１９５０年６月，六区辖１０个乡：郭庄乡、高阳乡、虬北乡、朱巷乡、谢桥乡、葛村乡、三岔乡、金山乡、大同
乡、元通乡。

１９５０年８月，六区辖１３个乡：郭庄乡、大路乡、高阳乡、高坪乡、虬山乡、朱巷乡、谢桥乡、芦亭乡、葛村
乡、汤巷乡、金山乡、方溪乡、孔塘乡。

１９５６年４月，全县并区并乡，以区辖乡。赤山区辖１０个乡：三岔乡、西城乡、淮西乡、葛村乡、虬山乡、谢
桥乡、高阳乡、孔塘乡、郭庄乡、芦亭乡。

１９５６年８月，撤销区建制，并５０个乡为２１个乡，其中有郭庄乡、葛村乡。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人民公社运动兴起，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全县成立７个人民公社，其中赤山人民公社由葛

村、郭庄、三岔３个乡合并，驻地设在葛村。
１９５９年５月，全县为２２个人民公社，１９６２年１月，又新划出１２个人民公社，其中有虬山、谢桥、高阳，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撤销。全县保留２２个人民公社建制，其中有郭庄人民公社、葛村人民公社。
１９８３年，进行体制改革，全县实行政社分设，相继成立郭庄乡人民政府和葛村人民政府。
１９９４年，郭庄、葛村两乡改镇。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葛村镇与郭庄镇合并，驻地设在郭庄镇。新郭庄镇辖２个社区，２１个行政村。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句容市成立赤山湖管委会，郭庄镇有３个行政村划归赤山湖管委会托管。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市委、市政府在郭庄镇成立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打造句容最年轻的开发区———郭庄空

港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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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邻县交界乡镇划进划出情况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虬山乡的东流、新甸２个自然村划归溧水县。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原分属句容、溧水、江宁三县的周岗圩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单独建立人民公社，江

宁县管辖，原句容县郭庄公社的新农、高阳、西释、光明４个大队耕地总面积７４６０亩，总人口４８００人，划归周
岗人民公社。

１９７３年５月，溧水县群力公社爱廉大队冲东自然村划归句容县郭庄公社王夏大队。

第三节　行政村

　　一、民国时期行政机构保甲制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６月，县以下行政机构设区、乡（镇）、闾、邻４级。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年）６月，乡（镇）
以下的闾、邻改为保、甲。１０户为一甲，１５甲为一保。

六区（含郭庄、葛村、三岔、后白部分）共７１２４户，设７１２甲、４７保。

　　二、村、大队

句容解放初至人民公社化前，乡镇以数序命名村名，如现在的甲山，那时是郭庄乡的五行村，郭庄为六

行村，百丈为一行村。到１９５８年公社化时，乡撤销，成立人民公社，村名改称生产大队，沿至１９８３年。

　　三、行政村

１９８３年，进行体制改革，全县实行政社分设，相继成立乡（镇）人民政府，大队改称行政村，村辖村民
小组。

郭庄乡有２２个行政村：郭庄、金星、黄南、汤巷、池汤、王夏、孔塘、甲山、东岗、新昌、新安、石坝（阳巷）、
唐家庄、端王、赤山（赵巷）、谢桥、庄里、朱圩（朱巷）、夏塘、双陡（陡门）、经戴、百丈。

葛村乡１８个行政村：葛东、下葛村、东湖、东方红、刘巷、方溪、西地、东岗头（东岗）、祁庄、孙庄、百里、虬
北、五渚坊（金山）、埝北、芦亭、葛西、刘庄、赤岸。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郭庄镇与葛村镇合并为新的郭庄镇。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原２２个行政村先后撤并为９个
行政村，葛村镇原１８个行政村先后撤并为９个行政村，新郭庄镇辖２个社区，１８个行政村。即郭庄社区、葛
村社区、郭庄村、端王村、金星村、孔塘村、甲山村、庄里村、经戴村、朝阳村、百丈村、葛村村、东湖村、东方红

村、刘巷村、东岗村、方溪村、百里村、虬北村、五渚坊村。（赤山村、谢桥村、芦亭村原属郭庄镇，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划归赤山湖管委会托管）。

第四节　自然村

　　一、明清时期自然村

清乾隆《句容县志》载，临泉乡有２９村。
石湫、丁墟、甲山、花塘、长岭、东释、葛桥、方村、谢桥、戴圩、杜泽、斗门、西释、汤巷、黄连墅、东宣、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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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村、潘村、雍村、郭庄、濮村、端庄、望湖、吴鞠、俞溘、花墓、望青、蔡魏村（明代，临泉乡无蔡魏村）

上容乡有２４村。
陈庄、五渚、张庄、芦

"

、望湖冈、崦北、西岗、钱村、蒋社、孙庄、檀培、葛村、后白桥、蒋村、西地、朱庄、赵

村、承符、南亭、下黄场、高平、北墅、经村、堰村。

　　二、解放后的自然村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有９９个自然村，葛村乡有８９个自然村，２００８年，郭庄镇有１８０个自然村（不含划归赤山
湖管理委员会托管的谢桥、赤山、芦亭３个行政村所属的自然村）。截至２０１５年底，郭庄镇有１７２个自然村。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行政村所属自然村一览表

　表１－１

行政村 自然村

郭庄 郭庄庙、徐家村、蔡郎头、杨达里

金星 经达村、邢家边、望湖岗、大路西、前邱家边、邱家边

黄南 黄立墅、南陌、小黄立墅、张家村、戚家湖、毕家边

汤巷 汤巷、陶家、蒋家、杨家

池汤 池头、衙里、荆巷、汤家庄

王夏 夏家边、王家边、冲东

孔塘 魏家、蔡村、孔塘埂、小山上、蔡村岗

东岗 庄上、窑上、魁府里、三十石碑、金家庄、东岗头、西岗头、城下、墩塘冲

甲山 山头边、小开太、山南、端方赵、桑园里、糖坊里

新昌 雍家边、石家边、潘家边、刘家

新安 钱家边、高家边、濮家边、沈家边

石坝 阳巷

唐家庄 唐家庄、丁塘巷

端王 端庄、郑家庄、新社里、窦家、王达里

赤山 大赵巷、徐家边、胡埝里、小赵巷

谢桥 谢桥、潘家、方家边、窦家边、杜泽里

庄里 庄里村、詹家边、东张巷、西张巷、观庄上

朱圩 朱巷、涵头村、南班上、野茅里、墩墩上

夏塘 夏塘、曹拐上、石涵头

双陡 大陡门、吴家、小陡门

经戴 戴家边、小经家边、经家边、漳西村

百丈 华家边、塘西、大五埃头、小五埃头、大花茂、小花茂、望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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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葛村乡行政村所属自然村一览表

　表１－２

行政村 自然村

葛东 葛村、后村头

葛西 金山寺

下葛村 下葛村

东湖 塘坝头、小庄、大庄、赵家、塘家
#

、桥头、岗北、东湖

东方红 经村
#

、后坛、樊家边、高坪、李家、王家

刘巷 经村、刘巷、神边、埝里、岗子村

方溪 方溪、珠庄、范家庄、大长塘岗、小长塘岗、王家棚子、秦家棚子

西地 西地、大井头、图祥岗、蒋社、墓东、东棚子

东岗头 周家边、赵北庄、张家宕、张家棚子、西李村、东岗头、汤庄、王岗、何家棚子

祁庄 上祁庄、刘家棚子、许家边、上顶、下祁庄、窑郎头、东林

孙庄 孙庄、油坊、南李庄、坛培

百里 百里、山前、杨家棚子、斗门、陈庄、丁家、谢家、宕子

虬北 大蒋家边、屋柯里、后王达、前王达、小蒋家边、西岗头、上山地、下山地、董家棚子

五渚坊 五渚坊、大前村、小前村、杨西坝、胡家棚子、下村、山顶上

埝北 埝北、下马岗

芦亭 芦亭、神巷

赤岸 三阳地、赤岸、刘家棚

刘庄 刘庄、斗塘棚子

２００８年郭庄镇社区行政村情况一览表

　表１－３

行政村 原行政村 自然村

郭庄

社区

郭庄 郭庄庙、蔡郎头、徐家、杨达里

池汤 汤家庄、池头、荆巷、衙里、山头上

汤巷 蒋家、杨家、陶家、汤家

端王
端王 端庄、郑家庄、新社里、窦家、王达里

唐家庄 唐家庄、丁塘巷

金星 金星 经达里、邢家边、望湖岗、大路西、邱家边、唐家、九家里、王家、前邱

孔塘
孔塘 魏家、蔡村、孔塘埂、小山上

王夏 夏家边、王家边、冲东

甲山
甲山 大山头边、小山头边、小开太、山南、桑园里、糖坊里、端家、方家、赵家

东岗 庄上、窑上、魁府里、三十石碑、金家庄、东岗头、西岗头、城下、墩塘冲

庄里
庄里 庄里、詹家边、东张巷、西张巷、观庄上

朱圩 朱巷、涵头上、南班上、野茅里、墩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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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郭庄镇社区行政村情况一览表

　表１－３（续）

行政村 原行政村 自然村

经戴
经戴 戴家边、小经家边、经家边、漳西村

石坝 阳巷

朝阳

新昌 雍家边、石家边、潘家边、刘家

新安 钱家边、高家边、濮家边、沈家边、桥北

夏塘 夏塘、曹拐上、石涵头

百丈
双陡 大陡门、吴家、小陡门

百丈 华家边、塘西、大花茂、望仙桥

葛村

社区

葛东 上葛村、后村头、窑岗头

葛西 金山寺

下葛村 下葛村

东湖 东湖 塘坝头、小庄、大庄、赵家、塘家
#

、桥头、岗北、岗南

东方红 东方红 经村
#

、后坛、樊家边、西高坪、李家、王家、羊培、荷塘、桥北

刘巷
刘巷 经村、刘巷、神边、埝里、岗子村

西地 西地、大井头、图祥岗、蒋社、墓东、东棚子

东岗

东岗头 周家边、赵北庄、张家宕、西李村、东岗头、汤庄、王岗、何家棚子

祁庄 上祁庄、刘家棚子、许家边、上顶、下祁庄、窑郎头、东林

孙庄 孙庄、油坊、南李庄、坛培

方溪 方溪 方边、珠庄、范家庄、大长塘岗、小长塘岗、王家棚子、秦家棚子、夏家棚子、杜家棚子

百里
刘庄 上刘庄、斗塘棚子、下刘庄

百里 百里庄、山前、杨家棚子、陈庄、斗门、丁家、谢家、宕子

虬北 虬北 大蒋家边、屋柯里、后王达、前王达、小蒋家边、西岗头、上山地、下山地、董家棚子

五渚坊
五渚坊 五渚坊、大前村、小前村、杨西坝、胡家棚子、下村、山顶上、窑墩上、上岗头

埝北 埝北、下马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已消失的自然村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

年份 行政村 已消失的自然村

２００８年 百丈 小五埃头、大五埃头、小花茂

２０１０年
百丈 塘西、大花茂

朝阳 雍家边、朱家墩

２０１３年 百丈 华家边、望仙桥

２０１５年
方溪 范家庄、王家棚子、夏家棚子、秦家棚子

东岗 刘家棚子、西李村、何家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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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县地名录》中村名有误的自然村情况一览表

　表１－５

名称 行政村 村名（原录村名）

郭庄乡

经戴

庄里

金星

漳西（章西村）

涵头上（涵头村）

经达里（经达村）

前邱（前邱家边）

葛村乡

东湖

方溪

东岗

葛村

东方红

百里

塘家
#

（唐家
#

）

方边（方溪）

东林（张家棚子）

上葛村（葛村）

下葛村（下葛）

西高坪（高坪）

百里庄（百里）

　　附：在明弘治《句容县志》记载的村庄名称中，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仍可辨识为郭庄镇辖区内的村庄有：甲山、东
释、谢桥、斗门（大陡门、小陡门）、方村（方家）、杜泽、西释、汤巷、黄连墅、石村（石家边）、雍村（雍家边）、郭

庄、濮村（濮家边）、端庄（端王）、望湖（望湖岗）、花墓（大花茂、小花茂）、五渚（五渚坊）、蒋社（大、小蒋家

边）、西地、孙庄、檀培（坛培）、葛村、赵村（赵家）、高平（西高坪）、经村，共２５个。
２００８年末，《江苏省句容县地名录》中原郭庄乡新安行政村中的高阳桥隶属江宁县，孔塘行政村中的杨

家边隶属溧水县。

　　三、村名由来

村庄名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情怀。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郭庄镇所辖区内，以姓氏牵头取村庄名
的有５６个，约占自然村总数１７２个的３３％。

在以姓氏取牵头得村名中，带“家”的有４４个，占２６％；大多数后缀有“边、巷、庄、山、岗、塘、棚、窑、坝、
里、门、寺、社”之类，其中后缀“边、庄”的居多。以自然环境命名的有：山头上、丁塘巷、望湖岗、大路西、孔塘

埂、小山上、冲东、大山头边、小山头边、山南、桑园里、糖坊里、东岗头、西岗头、墩墩上、野茅里、后村头、塘坝

头、岗北、岗南、荷塘、岗子村、东岗头、大长塘岗、小长塘岗、宕子、西岗头、上山地、下山地、山顶上、上岗头、

下马岗等。以建筑物命名的有：郭庄庙、衙里、窑上、魁府里、城下、涵头上、石涵头、金山寺、后坛、桥北、神

边、大井头、墓东、油坊、坛培、斗门、屋柯里、杨西坝等。以历史遗址、历史事件传说命名的有郭庄庙、黄连

墅、五渚坊、下马岗、芦
"

（现芦亭）、三十石碑等。用多姓命名的，如端方赵。由一村发展为两村，用“上、下”

“前、后”“大、小”“南、北”“东、西”加以区别，如大山头边与小山头边、东岗头与西岗头、东张巷与西张巷、大

陡门与小陡门、上葛村与下葛村、小庄与大庄、岗北与岗南、上祁庄与下祁庄、大长塘岗与小长塘岗、上山地

与下山地、大前村与小前村等。也有误写或避讳的，如坛培原为檀培、大小花茂原为花墓、大小五埃头原为

俞溘、黄立墅与小黄立墅原为黄连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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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环境

郭庄镇地处句容市境内的西南部。地势由东向西微微倾斜。２０１５年末，全镇总面积１１７平方千米。境
内秦淮河支流的一干河、二干河、方溪河、南河、高阳河等河流连成网络，水资源丰富。郭庄镇位于北纬

３１°３７′—３２°１２′，东经１１８°５７′—１１９°２２′；属北亚热带中部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阳光充足、气候湿润、雨量
充沛，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物产丰富，盛产粮油、棉、蔬菜、瓜果等植物及牛、猪、羊、兔、鱼等动物，是名副其

实的鱼米之乡。

图２１　国家二级保护飞禽中华秋沙鸭

８０－９０年代期间，郭庄工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
类企业数量上升，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全镇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水质初步改善。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完成污染企业达标排放任务。进入２０００年后，投资建
造污水处理厂，对新的项目实行环境保护预审制度和提高

环境准入门槛的同时，加大对污染源的查处和治理，对重点

污染企业实行关、停、并、迁等措施。２００６年，投资建造污
水处理厂。１９９９年，郭庄镇金星村被评为江苏省“百家生
态村”。２００６年，国家二级保护飞禽中华秋沙鸭在赤山湖
显现。２０１５年，全镇省、市级生态村比例达９４．４０％。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地形地貌

郭庄境内北有赤山，主峰高程２２９米，山体投影面积２９３８亩，山坡土壤呈紫红色；南有甲山，海拔高程
５０—１００米，坡地土层下有白色膨润土；东南有虬山，主峰高程９５．１０米，砂石为主。全镇地形东南高西北低，
东南部是以虬山为中心的丘陵地带，占全镇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梯田、土墩、凹地、坡地等多样形体。西北部

为赤山湖圩区，百丈圩、葛村东圩等大小共１０个圩。据２０１５年统计，圩区水田６．６５万亩，占全镇耕地９．６４
万亩的６８．９８％，是郭庄地形地貌的一大特点。东南部有虬山水库，西部百丈圩有朝阳坝排涝站，北部有赤山
湖，水面７．８０平方千米。葛村南河由南向北、由高趋低、蜿蜒曲折一直绵延至句容河。

　　二、地质

１．发育
郭庄境内地质构造属扬子古陆台褶带。在８亿年前的元古代震旦纪地区沉陷呈海相。直到２．３０亿年

前的中生代三叠纪，地壳缓缓上升，海水时进时退，地面或海或陆（以海为主）。这期间沉积不同时期以海相

为主的海陆混合夹有陆相碎屑的沉积地层如石灰岩、白云岩、页岩、砂岩、砾岩层等。在２亿多年的中生代三
叠纪晚期，境内地壳急剧上升，结束海浸历史转为陆地。１．８０亿年前印支运动将原来呈水平层状岩石在南
北向水平挤压作用下，渐渐发生褶皱，变成波状起伏并有强烈上升，形成宁镇间连绵山脉的雏形。１．３０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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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６５００万年前的燕山运动，加强了岩层褶皱，并使境内外的地壳发生强烈的上升或断裂，扬子大断裂带就在
这时期开始形成，发育成为长江，同时，也奠定宁镇山脉的基本轮廓。在距今６５００万年至３００万年前的新生
代第三纪，本地地壳由大动荡进入相对稳定，但地势起伏仍有变动，其间地表不断遭剥蚀切割而逐渐形成低

山丘陵地貌，一些抗风化力软弱的地层被夷为平原沟谷，堆积由碎屑物质构成的砂岩、砾岩，另有些低陷地

表遭流水长期浸蚀，很少有沉积层保存。地处宁镇山脉之南、茅山丘陵之西、横山之北及牛首山之东的秦淮

河流域，四周皆山，原来实为一大盆地，有众多湖泊，经过这一时期，原先沉积的水平岩层变成１０°—２０°的缓
缓倾斜，同时形成偏西折北的断裂，长期被流水切割成岗冲，大气降水沿着折裂的破碎地带流动，逐渐形成

秦淮河流域的河、溪、沟、涧等交错分布的现代地貌综合体。

２．地层
郭庄境内地层出露齐全，化石丰富，构造典型。中生界白垩系的地层有赤山砂岩，厚度约６０米，在赤山

分布很广。新生界玄武岩覆盖赤山山顶，呈平顶状。境内的丘陵岗地一般均由下蜀黄土（粘土）构成。

３．构造
褶皱　茅山丘陵区。该区地层走向虽然是东北南西，但山的形状是南北向的，其构造非常复杂，褶皱一

般都向北倒转，断层也很多，褶皱的轴向一般都为东北西南，但也有东西和南北向的。

赤山玄武岩覆盖区。该区涉及溧山、龙山、赤山、浮山等，其出露地层都是中生界白垩系的浦口层，地层

倾向一般朝北。赤山出露的都是赤山砂岩，山顶覆盖着玄武岩层，玄武岩层与下伏地层不整合，褶曲现象不

明显，断层也不多。

断裂　南京—湖熟断裂。它是一条北西向隐伏断裂，断裂经过南京主城区，向南东方向延伸至上坊、湖
熟，并继续延伸到句容戴家边、郭庄一带，甚至更远。断层倾向南西，倾角较陡，属扭张性质，全长８０余千米，
最新活动时代为Ｑ２－３。

郭庄境内还有３条小断裂带。第一条是从溧水经天王、葛村、后白、二圣到行香；第二条从郭庄经三岔、
二圣到陈武；第三条从郭庄经赤山湖至石狮。

郭庄境内在中生代白垩纪时期，岩浆活动十分活跃。除了火山岩分布外，更主要是新生界第四系的玄

武岩层，这种岩石构成赤山山顶，从赤山山顶玄武岩气孔变化及火山角砾岩考察，也可知当时赤山岩浆喷发

至少３次以上。
地震　据史志记载，２５０—２０１５年，共发生较大地震２４次，其中属中强地震有３次。
明建文元年（１３９９年）四月二十九日，县境东南四平山（方山）发生５．５级地震，四平山山崩水溢。
明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年）九月十六日，境北宝华山发生５级左右地震，华山开裂，阔二三尺，天鸣累日，

声如怒涛。

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三月十七日，境北发生约５级左右地震，瓦飞屋覆，大风拔木。
１９７２年后，境内地震活动，级低而频繁，主要有：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３日在春城发生２．２级地震；１９７３年２月

２６日在下蜀东发生１．９级地震；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７日在茅山发生１．６级地震；９月２７日发生１．９级地震；１９８４年
１１月２３日在方山附近发生１．２级地震；１９８５年２月２７日在境东南发生２．１级地震。

历史上界外地震波及郭庄境内，震感明显的主要有：

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和明建文元年（１３９９年）发生在南京的４．３４级地震。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２日发生在溧阳上沛的５．５级地震。
１９７９年７月９日发生在溧阳上沛—庆丰一带的６．０级地震。

　　三、四季特征

境内通常指３—５月中旬作为春季；５月下旬—８月作为夏季；９—１１月作为秋季；１２—２月作为冬季。
春季　是冬夏间的过渡季节，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冷暖多变，时晴时阴雨，天气变化无常。其特点为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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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乍暖，气温回暖不稳定。３月春回大地，气温呈跳跃式上升，当冷空气或寒潮侵袭时，气温急剧下降；冷空
气或寒潮过后，气温骤然回升，常有暴冷暴热天气出现。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的５月中旬以后气温急剧上升，
最高气温达３３—３５℃。农谚有“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霜雪均在本季节终断。

阴雨天多，日照少：整个春季雨水较多（即４月中旬—５月中旬的桃花雨）。春季降雨量为２４７—２６３．４０
毫米，占全年的２４％，降雨天数为３６．３天，５天以上连续阴雨平均每年有１次，最多时每年有２次，并偶有暴
雨或大暴雨的出现。

夏季　候平均气温上升到２２℃以上，其基本特征为炎热多雨。整个夏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天气系统，
即初夏梅雨天气和盛夏伏旱天气。每年入夏之初，梅雨来临，常年为６月１８日入梅，７月１０日出梅，梅雨期
为２０天左右。入梅最早发生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１日；最迟发生在１９８２年７月９日，梅雨期最短为１天，出现在
１９７８年；最长为４３天，出现在１９８０年。梅雨期是全年降雨量集中的时段，平均每年降暴雨（日降水量５０毫
米）２次。最多的是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５年，出现过５次。

盛夏高温季节。梅雨期结束进入盛夏，此时气温明显上升，降水量显著减少，除地方性阵雨和台风影响

降雨外，多晴、日照充足、蒸发量大。伏旱３年一遇。有时出现１０多天不下雨或１月有余无透雨干旱天气。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至８月１０日，连续１８天不下雨。１９７８年８月４日－９月２６日，伏旱连续秋旱５４天中仅降
雨６．６０毫米。

夏季平均气温为２６．３℃，月平均最高气温的极值出现在７月份，平均气温２８℃，１９８８年极端最高气温＞
３５℃的高温天气多达２０天；最低气温为１９８０年的２４．８℃。夏季平均总降水量５３２．８０毫米，占全年降水量
４８．８０％。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年降水量１４００毫米以上有３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３年）。

秋季　入秋以后，冷空气日趋活跃，暖空气势力减弱，降温迅速，候平均气温降至２２℃以下，一般年份
１０—１１月长江中下游受高气压控制，出现秋高气爽天气，昼暖夜凉；或出现单一冷气团，长期控制江淮地区，
则会出现秋旱；或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则会出现秋风秋雨的坏天气。常言道：“一场秋雨一场凉”，由于江淮

止锋及台风影响，秋雨连绵，并偶见暴雨或大暴雨出现。１９７０年—２０１５年，郭庄共出现连日阴雨天气５４次，
平均每年１．２次，最多的１９８１年出现４次。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９日至３１日正值水稻收割时间，连续阴雨２３天，
造成严重的烂稻场。秋季降水量１６２．７０毫米，占全年降水量１５％。

深秋之时，常受偏北季风影响，气温骤降，地面大气层呈稳定状态，常为阳光灿烂，秋高气爽的天气。

冬季　北方的冷空气频频南下，境内处于冬季风的控制。１１月中旬后，候平均气温已降至１０℃以下，昼
短夜长，寒冷干燥，气温急剧下降，常伴有偏北大风或雨雪天气。冷空气过境后，天气转暖转晴，形成３天寒
４天暖，很有规律性的冷暖交替的天气过程。造成严重伤害的强寒潮南下入侵时，温度陡降，且发生严重的
冻害。冬季平均气温在３．２℃左右，最低的是１９６７年为０．９℃；最高的１９７８年为４．７℃。冬季平均降水量为
１３８．４０毫米，约占全年降水量的１２．２０％。

　　四、气象要素

１．日照　辐射
日照　郭庄境内平均日照时数为２１１６小时，年日照百分率４７％（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日照时数年际差异

较大，最多年（２００４年）日照时数２１９４．７０小时；最少年（１９９３年）日照时数１８１３．２０小时。一年中，８月份是
日照时数最多的月份，日照百分率为５９％，２月份和６月份，平均日照百分率为４０％。

幅射　境内太阳总辐射量为１１６．１０千卡／平方厘米，其时空分布与日照时数同步。
２．湿度　蒸发　温度
湿度　１９５４—２０１５年，年平均相对湿度为７８％。７—９月平均相对湿度为８３％；１０—１１月秋高气爽相对

湿度为７８％；冬季相对湿度为７６％。年平均干燥度为０．９６，属暖湿气候区。
蒸发　１９５４—２０１５年，年蒸发量平均为１３６９．２０毫米，年最大蒸量１５２５．８０毫米（２００４年）；年蒸发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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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为１１５６．３０毫米（１９９９年）。７月蒸发量最大为１８７毫米，而１月份蒸发量最小为４１毫米。
温度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境内年平均气温１５．６℃，比１９５９—１９８５年平均气温高０．５℃。全年１月份最冷

月，平均气温２．７℃，年最低气温在－６℃左右。全年 ７月份最热，月均气温为 ２８℃。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
２００３年８月３日为３９．２℃；极端最低气温－１８．９℃（１９５５年１月６日）和－１４．８℃（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年气
温最冷月与最热月平均气温之差为２６．１℃。地温年平均值１７．６℃，比平均气温偏高 ２℃，最高年为 １８．８℃
（２００７年）；最低年为１６．３℃（１９８７年），相差２．５℃，为全年最低。极端最高地温７０．３℃，出现在１９９４年７月
５日；极端最低地温－２１．１℃，出现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３．霜　雪　冰
霜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无霜期平均２２９天，年际间差异很大，无霜期最长年２９８天（２０１５年），最短无霜期

年（１９９１年）为１９９天。初霜日最早是１０月２０日（１９９１年），最迟的１１月２３日（１９９７年）；终霜日最早３月
８日（２００１年）；最迟的４月１２日（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

雪　初雪日最早是１１月１６日（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６年、１９９７年），最迟的是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９７年都是１月；终雪
日最早是１月１１日（２００４年），最迟是４月１日（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７年全年未下雪。

冰　初结冰日最早是１０月３０日（１９８６年），最迟是１２月４日（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终结冰日最
早是２月２４日（２００２年），最迟是４月３日（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５年）。

４．风　云　气压
风　通常以 １、４、７、１０各月风向频率分别代表四季风向。春季盛行东风，夏季盛行东南风，秋季盛行

东—东北风，冬季盛行偏北风或西北风。常年平均风速３．５０米／秒，每年３月份平均风速４．２０米／秒（１９５４—
２０１５年），为全年最大。常年８级以上大风平均２．１０天（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台风影响最多年５个（１９８１年、
２００５年），而没有台风影响的有 ５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台风影响最早出现在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８日，最迟出现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上旬。

云　全年平均总云量 ６．４０成，４—７月为云量最多时期，分别为 ７．３０—７．８０成；１１—１２月最少为平均
５２０成，初冬晴朗少云。

气压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年平均气压为１０１４百帕，１月气压最高，平均为１０２４．１０百帕，７月份气压最低，平
均为１００１．９０百帕。

５．利害因素
境内气温、光照、水资源比较充裕，农作物生长季节可达２９８天，期间积温可达５４１２℃。适宜栽植稻、

麦、棉、油等多种农作物和茶、桑、瓜、果多种经济作物。

种植水稻　有利气候条件是气温、光照、水同步，积温较多，适宜栽种多种类型品种；大于２０℃的适温期
较长，有利于生殖生长和开花结实；中晚稻抽穗至灌浆期，气温日差较大，光照充足，有利于灌浆结实，提高

品质。不利气候因素是地处丘陵、圩区、夏季常有伏旱，洪涝灾情，影响水稻稳产高产。秋季水稻抽穗开花

期适逢台风影响峰期，造成水稻倒伏。

种植小麦　有利气候条件是秋温较高利于全苗壮苗，雨水适宜生长发育，光照充足利于同化物质积累。
不利气候因素是秋季连续阴雨易造成小麦烂耕烂种；春季多阴雨连绵，造成根系渍害，引发纹枯病；成熟期

遇早梅雨，会烂麦场。

种植油菜　有利气候条件是油菜生长季节的各月气温以及最冷月的气温对油菜生长均无大影响；冬前
的热量和雨水条件对油菜壮苗越冬甚为有利。春温回升平稳，对春发稳长有利。不利气候因素是油菜荚果

成熟期遇春季连绵阴雨，影响开花授粉与粒重。

种植棉花　有利气候条件是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适宜棉花生长；雨水充沛，能满足棉花需水要求；日照
多，有利于提高铃重和纤维品质。不利气候因素是伏旱严重会影响棉花开花结铃；夏季高温影响座桃；台风

暴雨易使棉花倒伏、烂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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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茶、桑、果树　有利气候条件是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适宜茶树生长，春温回升平稳，对春发稳长有
利，提高茶叶的产量。雨水充沛，能满足桑、果树需水要求，日照多，有利加快桑叶生长，提高果重和果的品

质。不利气候因素是春旱伏旱严重，会影响果树开花结果，连续阴雨影响座果等。

　　五、土壤　植被

１．土壤
郭庄镇境内的成土母质以湖积沉积母质为主，主要是湖泊的静水沉积物，其特点是颗粒细，并且夹有在

湖泊中生活的藻类和动物遗体，土壤比较肥沃。

土壤类型　水稻土、黄棕壤土、紫色土、红砂土等。水稻土主要发育层段有淹育型（耕作层）、犁底层、渗
育层、潴育层和潜育层等，是全镇面积最大的耕作土，合计面积为６６５２４亩。黄棕壤土分为黄棕壤和黏盘黄
棕壤两个亚类，面积５０００余亩，分布于全镇丘陵地区，前者属自然土壤，呈地带性垂直分布：山地—香灰土；
山坡（腰）—粗骨土；山脚及山坳处—黄砂土。后者大多为人类开垦种植的土壤。紫色土主要分布于赤山、

甲山、竹山、虬山一带山脚处，全镇共有面积４００余亩，大部分为自然植被，部分被开垦种植茶叶及其他作物。
红砂土发育于赤山砂岩的风化物，全镇共有面积２００余亩，分布于镇北的谢桥、赵巷等行政村的低山丘陵山
脚处，全剖面呈棕红色。

土壤质地　可分中壤土类、重壤土类和轻黏土类。
中壤土类和重壤土类是全镇大部分土种。由于砂粒、砂粉粒和粘粒含量适宜，且兼有砂土、黏土的优

点，通气透水性能良好，保水保肥性能强，土温稳定，耕性好，宜耕期长，适宜各种作物，是农业生产上质地比

较理想的土壤。轻黏土类，主要分布在圩田及丘陵下冲田的低洼田，土种为青泥土、青泥条和灰淤土。轻黏

土因通气性能差、好气性微生物受抑制，有机质分解慢，易于积累腐殖质，土中有机质含量高，养分丰富。但

黏土干时紧实坚硬，湿时泥烂，耕作费力，宜耕期短。

土壤养分　全镇土壤中有机质含量１７．１０克／公斤；酸碱度（ＰＨ值）为６．５；土壤氮素为１．２克／公斤；土
壤全磷１．６５克／公斤；但土壤中速效磷含量不高，表层土壤速效磷含量多数不足，土壤阳离子代换量１２毫克
当量／１００克土左右；速效钾平均 ７．６０毫克／公斤；速效磷平均 ７６毫克／公斤。其他养分含量分别为：全钾
１６３５克／公斤；有效硼０．３８毫克／公斤；有效锌１．２８毫克／公斤；有效铜４．６６毫克／公斤。

２．植被
全境是亚热带向暖温带过度的生态渐变地带，地势地貌变化多样，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适应多种

植物生长。８０年代以后，随着人口密度增长，耕地面积减少，“四荒“（荒地、荒山、荒水、荒滩）的不断开发，
以及工农业生产引起的环境污染等，天然植被减少。９０年代之后，随着环境保护政策和植树造林、封山育
林、退耕还林、建设湿地公园、生态林等措施的落实，以及生产结构的调整等，林木、农作物等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

林木植被　自然林木植被很少，一般为自然恢复的次生林。人工林木植被发展很快，主要有用材林和
经济林。至１９８６年末，郭庄、葛村有林面积５５０８亩。２０１５年，全镇绿化面积１３５０亩。

农作物植被　郭庄、葛村农作物种类较多，主要有水稻、小麦、黄豆、花生、甘薯等粮食作物，油菜、棉花
等经济作物、蔬瓜果多样。至２０１５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１２．７２万亩。

其他植被　境内赤山湖等湖荡、河道植被有水生植物和湿生植物群落，沿秦淮河支流地区植被有芦苇
和杂草，其他丘陵岗地有灌木，草本植物和菌类等。草本植物分布很广，各层皆有，如紫丹参、桔梗、徐长

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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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生物资源

１．植物
粮油类　粳稻、糯稻、籼稻、杂交稻；大麦、小麦、元麦、荞麦；油菜、花生、葵花籽、芝麻、黄豆、蚕豆、扁豆、

赤豆、绿豆、豇豆、四季豆、刀豆；白心薯、黄心薯、紫色薯。

棉麻类　棉花、火麻、亚麻、苎麻。
蔬菜类　青菜、韭菜、苋菜、白菜、大叶菜、雪里蕻、包菜、甜菜、空心菜、上海青、苏州青、油菜、黄芽菜、卷

心菜、花菜、茼蒿、生菜、大头菜、大蒜、葱、马兰头、白萝卜、红萝卜、胡萝卜、芋艿、土豆、茄子、番茄、菜椒、芦

笋、水芹、香菜、药芹、番芹、山药、朝天椒、菱、荸荠、茨菇、菌类等。

瓜果类　葫芦、黄瓜、冬瓜、南瓜、西瓜、菜瓜、瓠子、梨瓜、香瓜、丝瓜、苦瓜、笋瓜、木瓜、佛手瓜、梨、杏、
桃、李、柿、枇杷、葡萄、樱桃、石榴、甘蔗、草莓、蓝莓、圣果等。

树木类　松、榆、椐、槐、桑、楝、柏、椿、桐、杨、柳、桂、杉、榛、枫、桦、樟、皂荚、银杏、冬青、广玉兰、黄莲
头等。

花竹类　梅、兰、荷、桂、菊、月季、玫瑰、蔷薇、牡丹、芍药、海棠、茉莉、栀子花、琼花、杜鹃、水仙、鸡冠、凤
仙、腊梅、牵牛、绣球、喇叭、仙人球、仙人掌、芭蕉、万年青等；天竹、冈竹、慈孝、文竹、淡竹、芦竹等。

２．动物
家畜　水牛、黄牛、奶牛、山羊、猪、狗、兔等。
兽畜　野猪、狼、黄鼠狼、刺猬、老鼠、水獭、白鼻头、獾等。
家禽　鸡、鸭、鹅、鸽、鹌鹑等。
飞禽　天鹅、野鸭、苦鸭、布谷鸟、白头翁、斑鸠、画眉、云雀、大雁、鹰、啄木鸟、中华秋沙鸭、猫头鹰、麻

雀、喜鹊、乌鸦、黄鹂、鹧鸪、白鹭、黄雀、八哥等。

鱼类　青鱼、草鲲、鳙鱼、白鲢、鲤鱼、鲫鱼、餐白条、白鱼、鲥里白、黑鱼、昂刺、鳊鱼、鲈鱼、鲶鱼、胡子鲶、
泥鳅、黄鳝、鳗鱼、痴火郎等。

昆虫类　蚕、蜂、萤火虫、蝴蝶、屎壳郎、蜻蜓、螳螂、蚂蚱、蟋蟀、蝈蝈、蚂蚁、桑尺蠖、蟑螂、天牛、蝼蛄、蚊
子、苍蝇、地老虎、水蛆、虱、蚤、蝎等。

爬行类　蝮蛇、水蛇、赤练蛇、皂壳斑、青蛇、火土虮、壁虎、乌龟、鳖等。
甲壳类　虾、蟹、剑水虱等。
多足类　蜈蚣、蓑衣虫、地鳖虫等。
软体类　蚌、螺、蜗牛、蜒蛐、蚯蚓、水蛭等。

　　二、矿产资源

１．膨润土
境内膨润土探明储量居全省第一。位于甲山，为一大型矿床，属火山沉积型，面积达７．５０平方千米，矿

体长数百米至数千米，宽千余米，厚１０米，埋藏于地表浅部，矿石质量好，探明有 Ｃ＋Ｄ膨润土，储量在１．５０
亿吨以上，其中Ｃ级占总量的３３．３０％。

２．红砂土
发育于赤山砂岩的风化物，土壤类型简单，全镇共有面积２００余亩。全剖面呈棕红色，砂壤土的土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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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２　赤山红砂土

夹有小石砾，底层风化物不彻底，少数已被开垦，土壤肥力较低。

３．砖瓦黏土
分布广泛，境北部、南部、西部、中部、有黄褐、棕黄、棕红色亚

粘土和粉砂质亚粘土，是优质水泥配料和砖瓦原料。丘陵岗地分

布全新统粉砂质亚粘土，分布厚度数米至１０多米。

　　三、中药材资源

根据地形地貌类型和药材生长的自然条件，境内在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６年全县中草药资源现状普查中，确认郭庄、葛村两乡共有２５７种。赤山湖圩区是全县中药材资源集中
分布区之一。根据１９８６年句容县全国普查重点中药材蕴藏情况，蕴藏青箱子１０００公斤、芡实５０００公斤、马
鞭草１．５０万公斤以上、谷精草５０公斤，家种青木香、白芷、沙参、西瓜莲、荸荠；野生的牛筋草、车前草、金钱
草、金银花、蒲公英、苍耳、青蒿、紫花地丁、野艾、夏枯草、野菊花、枸杞、墨旱莲、马齿苋、小蓟、大蓟、白花蛇

舌草、鱼腥草、刺蒺藜、茨蒲、香附、蛇莓、半夏、何首乌、射干、皂角、夜交藤、扁蒿草、瞿麦、凤尾草、辣蓼、佛耳

草、半枝莲、半边莲、金丝荷叶、白术、点地莓、
$

草、羊蹄草、徐长卿等。

第三节　水　文

　　一、水系

郭庄镇位于秦淮河水系秦淮东支水系，集水面积９５１．３１平方千米，全市中部和东南部２２条河流汇集于
赤山湖下泄秦淮河。北部有支河方溪河、斗门河，全长９．４０千米，西南部有高阳河，上段龙德河至石灰坝，全
长９．４０千米，江宁境内２．５０千米。二干河中部有长１．８０千米经过镇内，东至和平闸，西至王夏村的陈家桥
（四清桥）。

　　二、湖库塘坝沟

１．湖泊
赤山湖东西长约４千米，南北宽约２千米，面积７．８０平方千米。湖堤周长１６．５０千米，堤顶高程１５米，

湖底高程８—９米，汛期控制水位８．４０米，相应蓄洪容量２０００万立方米。湖内最高水位可达１３．５０米，河坡
１∶２．５０，河底高程４米，底宽１５米，其中西北出口段河底宽５０米。出口段建有赤山闸和赤山提水站（闸、站
合一）。其中闸最大设计流量３００立方米／秒，提水站设计提水能力１１立方米／秒。

２．水库
虬山水库位于虬山东侧，１９５９年 １１月开工建设，最大坝高 ７．４０米，溢洪道堰顶高程 １４．２０米，底宽

３×２．５０米，坝顶高程１８．４０米，顶宽６米，坡比为迎水坡１∶３，背水坡１∶２．５０，集水面积２８．９０平方千米，总库
容量１０９９万立方米，兴利库容２８０万立方米，防洪库容６７９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１．０１万亩。

３．塘坝沟
８０年代之后，郭庄、葛村两乡镇继续开展以修塘筑坝为主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新增幸福河，北起东湖

排涝站，南至埝里排涝站，全长６．３０千米，顶高程１０．５０米，路面宽４—６米，河底高程６．５０米，底宽２米。开
挖朝阳大沟西段，自朝阳坝排涝站，至南班上村南，全长２．８０千米；开挖朝阳河东段自塘西村北至谢桥与三
益港连接全长３．３０千米。仍定名朝阳河。将南河下段改道与西河合并，新开河段长３．９５千米，顶高程１５．５０
米。河底高程６米，底宽１５米。境内新增塘坝４３座，丘陵山区大小截水沟和降水沟４８条，长约８０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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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历年的水利建设中有些塘坝沟因水利建设和平整土地而湮废；有些塘坝沟因拆迁而夷为平地；有些塘

坝沟因不重视清淤而成为“锅底塘”。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水库、湖塘坝沟蓄水容量３０００余万立方米，做到涝能
排、旱能灌。

　　三、雨情与水位

１．雨情
根据市（县）水文站雨情监测，郭庄镇降雨总体正常。个别年份或因降雨而引起洪灾，或因地形、气候不

同因素影响，全镇各地降雨量多寡不均。５０年代建有句容和赤山闸雨情站，对雨情就有连续记载。１９５４—
２０１５年，赤山闸 ２４小时最大降雨量为（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８日）２３２．１０毫米，最少降雨量为（１９９７年的）５６．３０
毫米。

２．水位
１９５４—２０１５年，赤山闸闸上最高水位为１３．６３米（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５日１４时），最低水位为６．１９米（１９８７

年）；闸下最高水位为１３．８０米（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１日），最低水位为５．４８米（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

第四节　环境保护

　　一、污染源

１．工业污染源
废水　８０年代后期，郭庄镇、葛村镇废水来源于化工、电镀、服装、粮食、油料加工等行业。１９９０年，重点

污染源５６个，一般污染源６８个，全镇年工业排放废水６６．５０万吨，其中化工业４．８０万吨，电镀业１．０３万吨，
粮油加工业２．１８万吨，其他行业６２．８５万吨。

废气　８０年代中期，两乡用于工业的一吨以上锅炉７台。２０１５年全镇一吨以上的工业锅炉２０台，全年
工业用煤、气总量７０００余吨，所排出的二氧化硫达８００吨。

废渣　主要指煤渣、金属边角料、服装垃圾、工业包装物、玻璃器具碎片等。１９９３年，郭庄、葛村两乡镇
年度产生废渣２．２０万吨，企业产生的危险固体物５６０吨。

噪声　机械加工厂、面粉厂、建筑施工等。
２．农业污染源
８０年代后期，农药、化学肥料用量大幅度上升。２０１５年全镇化学肥料使用量２９００吨，农药７０吨。致使

大部分氮素挥发污染大气，同时也随农田排水而污染水源。

３．交通污染源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境内各种类型大、中、小汽车日益增加。２０１５年，长深路、机场路、后郭路、湖溧路

等公路的机动车辆昼夜流量平均达２万辆，镇内大、中、小车辆达２０００余辆，排放废气。
４．商贸污染源
９０年代，随着工业经济发展和全镇休闲场所及饭店经营业逐渐增多，加上集镇人口的不断增加和３个

农贸市场的营业，影响了集镇的环境卫生。

５．生活污染源
过去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乱倒垃圾、乱泼污水、露天灰堆、粪坑的现象随地可见。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每年产

生生活污水２５５０余吨，集镇和农村每天产生垃圾８０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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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污染防治

１．水污染防治
污水治理始于８０年代初，在工业上以治理生产性废水为重点，力求从生产源头控制主要污水的排放量，

治理的方法是发展低耗水工业，推广先进节水技术，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９０年代之后，开始实行水污总量
控制，围绕重点水流域达标排放，抓住重点水流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污水处理。２０００年起，郭庄镇、葛村
镇开始着力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含量低、能耗高、污染大的企业逐步被技术含量高、能耗小、低污染的企业

所替代，化工、电镀业逐步被淘汰，同时运用行政手段、法律和经济措施对部分违法排污企业实行关、停、并、

转，污染程度得到遏制。２００１年之后，结合句容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围绕改善水环境
质量，在继续完善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狠抓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的整治。

２００６年，镇政府投入４３００万元，新建１座日处理１万吨污水处理厂。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投入４５０万元，对
全镇８６座村庄河流塘坝疏浚；投入１２０万元，对４０座塘坝进行改造。２０１２年，对南河清淤８．５０千米。２０１４
年，完成北岗河、东岗河河道疏浚，塘坝疏浚改造２９座，水质达标３级；投入２０００万元，完成２千米污水管网
的铺设和３个污水泵站的建设，对２２个自然村进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２０１５年，实施葛村集镇雨污管
网分流工程。

２．废气治理
８０年代初中期，对工业污染进行治理，对集镇使用锅炉且污染严重的单位，提出“改造锅炉、清除烟尘”

的要求。２００６年，全镇２２台工业、民用锅炉，８０％以上更新为环保型锅炉或安装水幕尘碱脱硫装置，控制烟
尘及废气对大气的污染。全镇从原来每吨煤产生１３．６０公斤二氧化硫下降至８公斤左右。部分化工企业采
用活性炭吸附装置。自２００８年起，全镇实行禁止秸秆焚烧，进一步净化空气，全面推广无公害生态肥料和高
效低毒农药。

３．废渣治理
自７０年代起煤渣一直用于制砖、铺路、建筑，利用率达９０％以上。对多家喷漆、电镀、冶金、印染等企业

的危险废弃物，送交镇江固废处理中心集中处理，处置率达９８％。
４．垃圾治理
在公共卫生上，全面开展“三创三清”（即：创国家卫生城市、创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国家园林城市

和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生产）群众性爱国卫生活动。垃圾集中在集镇与农村垃圾中转站或垃圾房、垃

圾池范围内，２００５年，配备集镇专职环卫工人４０名，配备垃圾运输车、电动扫地车、垃圾清运板车，各企事业
单位配备专职或兼职清洁工２００余名，每天清扫垃圾８０余吨，集镇范围内形成专管成线群管成片的环境保
洁管理网络。

２０１５年，对中转站进行升级改造，新增电动扫地车１辆，垃圾清运板车３０辆，升级改造垃圾房或垃圾池
８０个，全镇全年共收集转运镇村生活垃圾１万余吨。环境整治达标村庄１８个，污水集中处理的行政村已达
１５个。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全镇通过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完成毕家边、邢家边镇江市级“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２０
个自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开展生态村创建工作，完成端王、刘巷、东岗、百里４个镇江市级生态村的创建，
１１个句容市级生态村创建，并通过验收。全镇生态村比例达９４．４０％。

５．噪声治理
全镇对噪声较大的粮油加工厂、机械企业实行封闭式生产，减少噪声对环境的污染。对集镇建筑工地

大型机械产生的噪声，规定晚上８点之后至次日早晨７点之前不得施工。２０１５年，经句容市环保局评估，郭
庄镇两个集镇区噪声整体情况良好，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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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　地

解放前，以征收赋税为目的，实施对土地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新的土地

制度。１９５６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土地归集体所有。１９８６年，随着镇村各类建设用地的逐年增
加，乱占滥用土地情况逐年严重。１９８７年后，按规定征收各类土地费税。１９８８年，郭庄、葛村分别成立土地
管理所，对土地资源管理由单一管理逐步转向统一开发、利用、整理、保护等全面管理。本着“保护土地，节

约资源”的原则，实施用地申报登记、计划指标控制制度。１９９２年，两乡开始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明确全
乡的土地开发、利用、整治复垦目标，以及基本农田保护，土地供需动态平衡等具体措施。１９９４年起，执行县
土地管理局土地价格标准。２０００年后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体制，同时，加强矿山治理，有效地保护了土地资
源。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总面积１１７平方千米，耕地９．６４万亩，比１９８６年的９．０６万亩增长６．４０％。

２０１０年，郭庄镇国土资源所获“镇江市国土资源所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１１年，获江苏省“优秀国土资源
所”称号。２０１４年获江苏省档案工作三星级奖。

第一节　土地资源

　　一、土地资源调查

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１９８６年１０月，进行土地资源详查。据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统计，郭庄乡为６５．９０平方千米，葛
村乡为６９．２０平方千米，两乡土地资源总量１３５．１０平方千米（２０．２７万亩）其中耕地 ９０５６３亩，占总面积的
４４．６９％，在耕地中，水田７９２６１亩，占耕地的８７．５２％。２００８年末，郭庄镇土地面积１１７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７０７８５亩，其中水田６６５２４亩，占耕地的９３．９８％，约占全市水田５１７８００亩的１２．８５％，为全市各镇之首。

２０１５年，按新统计口径，全镇土地总面积１１７平方千米（１７．５５万亩）。其中耕地面积９６３６０亩，占总面
积５４．９１％，有效灌溉面积９１６０５亩，高标准农田面积１３５９０亩。

膨润土矿位于郭庄甲山，为一大型矿床，属火山沉积型。矿体长数百米至数千米，宽千余米，厚１０米，埋
藏于地表浅部，矿石质量好。现探明膨润土（工业制造辅助材料）储量１．５０亿吨以上。赤山脚下有中生白垩
系的地层砂岩（很好的翻砂材料），厚度约６０米，在赤山分布很广。山顶有玄武岩。郭庄、葛村境内的丘陵
岗地一般为黄土（黏）构成，是很好的砖瓦原材料。

２０１４年郭庄镇土地实际利用现状分类面积一览表

　表３－１ 单位：亩

序号 村名 总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村、矿 交通 水域水利 其他

合计 １７３７２３．８５ ９７７２０．３５ ３６９５．８５ １５４５　 ２９４．３０ ２３３４１．３５ ５９２３．０５ ３８３９０．７０ ２８１３．２５

１ 郭庄村 １３１７８．７０ ５９３２．３５ ３９６．９０ ４８７．９５ 　０．６０ ２８２７．８０ ４０５　 ２９４１．３５ １８６．７５

２ 百丈村 ８５７３．２５ ４０２９．３０ １９０．８０ － － １８９２．４０ ６０８．４０ １７９２．５０ ５９．８５

３ 经戴村 ６３６９．４５ ２９８２ １４．７０ － － ７４６．７０ ９７９．２０ １５１７．２５ ７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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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郭庄镇土地实际利用现状分类面积一览表
　表３－１（续）

序号 村名 总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村、矿 交通 水域水利 其他

４ 金星村 ８３３３．８５ ４９４０．８５ ３０３．３０ — — １５３３　 ２４７．９５ １０５９．７５ ２４９　

５ 庄里村 ８１１２ ４２７７．７０ ６．７５ 　２．１０ — ５７１．０５ ３１４．５５ ２９７３．７５ １４６．１０

６ 朝阳村 ９４０５．１５ ５３６１．１５ ５１．３０ — — １３００．６５ ７５４．２０ １８２４．９０ １１２．９５

７ 端王村 ８９６５．２０ ５７５６．４０ １０３．８０ ７６．９５ — １２１６．０５ １５０．７５ １４２０．３５ ２４０．９０

８ 甲山村 ８７１０．８０ ４４３５．９５ １３５ ５７２．２５ — １３８２．１０ ４６９．９５ １６２０．４５ ９５．１０

９ 孔塘村 ９４７１ ５３９８．０５ ５４５．２５ １．３５ — ９６０．６０ ３８６．７０ ２０１１．６５ １６７．４０

１０ 葛村村 １１１６７．６５ ４９７１．９０ ５５．６５ — ３９．６０ １７５５．７５ １９３．０５ ３９４３．０５ ２０８．６５

１１ 东湖村 ６４５８．４０ ３５４６．９０ ４．６５ — — ４８４．６５ １１１．６０ ２２８１．８０ ２５．８０

１２ 东方红村 ６３８４．３０ ３９８５．６５ １４１ — — ６４７．１０ ２０４．６０ １３４７ ５８．９５

１３ 刘巷村 １１０８０．８０ ６２６０．４０ ３２４．１５ ０．７５ — １５０２．７０ １６１．１０ ２６６７．９０ １６３．８０

１４ 东岗村 １７２９８ １１９５０．２０ ７４９．７０ — ３２．５５ １８１８．９０ ３３３．６０ ２１４４．４０ ２６８．６５

１５ 方溪村 ７２０６ ４６９３．３５ ３８．２５ — — ９０１．９５ ６６．１５ １３８３．３０ １２３

１６ 百里村 １１５１５．６５ ７９９６．６５ １９２ １９１．７０ １２１．５０ １２８４．７５ １８８．２５ １３７８．８０ １６２

１７ 虬北村 １０１３６．５５ ５０７２．２５ １７７．７５ ２１１．９５ １００．０５ １２５２．０５ １１４．７５ ３０８０．８５ １２６．９０

１８ 五渚坊村 １１３５７．１０ ６１２６．３０ ２６４．９０ — — １２６３．１５ ２３３．２５ ３１２７．６５ ３４１．８５

　　注：此表由镇国土资源所提供。

　　二、圩的变迁

郭庄圩区有大小圩６个，总面积３４．６６平方千米，耕地２．９０万亩。１９７２年筑朝阳坝后形成的朝阳圩，由
原百丈圩、任阳圩、方家圩、黄泥圩、白米圩之一部分及东岗一带平地联并而成。总面积３１．０７平方千米，内
有耕地２．５９万亩，占郭庄圩区总面积的８９．６０％。北面已与江宁区的白米、任阳两个大圩联成一片，在防洪
上相互依存。二干河上的陈家圩、中圩、白土圩是老圩，中圩、白土圩与溧水共圩。陈家圩１．４０平方千米，耕
地１２００亩；中圩０．３１平方千米，耕地３００亩；白土圩０．６５平方千米，耕地６００亩。孔塘圩、甲山圩是１９７６年
开郭庄南河形成的两个新圩，面积分别是０．７４平方千米和０．５０平方千米，耕地６００亩和４００亩。以上５个
小圩面积占郭庄圩区的１０．４０％。

葛村圩区有４个圩，总面积３２．３５平方千米，耕地２．７１万亩。６０年代后，水系相继整治，小圩联并。葛
村东圩总面积２０．７８平方千米，其中１．７０万亩（含后白部分），由原小圩、金锁圩、王家圩、黄道圩、卜桃圩、菖
蒲圩（蒲场圩）、小垛圩、朱塘旱、都包圩、东湖圩、中言旱、张言旱、西周圩（家西圩）、三包圩、西家圩、葡萄圩、

小新圩、珠宝圩、陈家圩、唐家旱、谢丝圩、方圩、东草圩（东场圩）、东道圩、南北圩、叫鸡蚂圩，共计２６个圩子
联并。葛村西圩总面积６．３０平方千米，耕地５６００亩。由原小圩、沙圩、全家圩（玉带圩）、小西圩、明道圩、西
天圩、乌鸦圩、东鹤圩（一名季家圩）、新鸭子圩、本湖圩、羊耳山圩，共１１个圩子联并。湖西圩总面积４．３７平
方千米，耕地３９００亩。由小新圩、南旱圩、北旱圩、芦亭老圩、芦亭新圩及原赤山湖白水汤圈出之一部分联
并。方边圩面积０．９０平方千米，耕地６００亩。由原方经圩开南河分割至河南部分。

　　三、土地变更

解放前由于封建社会礼仪，富家女婚嫁，有以数十亩土地作为陪嫁“飞”到外地，称为“飞地”。郭庄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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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张氏姑娘婚嫁，６６亩耕地、６．３０亩水塘作陪嫁“飞”入江宁湖熟镇山界村。１９６９年，郭庄乡的新农、西释、
光明、高阳划入江宁周岗，共计７４６０亩耕地随之划出。１９７３年，溧水县群力冲东村划入郭庄王夏，４２０亩耕
地随之划入。２００８年２月实施旅游大开发战略，根据句容市政府文件规定，郭庄镇的谢桥、赤山、芦亭３个
行政村整体划归赤山湖管委会托管，划出耕地面积１２７３５亩。

　　四、土地后备资源

据２００８年调查，郭庄镇有荒草地３６５８．０５亩，滩涂４４．８５亩，合计３７０２．９０亩。形成荒草地的主要原因
是：一是零星分散，离村较远，土质差又不便管理；二是因建窑、造房、水利和交通建设占用后的废弃地；三是

原集体经营的林地、土质条件差，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无法经营的零星分未散地。滩涂地的形成，是在保证

滞洪、排涝前提条件下可以利用而未利用的河、库滩涂。

第二节　用地管理

　　一、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郭庄、葛村地区土地私有。新中国成立后，土地由政府统一管理。１９８３年，郭
庄乡、葛村乡成立土地管理领导小组，配备专职土地管理员，业务归县土地管理办公室管理。１９８８年９月，
郭庄、葛村成立土地管理所，核定管理员２人，由分管副乡长兼任所长，办公室设在政府大院内。两乡共４０
个村委会分别设立兼职土管员，由村主任兼职。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９日，郭庄、葛村土地管理所由市土管局实行
垂直管理，副乡长不再兼任所长。同年，更名为国土管理所。１９９７年 １０月，郭庄国土管理所办公楼落成。
１９９８年，财务实行单独核算。２００１年，两镇国土管理所更名为国土资源所，内设财务、征地、地籍、建房办公
室，工作人员郭庄８名，葛村７名。２００６年，增设对外窗口，具体受理业务是：土地登记、建设用地、来信来
访、法规监察。有各负其责的专业办公室即：农村建房、土地复垦、国土资源利用规划等办公室。同时设立

档案数字库，从此档案管理从无到有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２００８年，葛村国土资源所并入郭庄镇国土资
源所，工作员１４名。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国土资源所在编人员６名，兼职管理员１８名（各村主任）。管理辖区内
土地利用开发，实施综合管理。

　　二、土地登记发证

民国年间，句容县临泉乡（现郭庄）发放田赋徵（征）册（图３１）。

图３１　民国年间句容县临泉乡的田赋

１９８７年，根据句容县土地管理局要求，郭庄、葛村
两乡实行地政地籍统一管理，开始实施土地登记制度。

对交通、邮电、粮食、金融、工商财税、行政机关、文教卫

生等系统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工作。两乡共

登记５８家单位１０５宗土地，面积１０７８亩。同时，登记
集镇居民６８户，１８．５０亩。１９９４年，实施集体建设用地
审报登记，查清在集体土地上进行非农业建设用地的

位置、权属界限、用地面积和用途，依法保护土地使用

者的合法权益。１９９５年，郭庄、葛村土管所完成镇、村、
企事业单位１６宗土地、１２４．６０亩集体建设用地申报登记，并对宗地进行地籍调查，运用测量，跑界等手段勾
划量算，确定面积和四至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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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土地管理所根据县政府统一部署，开展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工作，对已具备“权属合法，界
址清楚，面积准确”的使用国有土地单位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当年，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书”４２本，其
中葛村２０本。其后逐年对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村宅基地农户都颁发证书。至２０１５年，郭庄
镇共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６８２本、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书１２８６本。

　　三、建设用地

１９９７年完成郭庄、葛村集镇土地分等定级工作，郭庄镇土地级别等级为二等，葛村镇土地级别等级为三
等。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郭庄道口经济板块的３２家企业新增用地６７７．１０亩。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建设用地总面积
２３３４１亩。其中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用地１９３．４１亩；居民点１５４５２．１９亩；工矿建设用地７６９５．４０亩。宁茅
路（部分）、长深高速（部分）、宁杭高速（部分）、机场路（部分）及乡村公路等交通建设用地共５９４７亩。

　　四、用地计划

１９８８年开始，按县政府规定，郭庄、葛村土地管理所对各类用地实施计划指标控制。建设单位申请用地
时必须持项目任务书（设计任务书）或其他批准文件，经统一平衡后，列入当年用地计划指标的建设项目，再

由市（县）政府下达用地控制指标。在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对于农用地，特别是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严

格控制。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全镇计划批准用地面积４３２６．４５亩，实际使用土地４２４７．１０亩。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执行征收（用）土地计划一览表
　表３－２ 单位：亩、件

年份 宗数 批准面积 农用地 其中耕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批准机关

合计 １６６ ４３２６．４５ ２２５４．９５ １７０３．１０ １９９２．１５ ７９．３５ —

２００３ ７ １０４．２５ ７３．６５ ７１．５５ ２８．２０ ２．４０ 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０４ ５ ２４．９０ １３．９５
１５．７ １３．２０ １０．９５ — 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０５ ８ ７７．８５ １５．７５ １４．２５ ６２．１０ — 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０６ ２１ ４７３．７０ ２４９．３０ １８４．３５ ２１３．４５ １１．１０ 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０７ ９ ９４．３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９０．６０ — 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０８ １２ １２４．８０ ８４．１５ ５３．１０ ２３．４０ １７．４０ 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０９ １１ ２３９．１０ １９２ １４７．６０ ３７．０５ １０．２０ 省政府

２０１０ １５ ５９６．８０ １９９．５０ ３１９．５０ １１５．０５ ２．１０ 省政府

２０１１ １１ ８３９．７０ ６５１．３０ ５３４．９０ １６９．８０ １８．７５ 省政府

２０１２ １２ ２３２．５０ — — ２３２．５０ — 省政府

２０１３ ２６ ８５３．３５ ２９４．７５ １９９．８０ ５４１．９５ １６．６５ 省政府

２０１４ １７ ５０９．１０ ６１．８０ ５３．１０ ４４７．３０ — 省政府

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６５．６０ １４５．０５ １０８．１５ １９．６５ １．０５ 省政府

　　五、用地审批

郭庄镇国土资源所根据句容市规定，严格实行用地指标控制，严格执行用地审批制度，建设项目单位提

出用地申请后，由镇国土资源所专项业务员实地考查，根据计划内用地给予定界，按照上报审批程序拟定用

地报批方案（一书四方案：建设用地呈报证明书、安置补助方案、农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供地方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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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部门批准后方可使用。个人建房用地户，先向各自行政村委会审报，由村主任实地调查，排除地基矛

盾，镇国土资源所专业人员实地拍照存档，根据住户家庭人口数，原住房面积给予审批。同时，加大用地法

规宣传力度，采用悬挂横幅标语，定期专栏，开设培训班，印发宣传单等形式，增强人们规范用地的意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全镇共审批用地４３２６．４５亩，农用地２２５４．９５亩，其中耕地１７０３．１０亩；建设用地１９９２．１５亩，
其中个人建房４２９５户，用地３１４．５０亩，未用地７９．３５亩。出宣传栏４２期，印发宣传单１２８０份。清理查处集
体、个人违法违章６８户，回收土地３２．５０亩。严格控制集镇单位和农村居民乱占滥用土地的违法行为。镇
国土资源所严格执行上级规定：不得超过规定用地标准；遵守镇村建设规划；已有住房不再审批建房。

　　六、征收（用）土地补偿

１９８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省实施办法颁布后，郭庄、葛村政府按照规定给予征收（用）土地
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劳力安置费等补偿。征收（用）耕地补偿标准是耕地每亩前３年平均年产值的３—６倍，劳
力安置补偿费最高不得超过前３年每亩平均年产值的１５倍。１９９２年征用耕地补偿金为年产值的６倍，每亩
２４００—３９００元；林地、园地补偿费为年产值的５倍，每亩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元；青苗补偿每亩２００—３２５元；树木每棵
５—１２０元；楼房每平方米１００—１８０元；水泥地坪每平方米１０—２０元。１９９９年征用耕地补偿标准是年平均产值
的８—１０倍，劳力安置补助费按土地补偿标准的７０％计算。２０００年，每个安置劳力补助费为１．３０万元。

２００５年后每亩耕地补偿标准为２３０００—２６０００不等，青苗每亩补偿标准为２００—３００元不等。至２０１５年
补偿标准升为耕地每亩 ３３８００—４００００元不等，青苗每亩 ２００—１０００元。其次，常年租用耕地，每年每亩按
１０００元补偿。

２０１０年郭庄镇征收（用）土地及附属物补偿标准一览表

　表３－３

名称 单位 规格说明 补偿标准（元）

耕地 亩 水田、旱地、园地 ２６０００

鱼塘 亩 精养（未放鱼苗不补偿） ５００—６００

青苗 亩 水稻、三麦、茶树 ２００—１０００

树木 棵 小、中、大各类品种 ５０—２００

围墙 平方米 土墙、砖墙 ５—２０

水井 口 ８—１５米深 ２００—７００

水泥地 平方米 — ５０

迁坟 穴 土坟、石混坟 ３００—８００

第三节　土地保护与复垦开发

　　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开始实施，郭庄镇国土资源所遵循以下原则：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面
积；科学安排建设用地；确保允许建设区规模不增加；与相关规划协调；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公众参与。规

划期间基本农田保护区总面积是９４０６５亩，耕地保有量９７７１０亩，两项指标不得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不
得超过２３４０亩，严格执行各行业用地标准，大力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提高土地节约利用水平。人均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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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用地控制在１８１平方米以内，至２０１５年，５年内土地整理复垦１２８０亩，后备资源开发１３４０亩，确保规划
期间“占一补一”。利用镇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保障郭庄镇日益发展的经济所需的建设用地。

　　二、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２００２年，根据市政府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全镇共划定基本农田保护片３片，保护地块５８块。基本原则
是保护优质耕地；与城镇建设规划、镇村建设规划相接；实行指标控制；全面规划、合理利用、用养结合、严格

管理。镇国土资源所把好６关：任何建设项目在申请用地前必须进行规划审核，对不符合农田保护片区的，
不予办理用地申请；任何单位与个人，任何建设项目不得随意占用基本农田，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确需占用

图３２　郭庄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向镇国土资源所提

出申请，经审核报上级部门批准后，方可使用；非农业

建设用地应在建设预留区和阶段性保护区内进行，避

免占用农田；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建设工程确需占

用农田，经严格论证，报上级批准，并取得省国土资源

厅统一印制的“基本农田占有许可证”，再按照有关建

设用地审批权限和程序，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经批准占

用农田的，按“占一补一”的原则，组织再造或划补；大

型建设项目施工，因材料堆放、运输和其他临时需要，

确需占用基本农田的，用地单位需向国土资源所提出

临时用地申请，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方可使用，并制定恢

复的具体措施，缴纳复垦保证金。

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通过农地整理，结合中低产田改造，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和水系配套设施，增

强基本农田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葛村镇先后投入３４５万元，完成方经圩堤除险加固工程；
对东万亩圩幸福渠进行清淤；对西撇洪沟堤及赤山湖外堤进行复堤加固；对九龙冲小流域进行治理，配套建

筑物１５座。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先后投入８６０万元，进行高阳河第一期综合整治工程；对陈家圩进行复
堤加固；对赤山湖外堤进行复堤加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投入３４０万元，完成西撇洪沟及十里小河大堤复堤加
固工程，提升郭庄镇基本农田的防洪抗旱能力。至２０１５年，农地整合、中低产田改造共计１２０８０亩。

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措施主要是提高占用基本农田的补偿使用费，经批准占用农田用于非农业建设

的，征收造地补偿费。根据市规定，郭庄镇国土资源所实施标准为：因交通等基础实施建设的，是征地费用

　　图３３　土地复垦现场

的两倍补偿费；因建房建厂等其他方面占用农田的，是征地费用３倍补偿费。同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制
度，用于基本农田保护的专项费用。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国土资源所共收取基本农田保护基金７２４万元，用于
复垦造地补偿。

　　三、土地复垦与开发

郭庄、葛村境内丘陵地区岗地小田块，多田埂，多

水沟，多坟地，多滩涂，多水洼，南北山地 ２５度坡度以
下多荒草，土地整理开发潜力大。１９９０年 ５月，葛村
乡、郭庄乡建立土地复垦开发领导小组，分管副乡长负

责。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到２０１５年，投入劳力１万多人次，
采用以机械为主、人力为辅的方式，对两镇 １２处小田
块进行整理开发，共 １２４８亩。同时，镇政府加大对荒
草地、滩涂等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整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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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后，对全镇窑厂挖废地、废弃地、压废地、塌陷地逐步进行复垦，复垦后新增土地有的作为建设用
地预留地，有的作为补充农用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渔则渔，注重实效，取得较好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全镇共复垦新增土地面积１０８１．２２亩。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土地复垦情况一览表

　表３－４ 单位：亩

年份 项目位置 项目总面积 郭庄新增 葛村新增 总新增 备注

合计 ５２３８．６７ ２８００．５１ ７８７．２６ ３５８７．７７ —

２０００ 端王、东岗 ４５．１７ ３０．１７ ７９ １０９．１７ —

２００１ 赤山村 ３６３．５６ ４８．５０ １２７．８０ １７６．３０ —

２００２ 朱圩村 ３２０．６６ ４８．５０ ５２．５０ １０１ —

２００３ 金星村 ３１１．５４ ５０．３４ ６０．２３ １１０．５７ —

２００４ 金星、百丈、庄里村 １０３３．３９ ４５８．１５ １５４．５１ ６１２．６６ —

２００５ 赤山村 ４０２．０６ ５２．７５ １１０．０２ １６２．７７ —

２００６ 孔塘、谢桥村 ７６２．８２ ２００．２８ ２０３．２０ ４０３．４８ —

２００７ 朝阳、庄里、端王、金星、赤山、谢桥 ２０９．５０ ２０７．６０ — ２０７．６０ —

２００８ 庄里、端王、金星、方溪、东岗、百里、孔塘 ３４２ ３３８．５０ — ３３８．５０ —

２００９ 郭庄、金星、百丈、经戴、庄里、百里、虬北 ３０４．２０ ２８４．５０ — ２８４．５０ —

２０１０ 葛村、百里、虬北、五渚坊 １１６．３７ １１４．１７ — １１４．１７ —

２０１１ 刘巷、甲山、经戴 １１２．４５ １０５．８０ — １０５．８０ —

２０１２ 刘巷、五渚坊、东岗、孔塘、百里 ３１７．４３ ３０７．２６ — ３０７．２６
其中增减

挂钩新增

２０７．２０亩

２０１３ 刘巷 ７２．２０ ６５．２０ — ６５．２０ —

２０１４ 刘巷、葛村 ８２．３０ ７６．６９ — ７６．６９ —

２０１５ 葛村、郭庄、端王、金星、五渚坊 ４４３．０２ ４１２．１０ — ４１２．１０
其中增减

挂钩新增

２４８．１０亩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县土地管理局土地价格管理所调查，评定乡镇土地级别，确定商业用地路线价、商业用地
和住宅用地片区价和级别基准价，评定集镇镇区商业园地路线价。

１９９４年郭庄镇、葛村乡镇区商业用地路线价情况一览表

　表３－５ 单位：元／平方米

乡镇名称 路线名称 起点 终点 平均地价

郭庄镇
宁溧公路中段 邮电路 迎河路 ５５０

后郭公路西段 宁溧公路 农机站 ５４０

葛村乡 后郭公路 建行 印刷厂 ４３０

　　１９９６年，依据《江苏省城镇土地估价补充规定》《江苏省建制镇和乡集镇土地分等估价实施意见》，对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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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镇、葛村镇土地进行分等，重新估价，确定集镇镇区基准地价。

１９９６年郭庄镇、葛村镇集镇镇区基准地价情况一览表
　表３－６ 单位：元／平方米

集镇名称
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 住宅用地

平均地价 变幅 平均地价 变幅 平均地价 变幅

郭庄 ５３０ ３３０—７３０ ２４０ １５０—３３０ ２９０ ２１０—３７０

葛村 ３８０ ２３０—５３０ １８０ １１０—２５０ ２３０ １５０—３１０

　　２００６年，在新修编的《句容市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郭庄镇加快与南京都市圈对接，工业企业发展迅
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郭庄镇成立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将其定位为“高新产业示范区”。郭庄集镇基准地价进
一步更新。

２００８年郭庄镇、葛村片区未定级基准地价情况一览表
　表３－７

镇、片区 用途
地面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郭庄镇

商业 ７１０ ４７．３３

住宅 ５３０ ３５．３３

工业 １８０ １２

葛村片区

商业 ５１０ ３４

住宅 ３８０ ２５．３３

工业 １５０ １０

　　２０１１年，随着空港新区基础设施一期工程完工，至２０１５年先后有总投资３０亿元产业园４１家企业落户
园区，区域土地价格上涨速度快。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基准地价情况一览表
　表３－８

用途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商业
一类 １１３０ ７５．３３

二类 ９２０ ６１．３３

住宅
一类 ９８０ ６５．３３

二类 ９１０ ６０．６７

工业 ２６０ １７．３３

　　五、土地税费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日，镇江市政府在《关于执行“耕地占用税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中将句容各乡镇的耕地
占用税税额分为３个档次。郭庄乡、葛村乡为２档，每平方米６元，农村农户新建住宅占用耕地每平方米３
元。征收的耕地占用税８５％上缴国家、省、市，１５％返还乡镇自留，返还税金专项用于耕地的复垦、土地整理
和开发。至１９９５年，郭庄镇、葛村镇共收返还资金３４万元，用于复垦、土地整理和开发。１９９６年后由财政
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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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省土地管理部门下发《关于迅速实施征收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的通知》，郭庄乡、
葛村乡执行苏中标准，每亩土地征收１０００元重点开发建设资金，从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起实行。至２０１５年，全
镇共收取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４６２万元。

１９９０年，江苏省土地管理局、物价局、财政厅联合发文《关于江苏省农村非农业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收费
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郭庄乡、葛村乡执行镇江地区的标准：企业每平方米不低于０．１５元，若连续超过６个
月不使用的建设用地，按标准１—４倍收取；宅基地按０．０２元／平方米—０．１０元／平方米收取；临时用地不低
于０．１０元／平方米收取。从国有土地上收取的上缴８０％，返还乡２０％；从集体土地上收取的上缴４０％，其余
６０％返还乡；从宅基地收取的上缴１０％，返还乡２０％，７０％返还村。至１９９５年两镇共向土地使用者收取非农
业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２０．１０万元。１９９６年起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统一改为土地使用税，由财政所收取。

１９９９年，郭庄镇、葛村镇执行省政府办公厅规定，每平米收取９元耕地开垦费。２００６年调整征收标准，
每平方米收费１３元，对占用基本农田的，加收４０％的耕地开垦费。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共征收耕地开垦费
１７０万元。

２００１年，农民承包户的土地开始流动，离村庄较远的分散的小块土地转向大户租赁经营。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郭庄镇出租土地总面积９４９３亩，其中耕地 ５９５５亩，水面 １５３３亩，荒山荒地 ２００５亩，年均租金 ２６０元／
亩，年总租金２４７．１６万元。其中百丈圩共出租集体土地２８６０亩，年租金８５．８０万元。２０１５年全镇农村集体
共出租土地１．４０万亩，年租金７００万元。

　　六、矿山治理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郭庄镇、葛村镇矿山治理划归镇国土资源所，负责全镇矿产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和管理。
按照持续发展，合理利用，保护环境的原则，严格执行管理制度。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国土资源所进一步加强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甲山膨润土矿，赤山红砂厂缩小开采规模，郭庄轮窑场、孔塘窑场、汤巷窑场、甲山

窑场等７座大小窑先后停办。２００７年句容市政府划定禁采区，郭庄包括在内。２００８年，甲山膨润土矿、赤山
红砂场停办。至２０１５年，甲山膨润土矿复垦１２４亩，各大小窑场复垦６８４亩，其中郭庄轮窑场１０２亩成为建
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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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居　民

在宋代及以前，郭庄、葛村两地人口总数在１万人左右。元、明两代人口总数稳定在１．５０万人。清代鼓
励生育，人口发展较快，由于当时的人们生活条件艰苦，医疗卫生条件差，起落很大，人口总数约在１．５０万—
２万人之间。民国初期，人口总量有所上升，郭庄乡、葛村乡人口总数约为２．５０万人。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年）
句容县第六区（指郭庄、葛村、三岔和后白部分）人口总量３５７４６人，总户数７１２４户。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
活水平逐步提高，医疗卫生条件逐步改善，人口发展超过有史以来的增长速度。１９９０年，郭庄、葛村两乡总
人数６８８５０人，２０１５年末降至５５９０３人（不含２００７年划归赤山湖管委会托管的３个行政村人口）。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自７０年代起，郭庄乡、葛村乡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经历由贯彻“晚、稀、少”到执行
“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杜绝多胎”的艰难过程，通过不断广泛宣传教育，强化管理措施

和提高服务质量，终使被号称“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逐步转化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由于实行计划生

育，至２０１５年末，比照１９７１年的出生人数推算，两乡镇累计少生２万余人。

第一节　人口状况

　　一、总量与分布

１．总量
从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到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郭庄、葛村两地共参加过６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六次人口普查情况一览表

　表４－１ 单位：户、人

单位

次序

第六区 郭庄（公社、乡、镇） 葛村（公社、乡、镇） 谢桥公社 高阳公社 虬山公社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一（１９５３－０７－０１） １１０３６ ４４０９２ — — — — — — — — — —

二（１９６４－０７－０１） — — ３０３６ １１８９９ ３１１０ １２６２８ １６９８ ６９２７ ２３３９ ８４９３ ２２８１ ９３５９

三（１９８２－０７－０１） — — ９０３２ ３４２４３ ８０５９ ３１２６１ — — — — — —

四（１９９０－０７－０１） — — １０８９９ ３５７８７ ９６９６ ３３０６３ — — — — — —

五（２０００－０７－０１） — — １１７７３ ３５３４９ ９９１３ ３２２５１ — — — — — —

六（２０１０－０７－０１） — — ２４１３１ ６４２００ — — — — — — — —

　　在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当时的郭庄公社、谢桥公社、高阳公社皆属后期郭庄公社；虬山公社、葛村公
社皆属后期的葛村公社。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合并成立新的郭庄镇。至２０１５年末，全镇总人口 ５５９０３
人，总户数２１３９９户，其中常住户数１７７７２户。

人口总量的显著特点是人口净增率下降。１９８９年，郭庄乡总人口数３４３６１人，１９９０年，总人口数３５７８７
人，人口增长率４．５０％。１９９１年，郭庄乡总人口数３５９５３人，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４．６４％。１９８９年，葛村乡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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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３１８４９人，１９９０年，葛村乡总人口数３３０６３人，人口增长率３．８１％。１９９１年，葛村乡总人口数３３１９５人，比
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９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总人口数比上年度减少１７６人。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乡）人口总量情况一览表

　表４－２ 单位：户、人、％

年份 总户数 总人口 户均人口 非农人口 非农占总人口

１９８２ ９０３２ ３４２４３ ３．７９ ６１３ １．７９

１９８３ ８８７７ ３４４８６ ３．８８ ６９８ ２．０２

１９８４ ８９５７ ３４４９０ ３．８５ ２５４５ ７．３８

１９８５ ８９９０ ３４５２８ ３．８４ ２７２６ ７．９０

１９８６ ８９７２ ３４５８２ ３．８５ ５７０ １．６５

１９８７ ９５１０ ３４７５５ ３．６５ ６０６ １．７４

１９８８ １０８５５ ３５２８８ ３．２５ １３０９ ３．７１

１９８９ １０５７１ ３４３６１ ３．２５ １３６３ ３．９７

１９９０ １０８９９ ３５７８７ ３．２８ １６６２ ４．６４

１９９１ １０６９８ ３５９５３ ３．３６ １３１６ ３．６６

１９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０５１ ３．５１ １２３０ ３．５１

１９９３ １０３９６ ３５３３４ ３．４０ １５５７ ４．４１

１９９４ １１１８３ ３６４４５ ３．２６ １３０６ ３．５８

１９９５ １０２４３ ３５４６７ ３．４６ ２２５８ ６．３７

１９９６ １１７４５ ３６４９４ ３．１１ １３３５ ３．６６

１９９７ １１７１３ ３６２３０ ３．０９ １４４７ ３．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０２９６ ３４１７８ ３．３２ ４１０９ １２．０２

１９９９ １１６７４ ３５８２２ ３．０７ １６１５ ４．５１

２０００ １１７７３ ３５３４９ ３．００ １５５５ ４．４０

２００１ １０６２３ ３５１９９ ３．３１ １６５２ ４．６９

２００２ １０６１５ ３５２４８ ３．３２ ２２１９ ６．３０

２００３ １１７７６ ３５６２３ ３．０３ ４５０９ １２．７９

２００４ １１３９０ ３３２６３ ２．９２ ６０９１ １８．３１

２００５ ２２６７１ ６４７２５ ２．８５ １２３９０ １９．１４

２００６ ２２１３１ ６４０７５ ２．９０ １１８４９ １９．１４

２００７ ２２２５７ ６４１９０ ２．８８ １４４９７ １８．４９

２００８ ２２３３４ ６３２７１ ２．８３ １４２０２ ２２．５８

２００９ ２２７１５ ６３９１３ ２．８１ １４２３０ ２２．４５

２０１０ ２４１３１ ６４２００ ２．６６ ２３６１９ ３６．７８

２０１１ ２４３０７ ６４７５８ ２．６６ １４１３９ ２１．８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７８４ ５５８７５ ２．６９ １８２４３ ３２．６４

２０１３ ２１０５５ ５５８９４ ２．６５ １６７３２ ２９．９４

２０１４ ２１２７０ ５６０７９ ２．６４ １６７７２ ２９．９１

２０１５ ２１３９９ ５５９０３ ２．６１ １６６１８ ２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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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２００４年葛村镇（乡）人口总量情况一览表

　表４－３ 单位：户、人、％

年份 总户数 总人口 户均人口 非农人口 非农占总人口

１９８２ ８０５９ ３１２６１ ３．８８ ４４１ １．４１

１９８３ ８００２ ３１４０９ ３．９３ ４６２ １．４７

１９８４ ７９７３ ３１５２５ ３．９５ １４９０ ４．７３

１９８５ ８０１５ ３１４５５ ３．９２ １６１２ ５．１２

１９８６ ８１４１ ３１６４５ ３．８９ ５４７ １．７３

１９８７ ８３７０ ３１９７０ ３．８２ ５８７ １．８４

１９８８ ９１８４ ３２５０４ ３．５４ １１５８ ３．５６

１９８９ ９６２９ ３１８４９ ３．４２ １２５６ ３．８１

１９９０ ９６９６ ３３０６３ ３．４１ １１３４ ３．４３

１９９１ ９７０８ ３３１９５ ３．４２ １１０６ ３．３３

１９９２ ９１９０ ３１５６５ ３．４３ ９６２ ３．０５

１９９３ ８９８６ ３２０４７ ３．５７ １３２１ ４．１２

１９９４ ９５５４ ３２７０８ ３．４２ １２１０ ３．６９

１９９５ ９０１４ ３１３８０ ３．４８ ２０８０ ６．６３

１９９６ ９６５７ ３２６０９ ３．３８ １２９１ ３．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０２２３ ３２５８４ ３．１９ １３２３ ４．０６

１９９８ ９４６７ ３０６８９ ３．２４ １５６８ ５．１１

１９９９ １０１８３ ３２３００ ３．１７ １４３４ ４．４４

２０００ ９９１３ ３２２５１ ３．２５ ２２１０ ６．８５

２００１ ９８１６ ３１９５５ ３．２６ １８７４ ５．８６

２００２ ９８０６ ３２１７１ ３．２８ ２０７８ ６．４７

２００３ ９１０９ ３２０８９ ３．５２ ４５３０ １４．１２

２００４ ９１０９ ３１３２７ ３．４４ ４７６５ １５．２１

　　２．分布
１９８０年后，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逐步向集镇和城区聚集，人口流动频繁，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

转移。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总人口数５５９０３人，人口密度４７８人／平方千米。从事第一产业人员比１９８６年减少
４９．６９％。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郭庄镇各行政村人口分布一览表

　表４－４ 单位：户、人

行政村

（居委会）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总户数 总人数 总户数 总人数 总户数 总人数 总户数 总人数 总户数 总人数

郭庄 １２２１ ３９３１ １２４１ ３８９４ １２２１ ３９３１ １２４０ ４１０８ １３６２ ４２１２

金星 ８３７ ２５３７ ８３５ ２４５３ ８３７ ２５３７ ８２３ ２４５６ ８２３ ２４５６

端王 ８９４ ２５５０ ８３８ ２５６４ ８９４ ２５５０ ８６５ ２５６４ ８６８ ２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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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郭庄镇各行政村人口分布一览表

　表４－４（续） 单位：户、人

行政村

（居委会）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总户数 总人数 总户数 总人数 总户数 总人数 总户数 总人数 总户数 总人数

百丈 ９５０ ３００９ ９９８ ３００２ ９５０ ３００９ ９９８ ３０４８ １０２８ ３１１２

甲山 ７５７ ２６１１ ７６４ ２５９８ ７５７ ２６１１ ８２４ ２５７９ ８３１ ２６１７

孔塘 ９３７ ２５０４ ７６８ ２４４０ ９３７ ２５０４ ８４６ ２４６１ ８２０ ２４４５

庄里 １００７ ２８７４ ９５４ ２８４７ １００７ ２８７４ １００７ ２９０３ １００５ ２８９０

经戴 ６２４ １９２６ ６２５ １９１８ ６２４ １９２６ ６２０ １８８０ ６１５ １８７０

朝阳 １１２５ ３４８０ １１２５ ３３７０ １１２５ ３４８０ １１３０ ３３７８ １１４０ ３４３５

葛村 １６０１ ４８４０ １６２０ ４５６７ １６０１ ３８４０ １６８９ ４５５９ １６４５ ４５６２

东湖 ６７７ ２０４１ ７４０ ２５１０ ６７７ ２０４１ ６３５ １８７８ ６３５ １８６８

东方红 ６９５ ２４２１ ７３４ ２２５２ ６９５ ２４２１ ７３５ ２２７０ ７４０ ２２９０

刘巷 １１６８ ３５０７ １１６８ ３４５８ １１６８ ３５０７ １１６８ ３５０４ １１１２ ３２８３

东岗头 １１５６ ３５５１ １１５０ ３４８０ １１５６ ３５５１ １１５０ ３５００ １１０９ ３４５０

方溪 ７１３ ２２９１ ７３７ ２０１５ ７１３ ２２９１ ７３１ １８６７ ７５０ １３９０

虬北 ６６４ ２０５９ ６８９ １９５０ ６６４ ２０５９ ６８９ １９３４ ６９１ １９３６

五渚坊 １２８３ ３８０４ １２８３ ３７９６ １２８３ ３８０４ １１２９ ３０１５ １２２９ ３０１５

百里 ８２９ ２７４４ ８３２ ２４１３ ８２９ ２７４４ ８３６ ２７６７ ８３６ ２６８６

谢桥 ６３８ ２３７８ ７５０ ２５６４ — — — — — —

赤山 １０５４ ３２１８ ９４８ ３１６４ — — — — — —

芦亭 ７４０ ２５１０ ７６１ ２５２３ — — — — — —

　　注：１．不含集镇人口；２．不含２００８年，谢桥、赤山、芦亭３个行政村人口。

３．密度
１９４９年郭庄、葛村两乡人口密度为２０８人／平方千米。１９８２年７月１日，第三次人口普查，郭庄公社为

３５７人／平方千米，葛村公社为４５１人／平方千米。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第五次人口普查，郭庄镇为５３６人／平方
千米；葛村镇为４６６人／平方千米。２００８年，全镇人口密度 ５４０人／平方千米。２０１５年，全镇人口密度 ４７８
人／平方千米。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各行政村人口密度一览表

　表４－５ 单位：平方千米、人、人／平方千米

年份

行政村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总面积 总人口 密度 总人口 密度 总人口 密度 总人口 密度 总人口 密度

郭庄 ８．８０ ３９１５ ４４５ ３９１３ ４４５ ４０１６ ４５６ ４００１ ４５５ ４０１６ ４５７

金星 ４．６２ ２５１３ ５４４ ２５２１ ５４５ ２５２０ ５４５ ２５２６ ５４６ ２６４６ ５７３

端王 ６．２０ ２４４６ ３９５ ２４５４ ３９６ ２４７０ ３９８ ２４６６ ３９８ ２４６１ ３９７

百丈 ６．９０ ３１３５ ４５４ ３１５４ ４５５ ３１６０ ４５８ ３１６９ ４５９ ３１７５ ４６０

甲山 ５．８１ ２６２７ ４５２ ２６２０ ４５０ ２６２１ ４４９ ２６１８ ４４９ ２６１８ ４４９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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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各行政村人口密度一览表

　表４－５（续）

年份

行政村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总面积 总人口 密度 总人口 密度 总人口 密度 总人口 密度 总人口 密度

孔塘 ７．８０ ２４２０ ３１０ ２４０３ ３０８ ２４０３ ３０８ ２４１６ ３０９ ２４１０ ３０９

庄里 ５．４９ ２９６１ ５３９ ２９８５ ５４４ ２９７１ ５４３ ２１６１ ５４１ ３０５２ ５５６

经戴 ４．６０ ２１４５ ４６６ ２１４３ ４６６ ２１４８ ４５５ ２０５４ ４４６ ２１６０ ４７０

朝阳 ８．００ ３４２８ ４２８ ３４５４ ４３２ ３４５８ ４３２ ３４６２ ４４５ ３５１６ ４４０

葛村 ７．４５ ４５６２ ６１２ ４７０６ ６３２ ４５５４ ６１１ ４５４４ ６１０ ４５７１ ６１４

东湖 ４．３１ １９８１ ４５９ １９６８ ４５７ １９８８ ４６１ １９８１ ４５９ １９７９ ４５９

东方红 ４．２６ ２２５３ ５２８ ２３４４ ５５０ ２３４８ ５５１ ２３４５ ５５０ ２３５０ ５５１

刘巷 ７．３９ ３４５２ ４６７ ３５５４ ４８０ ３４２６ ４６４ ３４４１ ４６６ ３５４０ ４７９

东岗头 １１．５３ ３５００ ３０４ ３５００ ３０４ ３５２０ ３０５ ３５４０ ３０７ ３５４５ ３０７

方溪 ４．８０ １８０５ ３７６ ２０７２ ４３２ １８００ ３７５ １８００ ３７５ ２０１０ ４１９

虬北 ６．７６ １９３８ ２８７ ２００４ ２９６ ２１１２ ３１２ ２０８３ ３０８ ２０７２ ３０７

五渚坊 ７．５７ ３６７２ ４８５ ３６７２ ４８５ ３７２５ ４９２ ３７３０ ４９３ ３７０３ ４８９

百里 ７．６８ ２４５９ ３２０ ２４９５ ３２５ ２３７８ ３１０ ２３８７ ３１１ ２３７８ ３１０

　　注：不含集镇人口。

　　二、人口构成

１．人口性别构成
长期以来，郭庄、葛村两地男性多于女性，由于“生男生女都一样”新型生育观念深入人心，致使男女人

口数量差距逐步缩小。２０００年首次出现男性少于女性，郭庄镇、葛村镇总人口数６７６００人，其中男性３３６３３
人，女性３３９６７人，男女性别比为９９．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年后，男性再度多于女性，２００３年，男女性别比；至２０１５
年，男女性别比１０２．１４∶１０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男女性别比一览表

　表４－６ 单位：人、％

年份 总人口数
男性 女性

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性别比

（女＝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６４７２５ ３３１９９ ５２．１１ ３１５２６ ４７．８９ １０４．２２

２００６ ６４０７５ ３２７５４ ５０．０１ ３１３２１ ４９．９９ １０２．２２

２００７ ６４１９０ ３２８０７ ５０．１８ ３１３８３ ４９．８２ １０２．１８

２００８ ６３２７１ ３２２１３ ５０．９１ ３１０５８ ４９．０９ １０１．８２

２００９ ６３９１３ ３２４４５ ５０．７６ ３１４６８ ４９．２４ １０２．８１

２０１０ ６４２００ ３２４３１ ５０．５２ ３１７６９ ４９．４８ １０１．０３

２０１１ ６４７５８ ３２７０９ ５０．５１ ３２０４９ ４９．４９ １０２．０２

２０１２ ５５８７５ ２８３３７ ５０．７１ ２７５３８ ４９．２９ １０２．９０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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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男女性别比一览表

　表４－６（续）

年份 总人口数
男性 女性

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性别比

（女＝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５５８９４ ２８２９６ ５０．６２ ２７５９８ ４９．３８ １０２．５３

２０１４ ５６０７９ ２８２７６ ５０．４２ ２７８０３ ４９．５８ １０１．７０

２０１５ ５５９０３ ２８２４８ ５０．５３ ２７６５５ ４９．４７ １０２．１４

　　２．人口年龄构成
随着生活、医疗条件的改善，人的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比例上升，至２０１５年，全镇１８岁以下７３２３人，

占总人口的１３．１０％，１８—３４岁的１３０７０人，占总人口的２３．３８％，３５—５９岁的２５９５６人，占总人口４６．４３％，６０
岁以上９５５４人，占总人口的１７．０９％，镇内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人口年龄结构一览表

　表４－７ 单位：人、％

年份 年龄组 人数
男 女

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２０１０

１８岁以下 ８２２７

１８—３４岁 １４０４３

３５—５９岁 ２９２３５

６０岁以上 １２６９５

３２４３１ ５０．５２ ３１７６９ ４９．４８

２０１１

１８岁以下 ７８４４

１８—３４岁 １４３４３

３５—５９岁 ２８９８１

６０岁以上 １３５９０

３２７０９ ５０．５１ ３２０４９ ４９．４９

２０１２

１８岁以下 ７１５８

１８—３４岁 １２２２６

３５—５９岁 ２５４４５

６０岁以上 １１０４６

２８３３７ ５０．７１ ２７５３８ ４９．２９

２０１３

１８岁以下 ７１６２

１８—３４岁 １２２２９

３５—５９岁 ２５４５３

６０岁以上 １１０５０

２８２９６ ５０．６２ ２７５９８ ４９．３８

２０１４

１８岁以下 ７１８４

１８—３４岁 １２２７０

３５—５９岁 ２５５３９

６０岁以上 １１０８６

２８２７６ ５０．４２ ２７８０３ ４９．５８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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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人口年龄结构一览表

　表４－７（续）

年份 年龄组 人数
男 女

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２０１５

１８岁以下 ７３２３

１８—３４岁 １３０７０

３５—５９岁 ２５９５６

６０岁以上 ９５５４

２８２４８ ５０．５３ ２７６５５ ４９．４７

　　３．人口文化构成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郭庄镇、葛村镇６岁及６岁以上人口为６０１２７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１５２１

人，占２．５３％，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０５３人，增加２．２５倍；高中（含中专）文化７４３１人，占１２．３６％，比１９９０年增加
１８５０人，增加３７．４０％；初中文化２２６５７人，占３７．６８％，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３３０４人，增加１７．０７％；小学文化２２６９８
人，占３７．７５％，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３．０１％；文盲和半文盲５８２０人，占９．６８％，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４８．３８％。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郭庄镇６岁及６岁以上人口为５７５１０人。其中大学（含大专）３２７２人，占
５６９％，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７５１人，增加３．１６％；高中（含中专）７９２５人，占１３．７８％，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５０４人，增加
１．４３％；初中２２３９４人，占３８．９４％，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２６％；小学文化２２２５１人，占３８．６９％，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７３２
人；文盲或半文盲１６６８人，占２．９０％，比２０００年减少４１５２人，减少７１．３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郭庄镇６岁及６岁以上人口文化构成一览表

　表４－８ 单位：人、％

年份
６岁以
上人口

大学（含大专） 高中（含中专） 初中 小学 文盲或半文盲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２００８ ５６６７８ ２１３１ ３．７６ ８６０９ １５．１９ ２２２５２ ３９．２６ ２２０４２ ３８．８９ １６４４ ２．９０

２００９ ５７２５３ ２６２２ ４．５８ ８３３０ １４．５５ ２２５０１ ３９．３０ ２２１９２ ３８．７６ １６０８ ２．８１

２０１０ ５７５１０ ３２７２ ５．６９ ７９２５ １３．７８ ２２３９４ ３８．９４ ２２２５１ ３８．６９ １６６８ ２．９０

２０１１ ５８０１０ ３３０６ ５．７０ ８０１１ １３．８１ ２２７６３ ３９．２４ ２２４５６ ３８．７１ １４７４ ２．５４

２０１２ ５００５３ ３４４９ ６．８９ ６３５７ １２．７０ １９７１１ ３９．３８ １９３７１ ３８．７０ １１６６ ２．３３

２０１３ ５００７０ ３６３０ ７．２５ ６０８３ １２．１５ １９７９３ ３９．５３ １９４５ ３８．８９ １０９２ ２．１８

２０１４ ５０２３６ ３６２７ ７．３２ ６０６８ １２．０８ １９９８３ ３９．７８ １９４４３ ３８．７０ １０６５ ２．１２

２０１５ ５００７８ ３６９５ ７．３８ ５９８４ １１．９５ １９９３１ ３９．８０ １９４２１ ３８．７８ １０４７ ２．０９

　　４．人口劳动力资源
国内劳动力人口资源标准为男１６—６０周岁，女１６—５５周岁。在１９９０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郭庄、

葛村两乡人口统计，男１６—６０周岁的为２．４０万人，女１６—５５周岁的为２．１０万人，劳动力人口为４．５０万人，
占户籍总人口（６．８８万人）的６５．４１％，比１９８２年提高５．２４％。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郭庄、葛村两镇
人口统计，男１６—６０周岁的为２．３８万人，女１６—５５周岁的为２．１３万人，劳动力人口为４．４９万人，占户籍总
人口（６．７１万人）的６７．０４％，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１．６３％。

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郭庄镇人口统计，男１６—６０周岁的为２．３４万人，女１６—５５周岁的为２．０９
万人，劳动力人口为４．４３万人，占常住总人口（６．４２万人）的６９．０８％，比２０００年提高２．０４％。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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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人口职业构成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的推进，以从事种植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人口逐年减少，２０１５

年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２．５６％，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去。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劳动力就业情况一览表

　表４－９ 单位：人、％

年份
户籍

总人数

劳动力

就业总数

其中

第一产业 占比 第二产业 占比 第三产业 占比

２００５ ６４７２５ ３２０７７ １１２３４ ３５．０２ １３９９９ ４３．６４ ６８４４ ２１．３４

２００６ ６４０７５ ３１９８１ １１６０７ ３６．２９ １３７００ ４２．８４ ６６７４ ２０．８７

２００７ ６４１９０ ３１５８３ １１３９０ ３６．０６ １３６６５ ４３．２７ ６５２８ ２０．６７

２００８ ６３２７１ ２８７９５ ８９８２ ３１．１９ ９９５５ ３４．５７ ９８５８ ３４．２４

２００９ ６３９１３ ２７２９１ ５３９７ １９．７８ １１２１７ ４１．１０ １０６７７ ３９．１２

２０１０ ６４２００ ２８０２２ ５４２０ １９．３４ １１６１０ ４１．４３ １０９９２ ３９．２３

２０１１ ６４７５８ ２９４５８ ５４８８ １８．６３ １２７３６ ４３．２３ １１２０７ ３８．０４

２０１２ ５５８７５ ２７５２２ ４４８９ １６．３１ １１９３６ ４３．３７ １１０９７ ４０．３２

２０１３ ５５８９４ ２９２２２ ５０２２ １７．１９ １３０２５ ４４．５７ １１１７５ ３８．２４

２０１４ ５６０７９ ２８３６４ ４７７１ １６．８２ １４５９１ ５１．４４ ９００２ ３１．７４

２０１５ ５５９０３ ２７８０１ ４７８２ １７．２０ １４７６１ ５３．１０ ８２５８ ２９．７０

　　三、人口自然变动

随着社会制度、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人口

自然变动持续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率转变。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９８６年为 ８．６８‰，至 ２０１０年末降至
－１１１８‰，出现负增长。２０１５年末为１．１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人口出生、死亡统计一览表

　表４－１０ 单位：人、‰

年份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人数 出生率 人数 死亡率 人数 自然增长率

２００５ ４８９ ７．５５ ２３４ ３．７５ １９４ ３．００

２００６ ３６３ ５．６７ ３５６ ５．５６ ７ ０．１１

２００７ ４３１ ６．７１ ９５ １．４８ ３３６ ５．２４

２００８ ４０５ ６．４０ １５１８ ２３．９９ －１１１３ －１７．３４

２００９ ４６７ ７．３１ １２２ １．９１ ３４５ ５．４０

２０１０ ４８９ ７．７５ １２１６ １８．９４ －７１８ －１１．２３

２０１１ ４６４ ８．３０ ８３ ０．１４ ３８１ ５．９３

２０１２ ４８１ ８．６０ ３４７ ６．２１ １３４ ２．０７

２０１３ ５２０ ９．３０ ３７３ ６．６７ １４７ ２．６３

２０１４ ４６５ ８．３１ ３５５ ６．３４ １１０ １．９７

２０１５ ４１０ ７．３２ ３４４ ６．１４ ６６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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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口迁移变动

历史上郭庄、葛村境内人口迁入的主要原因是古代北方多次战乱，人口大量南迁，一部分在郭庄、葛村境内

落户；迁出主要是就业谋生、外出避难。清咸丰年间（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年），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数年，郭庄、葛村境内
人烟稀少，后湖北、山东籍移民到郭庄、葛村两地定居。民国时期，苏北难民到郭庄、葛村两乡定居谋生。

解放后，郭庄、葛村两乡人口迁入，主要是干部调入、婚迁、学生入学或工作等。规模较大的是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０年来自南京、镇江、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下放户和下放干部７００余名到郭庄公社、葛村公社落户。郭
庄、葛村两公社人口迁出，主要是每年从初中、高中毕业去外地读书、工作、婚迁、参军、干部调出等定居异乡

的。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连续３年青壮年外流青海、江西、甘肃等地谋生，外流人口达４００余人。８０年代迁入、迁
出主要是干部调动、学生入学或分配、婚迁、招工、参军、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安置等，几乎每年都有。１９９０—
２０１５年，人口迁入与迁出常年不断。主要涉及上学、参军、婚迁、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安置，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工作以及按国家政策办理的其他各类户口跨县、市、省转移等原因。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全镇迁出总数７０６０人，
迁入总数７２０７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外来人员和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日益频繁，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主
要因素。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郭庄镇外出半年以上的有３２１８人，占全镇总人口的５．１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郭庄镇人口流动情况一览表

　表４－１１ 单位：人

年份
迁入 迁出

合计 省内 省外 合计 省内 省外

２００５ ３１３ １８１ １３２ ９９９ ９６１ ３８

２００６ ７３０ ４１２ ３１８ １３８７ １０１４ ３７３

２００７ ６００ ４２７ １７３ ８２１ ７７１ ５０

２００８ ９８６ ６５３ ３３３ ７９２ ７４１ ５１

２００９ ９７１ ７６３ ２０８ ６７４ ６３０ ４４

２０１０ １５４８ １１８３ ３６５ ５４３ ４２２ １２１

２０１１ ６０２ ３７３ ２２９ ４２４ ３４０ ８４

２０１２ ４０２ ３２５ ７７ ３５３ ２９０ ６３

２０１３ ４３８ ２９６ １４２ ３６１ ２５１ １１０

２０１４ ３７４ ２８７ ８７ ３６６ ２５３ １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４３ １９２ ５１ ３４０ ２２８ １１２

　　五、婚姻与家庭

１．婚姻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五普”），郭庄镇、葛村镇 １５岁及以上人口 ５１８２２人，其中男性

２６４９２人，占 ５１．１２％；女性 ２５３３０人，占 ４８．８８％；未婚 １１５７７人，占 ２２．３４％；有配偶的 ３６７２１人，占
７０８６％；丧偶５１３８人，占 ９．９１％；离婚 ２３８人，占 ０．４６％。未婚人口中，男性 ６９６７人，占 ６０．１８％；女性
４６１０人，占３９．８２％。有配偶人口中，男性 １８２２１人，女性 １８５００人，分别占 ４９．６２％、５０．３８％。丧偶人口
中，男性１５２９人，占２９．７６％；女性３６０９人，占７０．２４％。离婚人口中，男性２１０人，占８８．１５％；女性２８人，
占１１．８５％。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统计，郭庄镇 １５岁及以上人口 ４９５６９人，其中未婚 ６６３２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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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８％，比“五普”下降９．９６％；有配偶人口３９４９７人（其中初婚有配偶３８５２４人，再婚有配偶 ９７３人）占
７９６８％，比“五普”上升８．８２％；离婚２８８人，占０．７３％，比“五普”上升０．２７％；丧偶的３１１２人，占６．４７％，
比“五普”下降０．０１％；早婚现象明显减少，１５岁及以上未到法定婚龄３８９２人群中，已婚２３人，占０．６０％，
比“五普”下降０．８０％。大龄未婚的比重上升，３０—４９岁人口中，未婚 ５２３人，占同龄组人口的 １．９２％，比
“五普”上升１．４１％。

２．家庭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镇家庭户总数为２１６８６户，家庭户均人口３．１３人，户规模以３人户为最

多，共８３０４户，占总户数的３８．２９％，其中一对夫妇只有１个子女户８０６８户，占３人户的９７．１６％。其中单身
户１８９２户，占８．７２％。一户８—９人以上的家庭很少，只占全部家庭户的０．８１％。

家庭户总人口６７６００人，其中男性３２４３１人，女性３１７６９人，分别占５０．５２％和４９．４８％。２０１０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全镇家庭户总数为２４１３１户，比“五普”增加２２５６户。家庭户均人口为２．６６人，比“五普”减
少０．４１人。家庭户中，３人户最多，占４３．７６％，比“五普”上升５．４７％；２人户的家庭占２１．６４％；４人户的家庭
占１７．１８％；５人户的家庭占１０．０７％；６人及以上户的占０．６０％。比“五普”分别下降１．０６％、０．３１％、０２１％和
０．２０％。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家庭观念和生育观念的更新，至２０１５年底，全镇家庭结构
呈现三代同堂的减少、一代户增多、二代户较普遍且又以３口之家居多的新格局。是年，常住户总数１７７７２
户，比“六普”家庭户总数减少了６３５９户。户均人口由２０１０年２．８６人上升至３．１４人（上升１５．２８％）。

　　六、家谱

１．家谱收藏

图４１　王氏家谱　　

家谱作为承载家族历史的人文资料，自明代起被民

间氏族所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冲击，曾

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又悄然兴起。家谱一直被氏

族族人视为宝物珍藏，每逢农历六月都要进行一次暴晒，

以防虫蛀霉变。在“文化大革命”中，境内许多家谱难逃

劫难，但也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将家谱暗藏起来，使家谱幸

免于没收焚烧而保存下来。

２．家谱选介

　　图４２　王氏挂谱

芦亭村王氏家谱，自明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起至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历经４次修编，形成６卷近１０万字

的木刻线装本。其家谱共有“永庆荣华万寿春”７部，“永”字号为公谱，其余分发６房各自保管，现存“庆”
“春”两部和“永”字残本。第一卷的内容有序言、

凡例、家训、家规、四季祭文、已故先人的传记和赞

词。在凡例中明确规定，子孙后代若有弃祖、犯刑、

败伦、背义、杂贱者均不得入祠登谱。家训的内容

有孝敬父母、尊敬长上、顾爱兄弟、亲信师友、明正

嫡庶、教训子孙、和睦乡里、丧祭以礼和敦崇本业。

家规的内容有护坟茔、保祠堂、严祭礼、谨朔望、立

宗子、明继业、修家谱等。第二卷为家族的世脉总

图。第三至六卷，详载各代子孙的夫妇名讳、生卒

时间以及生儿育女等情况。此外，王氏家族还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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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用白麻布制作的挂谱，名为“王氏源流宗支系图”。此挂图按辈分从上至下排列（夫名后加“公”，妇姓后

加“孺人”），并用线条连接上下嫡传，使血脉关系一目了然。

第二节　人口控制

　　一、机构

１９７１年，郭庄、葛村两公社配备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至１９８５年，郭庄、葛村两乡分别成立计划生育
办公室，有专职工作人员６人，两乡４０个行政村皆有干部分管计划生育工作，各村民小组设有不脱产的计划
生育管理员，形成乡、村、组三级计划生育工作网络。１９８７年，郭庄、葛村两乡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管理、宣
传、统计、药具等专门人员，其中１人为乡计生助理兼办公室主任。１９９６年，两镇组建镇计划生育服务站，为
全民事业单位，与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合署办公，行政上由镇政府领导，业务上接受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和计划

生育指导站的指导。按照镇总人口核定两站为４人，由于乡镇区划调整，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计划生育办公
室、计划生育服务站共有工作人员６人。

　　二、宣传

１９６３年提倡计划生育，开展节育宣传教育活动，为此，避孕和绝育者渐增。但“文化大革命”前期遭到挫

图４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市镇计生部门多次走访慰问困难家庭，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折。１９７５年，郭庄、葛村两公社根据国家有关政策，
实行“晚、稀、少”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

个，最多生二个，禁止生育第三胎。１９８６年，郭庄、
葛村两乡以乡、村人口学校及计生协会会员之家为

阵地，举办基层干部、育龄群众、计生协会会员等各

类培训班，普及计生知识和传递致富信息；以学校

为阵地，郭庄、葛村两中学普遍开设基本国策和青

春期知识、性健康教育课程。此外，还利用传统节

日、人口纪念日、农村物资交流会等，到街头散发计

划生育宣传资料和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咨询，在集镇

悬挂计划生育宣传牌，在乡村刷写外墙体标语牌。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间，部分农村育龄夫妇由于受根深蒂
固的“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不甘心只生一个女孩，宁可受到处罚也要坚持超生。有的男女青年未达到法

定婚龄或达法定婚龄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同居怀孕（即早孕、未婚先孕）。面对上述情况，乡村干部采取

进村入户、直接面对的办法宣传政策法规，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计划外怀孕者在乡村干部说服教育下，

大多都能转变思想并采取补救措施，有的却在家人的鼓动和支持下采取逃跑、躲避的方式对抗。为了找到

计划外怀孕者，乡村干部在排查其家庭社会关系及亲友地址等线索后，不论酷暑严冬都要逐处找寻，哪怕远

在外县、外省的也不放弃，不达目的不罢休。２０００年后，两镇通过不断广泛宣传教育、强化管理措施和提高
服务质量，计划生育逐步转化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２００６年，全镇实施以关爱女孩，致富、成长、亲情等为
主要内容的“关爱工程”。２００８年后，围绕全镇决胜小康大局，开展“走百村进千家万户”活动，组织镇人口
计生干部进村入户，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搭建计生干部与育龄村民交流互信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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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

图４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镇组织村妇女主任电脑知识培训６次

从１９６３年到 １９８５年，郭庄公社、葛村公社根
据国家各个阶段关于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对计生

工作加强管理。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坚持以“一对夫妇
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并按政策规定照顾再生育

一个孩子，每年认真兑现独生子女有关奖励政策。

健全统计上的五本台账（总人口、未婚青年、出生、

待生、各项手术），正式实施村级月报制度。２００１
年以后，向两镇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妇免费

提供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推行照顾再

生育审批、社会抚养费征收、病残儿医学鉴定、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申领等政务公开。２００５年起，推行
对农村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实行奖励扶助政策，凡农村独生子女夫妇年满６０周岁后，每人每年发放６００元的
奖励金。２００７年起，推行实施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政策，凡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
妻，在女方年满４９周岁后，每人每月发放８０—１００元的扶助金。先后开展计划生育新风镇、生育文明星级村
和以“少生优生、文明富裕、健康和谐”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家庭建设。镇、村两级计划生育协会深入开展

“传知识、送温暖、搞服务、办实事”活动。郭庄镇“益民蛋鸡养殖场”成为江苏省生育关怀项目点。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度郭庄镇获句容市“人口计生阳光统计工作先进镇”称号。

第三节　民　族

　　一、少数民族

郭庄、葛村境内居民绝大部分是汉族，其他民族为数很少。

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４４０９２人，少数民族（回族）２６人，其余为汉族。少数民族人口
仅占总人口的０．０６％。８０年代后，回、苗、壮、傣、彝等民族多系婚迁和工作来郭庄、葛村两乡。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郭庄镇有回族１０人，苗族３４人、壮族３人、傣族１人，彝族２人；葛村镇

图４５　２０１５年，紫荆花巾帼志愿者帮扶单亲贫困母亲启
动仪式

有回族２２人、苗族４２人、壮族５人、傣族２人，彝族１０人。进入２１世纪后，由于从云、贵、川等省市婚嫁而
进的少数民族妇女逐年增多，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郭庄镇有少数民族２８１人，其中回族４０人、苗
族９０人、壮族２０人、傣族７人、彝族２８人、布依族 ７６
人。佤族、傈僳族等２０人，占全镇总人口的０．４４％。

　　二、扶贫帮困

１９８６年起，郭庄、葛村两镇（乡）围绕“共同团结进
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体，实施对少数民族

家庭扶贫帮困工程。２００４年，郭庄镇、葛村镇充分发挥
水域丰富的优势，组织少数民族家庭户参与发展水产

养殖。葛村镇在孙庄村组织少数民族家庭户参与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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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品种四季鹅养殖基地。２００６年，省民族事务委员会８位领导同志与葛村马林（傣族）等８户少数民族特
困户结对，每人每年出资６００元帮助特困户的孩子完成学业，市民族宗教局筹资２万元为葛村中学等３２名
少数民族贫困生提供助学资金。

第四节　人民生活

　　一、收入

８０年代初期，实行以大包干为特色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使产粮大乡的郭庄、葛村农业连年丰收，农民的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粮食和副业。１９８６年，郭庄乡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１７元，葛村乡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６６
元，均低于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３０元，在全县２３个乡镇中处中下位置。１９９６年，郭庄、葛村两镇的工业有
较大起色，郭庄镇外向型工业的发展，使一大批农民进厂务工，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两镇开发水产养殖资

源，致使农民收入连增。２０００年，郭庄镇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７００元，葛村镇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７５０元。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郭庄、葛村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各类技能培训，采取多种措施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务工经商，
社保体系向农村延伸，改造农村草危房，特别是国家免除农业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和课本费，因

此，农民收入大增。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央实行惠农政策，农民务工收入大幅增加，２００８年，全镇农民人均纯
收入７６０５元，至２０１５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７１元，同比增长１１．９０％，是１９８６年两乡人均纯收入４９１．５０
元的３７倍。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两镇（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览表

　表４－１２ 单位：元

年份 郭庄 葛村 年份 郭庄 葛村

１９８６ ５１７ ４６６ ２００１ ２８６８ ２９８０

１９８７ ５５０ ４６９ ２００２ ２９８３ ３０２０

１９８８ ５９１ ５４３ ２００３ ３２２２ ３２４８

１９８９ ６２５ ５５１ ２００４ ３７６０ ３５５０

１９９０ ６５８ ６０２ ２００５ ４４６２ —

１９９１ ５６７ ６３１ ２００６ ５０８０ —

１９９２ ７５３ ７５８ ２００７ ６５５０ —

１９９３ １０４４ １０２３ ２００８ ７６０５ —

１９９４ １２７７ １２４７ ２００９ ８８１０ —

１９９５ ２２５８ ２０８０ ２０１０ ９８６０ —

１９９６ ２８４２ ２５２１ ２０１１ １１６５５ —

１９９７ ２８５０ ２９３５ ２０１２ １３３０４ —

１９９８ ２８８１ ２９７５ ２０１３ １５０７３ —

１９９９ ２７８６ ２８５０ ２０１４ １６７１６ —

２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７５０ ２０１５ １８２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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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消费

５０—６０年代，农民的温饱不能解决，８０年代，郭庄乡、葛村乡农民温饱基本解决。１９８６年，两乡农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４６６元，其中食品２７９元，占５９．５６％，衣着３２元，占６．８６％，居住６７元，占１４．３７％，燃料７
元，占２．８３％，用品及其它８１元，占１７．３８％。１９９５年，电视机进入百姓家，先富起来的农民建造砖混结构的
楼房。每百户家庭拥有洗衣机２７台，电冰箱１４台，自行车１４８辆，摩托车１８辆，电话机４５部。２０００年年末
消费支出３６７１元，其中食品１２５９元，占３３．８０％，衣着１３５元，占３．６３％，居住４２６元，占１１．４４％，家庭设备用
品及服务１３８元，占３．７０％，医疗保健８１元，占２．１７％，交通和通讯１６４元，占４．４０％，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
服务５０１元，占１３．４５％；其它商品和服务９６７元，占２５．９６％。

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吃住行乐都有新变化，人们不满足于造楼，且注重装修，客厅、
房间、卫生间装潢美观大方，还有３５％的农民进城买商品房。吃喝注重营养、讲究保健、荤素搭配。穿戴求
形式多样、农村与城市无大差别。摩托车、助力车、电动车、小轿车快速进入农户家庭，逐步取代自行车。有

线电视数字网络电视已普及，空调、电冰箱、电冰柜、洗衣机、液晶彩电、热水器迅速普及到农户。至２０１５年，
全镇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年均达 １３５６８元，其中食品消费 ４３９２元，占 ３２．３７％，衣着消费 １１９７元，占
８８２％，居住消费１３７５元，占１０．１３％，家庭设备、用品消费 ８８９元，占 ６．５５％，交通和通讯消费 ２１７８元，占
１６０５％，文化教育、娱乐消费２３５９元，占１７．３９％，医疗保健消费７８９元，占５．８２％，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３８９
元，占２．８７％。农村居民家用汽车、电脑、吸尘器、抽油烟机、微波炉骤增，人均住房面积５８平方米。汽车拥
有量５９２４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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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础设施

郭庄、葛村地处圩区，治水历史悠久。古代治水功臣张渤，治理赤山湖，恩泽黎民。三国时，吴兴屯田，

筑赤山塘，以利调节。新中国成立后，在市（县）委、市（县）政府领导下，郭庄、葛村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和团结协作、服从大局的革命精神，筑堤坝、修水库、加固圩堤，重点整治赤山湖，兴建改造朝阳坝，加

强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中低产田。防汛抗旱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做好充分准备，水利基础设施得

到加强，抗灾能力显著提高。

交通以陆路交通为主，解放初仅有一条宁溧公路，６０年代后期才通车。经过６６年的建设和发展，境内
有１条国道、１条省道、４条县道通过，宁杭高铁在境内设句容西站。由于紧邻南京，距禄口国际机场仅１２千
米，使得郭庄在全市是唯一一个能与航空结缘的乡镇，极大地促进郭庄的发展。

郭庄镇有２个３５千伏变电所，郭庄变电所有１０千伏线路５条，线路总长１０１．０１千米，葛村变电所有１０
千伏线路４条，线路总长５６．２９千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投资近亿元，建１座１１０千伏变电所，设计３台主变压
器，容量８万千伏安，成为全镇主要供电电源。２０１５年，无论生活用电、农业用电、工业用电、还是其他用电，
用电量与日俱增，其中工业用电量是１９８６年的７３倍。充足的电力，保障郭庄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邮政电信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２００８年，全镇所有社区、行政村已实现互联网宽带
“村村通”。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固定电话１．２８万户，移动电话３．８２万户。

全镇自来水的建设从零起步，供水质量不断优化，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一项，已完成区域内３０千米供水
主管网和１５５千米进村管网的铺设。２０１０年，与南京自来水管网对接。

第一节　水　利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利治理

汉太守张渤之父治理赤山湖有功，殁葬于句容城南５０００米处，地方人立祠祭祀。吴赤乌二年（２３９年），
兴屯田，筑赤山塘（赤山湖），置百罡堰，立盘石水则，蓄水浇灌句容、上元两县九乡两地，号称万顷。齐建武

年间（４９４—４９８年），明帝派沈蠫修赤山塘，所费银两１０万。麟德二年（６６５年），句容县令杨廷嘉修筑赤山
湖，建两“斗门”。天宝年间（７４２—７５５年），赤山改名绛岩山，随之赤山湖亦更名绛岩湖。大历十三年（７７８
年），句容县令王昕修复绛岩湖堤，并置两斗门，于湖周百里开田万顷。晋天福年间（９３６—９４４年），再兴工役
复修绛岩湖。南唐保大（９４３—９５７年），差官员到赤山湖修造斗门３座，通放湖水出入，常令湖中积水５尺。
宋代初年，奉敕赐料物粮食，赈恤耕民置造斗门，加修湖埂，并重新议定湖管条例。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建康
知府叶龙图于旧湫处（今芦亭村北）置立大石柱，将盘石水则移刻于柱上。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年），句容知县王
禧奉本府帖文，派医学训科戎永宁修圩４７处，当时句容有圩岸６３处。万历五年（１５７７年），洪水泛滥，百丈
上、下圩涵全被冲毁，句容县令丁宾督民修筑上五闸，下四涵。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蛟出茅山大水，淹没
田庐。百丈与斗门两圩之民，为排水矛盾结怨构讼。句容知县茅一桂亲临履勘、划界分治，使水各有蓄泄，

两利无妨。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句容知县茅一桂兴水利，开浚赤山湖、建陈家闸（赤山闸）、黄堰坝（黄
泥坝）闸、蓄水灌溉、通舟楫。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郭庄百丈与斗门两圩为水利纠纷，民怨互讼，数年不已。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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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　清中后期涵洞砖刻“道光伍年”　　

容县令宋楚望亲临履勘，丈明段落，计亩均夫，刻石碑，以垂

永久。

清代中后期古涵洞群，在葛村老秦淮河沿岸有一组古

涵洞（在一次针对葛村老秦淮河岸的水利设施实地考察中

被发现）。第１座古涵洞位于农田下方，涵洞的正面青砖
上依稀可见“道光伍年”（１８２５年）字样。沿河向前２００米
左右出现第２座涵洞，同样是“道光伍年”字样，字迹更加
清晰工整。再向前的１座涵洞是这组涵洞中最大的，此涵

图５２　龙头装饰的涵洞　　

洞高出水面约５米，正面中间隐约可见，“东道圩社教涵”６
个大字。涵洞主体各种石料混杂，显然是经过几次修复形

成的。最后１座涵洞由厚重的条石砌成，闸口有龙头装饰，
雕刻精美，有显著的清代水利设施特征。

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左宗棠督两江，调拨营勇 ５０００
人，兴挑赤山湖新旧河道，同时建陈家边木桥并重建陈家边

石闸。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句容尚兆山著《赤山湖志》。
民国１０—１１年（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由江苏省建设厅资

助，招民工２０００余人，对赤山湖浚河复堤，完成土方１３万
立方米，实支工程费用３００１４元。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省建设厅在句容成立赤山湖河工赈处、下设五
个工程事务所，分别负责赤山湖南河、中河、北河及句容河三岔段的浚河复堤等工程，以工代赈进行施工。

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年），江苏省建设厅派员对赤山湖、句容河实施浚河复堤，其中：赤山湖堤长２３．９４千米，完
成土方６８．３２万立方米；句容河长６．９３千米，完成土方２８．４５万立方米。并计划于黄泥坝、普渡桥两处建闸，
因洪水突发冲垮大、小坝而停工。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江苏省江南水利工程处在三岔花兰墩建造句容第一
座钢筋混凝土节制闸，名赤山闸，次年６月竣工。１９３７年６月，建造陈家边钢筋混凝土溢流堰１座。

　　二、水利建设

１．水库

图５３　虬山水库风貌

虬山水库　它是句容位置最低、库容最大的小（一）型
水库。位于虬山东侧，集水面积 ２８．９０平方千米，总库容
１２２１．６２万立方米，虬山水库原是１９５８年句容计划兴建的
８大水库之一。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上报工程设计及预算。原设
计工程标准为中型水库，坝顶高程２２米，顶宽６米，内外坡
均为１∶３；高低涵洞各 １座，高涵 Φ１．３０米，低涵 Φ０．７５
米，溢洪道１座；主要工程土方２４．２６万立方米，石方９４６３
立方米，混凝土９８万立方米；淹没面积７９５０亩，其中耕地
３２００亩；淹没村庄８个，拆迁 ４４７户、１８６４人口，拆迁草房
７４３．５０间，瓦房４５５间，楼房１９５间；预算经费３７３０６７元，
其中土方补贴９８３８２元，拆迁赔偿５１１３５元。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动工兴建，由葛村、郭庄两个公社劳力施工。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劳力不足，粮食、物资供
给紧张，句容县委决定先缩小工程标准分期施工。至１９６０年底，大坝子埝高程达到１５．５０米，顶宽３米，低
涵已经完成，高涵仅铺设好洞身涵管，块石护坡至高程１４米，临时溢洪道底高程１４．２０米，底宽９米。又经
过两个冬春的续建，至１９６３年汛前，大坝坝顶高程达到１８．４０米，顶宽６米，迎水坡１∶３，背水坡１∶２．５，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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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护坡高程达到１７米，溢洪道底宽扩为３×２．５０米。１９６５年，水库工程续建及管理事宜下放给葛村公社。
１９７５年９月，江苏省水利厅编制的《秦淮河流域规划》（初稿），规定虬山水库仍为中型，并需配建溢洪

闸。１９８１年，江苏省水利厅在编制水库资料时，因该库病险情况严重，工程标准低，不配套，在水库管理上暂
按小（一）型水库控制运用。

１９８８年春，在实施水库除险加固达标工程时，确定按小（一）型标准实施。工程项目为新建三孔泄洪闸
１座，孔宽各２．５０米，堰顶高程１２．５０米，闸顶高程１８．５０米，闸上设１０米护坦，闸下设平段、陡坡、消力池、海
漫，总长１１６．３０米；海漫与南河连接段泄洪河长２９４米，河底高程７米，底宽８米，堤顶高程１５．５０米，顶宽３
米，河坡１∶２．５，堤坡１∶２；大坝高程１８．５０米，顶宽６米，迎水坡１∶３，背水坡１∶２．５，在高程１７．６０米处留７
米宽平台；将坝脚原水塘填筑为３０米宽平台，在背水坡坝址高程１１．５０—１３．５０米间加做贴玻式混凝土预制
块，下垫土工布反滤排水工程设施；大坝块石护坡在高程１１．５０—１４米全部翻修，１４—１７米局部翻修，１７—１８
米新建；建设进库公路及坝顶石子路面，并改建管理所房屋及电话线路等。１９８８年汛前完成泄洪闸及其下
游两级跌水工程，其余工程至 １９９１年才全部完成验收。省水利厅投资 ８０万元，其中泄洪闸及闸下工程
３３７２万元，大坝块石护坡１８．２６万元，坝后反滤工程１２．３８万元，进库公路６．４５万元。

２００９年１月起投入２８９万元对虬山水库进行新一轮除险加固工程，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该项目通过省水利厅
的竣工验收。除险加固后工程现状为：加固大坝，加固后坝长７１７米，宽６米，坝顶高程１８．５０米，最大坝高
７．５０米；改造溢洪闸，改造后溢洪闸为启闭式，三孔，单孔净宽２．５０米，底板高程１２．５０米；改造涵洞，改造高、
低灌溉涵洞各一座，洞身为钢筋混凝土箱涵，断面尺寸均为０．８０×１米，启闭机采用手摇螺杆式；新建管理房
１座，总建筑面积１２０平方米。

除险加固后的虬山水库总库容增加到 １２２１．６２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 １．０１万亩，其中自流灌溉
１３００亩。

上顶水库　至２００８年底，尚未注册管理的小（二）型水库有上顶水库，在葛村集镇南面，１９７７年兴建。
集水面积１．４３平方千米，坝顶高程２１米，顶宽５．５０米，坝顶长度２２９米，校核水位２２．４０米，兴利水位１９７０
米，总库容１８．４０万立方米，兴利库容１３．２０万立方米，溢洪道堰顶高程１９．７０米，底宽２米，灌溉涵洞进口高
程１６．６０米，直径高宽均各０．９０米，灌溉面积４５０亩。

２．河沟整治
赤山南环山沟　１９７２年，郭庄乡在赤山南麓开挖排洪环山沟，长约２０００米，引山水入赤山湖，防止山洪

漫灌圩区。

葛村东圩幸福河　在南河、中河治理过程中，联并大小２６个圩，形成葛村东万亩圩，面积２０．７８平方千
米，耕地１．７０万亩。１９７５年秋，葛村公社动员全社劳力在圩中部开南北纵向大沟，取名幸福河，平整东方红、
东湖两片土地１２００亩，西周圩（夏禹庙）７００亩。幸福河北起东湖排涝站，南至埝里排涝站，长 ６．３０千米。
其标准：河底高程６．５０米，底宽２米，边坡１∶２；两侧堤与路、渠结合，顶高程１０．５０米，路面宽４—６米，完成
土方１８万立方米，主要配套建筑物为公路涵洞１座、生产桥５座。７０年代中后期兴建７座电机排涝站，装电
机１９台套８６０千瓦。２０１０年，郭庄镇投入１５０万元对幸福河进行全面整治，全面疏浚河道，对两侧共１２６００
米坡进行砼护坡。

朝阳河　朝阳坝排涝站是句容最大的固定排涝站。地处郭庄镇西北６千米的高阳河东侧，又称朝阳坝
排涝总站。１９７２年动工兴建后，废朝阳老河（原为圩外河）。１９７３年冬拓浚三益港，南北建闸调控。１９７５年
春，郭庄公社在完成赤山湖工程任务后，开挖朝阳大沟西段，自朝阳坝排涝站至南班上村南，沿原朝阳河截

弯取直，长２．８０千米，仍定名朝阳河。工程标准：河底高程４米，底宽４米，边坡１∶２．５，完成土方２２万立方
米。１９７７年冬，开挖朝阳河东段，西自塘西村北，东至谢桥与三益港连接，长３．３０千米。河槽标准与西段相
同，南侧一面建堤，堤顶高程９米，结合机耕大道顶宽８米，平台宽２米。东段与西段之间，利用南北向老河
沟１．７０千米稍加浚治连接，完成土方１９万立方米，主要配套建筑物为节制闸１座、公路桥１座、乡村公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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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座、生产桥６座。原百丈圩区内老河沟纵横交错，水面宽阔，至２０１５年仍在利用。郭庄镇于２００６年投入
３５万元对朝阳坝排涝站—头道沟（现空港大道）共３千米河段进行疏浚整治；２０１５年又投入３６０万元对该河
段进行拓宽，标准为：底宽１６米，底高程４米，两侧河坡坡比１∶２．５。

赤岸撇洪沟　赤岸撇洪沟又名洋力山撇洪沟，位于葛村西圩的西侧。赤山湖整治后，１９７５年冬，葛村公
社将原洋力山撇洪沟扩大延伸至赤岸闸，自湖口赤岸闸起向南至赤岸红土岗坡脚，总沟长０．８０千米，两面建
堤。东支沟沿岗坡脚向东南，于下马岗穿过后郭公路至下村南止，长 ３．８０千米，东侧一面建堤，撇洪面积
７７５平方千米。工程标准：总沟底高程８米，底宽８米，堤顶高程１４米，顶宽３米，边坡１∶２．５；东支沟底高
程８．５０—１０．５０米，底宽４米，堤顶高程１４．５０—１５．５０米，顶宽３米，边坡１∶２。主要配套建筑物有出口节制
闸、公路桥、穿沟底引水涵洞、溢流堰各１座，生产桥 ４座。郭庄镇于 ２００７年对洋力山段及下游夹埂段共
２４０千米险工地段进行复堤加固，标准为：顶高程１４．５０米，顶宽４米，内坡１∶２，外坡１∶２．５，平台宽８米，
平台高程１１．５０米，两次总投入４５０万元。

南河　南河位于赤山湖之南，系原南河、西河改造合并而成。原南河下段埝里东至塘坝头入湖口一段，
长６千米已废弃，今南河自下葛村西北入湖口起，直线向南，于虬山水库溢洪道下转向东过西地切岭段，至堰
里村东南穿越老南河，取直至李家桥为南河下端，也是现郭庄镇范围，长１０．２０千米。南河流域是赤山湖三
源之最，包括原袁巷、天王、后白、葛村４个乡镇，上受瓦屋山、丫髻山、方山、浮山、虬山及丘陵与圩区来水，控
制流域面积２１２．５５平方千米。自１９６６年冬季开始，南河全线先后进行过５次较大的治理工程。葛村公社
进行２次，１９７０年冬，葛村组织７０００劳力整治西河，改造圩区。自虬山水库溢洪道起，沿岗丘西坡脚，裁弯
取直线入湖。新西河长４．３５千米，较原河线缩短１．４０千米，将葛村以西１２个小圩联并为一个大圩。计划南
河下段向西，切开西地高岭与西河合并入湖。西河标准：河底高程６米，底宽２０米；堤顶高程１５．５０米，宽４
米，河坡１∶３，堤坡１∶２．５，完成土方６３万立方米，并配建下葛村石拱桥１座，涵洞５座。１９７３年冬，南河下
段改线工程动工，刚完成东段少量土方，即遭到１９７４年特大洪水袭击，西圩决口，葛村公社东、西、北三面被
洪水包围，损失严重。

灾后反思，句容县委决定统一规划，全面根治赤山湖圩区水患。葛村公社于１９７４年冬，将南河、西河纳
入县制定的赤山湖地区治理规划进行整治。标准：西河堤顶高程由１３．５０米提高至１５．５０米，顶宽６米，其他
标准不变；南河下段改道与西河合并，新开河段长３．９５千米，堤顶高程１５．５０—１６米，河底高程６米，底宽１５
米，其他标准与西河同。经过５次整治，使南河堤防标准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后２次的治理。即１９９１年
冬季，葛村乡又将南河下段（西河）堤防续建达标。南河整治后，引排条件大为改善，有５个乡镇、５万余亩农
田受益。特别是下段南、西二河合并后，使原３８个小圩联并为葛村东、西两个大圩，堤防缩短２／３，防洪能力
大为增强。２０１２年郭庄镇投入２２００万元对南河进行综合性整治，共拆建排涝泵站２座，（方溪站、西圩二
站），拆建涵洞７座（杨西坝涵、方溪低涵、南站涵、幸福涵、西圩一站涵、轧钢厂涵、龙圩涵）；南河清淤８５０
千米；圩堤复堤加固６．８２千米，防渗处理４千米。

中河　中河干河自湖口圩西头村起，向上经团结桥（原名崇福桥）、中河桥（宁杭公路桥）、红旗桥至赵龙
桥止，长９．３８千米。其中郭庄境内长３．５１千米。１９７４年前，对中河进行过几次复堤加固，局部堤段裁弯退
堤，扩宽河床。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４年的大洪水都漫堤或决口成灾。１９７４年冬起实施赤山湖地区河道治
理，中河分三期施工。第一期自湖口至团结桥段长１．５０千米，利用老河拓宽筑堤。二、三期自团结桥至中河
桥５．３０千米，避开弯曲的老河，取直重辟。新河现标准为：堤顶程１５．５０米，顶宽６米，河底高程６米，底宽２７
米，河坡１∶３，堤坡１∶２．５。

３．赤山湖圩区
赤山湖圩区包括郭庄、葛村、后白、二圣、三岔原５个乡镇。这片区域，历史悠久，相传汉前即有筑埂造田

活动。由于大量开发，湖面缩小，水患频繁，威胁下游府城安全，引起官方重视。宋代初年，官府与地方联合

制定严格的湖管条例，不得于五尺水则之内盗耕一亩一角。宋代之后，经历时禁、时垦、再禁、再垦。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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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成化前（１４６５年）已筑圩５０余个。明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年），句容知县王禧修筑沿湖圩岸４７处（临泉乡７
处、福祚乡１０处、上容乡１５处、崇德乡１５处）。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句容县令茅一桂，在赤山湖地区浚
河、造田、筑堤、建闸。自三国筑赤山塘以后１７００余年间，赤山湖圩区在垦与禁垦的变迁中发展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湖周有大小圩子６４个，堤防１９８条，长２０５千米。堤防低矮，边坡陡，堤顶窄，洪
涝灾害经常发生。政府组织劳力对圩区进行治理，第一阶段，１９５１—１９７３年，主要对堤防进行加高培厚。复
堤工程较大的有２次。第一次是１９５４年大水过后的冬季，对赤山湖周围的原四、六两个区的谢桥、朱巷、高
阳等乡４０余个圩，发动１．３０万人进行除险培修，共完成土方５８．６１万立方米，使用补助经费８．１６万元。第
二次是１９５６年秋遭台风暴雨袭击，山洪暴发。９月２５日湖水位高达１２．０６米，湖的东、南、西三面圩区一片
汪洋，仅一个东湖未破。４９个圩子漫溢或决口 １７０余处。是年冬至 １９５７年底，发动群众连续干了两个冬
春，将湖堤及南、中、北、西等河堤岸全面加高培厚，共完成１００余万立方米土方。沿堤引排涵洞进行改建或
接长。使堤防标准达到：堤顶高程１３米左右，宽２—３米（湖堤东、北两侧面４—６米），堤坡１∶２—１∶２．５。
１９５７年后，上游丘陵山区兴建一批中小型水库，减轻圩区的洪水压力。但连续几年河湖水位偏低，至１９６５
年湖周及滩地又圈出１３个新圩，筑圩堤２６条，共长２５．５０千米，增加圩田面积５７００亩。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２年、
１９７４年连遭三次大洪水袭击，特别是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４年两年，部分河、湖堤防仅高于洪水位０．２０米或相平，多
个圩堤决口或淹没。赤山湖圩区再次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第二阶段，７０年代中期，赤山湖和南、中、北河的根治，为赤山湖圩区治理奠定基础，随后开挖赤岸、赤
山、芦江、王家巷、高坪、鸡毛山等六条撇洪沟，扩建十里小河和二圣大圩东沟（亦是二圣水库南干渠）两条撇

洪沟，形成赤山湖圩区新格局。新圩区以河道和撇洪沟为外界，联圩并圩，丘圩分开，并将一部分原是洪水

走廊的０．６０万亩外滩田并入圩内或另建新圩。整治前赤山湖圩区有大小圩７３个，堤防总长２０９．６０千米。
整治为１１个圩子，堤防总长８２．４９千米，总面积６６．９３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５．５３万亩。葛村东圩合并２６个
小圩。葛村西圩合并１１个小圩，面积６．３０平方千米，耕地５６００亩。葛村东圩新开一条幸福沟；西圩新开两
条中沟，平整小新圩、芦亭圩两片１０００余亩。方经圩建于１９７０年，总面积３４９０亩，其中耕地面积３０９２亩。

圩区内部建设，首先解决排涝问题，７０年代中后期兴建一批以电力为主的排涝站，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又进
行增容、补充和改造。共有固定电力排涝站３７座，装电机８９台套４８７７千瓦，柴油机２台套１６０马力。排涝
能力均达到５．３４立方米／每秒／万亩，葛村西圩最高，达到６．９０立方米／每秒／万亩，葛村东圩最低，只有４１４
立方米／每秒／万亩。通过２０１２年对南河综合整治及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年两轮“重点县”水利工程建设，至２０１５
年，赤山湖３个圩区共拥有排涝站１２座，共装机２４台套、２４７０千瓦，排涝能力３３．１５立方米／每秒，南河、中
河设计标准河道底高程５—６米，底宽１２—２０米，边坡１∶２．５，堤坝高１５．１５—１５．２０米，堤顶宽６米。

　　图５４　开发湖滩资源

开发湖滩资源，１９８０年２月江苏省水产局拨款４０万元，组织沿湖葛村、郭庄、三岔、二圣、后白５个公社
１．５０万余劳力，开发赤山湖滩地建渔场。在湖内沿河建渔场外堤，标准：堤顶高程１２．５０米，顶宽３米，外坡
１∶２．５，内坡１∶２。在内部开挖十字沟，沟两侧筑成隔堤，沟底高程５米，宽３米，沟坡１∶２．５，隔堤顶高１１
米，宽２米，坡１∶２。在东西向的大沟西端建引、排两涵
洞各１座。隔堤将渔场格成５大框格，每个框格为１个
分渔场，分属５个公社经营管理。每个分渔场先建引洪
闸、引排涵洞各１座，开精养池５０余亩，用以育苗。计
划土方１１４万立方米，实际完成土方 ８８．４０万立方米。
由于经费不济等因素，开发工程暂时搁置。１９８２年省
水产局再次拨款１０万元，于湖出口的麻培桥上游建一
道拦鱼栅。二期工程于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共投入渔场续建
工程经费６５２．８９万元，其中乡筹１３７万元，县投入６９．１６
万元，农业银行贷款 ４４６．７３万元。二期工程将外堤顶

０６５

第五章　基础设施



高程加高至１３．５０米，顶宽４米，内、外坡１∶２．５；隔堤顶高程加高至１３米，顶宽３米，内外坡１∶２．５；５个分
渔场共建成精养鱼池３０９４亩，各建电力补水站一座，以及其他配套工程设施。三期工程由中央农牧渔业部
先后于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两次拨款４０万元，在渔场外河的东、西两面各建桥１座。西桥由于严重施工质量问
题，不能正常使用。此后，各分渔场又进行了一些零星配套工程。

赤山湖渔场已具有一定规模，防洪、防旱、水产养殖兼顾，平时外河蓄水，渔场养殖，在赤山闸闸下水位

超过１３米时，渔场开闸滞洪。在农灌季节，当赤山闸闸上水位低于８．４０米时，陈家边翻水站提水补湖。于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０日，全面终止赤山湖内六大渔场计６８０５．０２亩长、短数１０份养鱼承包合同，全部完成７８户渔
民的退渔还湖工作。

４．郭庄圩区
郭庄圩区有大小圩６个，总面积３４．６７平方千米，耕地２．９０万亩。二干河上的中圩、陈家圩、白土圩３个

圩是老圩。中圩、白土圩与溧水县（区）共圩，孔塘圩、甲山圩是开郭庄南河形成的新圩。以上５个小圩面积
３．６０平方千米，占郭庄圩区的１０．４０％。中、陈、白土三圩都在孔塘村境内，总面积约２．５０平方千米，防汛圩
堤总长５．１０千米，其中：二干河外河堤防总长３．４０千米，中圩、陈家圩撇洪沟堤防总长１．７０千米。３个圩各
建有排涝泵站１座。２０１０年郭庄镇投入２９００万元对二干河进行综合整治，加固堤防５．１０千米，堤防标准
为：堤顶高程１３米，堤顶宽４米，迎、背水坡１∶２．５。改造排涝泵站３座，改造灌排涵洞３座，６套混流泵机
组，装机总容量３００千瓦，排涝能力为３个流量。高阳河上的孔塘、甲山二圩是开郭庄南河形成的新圩，统称
为孔塘圩。朝阳圩是由原百丈、白米（镇境内部分）、任阳、方家４圩及郭庄西北一带小平原合并而成。地面
高程７—１１米，面积３１．０７平方千米，占郭庄圩区总面积８９．６０％，内有耕地２．５９万亩。北面与江宁县（区）的
白米、东阳２圩联并成一体，在防洪上相互依存，但矛盾也时有发生。１９５７年白米圩排水矛盾经双方协商得
到妥善处理，并于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４年先后建成方家圩、高阳２座电力排涝站，缓解局部涝情。１９６９年大水，地
处周岗圩的两县圩民又发生水利争斗。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协调和批准，实施行政区划调整，
建立周岗人民公社，隶属江宁县。将原属郭庄人民公社的新农、高阳、西释、光明４个大队及原属溧水县的周
岗圩部分，一并划归周岗人民公社。

１９６９年冬，郭庄公社革命委员会对圩区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分期实施。１９７１年建石坝排涝站，１９７２年
筑朝阳坝，建朝阳坝电力排涝总站，同时废朝阳河，用３０亩田与江宁县调换土地，开通三益港，建三益闸、文
涵。将４圩联并成一体，名朝阳圩。圩区东南面丘陵的灌溉引水、撇洪，由原通过朝阳河改为从句容河经三
益港进行引、排，以使丘圩分开，利于圩内水位预降。排水遇外水顶托时，有控制的分水入圩，再由朝阳坝排

涝总站排出。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规划未能完全实现。原百丈圩东南两面堤及圩外沟，本可作为撇洪引水

的，后被多段平毁，致使丘陵客水全部注入圩内，丘陵灌溉提水站的引水必须通过圩内的河沟，不能实施预

降。朝阳坝排涝总站负担太重，不仅增加排涝费用，且易形成涝害。朝阳坝排涝站经过 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９年、
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５年４次增容、改造，排涝能力达到１９立方米／每秒。之后郭庄镇逐年对高阳河部分堤防、泵站
及涵闸进行加固和改造，主要有：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４次对高阳河险工地段共３３００米进行复
堤加固。于２００８年改造高阳北站，２０１１年改造石坝泵站。２０１４年投入４７００万元对高阳河进行综合整治。
拆建排涝泵站４座（城下站、西岗头站、蒲塘站、周岗圩站）；改造朝阳坝老站１座（更换机泵３台套，拆建高
压配电房１座，更换变压器及电器设备）；拆建涵闸１０座（朝阳大闸、石坝涵、鲤鱼涵、城下涵、西岗头涵、松
树山涵、甲山进水涵、桑园里涵、桑园里角涵、蒲塘涵）；朝阳坝圩堤砼护坡２００米；圩堤复堤加固９．５０千米
（总土方量３２万立方米）；高阳河河道疏浚３千米；防汛通道（砂石路）９．５０千米。２０１５年，高阳河２个圩区
共有排涝站１０座，共装机２４台套、２５５４千瓦，排涝能力３３．１５立方米／每秒。河道设计标准，河道底高程５—
６米，底宽１２—２０米，边坡１∶２．５，堤顶高程１２．７８—１３．１５米，堤顶宽６米。

５．朝阳坝排涝站、葛村东圩与西圩排涝站
朝阳坝排涝站是句容最大的固定电力排涝站，地处郭庄镇西北６千米的高阳河东侧，又称朝阳坝排涝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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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５　朝阳坝排涝站电站

站。该站上游来水面积 ２７．４０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１．７９
万亩。１９７２年动工兴建，装机１０台套４５３千瓦（后称老
１０台）。以后又经过 ５次扩建、增容、改造。第一次于
１９７５年增建落井式安装的２０英寸混流泵配５５千瓦电机
５台套，１４英寸泵配４９５型５０匹柴油机５台套。第二次
于１９７６年增建泵站１座，３６英寸轴流泵配１５５千瓦立式
电机３台套，接着于１９８１年将１０千伏输变电线路改为
３５千伏直变，同时报废 ５台套柴油机组，工程总投资 ７７
万元。第三次于１９９５年结合句容河二期工程整治，投资
１３６万元进行工程扩建，新建泵站１座，装１５５千瓦电机
配３６英寸轴流泵４台套，同时报废已老化的１０台小机组。第四次于２０１１年投资３８０万元，废除老石坝泵
站，在毛湖新建新石坝泵站，装１５５千瓦电机配３６英寸轴流泵４台套。第五次于２０１４年投资１２０万元结合
高阳河整治，改造朝阳坝老站，将老站三台机泵更新，同时更新老变压器及总开关柜，并将３５千伏输变电线
路改为１０千伏直变量。至２０１５年，朝阳坝总站共拥有砂站３座，电动机组１１台套（轴流泵）、１７０５千瓦，排
涝能力２４立方米／每秒。

葛村东圩和西圩排涝站是赤山湖、南河、中河、西河整治后，形成葛村东、西两个大圩时而兴建的排涝

站。东圩面积２０．７８平方千米，其中葛村公社１６．５０平方千米；西圩面积６．３０平方千米。１９７５年国家补助３
万元，社队贷款自筹２０余万元，同时兴建５座排涝站，其中东圩２座，即东圩一站（埝里）、东圩二站（东湖），
各装５５千瓦电机配２０英寸混流泵５台套２７５千瓦；西圩３座，即西圩一站（西溪桥）、西圩二站（龙桥）、西
圩三站（渔场），共装电机１３台套６６５千瓦。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圩区基本情况一览表

　表５－１

圩区

总面积

（平方

千米）

耕地

面积

（万亩）

堤防长度

（千米）
主堤防标准 排涝站

堤防

涵洞
圩的演变

主

堤

支

堤

堤顶

高程

（米）

顶

宽

坡比

内坡 外坡
座

装机

台／千瓦

排水量

立方米

／每秒
涵 闸

葛村

东圩

（郭庄、

后白）

２０．７８ １．７０ ９．４０６．９０ １５－１６ ６
１∶２．５０
—

１∶３

１∶２．５０
—

１∶３
９ ２１／１１６０ １２．９０ ７ １

由原小圩、金锁圩、王家

圩、黄道圩、卜桃圩、菖

蒲圩、小垛圩、朱塘旱、

都包圩、东湖圩、中言

旱、张言旱、西周圩、三

包圩、两家圩、葡萄圩、

小新圩、珠宝圩、陈家

圩、唐家圩、谢丝圩、方

圩、东草圩、东道圩、南

北圩、叫鸡蚂圩联并

葛村

西圩
６．３０ ０．５６ ６．３０３．６０ １５

—１５．５０６
１∶２．５０
—

１∶３

１∶２．５０
—

１∶３
４ １４／６９５ ６．５０ ７ １

由小圩、沙圩、金家旱、

小西圩、明道圩、西天

圩、乌鸦圩、东鹤圩、新

鸭子圩、本湖圩、羊耳山

圩联并

湖西圩 ４．３７ ０．３９ ３．８５２．９０ １５ ６ １∶３ １∶３ ５ ６／３７２ ３．９０ ２ １

由小新圩、南旱圩、北旱

圩、芦亭老圩、芦亭新圩

及原赤山湖白水汤圈出

之一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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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圩区基本情况一览表

　表５－１（续）

圩区

总面积

（平方

千米）

耕地

面积

（万亩）

堤防长度

（千米）
主堤防标准 排涝站

堤防

涵洞
圩的演变

主

堤

支

堤

堤顶

高程

（米）

顶

宽

坡比

内坡 外坡
座

装机

台／千瓦

排水量

立方米

／每秒
涵 闸

方边圩 ０．９０ ０．０６ ２．４ — １５．５０ ５ １∶２．５０１∶２．５０— — — １— 原方经圩开南河分割到

河南部分

孔塘圩 ０．７４ ０．０６ ２．７ ０．４０ １３．６０ ３ — — １ １／４０ ０．４０ １— —

甲山圩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 ３ — — — — — — — 开郭庄南河形成的新圩

陈家圩 １．４０ ０．１２ ２．２０１．３０ １３．５０ ４ — — １ ２／９５ ０．９０ １— —

中圩 ０．３１ ０．０３ １．１６０．６０ １３．５０ ３ — — １ １／５５ ０．６０ １— 与溧水区共圩

白土圩 ０．６５ ０．０６ １．５５ — １３．５０ ３ — — １ １／２８ ０．３０ １— 与溧水区共圩

朝阳圩 ３１．０７ ２．５９ ７．３０ — １３．８０ ５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６ ２４／１８５３ ２３ １２２

由原百丈圩、任阳圩、方

家圩、黄河圩、白米圩之

一部（句容境内部分及

东岗一带平地联并，有

１４．６０平方千米丘陵来
水未作工程处理

　　三、防汛抗旱

１．新中国成立前防汛抗旱
新中国成立前郭庄、葛村没有官方防汛抗旱组织，民间在长期与水旱灾害斗争中形成传统的协作抗灾

习俗，有民间组织或乡规民约。丘陵地区的公塘、公坝，一般都由受益户共同制定工程维修和节约用水规

则。为使水源充分发挥效益，常采取分期育苗，按比例各户先栽插一部分早稻，留出部分水量添棵保苗，其

余田块待梅雨期发水，再行栽插晚稻，如遇空梅旱年，则改种旱谷。偶尔也有协议不成或违规而发生抢水斗

殴事件。圩区都有圩长负责制民间防汛组织，圩长由圩民代表选举产生，小圩设圩长１人，大圩设１正数副，
分段负责。圩长负责制定堤防维修和防汛器材购置计划，召开圩民代表会议通过后付诸实施，秋后向圩民

公布账目。遇暴雨汛情，圩长首先要穿蓑衣带铜锣日夜巡堤，一有险情，鸣锣为号，适龄男丁无特殊情况均

要立即自带工具上圩护堤抢险，违者圩长有权按规定给以处罚，圩长失职酿成后果，圩民有权追究其责任。

圩长报酬很低，一般以圩内公沟渔业抵付。

２．新中国成立后防汛抗旱
成立领导机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圩区以圩为单位。仍沿用旧有的圩长负责制，平时对堤防制定落

实整修、养护、管理计划，汛期抢险时行使圩长的职权。遇有紧急险情，有权就近拆用民房门板等材料以应

急需，汛后折价偿还。区、乡、村相应成立防汛防旱组织。六区成立防汛防旱大队部，乡成立中队部，村成立

分队。１９５６年撤区并乡后，乡改为大队，村为中队；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后，公社为大队部，各生产大队为中队
部。各圩区组建防守、巡逻、抢险、运输等各种专业队、组。河堤、圩堤、水库及主要闸坝等重点水利工程均

相应成立防汛防旱组织，由乡（公社）指挥部统一领导。乡（公社）党、政领导分片负责。

２００５年，成立郭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防汛抗旱组织是常设机构，办公室设在镇（乡）水利站。每年汛
前（４月下旬）即恢复办公，调整领导班子成员，由镇（乡）长兼任指挥，镇（乡）党、政领导为防指成员，相关部
门及行政村负责人、机关各部为防指成员，指挥部下设抗排、工程、宣传后勤、保卫、抢险、应急６个组，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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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作性质各负其责。办公室由１—３名专职人员集中办公，处理日常具体工作。
郭庄跨县界的圩区有３片，分别为地处江宁、句容、溧水３县的周岗圩（于１９６９年划归江宁县），地处江

宁、句容二县的白米圩、黄泥圩，以及地处句容、溧水县的中圩和白土圩。对于跨县界圩区的堤防整修和防

汛工作，于１９５２年起成立江句溧三县联合修防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由３县水利局领导和有关区、乡镇（公
社）负责人参加，主要任务是每年汛前组织检查，险工地段限期修复，互相督促，加强联防；处理好水利纠纷

等事项。１９７０年改为秦淮河联防指挥部，由１名省水利厅副厅长任指挥，３县（市）各１名分管农业的副县
（市）长任成员，主要在每年汛期发挥组织保证作用。

汛前检查　每年３—４月，由乡镇各段负责人组织本段人员分片进行汛前大检查，对发现的险工地段、病
库、病涵、病闸等隐患，研究处理方案，并由受益单位负责抢修，限在汛前完成。对于土石方任务大的工程，

乡镇统一调动劳力支援，这些方法措施一直沿用。在山丘地区主要是维修好机电设备、灌溉渠道和提水站

的机台，积极做好防旱准备。

落实器材经费　防汛器材、设备和经费是防汛抗旱工作的物质基础，实行专款专用、专材专用。每年汛
前检查，对各圩区上年积存的各项防汛器材，如木桩、铁丝、草包、麻袋、绳索、打桩架具等，都进行清查登记

造册，根据各地检查情况，需要增加和补充的，由乡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订出防汛抗旱器材购置计划，交

由物资、供销等部门负责安排购调，就近供应。同时对机电排灌站和流动排灌机械，做好相关油料和用电安

排。防汛抗旱经费是防御自然灾害的特种资金，每年由乡镇财政安排落实。专用于防汛抗旱重点补助，由

乡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掌握使用。各地防汛抗旱经费与物资的筹集，主要是发动受益乡村（社、队）合理

负担，就地取材。所需防汛器材则采取统一筹集、合理折价、用后结算的办法，以保证防汛防旱的需求。

　　图５６　解放军指战员抗洪抢险

防汛抗灾　１９９１年春夏之交，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袭
击葛村、郭庄两乡，地处赤山湖边缘的葛村、郭庄两乡上游

客水流量大，来势凶猛，加上暴雨不断，赤山湖周边乡镇面

临洪水威胁，葛村乡６０％的面积一片汪洋，２０个自然村浸
泡在水中，是年６月１３日，葛村乡五渚坊村４２岁的村民周
宜顺，７次下水堵塞漏涵，被无情的洪水吞噬，夺取了宝贵
生命。６月１４日，葛村乡河堤出现了９处塌方，４米多宽的
堤顶仅存２０多厘米，紧急时刻，全乡１８个村、２０多个企事
业单位，组织３０支抢险突击队，８０００多个劳力奋战西河，
保卫大堤；１５日上午１０００多名解放军官兵及时赶到，军民
共同打桩叠草包抢险固堤。王夏行政村，上至８０岁老人，下至小学生，手抬肩扛，运送草包、土石，抗洪保堤。
两乡没有发生一处破圩。灾后，郭庄、葛村两乡积极进行生产自救，重建家园。７月２４日，江苏省政府批准
周宜顺同志为革命烈士。

２００７年入梅之后连续遭受多次强暴雨袭击，特别是７月上旬的几场强降雨，给郭庄镇造成严重损失。
西撇洪沟决口，高阳河龙德桥段、十里小河等堤段发生塌方、滑坡等多处险情，郭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

组织群众抢险加固。其中葛村西撇洪沟中游地段因水位过高，７月８日大坝先漏后决堤，决口２０米宽，５—６
米深。因水势过大，人力物力不足，于是求援驻句容部队。当日下午３时，一支２００余人的解放军官兵到达
溃坝现场，立即投入紧张的堵口战斗，经过５批次计１２００多人次连续奋战三天两夜，终于修复决堤。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７—１８日遭受特大暴雨的袭击。灾情发生后，为了减轻赤山湖周边圩区以及南京城遭受
洪水威胁，决定打开赤山闸放水，以赤山湖湿地公园为中心地带囤积洪水，使精养鱼池被淹，全镇被洪水淹

没水稻４．２０万亩。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但缓解赤山湖周边圩区和南京城洪水威胁。
防旱抗灾　１９６６年夏旱连秋旱，８月１９日虬山水库干涸，丘陵山区人畜饮水困难。面对罕见旱情，葛村

公社发动群众，依靠少量小型机械和龙骨水车，发动６００多劳力，日夜 ３班翻水。是年葛村公社秋粮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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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０％，其中稻谷减产８％。１９７８年特大干旱。春旱连夏旱，伏旱接秋旱，高温少雨，塘、河、沟干涸。９月１０
日虬山水库干涸。不仅农作物受旱严重，人畜饮水也十分困难。郭庄、葛村两公社党委政府查旱情、定方

案、带领公社干部１８０余人，组织１．５０万余劳力，修复翻水线路１１条，翻水机台５８处，开挖引水沟４３条，筑
坝２９道，共做土方１８万立方米，建成多级临时翻水站２３处。两公社共投入抗旱机械电动机８９台、１８９０千
瓦，柴油机７１台、１２５０马力，抗旱资金１２０万元，其中国家补助２５．５０万元。经过半年多艰苦努力，战胜前所
未有的大旱。

１９９４年特大干旱，伏旱接秋旱，秋旱接冬旱。据赤山闸、虬山雨量站的记录，年降雨量６４２．３０毫米，仅大
于１９７８年，较常年平均值少３７％，接近或超过百年一遇旱情。七、八、九３个月平均雨量只有１０９毫米，３５℃
以上高温天气３４天，蒸发量大。７月２８日赤山闸提水站开机向北山水库、赤山湖补水。向赤山湖补水２７８４
万立方米，缓解南片旱情。８月中旬，两乡塘坝９０％干涸，虬山水库虽实施翻水补库，但水位较低。两乡投入
劳力３万余人次，投入抗旱机械：固定机站３７座８９台套４８７７千瓦，流动电动机泵２８０台套，柴油机泵７８０
余台。赤山闸提水站开机４７８０台时，翻水２７８９万立方米。由于灾情严重，加上灌溉设施老化、失修，虽经努
力，郭庄镇秋粮仍较１９９３年减产１５％，葛村乡旱情较重，减产２１％。

２００１年是又一个大旱年。根据旱情发展，５月下旬赤山闸提水站开机翻水，同时启动固定抗旱站２５座
５８台套６５００余千瓦翻水，提水量达４６．７０立方米／每秒。２００４年出梅以后，两镇持续干旱少雨，８—１０月累
计降雨１１１．３０毫米，仅占正常年份同期降雨量的４０％。９月１６日，大部分塘坝干涸。郭庄镇、葛村镇组织力
量抢修泵站和引水渠道。开动泵站２５座５８台套６５００余千瓦提水，提引塘坝水量２３０万立方米，抗旱浇灌
面积３．２０万亩。受２００４年特大秋旱影响，２００５年全镇水库塘坝底水严重不足，加之上年持续干旱少雨，进
入水稻栽插季节后，用水全面告急，镇政府及时召开抗旱工作会议。６月１６日，赤山闸开机翻引秦淮河水，
高阳河以及沿江河涵闸自流向境内引水，确保全镇３．２０万亩水稻栽种面积用水。

　　四、农田基本建设

境内岗丘起伏，农田零乱不平，田块大小不一，道路狭窄弯曲，水系排灌不畅，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７０年代，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整治，联圩并圩，大大缩短防洪圩堤长度。配建涵闸和以电力为主的排涝
站，使原来低洼荒滩、芦荡变为良田，扩大耕地面积。开挖撇洪沟、截水沟，使丘圩分开。实施圩内治理，开

挖沟渠、改造旧河网，格田成方，平整土地。继续兴建电力排涝站和机改电，提高排涝能力。郭庄、葛村两公

社都组建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人员在基层生产队抽调青壮年劳力组成，人数由各公社根据任务轻重而定，

一般为２００—４００人。采取冬春集中劳力突击土方工程，专业队扫尾配套，常年施工。专业队民工的报酬由
专业队队部出具劳动工日证明，回到民工所在的生产队记工。生活是自带基本口粮０．５公斤，不足部分由县
水利工程统筹粮补助，每工日成品粮计划０．５—０．７５公斤，伙食费３角。８０年代，农村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土
地分到户经营，专业队解体。由于土地调整，劳力调动受到限制，这一期间，以平整土地为主的中低产田改

造工程进展缓慢，但每年冬春仍能坚持小范围实施，以配套为主。

１９７４—１９８４年，郭庄完成丘陵建设冲片１处，圩区３处，完成总土方１９３．５６万立方米。开挖渠道４条，
全长３．５０千米，平整土地５９１０亩，修建机耕道路９条，全长１３．７０千米，新建涵洞１２座，水闸１座，道路桥６
座。建设千亩以上圩区大片农田２处，即朝阳圩片平整土地２５００亩，挑挖土方８６．４５万立方米；百丈圩片平
整土地２１００亩，挑挖土方４７．１６万立方米。葛村完成丘陵建设冲片２处，圩区建设冲片 ４处，完成总土方
１０８．２０万立方米。开挖渠道１９条，全长２３．５０千米，平整土地６９２０亩，修建机耕路８条，全长２２．５０千米，新
建涵洞１１８座，道路桥９座。建设千亩以上圩区大片农田２块，即东圩片平整土地２７００亩，挑挖土方２０７９
万立方米；西圩芦亭片平整土地２３００亩，挑挖土方１４．７１万立方米。

９０年代，郭庄、葛村两乡镇在国家粮食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和鼓励下，加速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的建
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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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郭庄镇不断创新农村经营体制，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２０１３年，投资２００余万元，完成五渚
坊高标准农田１０００亩；２０１４年，投入１０００万元，完成庄里５０００亩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５年，投入
３０００万元，新增高标准农田１万亩。

第二节　交　通

　　一、交通管理机构

１９６０年４月，成立郭庄公社、葛村公社交通运输管理站。１９６２年１月解体。１９７１年重建。１９８５年体制
改革。１９８６年，郭庄乡、葛村乡的交管站分别改为交通运输管理所，是县交通局派驻乡镇的交通行政管理部
门。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和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设郭庄交通管理站，成为全县７个基层交管站
之一。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设郭庄交通巡警中队，派出所设有交通巡警组。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派出所设兼职交巡警。
２００５年后，在郭庄镇设交通运输管理所，隶属句容市运输管理处。２０１５年，市交通系统进行运输体制调整，
撤销原２２个乡镇交通运输管理所。

　　二、航空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距郭庄镇仅１２千米，Ｓ２４３扬句线在句容段称机场路，机场路全长４６．２１千米，经郭庄
至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规模居华东第三，全国第五，拥有通往６０个国内主要城市、２０个国际和港澳台地区
城市的１４０余条航线，在郭庄镇去禄口机场乘飞机非常方便，为外出旅游、探亲、商务活动之首选。

　　三、高速铁路

宁杭高铁客运专线从郭庄镇境内通过。句容郭庄段北起新昌至孔塘与溧水交接处，全长７．６６千米，在
镇境内的新昌村设有“句容西站”，隶属上海铁路局南京站管辖，设计侧式站台２座，站内旅客地道１座，东
站站房总长１００．８０米，宽２７米，建筑面积３４９７平方米，最多聚集人数４００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宁杭高铁客运
专线句容郭庄段正式开工。郭庄镇主要负责郭庄段工程的征地、拆迁及施工环境的保障工作，征地３４４．５２
亩，拆迁７１户，拆迁费用１５１４．２０万元，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正式通车。

　　四、公路

１．国道
Ｇ２５长深高速句容段　即宁杭高速句容段，全长７．６０千米。经郭庄镇，起点江宁湖熟镇与句容市交界

处，经新昌、新安、孔塘等村与溧水区交接。全线双向 ６车道，路基宽 ３７．５０米，设计行车时速 １２０千米／小
时，在与Ｓ２４３（机场路）和镇境内郭夏路交叉点设互通立交。防护栏外侧５０米为绿色通道，其中防护栏以外
２０米范围内种植景观林带，以常绿树种、乡土树种为主。总投资１．９６亿元，２００５年７月开工，２００８年９月１
日建成通车。

２．省道
Ｓ２４３扬句线句容段　又称机场路。起点扬州，经镇句路、句容东南环路至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句容段

起于镇江与边城交界Ｋ３６．２９７处，止于郭庄与南京江宁交界Ｋ８２．５１处，全长４６．２１千米。一级公路标准，双
向４车道，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基宽２６米，设计时速１００千米／小时，道路两旁为１０—１２米绿色通道。Ｓ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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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段于２００７年３月正式动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全线交工验收，随即通车。
３．县道
（Ｘ２０４）宁溧公路　原宁溧公路自南京中华门经江宁、淳化、湖熟从 Ｋ３５处入县境至溧水，经郭庄镇窑

场，长１０千米，跨郭庄镇３个行政村，１２个居民点，在郭庄集镇接后郭线，再连接后茅线至茅山。全线等级
为三级。局部为四级。

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集资６０００元，秋后修筑湖熟至郭庄的公路，后因宁杭公路、常溧公路的修建，推迟
到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开始修建溧水经郭庄至湖熟的公路，当时称溧湖线。路基宽６—７．５０米，碎石路面宽
３米，厚１０—１５厘米，晴雨皆通车。日军入侵时，郭庄庙桥被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修复。１９４９年
句容解放时晴通雨阻。１９５４年８月进行整修，碎石路面宽为３．５０米，晴雨通车。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至次年２月，
将３．５０米的碎石路面拓宽至１２米，并驳岸近２０处，达到二级技术标准。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０年间，宁望（牛
墩）线因修建大桥，所有车辆全部绕道宁溧线行驶，交通量剧增。１９８０年先将 Ｋ３５—Ｋ３８改为沥青表处路
面，宽５米，Ｋ３８—Ｋ４５沥青表处路面７米，其余 Ｋ３５—Ｋ３８也于１９８６年拓宽成７米宽沥青表处。使县境内
１０千米全部黑色化。２００２年宁溧线在境内实际长度为１０．１２８千米。２００８年，再按三级公路标准进行改造，
水泥混凝土路面，路基８．５０米，路面宽６米，总投资２８０万元。

（Ｘ３０２）后郭公路　自后白、葛村、埝北至郭庄，全长１４．８０千米，是连接宁杭（Ｋ６２．５０处）和宁溧（Ｋ４２．５０
处）的支线。途径后白、葛村、郭庄３个乡，７个行政村，１３个居民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县内新建的第一条公
路，１９５７年９月按民工建勤方式施工，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通车，路基宽８米，碎石路面宽５．５０米，路面厚１５厘
米，最大纵坡４％，最小曲线半径６０米，为四级公路。１９７５年因水利部门开拓南河，葛村西的西溪桥在８月
１７日冲毁，临时修复通车，１９７６年改在上游新建三孔双曲拱桥，全长８２．５０米，１９７９年桥梁竣工后，１９８１年
改线接线工程完成。１９８２年郭庄附近 Ｋ１４—Ｋ１４．８０接宁溧处改线取直。１９８４年将此段为沥青表处路面。
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全线经过加强养护，逐步将路面拓宽至５．５０—６米，１９８８年路基拓宽到１２米。２００２年
改列为茅郭线（Ｘ３０２），按二级公路标准拓宽改造，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基宽１５米，路面宽１２米，总投资１．２６
亿元，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完工通车。

（Ｘ３０２）宁茅公路　起点句容郭庄与江宁湖熟交界处，由后郭线和后茅线两段组成，终点茅山，全长３４
千米，其中后郭线全长２１．６７千米，１９８８年，路基拓宽到１２米；２００２年，按二级公路标准拓宽改造，沥青混凝
土路面，路基宽１５米，路面宽１２米，总投资１．２６亿元，２００５年７月完工。后茅线全长１２．３３千米，１９８９年前
为四级公路，为沥青表处路面和砂石路面，路基宽６—１２米；２００７年按三级水泥路标准改造，路基宽１７米，
总投资７５０万元。

（Ｘ２０５）葛天线　自葛村经西地、东岗、祁庄、浮山果园，到达常溧线的甸岗，全长１１．２０千米。此线本为
专用线，机耕大道，１９８４年改建公路，路基宽９米，碎石路面宽３．５０米，为等外公路。１９８５年列入养护，后加
铺为沥青表处路面。２００６年按照三级公路标准进行改造，水泥混凝土路面，路基宽６．５０米，路面宽５米，总
投资６５０万元。

４．镇（乡）道、村道
（Ｙ０３５）张朝线　原为张谢公路，从１０４国道张庙为起点，经岗子村、三岔至谢桥。全长１４．３０千米，１９６１

年开工，１９６２年通三岔并延至谢桥。路基宽７—９米，碎石路面３．５０米，后因三岔到谢桥间５千米公路在通
过三岔集镇后沿赤山湖堤上行驶，弯曲很多，圩堤狭窄，且多处倒塌，自１９８１年后汽车备料车都难以行驶，因
而多次考虑改线。１９８２年先将 Ｋ０—Ｋ２拓宽路面至５．５０米。１９８３年开始拆迁三岔在允盛桥头房屋，１９８４
年将路线改在允盛桥头句容河大堤上，穿过赤山闸，再沿赤山湖下绕到谢桥，并从谢桥延伸至宁溧公路新朝

阳桥北端，共长２０．８９千米。自８千米后路基宽６．５０—９米，路面宽６米，１９８５年竣工后，移交养护，此路前８
千米为四级公路，以后为等外公路，路面除２千米为砂石路面外，其余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间加铺沥青表处路面
宽８米。另自朝阳桥向西有江宁湖（熟）周（岗）公路至周岗镇，其中高阳桥为镇边境，全长５千米，由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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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

（Ｙ０５６）葛方线　自葛村西向南至虬山采石场线，长６．５０千米，１９８０年建成等外公路，沥青表处路面宽
５米。

１９８６年，郭庄机耕道１７条，葛村有２０条，全长１００千米。少数碎石路面，可供汽车通车有２１千米，晴雨
通车仅１４千米，大多数是土路。９０年代后，加快农村公路网建设，很多原机耕大道改建而成为乡村公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期间，全镇实行镇三级路，行政村四级水泥路的目标，行政村等级公路通达率１００％，农民集中
居住点等级公路通达率８２．３０％，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系。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镇村公路一览表

　表５－２ 单位：千米

序号 路线编码 路线 水泥混凝土路面

１ Ｙ００２３２１１８３ 张朝线 ２０．８９

２ Ｙ０１０３２１１８３ 葛刘线 ６．２２

３ Ｙ５０１３２１１８３ 甲王线 ５．８１

４ Ｙ５０２３２１１８３ 葛赵线 ２．０３

５ Ｙ５０３３２１１８３ 郭扬线 ２．９７

６ Ｙ５０４３２１１８３ 金赤线 ５．１３

７ Ｙ５０６３２１１８３ 西方线 ７．１１

８ Ｙ５０７３２１１８３ 刘埝线 ３．０８

９ Ｙ５０９３２１１８３ 埝东线 ８．２８

１０ Ｙ５１０３２１１８３ 葛赤线 ７．３４

１１ Ｙ５１２３２１１８３ 芦赤线 ５．３１

１２ Ｙ５１４３２１１８３ 金虬线 ４．３５

１３ Ｙ５１５３２１１８３ 葛山线 １．４７

１４ Ｙ０５６ 葛方线 ６．５０

　　五、桥涵

１．古桥
北宋元元年（１０８６年）句容县令游冠卿题诗里的高平桥是境内最早的１座桥梁的记载。《景定建康

志》所载桥梁中西沟桥为南宋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年）隐士固省一建造。
明《弘治句容县志》记有桥梁６３座，其中有境内的湖西桥、西沟桥、谢家桥（石谢桥）、荆干桥、后白桥等５

座桥梁的记载。清《乾隆句容县志》记有桥梁６８座，增加桥梁有高阳桥、葛村新桥等，比明代增加７座，减少
２座。清《光绪续纂句容县志》记有桥梁１５９座，但对照明代６３座桥梁中，仅有２８座是同名或稍有改变，其
中１３１座为新增加或改名的，２８座桥名当中有后白桥、谢桥（谢家桥）；也有遗漏的如高平桥；比较著名而且
又留有于后世的有西沟桥、高阳桥、龙德桥、望仙桥、芦亭大桥等。高阳桥明末清初建，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
年）倾圮，历三年修复。２０１５年仍存古桥，全长２２．４０米，石拱３孔，通汽车。龙德桥，明末清初建，清乾隆二
十一年（１７５６年）修复，全长１１．２０米，石拱３孔，２０１５年存古桥，可通汽车。望仙桥，清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２
年）建，长６．７０米，单孔石拱桥，净跨１．６５米，因百丈村拆迁被毁。芦亭大桥，清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赵永正
独资修建，说明当时建桥造福于民，修身养德的事。这些桥现多数沿袭原名，少数改名，如当时南阳桥现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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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汽车改名的高阳桥。１９８５年郭庄的高阳桥、龙德桥、望仙桥列入古桥，作为县级文物保护。
２．公路桥梁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日军入侵时，郭庄庙桥被炸，当时的溧湖线只能在晴天通汽车，直到１９５４年８月进

行整修后，才能晴雨通汽车。

１９６９年，郭庄公社根据省交通厅提出“桥梁永久化”的要求，首先把木排架墩台和木桥改建成水泥混凝
土墩台和水泥板桥。到１９７７年郭庄王夏陈家桥木桥改建水泥混凝土墩台水泥板桥（１９６４年改建过，当时改
陈家桥为四清桥，到１９７７年再一次改建后，又改为陈家桥）。葛村后村木桥改为涵洞。至此，郭庄、葛村境
内结束木结构桥的历史。

２００３年后，郭庄镇交通运输管理所在危桥改造中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原则，先期对主体结构明显损坏
或重新通行较多的危桥进行改造，逐年再对使用年久、荷载等级不足的旧桥实施改造。至２０１５年，投资８００
余万元，对９座危桥进行改造。

２０１５年，全镇养护公路桥梁４５座，其中小桥２３座，中桥１４座，大桥８座。另有国道大桥２座（即长深高
速公路孔塘立交桥、东岗头南河大桥）。省道大桥４座（即禄口机场１号立交桥、禄口机场２号立交桥、赤山
湖大桥、庄里大桥），县道大桥３座（即茅郭线南河桥、西溪桥、葛甸线胜利桥）。其中Ｓ２４３赤山湖大桥，桩式
墩台，长６５０米，宽２６米，设计载荷公路－Ｉ级，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建造完工，为句容市内最长内河大桥。

３．涵洞
郭庄、葛村养护公路平均每千米４道涵洞。其中有管涵、拱涵、箱涵３种。这些涵洞的设置，既便利了农

田灌溉，也有利于预防公路水害。新建公路仍然很重视涵洞建设，如 Ｇ２５长深高速句容段每千米有涵洞
４４０道。

４．航道
干河航道　民国时期，郭庄乡高阳桥私营木船，旺水季节逢双日开船到南京，单日返回，至１９５３年停开。
赤山湖航道　自赤山湖口经葛村农场、南河口、东湖（中河口）、焦弓圩（北河口）、沙新圩、赤山闸湖口、

反修桥、赤山闸，全长１４．３４千米，是环赤山湖航道，枯水期水深达２—２．７０米，２００２年第二次普查为等外级
航道，季节性通航。

秦淮中河航道　自赤山湖东湖，经南塘埂桥、红星桥、中河桥至古村电站，长７．３０千米。１９７７年，拓浚裁
弯取直，河底标高４—６米，底宽１５—２７米，枯水期水深１．２０—２．６０米，为八级航道，通航吨级为２０吨。

秦淮南河航道　秦淮南河航道自赤山湖口经下葛村西溪桥至李家桥１０．３５千米，等外级航道。河底标
高６米，底宽１０—１５米，其中自赤山湖口—下葛桥（龙桥）—葛村镇（西溪桥）—虬山水库—西地村，全长
５２０千米，１９８５年仅有２千米航道，２００２年不通航。

　　六、交通工具

１．车辆
三轮车　７０年代，以人力脚踏载货载客，至２０１５年，镇境内各种人力脚踏三轮车保有量５００辆左右。
小板车　是广泛使用的民间运输工具，随着机动车辆的增加呈逐年减少态势。但砖窑场和水泥制品场

等用作场地内的短途搬运工具，运送砖、砖坯、水泥制品等，亦有一些水果、蔬菜小贩仍在使用。至２０１５年底
清扫垃圾的小板车达１００辆。

自行车　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郭庄、葛村两乡镇拥有自行车１．２０万余辆，几乎每户都有。成为农村、集镇
居民的主要代步工具之一。

机动助残车和电动自行车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间，机动助残车（又称马自达）曾在境内风行，私自上路载客
和送货，以解决镇村农民出行问题，也解决部分农民的生计；２０００年后，电动三轮车进入家庭，私自上路载
客、运输化肥、农具、粮食等物品。２０１５年，每户至少有１辆，有的家庭达２—３辆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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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轻骑　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农村商品流通，个体户为运输货物使用摩托、轻骑者日见增多。８０
年代末，郭庄、葛村两乡有１６８辆。９０年代后，由于生活条件逐步改善，有能力购置摩托车者日益增多，主要
作为代步工具使用。由于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工作，“日出而作，日落方归”，且因农村公路建设的推进，乡

村道路更为畅通。据２００８年的统计，农村每百户家庭摩托车保有量高于集镇。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有摩托车
６７９辆，轻骑５４０余辆。

农用车　８０年代前后，运输车辆中小型三轮或正四轮农用车呈逐年递增态势，２００１年是农用车保有量
最高年份，两镇共有５００余辆。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农用车２７２辆。

拖拉机　拖拉机适合农村运输需要，轮式拖拉机既带双铧犁又带拖斗运输，曾经是农村运输的主要工
具。手扶拖拉机农时用于田间作业，农田里收割的粮食，以及运送化肥、建筑材料、各类物品等，因圩区的机

耕路不适合汽车，手扶拖拉机仍是农村最主要的运输工具。７０年代中期，郭庄、葛村两公社有轮式拖拉机和
手扶拖拉机 ８０余辆，至 ８０年代后期，轮式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保有量 ４５０余辆，承载着运输总量的
８７５０％。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手扶拖拉机保有量２８９辆，主要运输农田收割的粮食进库与卖出，建筑材料、行政
村、集镇的生活垃圾、农副产品运输等。用于运输的大、中型轮式拖拉机数量极少。

汽车　包括货车、拖挂、半挂、客车（大、中型）、小客车和各种特种车。８０年代初，葛村组建交通服务公
司车队，有汽车９辆，从事运输，１９８６年后逐步淘汰。８０年代，郭庄、葛村两乡有各类汽车２６辆。进入２１世
纪，随着集镇经济发展和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的消费呈多元化、个性化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间，各类
汽车增加了１０—２０倍，主要为私人购车。据统计资料反映，２０１５年，全镇居民私家车保有量５９２４辆。每３
户就有一辆小轿车或小面包车。另外，由于工业企业大量增加，还有很多家住南京且在郭庄办厂来回的私

家车及工作人员上下班的私家车。到２０１５年底，不在全镇统计范围内却每天都开车来郭庄上班的私家车约
５００余辆。韵达物流、齐门玻璃、东癉光伏、电科电气等企业的运输车辆约２００余辆。

２．船泊
从古代到新中国建立后，镇境内全是非机动小木船（又称长盆），主要用于在河塘沟坝罱泥作肥料，收割

季节运输粮食和物资，有时候也在小木船里安装一台小型抽水机灌溉水稻。至１９８５年，基本淘汰小木船，逐
渐开始用水泥船代替小木船，主要用于运输粮食、稻草、麦秸、肥料、灌溉（安装１２匹柴油机，Ｓ１９５柴油机），
９０年代后逐步被淘汰。

　　七、汽车修理

８０年代后，随着运输市场和车辆不断发展变化，汽车修理行业也发生很大变化。２０００年后，专业运输企
业所属的修理厂萎缩或破产，逐步退出维修市场，个体私营维修业户不断发展。２０１５年之前，本镇内属市二
类汽车维修企业有句容市葛村镇永联汽车修理厂１家，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共有汽车、摩托、电动车等私营修理
企业１４家。

第三节　电　力

　　一、供电

１９５９年２月，郭庄片由南京供电。１９７５年，句容建第一座１１０千伏北门变电所，联入华东电网，郭庄、葛
村两地改为全县统一供电。

１９９２年，３５千伏后葛线投运，回路长度６．１５千米。３５千伏郭庄变电所，变压器２台，１９８７年投运。１０
千伏线路有：郭陈线，线路长２７．１１千米，变压器４３台。郭庄集镇线，线路长７．８３千米，变压器２４台。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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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线路长１７．８２千米，变压器４２台。郭戴线，线路长 ３０．３１千米，变压器 ５０台。孔塘线，线路长 １７．９４千
米，变压器４８台。１９９４年，３５千伏三郭线投运，回路长度１１．４８千米。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郭庄、葛村分两期实
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３５千伏葛村变电所，变压器２台，２００２年投运。１０千伏线路有：葛村集镇线，线路长
４．６９千米，变压器１８台。葛村轧钢线，线路长１９．５２千米，变压器３４台。葛西线，线路长２９．８０千米，变压器
５０台。葛东线，线路长３１．０４千米，变压器３１台。２００３年，３５千伏葛郭线投运，回路长度９．３４千米。２００７
年，郭朝线投运，回路长度４．８０千米。至２００８年，郭庄镇有１０户自备柴油发电机组共１０台，装机容量１０１８
千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郭庄投资近亿元，设计３台主变压器，容量８万千伏安，规模３６回。本期已投运１台主变
电器，容量３１５００千伏安，１１０千伏进线２回，１０千伏出线间隔本镇为１２回，最终规模３６回。正式投运后，
解决了周边葛村变、三岔变等设备容量不足问题，解决包括空港新区在内的句容西南片供电半径大的历史

问题，成为该镇主要的供电电源。有１０千伏线路１５条，低压配变５４４台，合计容量５４４８０千伏安，专配１２２
台，容量３９３９５千伏安，４００伏线路长２７４千米，２００伏线路长６９２千米。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位于郭庄空港工
业集中区的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合闸冲击，成功投运送电，并顺利接入电网。

２００２年郭庄、葛村供电所基本情况一览表

　表５－３

供电所

名称

管理设备 生产经营 人员 固定资产

１０千伏
线路

（千米）

配电

线路

（千米）

配电变压器

数量

（台）

总容量

（千伏安）

用电户

（户）

供电量

（万千瓦时）

售电量

（万千瓦时）

所电工

（人）

村电工

（人）

原价

（万元）

净值

（万元）

郭庄 ９１．０１ ６７４．４０ １３９ １３８００ １２６０７ １１６６．８６ １０６４．３７ ８ ２２ ４８．０３ ３３．５１

葛村 ５５．９７ ４５４．１０ ９７ ９８１０ １２０９３ １０９８．５２ ９８６．１３ ７ １７ ６７．４６ ４１．９０

　　二、用电

１．生活用电
６０—７０年代，居民生活用电仅是照明，用电量较少。１９８６年，郭庄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为 ２２．１２万千瓦

时，葛村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为２４．２５万千瓦时。随着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彩电、
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大量进入家庭，居民生活用电量逐年增长。１９９３年，郭庄、葛村两乡镇居民生
活用电１８３．７０万千瓦时，比１９８６年居民生活用电增加１３７．３３万千瓦时，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合并，居民
生活用电６１５万千瓦时，２０１５年底，郭庄镇居民生活用电１３２３万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总量６９６２万千瓦时
的１９％，是１９８６年用电量的２８．５３倍。

２．工业用电
１９５９年，郭庄集镇通电时，基本上无工业用电，７０年代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工业用电量逐年上升。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工业用电２０２万千瓦时，葛村乡工业用电２１７万千瓦时。１９８９年，由于受华东电网供电计划
紧张的制约，加之受全国金融形势和国内市场的影响，部分工矿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工业用电出现

负增长。１９９０年，国家电网供电形势好转，企业生产复苏，工业用电量出现回升。１９９５年郭庄镇工业用电量
２６１万千瓦时，葛村镇工业用电量２５０．３０万千瓦时。２０００年两镇工业用电量１０９１万千瓦时。２００８年，随着
句容市“五大板块”战略的实施，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外商相继落户郭庄镇投资兴业，新的工业增长点不断增

加，当年工业用电量３３４３万千瓦时。２０１５年，全年工业用电量４９７０万千瓦时，是１９８６年的１１．８６倍，占全
社会用电总量６９６２万千瓦时的７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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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农业用电
１９７０年后，农田提灌、排涝开始实现电力排灌，农副产品加工基本实现电力化。１９８８年，农业用电量

１３３万千瓦时，１９９４年，句容遭受特大旱灾，高温持续时间长，郭庄、葛村有６万亩水稻普遍缺水受旱，动用一
切机械设备翻水抗旱，农业用电量２２８万千瓦时。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广农业科技，
发展高效农业，郭庄、葛村两镇农业用电进入逐年递减期。１９９８年，郭庄、葛村进行农网改造，至２００２年结
束，农网融入供电网络，供电可靠率、电压合格率大大提升，线损大大下降。是年，两镇农业用电量为１９９万
千瓦时，比１９９４年用电量２２８万千瓦时少用电量２９万千瓦时。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农业用电量２１８万千瓦时。

４．其他用电
８０年代，商业用电以经营场所照明为主，用电量增长缓慢。１９９２年后，宾馆、娱乐场所增加，餐饮和零售

业普遍提升环境硬件设施，导致用电量大幅上升。１９９５年，郭庄商业用电量１２．５０万千瓦时，葛村商业用电
量１１．４０万千瓦时。进入２１世纪，乡镇人口大幅增加，商业网点快速发展，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商业
经营场所竞相营造更舒适的购物和休闲环境，商业用电进入增长期。２００２年，郭庄镇全年商业用电量５７万
千瓦时，葛村镇全年商业用电量 ４３万千瓦时。２０１５年商业用电量为 １８６万千瓦时，是 ２００２年用电量的
４３２倍。

自１９９２年起，郭庄、葛村两乡镇党政机关、科技、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用电增长较快，２００４年后，因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带动乡镇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的加快建设，公用电量也快速增长。２００５年，公用市政用电量
２１３万千瓦时。

２０１５年全镇商业、市政及其它用电量共４５１万千瓦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用电情况一览表

　表５－４ 单位：万千瓦时

年份
郭庄镇 葛村镇

用电总量 生活用电 工业用电 农业用电 其他用电 用电总量 生活用电 工业用电 农业用电 其他用电

２０００ ９４７ １６３ ５８２ ９９ １０３ ８１２ １３８ ５０９ ８２ ８３

２００１ １０２３ １７４ ６１５ ８６ １４８ ８５０ １４２ ５２６ ８７ ９５

２００２ １１０８ ２３１ ６５２ １０５ １２０ ９２１ １８４ ５４４ ９４ ９８

２００３ １４０５ ２６０ ９７６ ８１ ８８ １３２７ ２４６ ８６３ １２１ ９７

２００４ １６３３ ２９４ １０６８ １０９ １６２ １４２５ ２７１ ９４９ １１２ ９３

２００５ ３５３７ ６１５ ２３４２ ２６０ ３２０ — — — — —

２００６ ３７８３ ６６６ ２３６４ ３４２ ４１１ — — — — —

２００７ ４５３５ ８４４ ３０１６ ２９０ ３８５ — — — — —

２００８ ４９８９ ９３８ ３３４３ ３０５ ４０３ — — — — —

２００９ ５９８７ １１１４ ４０９５ ３２２ ４５６ — — — — —

２０１０ ６０１５ １１６７ ４１０２ ３０５ ４４１ — — — — —

２０１１ ６１３７ １１９６ ４２２０ ２９６ ４２５ — — — — —

２０１２ ５２１１ １０１６ ３５６９ ２０３ ４２３ — — — — —

２０１３ ５９２０ １０７７ ４０９７ ２７８ ４６８ — — — — —

２０１４ ６１６２ １１５８ ４３２０ ２３４ ４５０ — — — — —

２０１５ ６９６２ １３２３ ４９７０ ２１８ ４５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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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

１．机构
１９７５年，郭庄、葛村两公社建立用电管理站，１９８４年，改名为郭庄乡、葛村乡电力管理站（简称乡电管

站），１９８５年，成立句容县农村电力联合管理站，对所属的郭庄、葛村两乡电管站实施人、财、物统一管理。
１９９９年，按镇江供电局的统一部署，改乡（镇）电管站为乡（镇）供电所。２００８年３月，郭庄供电所、葛村供电
所合二为一，组建句容市供电公司郭庄供电所。２０１５年，郭庄供电所有管理人员８人，村电工１５人，另有专
业维修队伍。

２．节约用电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郭庄、葛村两乡镇从８０年代起就面临电力供求矛盾突出、电力缺口大的严峻

形势，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各单位、厂矿企业领导把节约用电工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专人负责，责任到

人，重视基础工作和制定制度，做好节电宣传，加强产品电耗考核，推广节电新技术，加强非生产用电管理，

严格奖惩制度，将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车间、班组、机台和各用户，对超额完成节电指标的单位和个人予以

表彰奖励，对未完成节电指标的用户给予经济处罚。在抓节电的同时，根据上级要求，不断推广节电新技术

的应用和新产品开发推广，使用节能型用电设备，禁止使用国家宣布淘汰的耗能设备，实施绿色照明计划。

２００１年起，随着电力供需矛盾的缓解和电力供应引入市场化机制，节约用电工作逐步进入常态管理。
３．安全用电
８０年代初，郭庄、葛村两乡电管站根据县供电局要求，建立一系列安全管理制度，分工１名安全员具体

负责。１９８６年，乡建立安监站，有专职的安全监督员，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１９８８年，两乡开展４次农村用电
大检查，对违章用电现象、田间场头安全用电问题、各类机械安全用电问题和三类线路、三类配电房进行彻

查整改。同时，还多次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情况所存在的问题，组织开展用电专项安全检查，整改低压３类线
路和按要求分级安装漏电保护器等。每年４—５月，郭庄、葛村开展春季用电安全检查，重点查配电变压器、
漏电保护器运行、农户照明用电等；６—７月，开展夏季用电安全检查，重点查配电房、场头、田头的用电安全；
１０月，开展秋季用电检查，重点查各种机械用电安全；１１—１２月，以“防寒、防冻、防小动物”为重点的安全检
查。１９９０年，按照镇江供电局规定，郭庄、葛村两乡电管站站长为农村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并确定责任人
的安全责任，列入承包责任制考核。１９９４年，郭庄、葛村两镇全年开展农村用电大检查３次，发现设备缺陷
及时进行处理，避免可能发生的设备事故。

改革开放以后，郭庄、葛村农村渔业生产日趋兴旺，私人鱼塘增多，有大量输电线路跨越水面，极易发生

钓鱼触电事故。进入２１世纪后，陆续启用多项措施，进行宣传防范，在主要公路两侧的民房墙面喷刷警示标
语，在鱼塘周围放置警示牌，强化基础管理，狠抓监督检查，郭庄镇从２００５年起到２０１５年，连续１０年安全无
事故。

郭庄、葛村电管站结合企业安全工作实际，经常采用领导、专业人员检查与发动职工自查结合，季节性

检查与有针对性的重点检查结合的方法，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检查活动。坚持安全大检查每季度１次，小
检查每月１次，自上而下，自查与互查结合，重点是查领导、查思想、查纪律、查规章制度、查人身安全的保障
和预防、结合季节性特点查设备与事故的预防等。专业性检查重点是结合企业安全状况，针对一个时期内

的重点工作和事故苗头较多的情况组织开展的。１９９１年３月，两镇共查出各类事故隐患和设备缺陷１８条，
４月整改完毕。２００８年，郭庄镇电力部门进行３次企业专项安全检查，共发现安全隐患设备缺陷１６条，现场
全部处理。２０１５年，进行冬季安全大检查，发现设备缺陷６条，全部进行了及时处理。

４．营业管理
按照市供电局规定，１９８８年起，郭庄、葛村两乡用户电能表安装前必须校验，抄表、收费使用统一的抄卡

和电费收据，按规定收取电费和管理费。１９９８年，郭庄、葛村两镇电管站对农村用电业务、电费抄核收、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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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用电检查等营业管理，按城市管理规范标准执行。２００２年，郭庄、葛村两镇供电所按照供电营销职责，
严格执行营销工作规定和制度，并逐步建立营销管理信息系统。２０１０年，全镇电表安装电子眼，实行电子读
数。２０１５年，农村用电已进入网络化规范管理。

第四节　邮　电

　　一、邮政

１．机构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郭庄镇设邮寄代办所，截至解放前夕，郭庄庙仍为私营王昌芝开办的邮政代

办所。

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３年，句容县邮电局将原属江宁湖熟局管理的葛村、郭庄邮政代办所划归句容县管
辖。１９５８年，郭庄、葛村邮政代办所改为公社邮电局，１９６２年，改为邮电所，在邮政、电信两度分设、合并后，
到１９８５年，再次设葛村邮电所和郭庄邮电所。１９９５年建邮电支局新楼。１９９８年，实行邮政、电信分营，在郭
庄镇、葛村镇分设邮政支局、电信支局。２００８年，郭庄、葛村邮政支局又分设邮政储蓄银行。２０１５年，郭庄邮
政支局有工作人员５人，电信支局有工作人员４人。

２．投递与邮路
清末民初，局所之间邮件交换靠肩挑人扛。新中国成立前，农村邮件无专人投递，一般放在集镇商店或

代办所内，由收件人自取或托人领取。新中国成立后，邮政面向农村，信报投递逐步由乡到村。１９５８年人民
公社期间，队队通邮路，投递路线发展到生产队、自然村。１９６４年，郭庄乡有２６个大队采取隔日投递，自行
车投递邮路４条，投递线路总长１４５千米。　一条，郭庄至高阳。途径百丈、斗门、夏塘、新昌、新隆、高阳、新
安、阳巷、经戴。二条，郭庄至谢桥。途径池汤、汤巷、黄南、赵巷、庄里、谢桥、朱巷。三条，郭庄至东岗，途径

甲山、孔塘、王夏、光明、西释、东岗。四条，郭庄至端王，途径金星、唐庄、端王。

１９８６年前，葛村邮电所有投递员３人，自行车４辆，投递邮路３条，投递线路总长１３５千米。一条，途径
葛村、下葛、东方红、东湖、高坪（约３０千米）。二条，途径五渚坊、虬北、百里、刘庄、埝北、赤岸、芦亭（约５０
千米）。三条，途径金山寺、西地、刘巷、方西、东岗、孙庄、祁庄（约５５千米）。

到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有摩托车邮路４条，其中郭庄集镇、葛村片区各２条，投递邮路总长１８０千米。
１９８６年以前，葛村、郭庄的邮件由句容—葛村—郭庄委托客运汽车代运，１９８８年，句容南片１１个局所自

办汽车邮路运递邮件，葛村、郭庄所名列其中。

３．邮政业务
主要业务是平信、挂号信、明信片、印刷品、盲人读物、港澳信函、小包、快递小包、包裹、报刊发行、汇兑

业务、集邮。邮政编码葛村２１２４３１，郭庄２１２４３４。
据２０１５年报刊发行投递量统计：《扬子晚报》４５０份，《新华日报》２８０份，《镇江日报》２５０份，《南京日

报》５９份，《人民日报》４２份，《求是》杂志２５份，《群众》杂志２０份，其他杂志１８０份。
４．邮政设备的更新和添置
１９８６年，葛村邮电支局有自行车３辆，郭庄邮电支局有自行车４辆。２００５年乡镇合并后，新增摩托车邮

路４条，有摩托车４辆。
１９９５年，微机电脑设备已在营业、发行，邮储等方面使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郭庄、葛村邮政支局由市邮政

局配备数字监控系统。２００７年，郭庄网点的网络智能办公系统于当年全部安装到位。２００８年，新增自动柜
员机用于葛村、郭庄。２０１５年，实现无纸化办公和公文的网上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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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电信

１．电报
郭庄、葛村一直无专用电报设备，１９５２年通电话后，电报业务需利用农话线话传电报。１９７６年，电报电

路启用电传机，改人工电路为电传电路。１９８６年，增添电子电传机，实现汉字来报直锋。１９９５年，电报业务
实现传真化。由于手机和用户传真机的普及，至２００８年已无电报业务，电报电路和设备也随着业务的停办
而被淘汰。

２．电话
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年）句容开通至葛村等５个乡５条８１杆千米竹竿电话线路，葛村设交换点，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年）竹竿改用木杆。
１９５１年，葛村设电话交换点，同时增设句容至葛村中继电路１条。１９５２年，葛村交换点设１０门磁石交

换机。１９５３年，葛村开设长途电话业务。１９５８年郭庄有长途电话业务。
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社社设总机，队队通电话，郭庄、葛村两公社电话增至７０余门。１９６０年，郭庄、葛

村增装简易单路载波机（１９６４年拆除）。１９７７年，句容至葛村开通一套单路载波机。１９８０年，句容至郭庄配
ＺＭＸ型三路载波机一套，句容至葛村增开单路载波机一套。１９８７年，开通“ＳＤ－３０１Ａ”２００门自动交换机，次
年７月，开通传真业务。１９８８年底，开通郭庄、葛村两乡农村版自动拨号电话。１９９１年，郭庄乡进行集镇机
线整治。在抗洪救灾中，郭庄邮电所刘克勤被邮电部、中国邮电工会授予“１９９１年全国邮电抗洪救灾保通信
先进个人”称号。

１９９４年，开通葛村程控局，１０月，郭庄、葛村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１９９５年，农村光缆贯穿郭庄、葛村，
实现中继传输数字化，电话杆线逐步延伸到行政村和自然村。１９９６年３月，市 ＤＤＮ网进入全国数字数据通
信网，郭庄开通节点机，满足郭庄金星玩具城等台商企业的需求。１９９７年，Ａ网五期和 Ｂ网二期扩容，并新
增郭庄金星基站，是年模拟网用户达 ５０户。２００２年，郭庄新增 ＡＤＳＬ宽带设备。２００５年，郭庄新增 ＮＥＣ
Ｕ—ＮＯＤＮ设备。自２００５年开始，为适应乡镇合并，农村电信支局逐步调整，至２００８年底，继续保留郭庄、葛
村农村电信支局。在电话交换程控化、传输光纤化、城乡通信一体化的推动下，通信网络向综合化、智能化

方向发展。

２００９年，为更好地实现对接南京，彰显同城同建效应，投入２００万元开通电信“一机双号”，合同引进放
装南京区号电话号码１０００门，２０１２年，郭庄镇投入１００万元更新郭庄主机房和葛村二级机房，葛村营业厅
装修一新投入使用。

２０００年，郭庄镇开通电话户５２４６户，葛村镇开通电话户４１２０户。是年９月５日，经市电信局和市公证
处有关人员现场抽号，葛村镇农民王家福成为句容市第１０万个固定电话用户。２００３年，郭庄镇固定电话装
机户数７９４８户，葛村镇固定电话装机户数７１３１户，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固定电话装机户数１６７６９部。２００８年，郭
庄镇固定电话１７２１５部。２０１１年，固定电话１５６０３部。截至２０１５年底，郭庄镇电信交换容量２１２４０号线接
入网机房１７座，电话杆８２０５根，固定电话１００６８门，线路波长２５８千米，电缆波长９５５２千米，线下电缆管道
１３．５０千米，宽带上网１８８０户，光线接入８９户。

３．移动电话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１９９２年开通无线寻呼业务（ＢＢ机），１９９３年，开通模拟移动电话，１９９７年６月，建

立数字移动电话ＧＳＭ基站，是年发展移动电话５８部。２００１年，郭庄镇建成移动电话小康镇。２００３年，郭庄
镇移动电话拥有数量６５１１部，葛村镇移动电话拥有数量５３８２部，２００８年，移动电话１４７９３部，２０１１年郭庄
镇移动电话拥有１８５１９部。至２０１５年底，移动电话３８２４０部。

郭庄镇原有１条速度为２Ｇ的宽带网，２００２年，新增 ＡＤＳＬ宽带设备。２００８年，全镇农村接入网都增加
ＡＤＳＬ宽带设备，宽带上网覆盖全镇１８个行政村和２个社区。２０１３年互联网宽带上网用户１０８９２户，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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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网用户７９６１户。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电话拥有情况一览表

　表５－５ 单位：户、部

项目

年份

郭庄镇 葛村镇

固定电话装机户数 移动电话拥有数量 固定电话装机户数 移动电话拥有数量

２０００ ５２４６ ３０５８ ４１２０ ２９７２

２００１ ５４３６ ４７２６ ４１９２ ４５８３

２００２ ６４４４ ５４７１ ４３８０ ４９７８

２００３ ７９４８ ６５１１ ７１３１ ５３８２

２００４ ８４１２ ６８４４ ７５１０ ６８２５

２００５ １６７６９ １１２８１ — —

２００６ １６６９８ １２４９１ — —

２００７ １６９２９ １３８８６ — —

２００８ １７２１５ １４７９３ — —

２００９ １４３７３ １６２７２ — —

２０１０ １４４２０ １８３２６ — —

２０１１ １５６０３ １８５１９ — —

２０１２ １４０３０ ２１６２７ — —

２０１３ １３７８９ ２４８７７ — —

２０１４ １３０５２ ３０５２３ — —

２０１５ １２８７６ ３８２４０ — —

第五节　供　水

　　一、基本概况

解放前，郭庄、葛村两乡没有自来水，百姓饮水靠肩挑手提，水源来自河塘沟坝渠里的自然水和井水。

百姓在饮用河水、井水之前将水储入水缸，再用明矾淀清后饮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３年，
郭庄乡政府投资１０万元在郭庄中学东排灌站处兴建一座自来水塔，铺设管道１５００米。当时，只供应集镇政
府机关和街道居民饮水。８０年代中期，葛村乡在南河边兴建自来水厂，当年葛村集镇、上葛村、下葛村、五渚
坊等村均用上自来水。

１９８６年，郭庄自来水厂扩建，清淤引水沟渠，延伸水源河道，加大供水量，供水区域由集镇扩大到周边村
庄，徐家、杨达里，蔡郎头等村居民用上自来水。１９９４年起，各行政村相继建成自来水塔或高压泵站，从河
道、塘库里汲取水源充足、水质较好的自然河水，通过机泵送至水塔，再经过自来水管道供应本村村民饮用，

基本解决群众吃水难的问题，自来水覆盖面为８２％。至１９９６年，郭庄１４个行政村有自来水塔，葛村８个行
政村有高压泵站。１９９７年，葛村镇的西地、刘巷、东方红、埝北等村也用上集镇的自来水。是年，郭庄自来水
厂因水源受污染停办，异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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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９７年底，郭庄镇２２个行政村有自建水塔、葛村镇１８个行政村有自建高压泵站，村村都用上自来
水，集镇所有厂矿企业等单位都用上自来水，自来水覆盖率１００％。居民饮水逐步趋向集中供应，安装自来
水户需向水厂缴纳安装费，每农户３００元，每村配备收费人员，负责每月抄表收取水费。２０００年，郭庄镇通
自来水户数９６１０户，葛村镇通自来水户数９１３１户。２００３年郭庄镇通自来水户数１１３０５户，自来水用户普及
率９６％，人均日用水量４９升；葛村镇通自来水户数９１０９户，自来水用户普及率１００％，人均日用水量４５升。
２００４年，郭庄、葛村两镇关停村庄水塔、泵站，全都用上镇自来水厂的水源。是年３月，郭庄自来水厂由句容
开发商傅建军出资８０万元买断经营权。２０１０年，郭庄镇自来水厂划归句容水务集团。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委专项拨款，支援句容茅山老区人民解决饮水难问题，同年４月，郭庄镇与南京自来水
管网对接，端庄自然村 １２４户农户率先吃上南京自来水。是年底，郭庄、葛村区域全都用上南京自来水。
２０１５年，自来水收费进入网络化管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自来水情况一览表

　表５－６ 单位；个、户、％

年份
郭庄镇 葛村镇

总户数 通水村 通水户 普及率 总户数 通水村 通水户 普及率

２０００ １１７７３ ２２ ９６１０ ８１．６２ ９９１３ １８ ９１３１ ９２．１１

２００１ １０６２３ ２２ １０１９０ ９５．８８ ９８１６ １８ ９１３１ ９３．０２

２００２ １０６１５ １８ １０１９４ ９６．０３ ９８０６ １４ ９１３１ ９３．１２

２００３ １１７７６ １８ １１３０５ ９６ ９１０９ １４ ９１０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１３９０ １１ １１２５２ ９９．５０ ９１０９ １０ ９１０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２６７１ ２１ ２２２１８ ９８ — — — —

２００６ ２２１３１ ２１ ２２１３１ １００ — — — —

２００７ ２２２５７ ２１ ２２２５７ １００ — — — —

２００８ ２２３３４ １８ ２２３３４ １００ — — — —

２００９ ２２７１５ １８ ２２７１５ １００ — — — —

２０１０ ２４１３１ １８ ２４１３１ １００ — — — —

２０１１ ２４３０７ １８ ２４３０７ １００ — — — —

２０１２ ２０７８４ １８ ２０７８４ １００ — — — —

２０１３ ２１０５５ １８ ２１０５５ １００ — — — —

２０１４ ２１２７０ １８ ２１２７０ １００ — — — —

２０１５ ２１３９９ １８ ２１３３７ ９９．７１ — — — —

　　二、供水能力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自来水厂供水只供政府机关及集镇居民和周边村庄，供水管道郭庄２．５０千米，葛村
３．６０千米，每当夏季用水高峰，供水能力明显不足，冬春季节供水能力平稳。１９９７年下半年，郭庄镇政府投
资１００余万元，在原郭庄二中校址西百丈行政村处，重建自来水厂（原自来水厂停办）占地６亩，供水区域扩
大到甲山行政村，铺设供水管道总长６．４０千米。自来水厂及１４个行政村的自来水塔日供水能力共９８８立
方米。是年，葛村自来水厂扩建，供水区域扩大到周边４个行政村，铺设供水管道９．８２千米，葛村自来水厂
及８个行政村的自来水泵站日供水能力共９９０立方米。２００４年两镇行政村自来水塔关停，全部用上镇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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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的水源。郭庄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为１９００立方米，是１９９７年的１．９２倍。葛村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为
１８５０立方米，是１９９７年的１．８７倍。２０１０年，投资３５００万元，实施区域供水工程，全面完成区域３０千米供水
主管网，与南京自来水管网对接。农村管网铺设１５５千米。每日２４小时随时用水。２０１５年，全镇用水表总
数１７７２１户，日供水能力４９００立方米

　　三、供水量

１９８６年，郭庄自来水厂年供水量２．７０万立方米，葛村自来水厂年供水量４．５０万立方米。１９９７年，两镇
自来水厂及行政村水塔年供水总量７２万立方米。２０００年后，由于太阳能热水器用户增多，家庭卫生间普
及，河塘水源污染，大部分农户淘米、洗菜、洗衣用上自来水，供水量一路上升。２００８年，郭庄镇年供水量１３８
万立方米。２０１５年，由于空港新区初具规模，外来人口的增多，供水量也随之增加，年供水总量为１８０万立
方米，是１９９７年的２．５０倍。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区域供水情况一览表

　表５－７ 单位：万立方米、％

年份 年供水量 年售水量 生活用水比例

２００５ １４３ ９８ ６４

２００６ １３１ ９１ ６６

２００７ １４２ ９６ ６８

２００８ １３８ ９１ ６７

２００９ １４２ ９７ ６９

２０１０ １４８ １０５ ６５

年份 年供水量 年售水量 生活用水比例

２０１１ １４６ １０２ ６８

２０１２ １７２ １１４ ６１

２０１３ １７６ １２２ ６３

２０１４ １６６ １１６ ６２

２０１５ １８０ １２３ ６０

　　四、水质情况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郭庄、葛村两乡镇自来水水质合格率达８５％—９５％，１９９７年之后，由于受环境影响，厂矿
企业增多，排污设施不到位，水质综合合格率呈下降趋势，各行政村自办的自来水塔，清污净化条件差，年久

积淤，污染严重，致使水质综合合格率继续下降。２００５年，两镇自来水厂有简单的净化处理，水质有所好转，
达到三类水质标准。２０１０年，郭庄、葛村两镇自来水管网与南京接通，两镇居民吃上南京自来水，水质达到
国家饮用水标准。２０１５年，自来水水质综合合格率为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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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镇村建设

明清时期郭庄为临泉乡，葛村为上容乡。临泉乡有一条明清建筑风格的老街。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葛
村、郭庄两乡设置镇，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镇改为乡，集镇建设没有什么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集镇成为当地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郭庄集镇经过一期、二期规划建设，面貌发生巨变，经过区划调整，乡镇合并，加快

中心集镇建设。１９９９年，郭庄镇被列入江苏省２２２个重点中心镇名单。２０００年，郭庄镇被列入镇江市新型
示范小城镇。２００２年集镇总体规划已完成，规划面积 ６０００亩。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集镇进入开发时期，根据市
委、市政府规划，实施“五大板块”发展战略。２００８年，郭庄镇成立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将其定位为“跨界
新城示范区”和“高新产业示范区”，打造句容最年轻的开发区———郭庄空港新区。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葛村集镇
建设镇东居民小区，兴建农科站、工业公司、供销社等办公楼。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土管所、建筑公司、农行、镇政
府、邮电支局、工商所等办公楼相继建成。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建成镇东工业集中区，完成中心小学幼儿园扩建
工程。

２００８年，郭庄镇第二轮集镇总体规划拉开序幕，大力实施村庄整治建设，拆迁农户 １５７２户，拆迁面积
２１．５０万平方米。至２０１５年底，新建康居花园一期、康居花园二期、丹湖住宅区、雅苑住宅区，动工兴建。安
置大小五埃头等拆迁村庄的村民。

第一节　集镇建设

　　一、郭庄集镇

郭庄集镇原来只有一条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老街。郭庄庙老街建造在岗陇之上，顺坡势而建造，北高

南低，呈弯月形，被当地人称“扁担街”。街道的排水设施设计合理、实用、坚固。老街整体小巧紧凑，建有三

道
%

门，上街口为上
%

门，下街口为下
%

门，还有一道中
%

门，三道券门均为木质，十分厚重，上下
%

门上建

有更楼。老街经历年改建，
%

门遗址尚可辨认。

图６１　２００２年，雕塑广场　　

８０年代之前，郭庄集镇的楼房不多，只有乡政府机关１幢３层办公楼，信用社１幢营业楼。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年，建有粮库、建筑站、财政所、农经站等办公用房。１９９０年，建成由商业公司和供销社合建的３５００平方米

商业区及办公楼；郭庄村委会建８００平方米的办公楼、
粮管所建粮贸商场１５００平方米，集镇开辟建设占地１０
亩的第一商品市场，工商所投资建设占地３．５０亩的农
贸市场。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建成中心校教学大楼 １幢
１８００平方米，中心幼儿园占地３．５０亩，建有教学楼８００
平方米；开辟建设迎河一路、融通路、南河北路；规划建

设占地１０亩、建筑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的第二商品市场；
拓宽改造郭金公路，郭庄卫生院建设门诊综合楼 ２４００
平方米。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开辟建设迎河二路，建电信
楼、地税、国税、土管所、财政所等办公用房共１万平方

０８４

郭庄镇志



米及教师宿舍楼１５００平方米；对迎河一路两侧进行拆迁整治，两侧建商住楼４０００平方米；开发建设迎河小
区一期、二期工程，建筑面积１万平方米，建改政府大院对面商住楼２５００平方米；建成占地６．５０亩的雕塑广
场，新建郭庄中学教学大楼、食堂、学生公寓共４５００平方米，新建郭庄中心小学教学大楼２４００平方米及占地
１５亩的运动场地，扩建中心幼儿园教学楼６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２年，成功创建成镇江市新型示范小城镇和卫生
城镇，集镇总体规划已完成，规划面积４平方千米。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集镇进入新一轮开发时期，随着宁茅公
路改扩建，集镇西侧商住楼开发建设３万平方米，对南河北路进行道路硬化；开辟建设迎河三路，对敬老院进
行彻底改造，新建农贸市场，并对原恒达机械厂破旧厂房进行开发建设。

２００８年，郭庄镇第二轮集镇总体规划开始实施。郭庄镇规划功能定位为句容对接南京的先发地区，南
京空港经济影响的重要区域，以商贸物流、生态型制造业为主，配备完善生活服务的产业新区。空港新区规

划编制工作于２００８年５月开始。空港新区规划范围３６．１４平方千米，“三集”园区规划面积１４平方千米。
２００９年，郭庄镇被授予“全国环境优美镇”“镇江市村民自治模范镇”称号。

２０１２年，空港新区全年完成标准厂房建设３５万平方米。江苏齐光玻璃项目有限公司顺利投产；江苏金
门能源装备有限公司５万平方米厂房、办公楼全部建成，进入试生产阶段；句容光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１３万
平方米标准厂房、研发楼竣工；创壹数字出版传媒产业园创成国家级数字出版传媒产业基地，其６栋功能馆
全部开建；江苏时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１万平方米钢结构厂房建设；江苏格瑞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５万
平方米厂房、江苏金钿实业有限公司１万平方米厂房建成。新建财政所办公楼，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

截至２０１３年，郭庄镇共建设安置小区３万平方米；投资建设垃圾中转站１座；建成占地５１亩、日处理能
力１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及外收集管网８．６０千米。是年年初，郭庄镇被江苏省文明委授予“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
江苏省文明镇”称号。

２０１５年，南河路北侧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的便民服务大厅竣工，集镇北面丹湖小区８６幢安置小区高层主体
完工；空港新区东恒高新技术产业园一期工程主体建成；韵达物流一期７．８０万平方米厂房和办公楼主体建
成；爱家、碧桂园、金陵福满苑商品房对外销售。是年底郭庄集镇建成区达１１８２０亩，建成区总户３４１２户，总
人口１８３７２人。

　　二、葛村集镇

葛村老街位于宁茅公路北侧，街上有为数不多的店铺。６０年代后郭公路通到葛村后，葛村有班车通南
京汉府街，集镇范围有所扩展。集镇建有农具厂、供销社门市部、广播站、邮电所等。７０年代末，乡村工业开
始兴起。逐渐建起机械、轧钢、皮鞋、服装、印刷、塑料、玻璃、地毯等工业企业。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建设集镇东
居民小区、农科站办公楼、工业公司办公楼、供销社办公楼。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建成建筑公司办公楼、土管所办
公楼。葛村撤乡设镇后编制集镇总体规划，建立健全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集镇管理。

１９９５年，拓宽集镇道路１５００米，新修集镇主干道下水道３６００米；新建高标准公厕１座。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建
设农机站商业办公楼、农行办公楼、中街商住楼、供销社商业楼、农贸市场、工商所和邮电支局等办公楼、政

府办公楼、葛村建管所商业办公楼。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完成镇东工业区１０家工业厂房建设，完成中心小学和
中心幼儿园扩建、教师宿舍楼、葛村村商业办公楼，新建蓝燕加油站以及老街扩建等工程。乡镇合并之后，

葛村集镇建设再无大的动作。

　　三、发展特色

１．以工兴镇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积极创办工业，积累资金，投放集镇建设，改善供电、供水、商业、文教、卫生等综合服务

设施，建成两个商场群。２００２年底建成区范围扩大至１平方千米，集镇面貌发生巨变。２００８年，空港新区成
立后，郭庄镇招商工作成果丰硕，总投资１０亿元的华君电力、总投资６亿元的中友光伏、总投资１５亿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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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ＨＬ路得跨境电商物流、总投资８亿元的新加坡丰树物流等多个产业层次高以规上公司为主体的项目相继
落户，并获得“江苏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江苏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称号。总投资８亿元的东癉光伏组件
项目全部投产，全年销售近２４亿元；总投资６亿元的和正防务装备项目一期主体厂房封顶；电科电气二期项
目进场施工；金门能源二期厂房主体竣工；时瑞电子二期主体工程已封顶；耀兴新材料，格瑞德特种车辆等

项目生产正常。

２０１５年底，郭庄镇实际利用外资２２００万美元，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０３．６０亿元，实现利税８．１０亿元，销售
额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有５３家，职工１８４１１人。工业应税销售收入３８．８０亿元，增幅１５０．８０％，位列全市第
一，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增长３０％，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４０．１０％。新增规上企业７家，
达到６４家，新增亿元以上企业３家，达到９家。固定资产投资２８．６０亿元，增长３１．２０％，工业技改投资９亿
元，超过年任务数的８０％。

２．以商兴镇
郭庄发挥三县交界和宁茅公路、宁溧公路、２４３省道、宁杭高速、宁杭高铁等高等级公路在此交汇的交通

优势，开辟商业街、农贸市场等，吸引私营商户进集镇经商。１９８９年后，相继新建郭庄农贸市场，面积２５００
平方米；葛村集镇新建赤山湖农贸市场，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３年，金星村兴建商业街，建成金星商业集中
区。１９９４年，葛村镇在集镇南兴建商业楼。２０００年，工商所采取一系列利民措施，推动个体商户的发展，吸
引外地个体商户６０余家。２００８年，郭庄集镇有个体商户５００余家，便民超市８００平方米。２０１５年，全集镇
中小型超市１８家，各类小商店５６１家。

３．以路兴镇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集镇进入开发时期，郭庄镇沿宁茅公路两侧开发建设商住楼３万平方米，集镇向西扩大

１０００米。葛村镇在宁茅路改道后，沿公路两侧建起工业集中区及商住楼，使原葛村镇向南推进５００米，扩大
集镇区域范围。

２０１１年，郭庄镇空港大道一期、二期、塘西路、朝阳路和华茂路相继建成。２０１２年又投入近５０００万元用
于其配套设施，并新建２千米长的恒大路，进一步拉伸新区框架，扩大载体空间，是年底，投入１．２０亿元，完
成宁杭高铁句容西站站前广场及连接道路建设。

２０１４年，郭庄镇新修建园区道路４．８０千米，完成南河北路改造工程及河滨风光带建设，完成公路提档升
级１０千米，完成镇区（百丈段）主干道亮化工程，百丈路西延路、塘西路西延路、桑园路、南河北路相继通车。
２０１５年，完成葛村集镇街道综合整治工程，主街道铺设沥青。

４．对接南京
郭庄镇与江宁区接壤，在集镇建设中，整合郭庄集镇和葛村集镇的优势，主动接受南京的幅射，从集镇

规划、基础实施建设、经济开发等方面主动对接南京。郭庄镇开发空港新区，发挥邻近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

优势，吸引南京客商到空港新区投资兴业。

第二节　村庄建设

　　一、农房建设

８０年代起，富裕起来的农户开始建新房，多数农民选择建两层楼房，其中砖木结构的占３０％，砖混结构
占７０％。１９９９年，两镇农户楼房达８０００户。２００８年，郭庄镇农村实有农房面积２６５．７４万平方米，其中楼房
２３７．３４万平方米，乡村人均住房面积４２平方米。２０１２年开始健全建房审批制度，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共审批建
房６００户。２０１５年底，郭庄镇村庄实有农房面积３２４．２４万平方米，其中楼房面积２７０．８７万平方米，人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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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面积５８平方米。建房中最大问题是，缺少统一规划，基本是在原宅基地上翻建或拆除重建。

　　二、村庄整理

位于郭庄集镇东面的垃圾收集中转站于２００８年建成，占地０．８０亩，建筑面积８８．９０平方米。各自然村
建垃圾回收池，设保洁员。２０１０年，全镇有垃圾回收池２２８个，保洁员１５７人。到２０１２年底，全镇累计投入
整治资金１６００万余元，完成７６个自然村的环境整治，全部通过省、市各级部门验收，其中三星级康居示范村
１个，省级试点村１个，二星级康居示范村３个，一星级康居示范村２７个，环境整洁村４４个。墙面出新完成
４９．６０万平方米，河塘清淤完成４．５０万立方米，绿化完成２．７０万平方米，修建道路３１．６０千米。

　　图６２　聚星广场儿童游乐场

２０１３年的村庄环境整治分为两部分，首先宁杭高
铁沿线村庄、点整治，涉及４个行政村，１４个自然村，有
５个重要节点，分别为：火车站周边、高家边周边、濮家
边周边、阳巷村周边、魏家边周边。到２０１５年底，宁杭
高铁沿线村庄整治基本结束，沿线村庄全部进行墙面

出新，重要节点有停车场地和休闲活动场地；其次完成

剩余９８个自然村的环境整治工作。至２０１５年，其中三
星级康居示范村１个，二星级康居示范村２个，一星级
康居示范村４６个，环境整洁村４９个。所有村庄全部制
定实施方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工业经济发

展，道路和城市基础实施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原因，自然村部分合并拆除，同时新建一部分安

置小区，农民向城市、集镇、集聚点迁移居住。郭庄镇为句容“五大板块”经济开发区之一，村庄整理以开发

区为主。

　　三、基础设施建设

１．道路建设
村内道路基本是农户各自负责，不少农户在翻建房屋后修建门前道路，有些还铺设了水泥混凝土路面。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自然村之间道路大多为沙石路，有些仍是土路、机耕路。２００１年以后，市交通部门落实为民
办实事的“村村通”工程，全面展开乡村公路新建、改建工程。亦有一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出资为家乡村庄

修建道路，积极支持政府乡村公路建设改造的“村村通”工程。至２００８年底，已完成村与村之间水泥路修建
任务，各行政村之间等级公路通达率１００％，至２０１５年，农民集中居住点全部通上水泥路。

２．供水
郭庄镇自来水厂始建于８０年代初。１９９２年扩建二级泵房、８０立方米／小时快滤池和 １５０立方米清水

池。２０１０年，郭庄镇投资３５００万元实施区域供水工程，全面完成区域内３０千米供水主管网和１５５千米进村
支管网的铺设，端王村端庄自然村１２４户农户率先用上南京自来水。此后，镇水厂停运。截至２０１５年，郭庄
镇居民全部使用南京自来水。

３．供电
１９６３年，建设郭庄变电所，安装１０００千伏安变压器１台，并架设湖熟至郭庄３５千伏线路。１９８１年，变

电所扩建改造，改造后电源改由句郭线供电。１９８５年，改建成句容县第一个户内３５千伏变电所，占地面积
１６７６平方米。２００２年，郭庄变电所实施综合自动化改造。２００８年，郭庄供电所搬迁至南河边新办公楼。
２０１４年，空港新区１１０千伏高压变电所建成，３５千伏变电所增容至１１３００千伏安。

０８７

第六章　镇村建设



　　４．通信及广播电视
１９８６年前，郭庄、葛村两乡村庄农户一般都有广播喇叭入户。９０年代后期，有线电视开始进村入户，电

视机、收音机取代有线广播喇叭。９０年代中期，电话逐步进入农户。２０００年，两镇电话装机户郭庄５２４６户，
葛村４１２０户。２０１２年，投资４００万元建造的广电综合楼主体竣工并通过验收，网络改造工程投入８００万元，
共架设光缆２５０千米，电缆１８０千米，光设备箱３４６台，率先在全市完成数字电视全覆盖，将光缆信号接入每
一个自然村。数字电视入户率９６％。至２０１５年，有线电视、电话及互联网宽带覆盖每个自然村，全镇移动电
话３８２４０部。

５．村委会办公用房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２２个行政村，葛村乡１８个行政村绝大多数都没有办公用楼，临近集镇的村委会，才有

办公楼。９０年代开始，村小学撤并，许多空置小学校舍被改为村委会办公用房。２１世纪初，市委、市政府通
过补贴、奖励等形式，出资给村委会建造或改造办公楼，改善村委会办公环境。２００７年，甲山行政村办公楼
建成，建筑面积６００平方米，投资１２０万元。２００８年，在机场路庄里段北侧新建庄里行政村办公楼，总投资
１２０万元，占地１１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００平方米。２０１２年，在原五渚坊小学新建行政村办公楼，建筑面积
６６０平方米，投资 １３０万元。是年，投资 １１０万元在原东湖小学的校门口大塘前新建东湖行政村办公楼。
２０１３年，建方溪村委会办公楼，占地面积２５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００平方米。２０１４年，在宁茅路和金赤路交
接处新建金星行政村办公楼，建筑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１６０万元。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每个行政村都建有
办公楼，各办公室和活动室俱全，达标率９５％。

　　四、环境建设

１９９３年农村改厕工作开始，百丈村是县试点村，按无害化要求进行改造和处理。１９９４年，县建委、卫生
局联合发文，要求新建房屋都要建造卫生厕所。２０００年底，全镇改厕率８５％，２００１年，开展“清洁环境、美化
家园、增进健康”活动，自然村普遍开展环境整理工程。２００４年底，开展“清除垃圾、清除污染、美化环境、美
化家园”为主题的“双清双美”活动。每个自然村配备保洁员，设立垃圾箱，行政村配备垃圾运输车，定期清

除垃圾。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对镇垃圾中转站进行升级改造，新增电动扫地车１辆，垃圾清运板车３０辆，升级改
造垃圾房、池８０个，全镇全年共收集转运镇村生活垃圾１万吨。

　　五、镇村建设管理

１９８６年起，县政府为贯彻落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规定镇村居民建房用地，占用非耕地的由乡镇政府
批准，占用耕地的由乡镇土管员踏勘，分管领导审核后报县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农村居民建房乱占、滥用耕

地的现象得到遏制，同时逐步规范镇村居民建房审批权限。１９８８　年，郭庄乡、葛村乡成立土地管理所，对居
民建房用地进行管理和审批。１９９０年６月，县政府发布《句容县居民宅基地管理暂行规定》，明确镇村居民
建房报批程序及内容。镇村建设办公室不定期进行施工检查，房屋建成后，经验收、签证、颁发《房屋产权

证》和《土地使用证》。１９９６年，郭庄镇、葛村镇成立农村建设管理所（建管所）。１９９９年，镇建管所全部设立
镇村建设档案室，至２０００年底，完成镇村房产发证率９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修编完善空港新城建设总体规
划，与之配套的新的镇村布局规划已修编完成，通过专门评审和专家论证，上报规划部门和市政府审批。

第三节　拆迁安置

郭庄镇每次拆迁工程均由一位党政领导负责，由拆迁办公室具体实施，并组织抽调单位部门少数人员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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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后，拆迁工作量不断增大，空港新区规模较大的集中拆迁５次，每次拆迁先做好面上工作，张贴
拆迁公告，印发致拆迁户的一封信，随之召开拆迁对象会议。然后，拆迁工作人员进村入户，面对面、一对一

宣传讲解拆迁意义和拆迁补偿、安置政策，使拆迁工作能够得到每一个拆迁户的理解和支持，确保拆迁工作

顺利进行。

２００８年３月，因落户园区项目建设，拆除百丈村的大五埃头、小五埃头、小花茂村共２２６户农房，拆迁面
积４．１０万平方米。２００９年，投入５０００万元建成建筑面积３．４０万平方米的康居花园安置小区，安置拆迁农
户２９７户。朝阳、孔塘高铁拆迁自建安置点建成。２０１０年４月，因宁杭高铁建设，拆朝阳村濮家边、孔塘村
魏家部分农房共７１户，拆迁费用１５１４．２０万元。开工建设总投资４５０万元，建筑面积为５０００平方米的宁杭
高铁拆迁安置楼工程。是年，因空港园区项目建设，拆除塘西及大花茂部分村庄共２５１户，拆迁面积３．４６万
平方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因宁杭高铁句容西站建设，拆除朝阳村雍家边、朱家墩自然村共 ５２０户，拆迁面积
５９９万平方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因空港新区工业园建设拆除百丈村华家边、望仙桥自然村共５７５户，拆迁面
积５．７７万平方米。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大面积的拆除塘西、雍家边５００户。２０１０年６月份，首期安置工程开始建
设，投资１．５０亿元，占地１２０亩，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建筑单体３１幢。拆迁农民被安置在郭庄集镇安置
房康居一期、康居二期。２０１３年，百丈２个自然村拆迁，雅苑小区在建中。２０１５年，方溪４个自然村，东岗３
个自然村拆迁，安置未定。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安置小区建设情况统计

　表６－１ 单位：平方米、亩

安置小区 幢数 套数 建筑面积 建造时间 占地面积 位置

高铁安置小区 ２ ５０ ４０６７．９５ ２００９年 ５ 郭庄集镇

康居花园一期 １２ ２９６ ３００３９．５２ ２００８年 ３８ 郭庄集镇

康居花园二期 ４５ １２４０ １２２５４８．０４ ２０１０年 ３１０ 郭庄集镇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有１００个自然村，葛村乡有８９个自然村，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郭庄镇消失９个自然村，截
至２０１５年底，郭庄镇还有１７０个自然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自然村拆迁和安置情况一览表

　表６－２

村名 消失时间 消失原因 原属地 安置小区

大五埃头 ２００８年３月 空港新区工业园建设 百丈村

小五埃头 ２００８年３月 空港新区工业园建设 百丈村

小花茂 ２００８年３月 空港新区工业园建设 百丈村

康居一期

塘西 ２０１０年４月 空港新区工业园建设 百丈村

大花茂部分 ２０１０年４月 空港新区工业园建设 百丈村

雍家边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宁杭高铁建设 朝阳村

朱家墩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宁杭高铁建设 朝阳村

康居二期

华家边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空港新区工业园建设 百丈村

望仙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空港新区工业园建设 百丈村
雅苑小区

范家庄 ２０１５年 村庄整治 方溪 未定

王家棚子 ２０１５年 村庄整治 方溪 未定

夏家棚子 ２０１５年 村庄整治 方溪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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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自然村拆迁和安置情况一览表

　表６－２（续）

村名 消失时间 消失原因 原属地 安置小区

秦家棚子 ２０１５年 村庄整治 方溪 未定

刘家棚子 ２０１５年 村庄整治 东岗 未定

西李村 ２０１５年 村庄整治 东岗 未定

何家棚子 ２０１５年 村庄整治 东岗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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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农　业

郭庄、葛村自古以播种五谷为主，农耕文明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

公社等变革，两乡政府始终把农业列为基础产业，使传统农业在曲折中得以发展。

１９８３年之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农民有了生产和经营自主权。进入２１世纪，全面进行农业综合
开发，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使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转变。广泛普及农业

科技，大力发展优质稻米、油菜、特色蔬菜等有机、无公害、高效益农产品。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加快农村致

富奔小康的步伐。《稻鸭共作高效生态集成与推广》项目，２００８年获江苏省农业推广三等奖，是年，在葛村集
镇示范推广，面积达３０００余亩。

２０１５年末，在句容市委、市政府年终综合考核中，郭庄镇获句容市第一名的好成绩。第一产业地区生产
总值３．７０亿元，是句容市的产粮大镇、句容的“粮仓”及镇江市商品粮基地。

第一节　土地改革

　　一、宣传发动

１９５０年７月，县委组成的土改工作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在六区的虬山乡推广。同时，葛村、郭庄、金山、
高阳、谢桥、朱巷等乡积极选派人员参加县里举办的３期土改训练班，结束后参加当地的土改运动。１９５０年
１２月下旬，县里的土改工作队进驻六区所辖各乡，通过召开乡农代会及青年、妇女、民兵等各种会议进行宣
传发动，通报截至１９５０年春，六区佃农所佃田亩数占全县佃农佃田数的３８．６０％，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广泛
宣传土改意义和政策，进行阶级教育。组织批斗不法地主、反革命分子 １６次，查出瞒报的黑田、黑地 ３００
余亩。

　　二、划分阶级成分

组织土改工作骨干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学习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全面开展自报公议、

民主评定成分。根据土地占有量和剥削与被剥削状况，经群众评议分别评出各户的阶级成分并张榜公布。

郭庄、高阳、谢桥、朱巷、葛村、金山、虬山等乡 ８１２５户，３４８５０人，共划出地主 ３２３户，占总户数的
３９８％；富农１２６户，占总户数１．５５％；中农２３５６户，占总户数的２９％；贫农４３８８户，占总户数的５４％；雇农
８７５户，占总户数的１０．７７％；小土地出租及其他户５７户，占总户数的０．７０％。

　　三、没收分配

阶级成分确定后，乡农民协会按照土地改革法规定，讨论没收征收土地、房屋、耕畜、农具、家具、粮食

等。对土地财产的分配，先分土地，后分其他财产。土地按人统一分配，以各户原使用土地为基础，抽多补

少，好差搭配，远近就便，高低适宜，注意水口。土改前，六区所辖各乡的雇农、贫农、中农三者，占有耕地面

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６１％，经过土改，比例上升到９３％左右。地主在土改前占有总耕地面积的近１／４。根据
政策，在土改中，地主同样可以按人口分得一份土地和财产。土改后，地主分得的土地占总耕地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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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左右。

　　四、复查发证

１９５１年３月，六区土改结束。后又进行复查验收，查出漏划、错划的地主 ３１户，对部分村干部多分土
地、房屋、家具、粮食等问题，复查中作出妥善的处理。

１９５１年３—１０月，各乡村在颁发土地证前，把耕地、山林、宅基地登记造册，自报互评，个别丈量，基本准
确后，颁发土地证。六区所辖１３个乡共颁发土地证２１５０６张，土地面积１４３２４３．７８亩；集体单位颁发土地使
用证８１张，土地面积２１６．５５亩。各乡村在发证前都把旧的土地契约当众烧毁，以此宣告封建土地制度的覆
灭，新的土地制度的诞生。

第二节　互助合作　人民公社

　　一、互助组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渴望农业丰收，改善生活。但生产资料不配套，有些人

家底薄、身体弱、技术低，不少农户因劳动力和资金不足，遇到自然灾害仍无法抵御，甚至出现买卖、典当土

地现象。

１９５２年春，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化道路，依靠集体的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开始互助合作
形式主要有以工换工、有农具户与无农具户换工、人畜换工３种。这种组织形式一般以６—７户或８—１０户
为一组。组内实行民主管理，以农业生产为主，兼顾副业，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调剂生产工具。

每项农活干完后，发给工票，年终一次性以现金或实物结算。１９５３年，六区１３乡（郭庄、大路、高阳、高坪、虬
山、朱巷、谢桥、芦亭、葛村、汤巷、金山、方溪、孔塘）共有临时和常年互助组８００余个，入组农户占到总农户
的６０％以上。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农民的劳动力、农具、耕畜生产三要素得到互补和调节，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得到加强。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３年底，六区建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６个。１９５４年发展到９个。初级社实行评工记
分、按劳分配制度，一般按劳６土４或劳５．５土４．５的比例分配。

初级社从土、劳两方面与农户利益挂钩，它比互助组能克服共同劳动与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１９５４年
六区在夏忙中遭遇洪涝袭击，互助组互而不助，当即有２０多个互助组解体。１９５５年建成初级社，夏忙时妇
女割麦、拔秧，男劳力耕田、车水、插秧，分队分片、各尽其职，生产又快又好。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不少乡的干部怕
在合作社运动中落后，急于新建初级社，一个月左右就新建４８个初级社。１９５６年，撤销区建制，六区所辖的
乡经过调整合并为郭庄乡、葛村乡。是年底两乡共有初级社３９个。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６年１月，县委作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决议。在郭庄乡、葛村乡选调
４８名乡社干部参加县委举办的“初级社转办高级社骨干培训班”。年底，郭庄乡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简称高级社）２０个，葛村乡１８个，两乡尚有９个初级社。后经整顿，１９５７年春，郭庄乡有高级社２６个，葛村
乡有高级社２０个，两乡参加高级社的农户约占总农户的９８％。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２日上午，郭庄乡给句容县委去电话，上报本乡光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事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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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求斗争该社主任周××，并扬言集体到县请愿；同时，在闹事的当晚，发生牛棚里的牛绳被解，１头耕牛死
亡事件。县委接电话后，县长门盛德等３位领导到郭庄乡光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调查处理。门县长等领
导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分头召开支部党员会、社员群众会，进行教育，对有错误的干部进行处理，对周××挪
用公款物资分期归还，对干部之间隔阂进行谈心教育，并立即恢复生产。

高级社规定土地归集体所有，划出１．５０％—２％的土地作为社员自留地。社内分片建立生产队，实行劳
力、土地、耕牛、大型农具四固定和包产量、包成本、包工分的三包奖赔制（超产奖、减产赔），生产队对社员实

行三基本制（劳动日，投肥，口粮）。这些政策和措施，促使妇女出勤率和家庭投肥积极性的提高，对水利建

设和耕作制度改革起到推动作用。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两乡农户全部参加高级社。

　　四、人民公社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郭庄乡、葛村乡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将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撤并，成立郭庄人民公社和葛村人民公社。入社农户９８３６户，入社人数３９０９２人。９月下旬把
郭庄人民公社、葛村人民公社合并到赤山人民公社中，办起大社，１２月，又撤销赤山人民公社，调整为郭庄人
民公社和葛村人民公社。１９５９年２月，退回到以乡建立公社，直至１９８３年政社分设。在人民公社化的热潮
中，掀起“大跃进”高潮。人民公社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渔副

及多种经营相结合，生产统一指挥，经济统一核算的政治体制。在生产上，统一上下工，集中力量深耕深翻，

大炼钢铁；在生活上，取消自留地，禁止社员自炊，开办公共食堂，提倡“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在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踢破地球冲破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等极左口号下，导

致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盛行。因“五风”的产生，出现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无偿调用

财产的左倾错误，使郭庄、葛村两个人民公社经济陷入重重困境。１９５９年１月，社员口粮（原粮）每月仅分配
７．５公斤左右，只能以糠、瓜、菜、胡萝卜代粮，甚至以树皮、野菜为食。因营养不良，患上浮肿病、干瘦病，９５％
的育龄妇女不能生育小孩。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死亡高于出生，人口出现负增长。许多青壮年被迫外流江西、青
海、甘肃等省谋生。

通过两年的实践，已暴露出人民公社这种体制下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弊端，加上“五

风”危害和连年干旱，农业产量连续下降。１９６１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下达后，改
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给生产队。１９６２年，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
核算单位，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高级社时推行的“三包奖”“五定到组”生产责任制得到局部恢复，财

务、物资管理混乱的状况初步好转。“左”的错误有所克服。１９６４年，“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
想）运动开始，又一次挫伤基层干部积极性。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左”的思潮更加泛滥，农村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取消劳动定额，推行大寨式记工。
在生产布局上强调“以粮为纲”，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高喊“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大

批促大于”。１９７６年，在“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和行动中，社员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但由于广大
干群顶住压力，排除“左”的干扰，坚持生产，这期间农业生产及水利建设还是有所发展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后，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中共十一届
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生产队的自主权得到尊重，放宽对社员自

留地和多种经营的限制，并号召社员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１９８３年５月，句容县在郭庄公社、葛村公社进行体制改革试点，７月，改郭庄人民公社为郭庄乡，改葛村
人民公社为葛村乡，改生产大队为行政村，设村民委员会，行政村下设若干村民小组，实行政社分设的体制。

至１９８３年年底，历时２０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终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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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

１９７９年，人民公社也曾实施过生产责任制，但未跳出“三包一奖”模式，公社对大队、生产队，大队、生产
队对社员都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广大群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始终得不到充分发挥。

１９８０年，产生的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从粮棉发展到多种经营，从包钱发展到包粮，郭庄、葛村共有４６４
个生产队（其中４４个林业队），定粮食生产责任制的有４２０个队，其中实行定额计酬的占４０．８０％，联产计酬
的占５９．２０％；定油菜生产责任制的有４２０个队，其中联产到组占１６％，联产到劳占５０．４０％，联产到户占３３．
６０％；定棉花生产责任制有２８个队，其中联产到劳占８０％，联产到组占１６％，联产到户占４％；副业定生产责
任制的有４４个队，其中专业组占８０％，渔业专业队占２０％。农机具实行承包使用的发展到４２个大队，８２个
生产队。

１９８１年，郭庄、葛村两公社把原有４２０个生产队调整到８４２个生产组。队划小了，但生产经营仍向联产
方向发展，并出现三种形式，即专业联产承包；统一经营，联产到组或到劳；包产到户。

１９８３年起，全乡由油棉副业到三麦、水稻等，在保持公有制土地的基础上，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使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实行有效分离，农户承包土地按合同规定完成国家的征购和农业税、上交集体积累和

管理费之后，自主经营、自主种植、自负盈亏。

１９９８年，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承包到期后，家庭土地承包的的期限再延长３０年。在形式上，重
新分田，部分农户相互调整。第二轮土地承包理顺了土地承包关系，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具完善。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农业产业结构的指导思想“以粮为纲”，几起几落。改革开放后，境内产业结构经历

了“三调三扩”。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在种植业内部合理调整粮食和油棉为主的经济作物面

积。１９８０年，葛村乡扩种棉、油等作物，水资源集中使用，保证了粮食增产，收入也提高了；郭庄乡扩种油菜、
西瓜、甘蔗、麻等，促进粮油全面增长，同时，也促进经济的增收。１９８５年，郭庄乡多种经营全面开拓，圩区利
用水域养鱼、丘陵地区普栽甘蔗，鱼、禽、蛋及甘蔗产量均居全县之首；葛村乡境内近２万亩水面大部分也放
养鱼苗，是年产鱼１４９吨，副业得到迅猛发展。郭庄、葛村两乡大力发展林、牧、渔、副业，突出发展乡村工业，
使建材、建筑、加工等产业都得到较快的发展。１９８５年工业产值是１９７８年工业产值近两倍，农业上还出现
专业户、重点户５８户，使传统农业起了新的变化。进入２１世纪后，在岗?旱地实施生态造林工程，进一步缓
解用水矛盾和种植上的难度，更深层次地提高经济效益。

１９７８年与１９８５年郭庄乡、葛村乡工农业产值对照一览表

　表７－１ 单位：万元、％

乡 年份
工农业

总产值

工业 农业

产值 占总产值 产值 占总产值
种植业

占农业

多种经营

占农业

郭庄
１９７８ １１３０ ４６５ ４１．１５ ６６５ ５０．７５ ８０．２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２６１６ ９９５ ３８．０４ １６２１ ６１．９６ ６９．８０ ３０．２０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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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与１９８５年郭庄乡、葛村乡工农业产值对照一览表

　表７－１（续）

乡 年份
工农业

总产值

工业 农业

产值 占总产值 产值 占总产值
种植业

占农业

多种经营

占农业

葛村
１９７８ １０３２ ４５１ ４３．７０ ５８３ ５６．３０ ７９．９１ ２０．０９

１９８５ ２１２９ ８３８ ３９．３６ １２９１ ６０．６４ ６９．７０ ３０．３０

　　三、改进经营管理

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主要是生产、劳动、财务、分配４项。涉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各种问题，多
集权于公社统一安排。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民公社简政放权，农民有自主经营权，集体经济为农民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经营管理由行政指挥转变为经营指导和服务，发挥双重经营职能，如制订农、副、工

发展规划，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各种生产责任制，管好、用好集体经济，扶持各种专业户及贫困户，为发

展商品生产服务，年初协助生产单位签订承包合同，年终监督经济合同兑现等。

乡镇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乡村经济发展做好配套改革，如改革农副产品统购制度，实行粮棉合同定购，逐

步放开肉类、蔬菜价格，搞活市场流通，建立农业服务体系，帮助解决机耕、维修、排灌、植保、良种、化肥等

工作。

第四节　粮棉油

　　一、句容粮仓

５０年代，郭庄、葛村两乡早稻以六十子为主，中稻以小登科、小籽籼、帽子籼、齐头白、牛毛黄为主，晚稻
以江西晚、小红稻为主。６０—７０年代早稻引进矮南早一号、二九青、原丰早、矮南早３９、广陆矮４号、二九南
一号、二九六一、中杆早、二幅早等；中稻引进南京１号、２号、６号、广二矮３号；晚稻推广农垦５８、苏稻１号；
糯稻以黄壳糯、京引５６、武糯等为主。５０年代三麦推广金大２９０５、中农２８、玉皮等主要品种，一般亩产６０—
８０公斤。６０—７０年代引进吉利、华东号、望麦１７号等品种，亩产２１０公斤左右。

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句容县革委会特邀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永康到郭庄人民公社百丈大队第１２生产队
秧田作落谷表演，并组织各公社领导和农业技术员现场参观，回公社后做育秧样板，开展评比活动。

１９７９年水稻由７０年代前期平均亩产３５０公斤提高到３８５公斤。小麦亩产提高到１５６公斤。１９８０年引
进籼稻庆莲１６，在百丈大队搞百亩（１００．６０亩）丰产方，亩产获４９２．２０公斤。１９８１年大片连种１０４．５４亩，平
均亩产５１７．７０公斤，受到省政府奖励。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党委、政府坚持改革发展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粮食生产，粮食总产
量有了新的突破。两乡粮食播种面积１２４１１０亩，粮食总产量４７６６３．５５吨，约占全县总产量１４．０２％。粮食亩
产量（含小麦）３８３．２５公斤，比全县粮食每亩单产３６３公斤高出２０．２５公斤。其中水稻面积７６３０６亩，总产
３７６３５．６０吨，约占全县水稻总产量的１４．９７％。是年水稻亩产４９３．２５公斤，比全县平均单产高出８．２５公斤。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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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７—１９９３年郭庄乡、葛村乡杂交稻面积产量一览表

　表７－２ 单位：亩、公斤、吨

年份
郭庄 葛村

面积 单产 总产 面积 单产 总产

１９７７ ４０７５ ３６１．５０ １４７３．１１ ３７５３ ３５７ １３３９．８２

１９７８ ９８７８ ４５９ ４５３４ ５０８６ ３５３ １７９５．３６

１９７９ １１７１７ ４８２ ５６４７．５９ ８７９３ ４６３ ４０７１．１２

１９８０ ７８５７ ５０２ ３９４４．２１ ７０８７ ５０６ ３５８６．０２

１９８１ １１８１８ ５１７ ６１０９．９１ １１７１３ ４９５ ５７９９．９２

１９８２ ９８２３ ５０９ ４９９９．９１ １１８２８ ５０１ ５９２５．８３

１９８３ １２７８６ ６０８ ７７７３．８９ １０７２８ ６０２ ６４５８．２６

１９８４ １３５８０ ６０３ ８１８８．７４ ５９７３ ６０９ ３６３７．５６

１９８５ １０７２１ ６１２ ６５５１．２５ ８０５７ ６１１ ４９２２．８３

１９８６ ９７４８ ６３０ ６１４１．２４ ６３３９ ６２１ ３６３９．５２

１９８７ １１１８２ ５８９ ６５８６．２０ ９８１７ ５８７ ５７６２．５８

１９８８ １０２７５ ５８５ ６０１０．８８ １００２０ ５８８ ５８９１．７６

１９８９ ９７５３ ５５８ ５４４１．６２ ９９５７ ５６３ ５６０５．７９

１９９０ ９０７５ ５３７ ４８７３．２８ ８７９６ ５０５ ４４４１．９８

１９９１ ９３５６ ５６９ ５３２３．５６ ８５８９ ５６３ ５６０８．６２

１９９２ ６６７８ ５１８ ３４５９．２０ ９５７２ ５１２ ４９００．８６

１９９３ ８５９１ ５２３ ４４９３．０９ ８７２０ ５２１ ４５４３．１２

　　１９９７年，两镇粮食播种面积为１１８９６４亩，粮食总产量４９３３８吨（其中夏粮，郭庄５１３５吨，葛村４８５４吨；
秋粮，郭庄２３１６０吨，葛村１６１８９吨），约占全市粮食总产量３８１５６３吨的１２．９３％。每亩单产４１２．５０公斤，其
中水稻面积为７３７７０亩，总产量３８４０３吨，约占全市水稻总产量的１３．４６％，小麦每亩单产２４８公斤。

１９９７年之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加上种植粮食成本高，产出效益低，农村出现农田抛荒现象，
粮食总产量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０年，郭庄、葛村两镇粮食总产４２８８３吨，２００１年粮食总产呈现回升势头，特别
是２００４年国家取消农业税，２００５年国家实行种粮补贴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２００７年，总产量
５００９８吨，比历史最高年份的１９９７年高出７６０吨。２００８年，虽然划出３个行政村给赤山湖管委会，总产量仍
达４５３７５吨。其中水稻总产 ３３３５５吨，占全市水稻产量 ２３２０６２吨的 １４．３７％。２０１２年，总产量 ５１４３９吨，
２０１４年，５２２８６吨，２０１５年，４７２３３吨，新增高标准农田 ６０００亩，设施农业 ８５００亩，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
８７％。郭庄是句容市的产粮大镇，镇江市商品粮基地，句容的丰硕“粮仓”。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郭庄（含原葛村）粮食生产占句容全市（县）比重情况一览表

　表７－３ 单位：公顷、吨、％

年份
粮食面积 粮食生产 其中水稻总产

句容 郭庄 占比 句容 郭庄 占比 句容 郭庄 占比

１９８２ ５９３５６ ９２５９．９３ １５．６０ ２７９８８９．８５ ４２１３７．４５ １５．０６ ２０３３８５．２５ ３４０９９．９５ １６．７７

１９８３ ６５４４５ ９５５７．３３ １４．６０ ３３２３８９．４５ ４９４０１ １４．８６ ２３１７６７．３０ ３７２５１．６０ １６．０７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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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郭庄（含原葛村）粮食生产占句容全市（县）比重情况一览表

　表７－３（续） 单位：公顷、吨、％

年份
粮食面积 粮食生产 其中水稻总产

句容 郭庄 占比 句容 郭庄 占比 句容 郭庄 占比

１９８４ ６８６２８ ９８２８．７３ １４．３２ ３４９３６６．７５ ５１４９５ １４．７４ ２４４５５７．１５ ３９１９９．５０ １６．０３

１９８５ ６１３５９ ８５１２ １３．８７ ３２３５７１．１５ ４６７８２．０５ １４．４６ ２５２０１８．８５ ３８７８２．６５ １５．３９

１９８６ ６２４６９ ８２７４ １３．２４ ３４００６０．２５ ４７６６３．５５ １４．０２ ２５１４７７．６５ ３７６３５．６０ １４．９７

１９８７ ６１３２９．８７ ７７４９．４０ １２．６４ ３１１４１８．１５ ４１３２８．４０ １３．２７ ２４１９７１．３０ ３４５６２．６０ １４．２８

１９８８ ６２２５２．２０ ８３４３ １３．４０ ３２７２４３．９０ ４６６２０．４５ １４．２５ ２４７２５６．７０ ３７７６９．６５ １５．２８

１９８９ ６３０４２．２０ ８４５６．３３ １３．４１ ３３２５０９．４５ ４７３４７．７５ １４．２４ ２５８５６７．１５ ３８５５８．５５ １４．９１

１９９０ ６２８２１．２７ ８３４０．４７ １３．２８ ３４３９４６ ４８９９８ １４．２５ ２５９８５８ ３８７６６ １４．９２

１９９１ ６１５６０．５３ ８１８８．０６ １３．３０ ３１３１６７ ３８５６７ １２．３２ ２４１２９４ ３１２３５ １２．９４

１９９２ ６０２５２．０７ ８１０７．１３ １３．４６ ３３６４８６ ４７０４６ １３．９８ ２４９１５２ ３６５３１ １４．６６

１９９３ ５８３２７．５３ ７４９５．８０ １２．８５ ３３６１８８ ４５５０１ １３．５３ ２５５４３６ ３７５４３ １４．７０

１９９４ ５００１１．５３ ６８８６．４０ １３．７７ ２７５９５７ ４１２７２ １４．９６ ２０９１７５ ３３３７７ １５．９６

１９９５ ５６０６５．４０ ７３６３．９３ １３．１３ ３４９６１７ ４６７２０ １３．３６ ２７８３３１．７０ ３８３１２ １３．７６

１９９６ ５８９１０．８７ ７７７４．７３ １３．１９ ３７３６９８ ５０１８７ １３．４３ ２８４７５０ ４０２８５ １４．１５

１９９７ ５９８０３．２７ ７９３０．９３ １３．２６ ３８１５６３ ４９３３８ １２．９３ ２８５２３５ ３８４０３ １３．４６

１９９８ ５９０２０．８０ ７７５８．８０ １３．１５ ３５５９２３ ４５８５８ １２．８８ ３００４２３ ４０８０３ １３．５８

１９９９ — — — — — — — — —

２０００ ４７８４０．０７ ６９７４．６７ １４．５８ ３２７１０１ ４２８８３ １３．１１ ２６６１８０ ３６２２０ １３．６０

２００１ ４３７６３．８７ ６３６３．０７ １４．５４ ３０３２８３ ４３０１５ １４．１８ ２５０７３３ ３８１１６ １５．２０

２００２ ４２９７０ ６１０８．０６ １４．２１ ３１０７９７ ４３６６６ １４．０５ ２４９４８８ ４０２０８ １６．１２

２００３ ３８７８５．１３ ５９７０．７３ １５．３９ ２２６５８１ ３７５８６ １６．５９ １９４０４２ ３４３５４ １７．７０

２００４ ４０９３９．６７ ５５８０．２０ １３．６３ ２８０２３５ ４４５１６ １５．８９ ２３７６０５ ４０７０４ １７．１３

２００５ ４０８７４ ６１２８．４６ １４．９９ ２３６２４９ ３６４１９ １５．４２ １９９５９３ ３０７４２ １５．４０

２００６ ４２０４２．８７ ６５０６．６０ １５．４７ ２６１６５９ ４６６６３ １７．８３ ２１９７３９ ３９７１６ １８．０７

２００７ ４８１３０ ７１７５．６７ １４．９１ ２８３９２８ ５００９８ １７．６４ ２１９６０５ ３７０９７ １６．８９

２００８ ４８１７０．２０ ６６８５．８７ １３．８８ ３０５４９９ ４５３７５ １４．８５ ２３２０６２ ３３３５５ １４．３７

２００９ ４８６１２．３３ ６９２６．１３ １４．２５ ３２４４６０ ４６２９９ １４．２７ ２４５９５４ ３４４５４ １４．０１

２０１０ ４９９４０ ７０３０．６７ １４．０８ ３２６２６７ ４５６５１ １３．９９ ２３９９１２ ３３３５８ １３．９０

２０１１ ５３７１４．４０ ７０８５．２０ １３．１９ ３６５６２８ ４６４６３ １２．７１ ２５８４８０ ３３５４８ １２．９８

２０１２ ５４０２３．１３ ７０２６．１３ １３．０１ ３７９２７１ ５１４３９ １３．５６ ４５１１９０ ４０６３８ ９．０１

２０１３ ５３３４９．５３ ７０２６．１３ １３．１７ ３９１３７０ ５２３１０ １３．３７ ２８０８４９ ３９７３６ １４．１５

２０１４ ５２５３８．２７ ６９４７．２７ １３．２２ ３８９２５７ ５２２８６ １３．４３ ２７８２４３ ３９０７０ １４．０４

２０１５ ５００９０ ６６４５ １３．２７ ３５３７５３ ４７２３３ １３．３５ ２５３１８７ — —

　　注：郭庄镇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粮食生产资料不包括划给赤山湖管委会托管的３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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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棉花

解放前，境内棉花种植量少，所产皮棉由农户用土机纺纱织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改良棉品

种，棉花产量逐步增加。１９８２年，郭庄乡播种棉花１６７７亩，单产２５公斤，总产４．１６吨；葛村乡播种棉花４９７０
亩，单产３１公斤，总产 １５．５２吨。１９８６年，郭庄乡没有种植棉花，葛村乡种植棉花 ２７５１亩，皮棉总产量
１３２０４吨，单产４８公斤。１９９７年，郭庄镇、葛村镇棉花种植面积４６４３亩，皮棉总产１８６吨，亩产５３．５０公斤，
比全市平均亩产３９公斤高出１４．５０公斤。２００８年棉花总产１５１吨，亩产９１公斤，比１９８６年高出４３公斤。
２０１５年仍保持９８吨的总产量。

　　三、油料

旧时境内油料作物主要是油菜籽，其次是大豆、花生、芝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油料作物结构

变化大，大豆纳入粮食，花生、芝麻面积逐渐减少，油菜籽面积趋增。１９８６年，郭庄乡、葛村乡油料总面积
３１２１５亩，总产 ２６４．９５吨，亩产 ８５公斤。１９９７年，播种面积 ３０５４５亩，总产 ３９３９吨，约占全市油料总产
３１０３８吨的１２．６９％，亩产１１４．５０公斤，比１９８６年增２９．５０公斤。２００７年，油料总产３６６７吨，亩产１７０公斤，
比１９８６年高出８５公斤，２０１２年总产２９８３吨，２０１５年总产３０４０吨。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棉油总产一览表

　表７－４ 单位：亩、公斤、吨

年份

郭庄 葛村

棉花（皮棉） 油料 棉花（皮棉） 油料

播种

面积
单产 产量

播种

面积
单产 产量

播种

面积
单产 产量

播种

面积
单产 产量

１９８２ １６７７ ２５ ４．１５ ８７８７ １１５．５０ １０１．６１ ４９７０ ３１ １５．５２ ６５７１ １２４ ８１．４９

１９８３ １８ ２８ ０．０５ ９９０７ ９３ ９２．３０ ４０００ ４０ １５．９９ ６９９６ ９９ ６９．１３

１９８４ — — — ７００８ ８９ ６２．２１ ４０２３ ３７．５０ １５．０８ ４９８４ １１８．５０ ５９．１８

１９８５ ８２ ４４．５０ ０．３７ １８９３８ ８６．５０ １６４．１１ ３５５５ ４０．５０ １４．４１ １５７０５ １０８．５０ １７０．６５

１９８６ — — — １４９６３ ８６ １２８．５０ ２７５１ ４８ １３．２２ １６２５２ ８４ １３６．４６

１９８７ ８５ ４６．５０ ０．４０ １８３４２ ８１ １４８．６６ ３４９８ ４４ １５．４２ １６８８８ ８３ １４０．４９

１９８８ ６７ ４２．５０ ０．２９ １５８１３ ６８ １０７．５１ ３３９３ ５１ １７．２４ １６１３２ ５７ ９２．０２

１９８９ ４０ ４９ ０．２０ １５２９５ ７７ １１７．６７ ３０００ ４２ ６．２７ １４９２５ ７８．５０ １１８．５７

１９９０ ６７４ ５６ ３８ １４２１４ ８４ １１９５ ３５４０ ３５ １２３ １５５００ ９０ １３９７

１９９１ １３０ ３８ ５ １５７５６ ７７ １２１１ ３２７２ １９ ６２ １７２２１ ８７ １４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０ ５９ ９ １６５５６ １１４ １８９０ ５８５７ ３０ １７９ １６９２３ １０９ １８５２

１９９３ ４０ １１９ ６ １８６０６ ９７ １８０４ ２９８１ ３５ １０４ １７４３５ １０９ １９０８

１９９４ ４３ ７０ ３ ２１０２６ ９７ ２０３０ ５００ ３２ １６ １９２０３ １０７ ２０５１

１９９５ ３０２ ４０ １２ ２３８２８ １２８ ３０６０ ４６６５ ３１ １４４ １８２０２ １１６ ２１１１

１９９６ ２５０ ８４ ２１ １９９１９ １１９ ２３６４ ４５００ ２３ １０４ １８２３５ １１２ ２０５０

１９９７ ４９３ ７１ ３５ １８６９０ １０５ １９６９ ４１５０ ３６ １５１ １５８５５ １２４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８ ４７９ ４４ ２１ １８００５ ４５ ８１０ ４２００ ４２ １７５ １５６０８ ５５ ８６３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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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棉油总产一览表

　表７－４（续）

年份

郭庄 葛村

棉花（皮棉） 油料 棉花（皮棉） 油料

播种

面积
单产 产量

播种

面积
单产 产量

播种

面积
单产 产量

播种

面积
单产 产量

１９９９ ４８５ ４３ ２１ ２３７５７ １２３ ２９３３ １２５０ ３４ ４２ ２１８６４ １１９ ２６０７

２０００ ５８３ ４７ ２７ ２３８６５ ９１ ２１６９ ９４８ ３１ ２９ １８７７０ １３２ ２４７３

２００１ ５９８ ３８ ２３ ２２３４９ １１２ ２５０７ １３２０ ２５ ３３ ２０３０３ １２４ ２５０８

２００２ ６０２ ３３ ２０ ２２６７８ ８０ １８１５ １３２０ ２５ ３３ ２３１０３ １１８ ２７２４

２００３ ６９４ ３３ ２３ ２２７４２ １０９ ２４７３ １３２０ ４４ ５８ ２３１０３ ９８ ２２６４

２００４ ５５０ ３５ １９ ２４５５１ １３７ ３３７２ １１５１ ３２ ３７ ２２０８５ １１９ ２６２１

２００５ １１３２ ４３ ４９ ４２４２３ １３４ ５６９２ — — — — — —

２００６ １４４２ ４１ ５９ ４６２３０ １２８ ５９２０ — — — — — —

２００７ １４８８ ９６ １４３ ２０７９６ １７６ ３６６７ — — — — — —

２００８ １２６５ ９１ １１５ ２１１５２ １７０ ３５８８ — — — — — —

２００９ １２５５ １２０ １５１ ２０３５７ １５９ ３２３７ — — — — — —

２０１０ １１７７ １２０ １４１ ２１０２４ １５５ ３２６２ — — — — — —

２０１１ １２４４ ７６ ９４ １８５２３ １６９ ３１２４ — — — — — —

２０１２ １３２０ ７６ １００ １８７２５ １５９ ２９８３ — — — — — —

２０１３ １３２０ ７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３５ １５１ ３０４０ — — — — — —

２０１４ １３２０ ７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３５ １５１ ３０４０ — — — — — —

２０１５ — — ９８ ２０１３０ １５１ ３０４０ — — — — — —

第五节　林桑瓜果

　　一、林木

解放之前，境内丘陵山岗、大小路旁皆是野生杂树灌木、杂树一般是刺槐、椿树、苦楝、榉树、榆树、猫耳

刺、野桑树等。

６０—７０年代，两乡每个大队都建有林业队（又称副业队），大力开展植树造林。１９８４年，在全县林业普
查的基础上，根据因地制宜、分区指导的原则，提出不同区域林业区划。郭庄、葛村属赤山湖圩区农田防护

经济林区，造林主要树种为柳树、池杉、柏杨、意杨、泡桐、水杉、淡杂竹、桑、茶等。农户四旁植树积极性高，

既美化环境，也能积蓄一些木材日后他用。谢桥村杜明福家４人，人均植树１６８．８０株，木材人均蓄积量３４８
立方米。谢桥村窦忠兴家５人，人均植树１３４．２０株，木材人均蓄积量３．４８立方米。１９８５年，郭庄乡有５个
村办林场，经营面积４０００亩，农工人数２０人；葛村乡有村办林场１个，经营面积２３０亩，农工人数１４人。至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年末有林面积５５０８亩，其中当年造林５０亩。８０年代后，由于承包经营的形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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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改革不彻底，没有给农民带来稳定、长久的经济实惠，原来一批承包集体山林农户的积极性呈下降趋

势，缓慢了绿化造林的步伐。９０年代中期，大部分山林重新收回集体所有，有护林员看管。
１９９１年，国家确定每年的３月１２日为植树节。郭庄、葛村两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约有７万人次

参加义务植树。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开始实施《长江中下游防护林建设工程》第二期工程。根据相对集中的规划要求，郭庄镇
被确定为规划集中区之一。根据省林业局工程建设面积相对集中的规划要求，绿色通道以常绿、落叶、阔叶

乡土树种为主，主选树种为杨树、广玉兰、枫香、紫薇、高杆女贞、无患子、香樟、栾树、雪松、杂交柳、榉等。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国家出台退耕还林优惠政策，出现许多公司、个人租赁集体土地、发展苗木及速生丰产
意杨林。２００３年浙江林之杰公司与葛村镇签订１５００亩造林合同，租赁期２０年。尔后，逐年都有公司、个人
租赁集体土地发展苗木、花木、经济林。

２００４年，郭庄镇、葛村镇完成丘陵岗地森林植被恢复工程，造林１０５０亩。是年，村庄绿化是实施“绿色
江苏”的重要建设内容。镇政府发动农民家家户户栽树，按照户均不低于１０株的要求进行动员，落实。重
点加强自然村落、村庄河塘以及村庄周边的绿化。

２００２年７—１１月经市林业局古树名木调查小组确认，郭庄镇有３株３００年以上古树。香堂２株园柏，树
龄３５０年；金达里１株黄连木树龄５１０年，它是一级古树名木。

据《句容县志》记载，葛村乡下葛村有一棵当地村民称为“龙树”的大梨树，高约１５米，胸围约３米，树冠
形如巨伞，有两棵小树盘绕树身，春开百花，结小梨，至２０１５年生长良好。此树何时栽种，无从查考。

　　二、桑蚕

１９５７年，葛村乡首创千亩以上连片桑田，号称“桑海”。１９５８年１２月，葛村公社下马岗２．５０万亩桑园成
林后，经济效益好，林业部组织北方１６省、市代表前来参观。几年后，“以粮为纲”退桑还田，桑园被毁。

６０—７０年代期间，郭庄、葛村两公社的每个大队都设有林业队，各林业队大力开展栽桑养蚕。１９８５年，
郭庄乡百丈村养蚕专业户王世成，承包林业队桑园 １３．５０亩，全家 ４口人，１０年养蚕 ２３０张，蚕茧收入
６１６７０５０元。１９８７年，郭庄、葛村两乡大力发展桑蚕业，当年，栽种桑树６８０亩，蚕茧量２４．２０吨。１９９１年，
郭庄、葛村两乡桑树面积扩至１０９６亩，蚕茧量达２５吨，１９９４年蚕茧量增至２６吨。１９９５年中、晚秋蚕茧价格
大幅下降，严重挫伤蚕农生产积极性，毁桑现象于冬季大范围出现。１９９６年底，郭庄镇桑树面积仅存有６０
亩，而葛村镇已无一分地的桑园。

　　三、西瓜　甘蔗

１．西瓜
西瓜是郭庄的传统经济作物，也是郭庄的强项。８０年代初，郭庄、葛村两乡大力发展西瓜种植面积。

１９８６年，葛村、郭庄两乡种植西瓜６６５９亩，占全县（１９５１６亩）的３４．１２％；两乡西瓜总产量９５６６．７５吨，占全
县总产２６２８４．１５吨的３６．３９％。葛村西瓜单产１７３５．５０公斤，郭庄种植面积３３５７亩，单产和面积两项均为全
县各乡镇之首。西瓜总产，葛村乡最高５７３．１２吨。１９９１年，遭受特大洪灾，瓜农尽可能抢在水淹之前抢收西
瓜（西瓜在七至八成熟时就能摘），既可保证西瓜的质量，满足市场的需求，瓜农也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１９９７年，郭庄、葛村两镇种植西瓜２２４９亩，总产量５１３６吨，约占全市西瓜产量６２１３２吨的８．２７％。２０００年
之后，两镇工业企业的迅猛发展需大量的农民工，西瓜种植面积逐年减少，２０１５年，全镇种植西瓜面积仅有
５００余亩。

王夏西瓜　王夏村种植西瓜的鼎盛时期是在 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西瓜种植面积 ６００亩上下。每亩单产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公斤，因产品质量优，口感好，在句容西瓜市场上享有盛誉。

王夏人精心选择西瓜品种，以江苏省农科院研制的“京兴一号”为当家品种，其品种质优、耐旱、耐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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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产量高。在育苗与栽培方面也有独特之处，育苗前，首先自制营养钵，准备营养土（豆饼、人粪尿、猪屎、

肥土浸沤制成），把营养土装入营养钵，每一个营养钵放 ２粒西瓜籽，盖上薄膜，促使早出苗，出齐苗，出壮
苗。西瓜栽培也很讲究，一块田栽过一次西瓜，必须要一年以上才能再种植，不连茬，这样，既能保持西瓜的

口感与甜度，又能减少病害。选好种植西瓜的田块，在上一年的冬季深翻冻酥晒干，栽培前进行精耕细作，

整畦清沟，在每畦的中心开一条小浅沟，把沤制好的农家肥放入沟中，每亩５０—６０担，覆土后打宕子，每亩栽
种瓜秧３５０—３６０棵，套用双层地膜，控制地湿，做到保温保湿，西瓜生长快，每年农历端午节前后，确保上市。
西瓜下市后，及时栽插瓜后稻，稻的单产也不减少，经济效益高。王夏西瓜出名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西

瓜生长使用农家肥，不用化肥；另一方面王夏村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无污染，无公害，结出的西瓜质优、色

艳、肉嫩、可口。

１９８４—１９９６年句容全市（县）及郭庄、葛村西瓜生产情况一览表
　表７－５ 单位：亩、吨

年份
句容 郭庄 葛村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１９８４ ６４１３ ８３０５．５０ １０８０ １６３７．３５ １７７７ ２６１６．７５

１９８５ １６１２９ １７９９８．０５ ２５４２ ２６５０．１５ ３４５８ ３４７３．７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５１６ ２６２８４．１５ ３３５７ ３８３５．５５ ３３０２ ５７３１．２０

１９８７ ２２９４６ ２９６３６．７０ ３１５２ ４６７８ ２９８８ ４９０６．３０

１９８８ ２３４２０ ３２９２１．４５ ４３８７ ５５５６．５０ ２０２０ ３６７５

１９８９ １５６６６ ２１７２８．４０ ２６２９ ２６５５．２５ １２６１ ２０７５．０５

１９９０ １６６３９ ３０７４０ ３１７４ ４３１９ １１７９ ２４１４

１９９１ １６３７７ １９９３３ ５９３ ２４８ １３３８ ２４１４

１９９２ ３８７０２ ７２９９４ ５６５５ ９７３３ ２１３６ ３９６５

１９９３ ６３２５３ １３５７２３ ５７１３ １０５０１ １５９２ ３８３０

１９９４ ４４３５７ ８２０３２ ３０５３ ５６８５ １４５４ ３０９３

１９９５ ４２２３１ ９３４９９ ２１２４ ４３４５ １４６２ ３０１１

１９９６ ３７８７６ ７７４７５ １５３９ ２９４３ １８００ ４８８０

　　注：对西瓜生产单独统计，句容市（县）统计资料始于１９８４年止于１９９６年。

２．甘蔗
７０年代，郭庄公社管委会引进广东铁皮甘蔗，各大队都有种植甘蔗的任务，指派各生产队农技员负责对

育苗、栽培作技术指导。生产队种植甘蔗的面积在１０—２０亩，亩产量约３０００公斤，由郭庄公社制糖厂负责
收购（１９７８年，制糖厂停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内部调整种植结构，郭庄乡、葛村乡依据“缩粮扩经”的思路，利用丘陵、

岗坡地大力发展甘蔗种植，积极引导农户种植甘蔗。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郭庄乡每年种植都在３０００亩左右，为
全县各乡镇之冠；葛村乡也在５００亩左右。甘蔗产量比较稳定，年度间差异不大，亩产量在２５５０公斤至３８８８
公斤之间。

郭庄种植甘蔗作为水果，主销地为：南京、镇江、句容、江宁、溧水等地的水果市场；农户与周边地区水果

店联系，批发给水果店及摊贩；农户开着农用车或拖拉机到周边地区大街小巷零售（也可以用稻谷换甘蔗），

供群众当做水果食用。如王夏村村民王为洪于１９８８年种植甘蔗６亩，亩产３５００公斤，他每天上午走街窜巷
卖甘蔗，下午回家收割甘蔗，当年他不但卖掉大部分甘蔗，还换回７５００公斤稻谷（０．７５公斤稻谷可换０．５公斤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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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每亩甘蔗经济收益４０００元左右。２０００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甘蔗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四、果

图７１　大棚草莓　　

１．发展概况
８０年代，郭庄、葛村两地果树栽植虽有发展，但品

种未能适应市场需求。９０年代后，引进和推广果树新
品种、新技术、发展桃、草莓、蓝莓、圣果等应时鲜果。

２０００年之后，加强应时鲜果的推广和发展，注重果品品
牌建设，产生一批品种新、技术良、管理好、效益高的示

范推广户及园区，相继出现郭庄阿毛草莓园、孔塘圣果

园等名优果品。郭庄镇还将高效农业与观光旅游相结

合，以端王蓝莓种植基地为基础，建设蓝博园。

２．郭庄孔塘圣果园
圣果园农庄始建于２０１３年，种植面积２６０余亩，其中“圣果”栽培６３亩，圣果生长在中国亚热带各省区

灌木林中，是无污染的纯天然野果极品、绿色有机水果，是植物界的“大熊猫”。圣果生命力旺盛，抗逆性强，

耐旱、耐贫瘠、无病虫害，禁用农药、化肥、除草剂、激素，不中耕除草，省工节资，易种易管。人工栽培挂果早，

两年开始挂果，见效快，亩产５００公斤，４—５年进入旺盛期，加强水肥管理，亩产可达２５００—５０００公斤。成熟期
在中秋、重阳、国庆三大节日期间，按最低市场价１６元／公斤计算，每亩产值在４—８万元之间。

３．郭庄镇丰年生态园
位于端王行政村，于２０１０年开始种植蓝莓，面积２１００余亩。蓝莓是生态园的主要产品，年产蓝莓１０００

余吨，蓝莓既可生吃，还可以加工成蓝莓系列产品，如蓝莓饮料、蓝莓酒、蓝莓果酱、蓝莓酵素等，畅销内地各

大城市和港澳地区。蓝莓是２１世纪功能性保健果品，是世界公认的集营养、保健于一身的保健果品，老少皆
宜，备受关注。２０１４年，郭庄镇丰年生态园以蓝莓种植基地为基础建设蓝博园。将高效农业与观光旅游集
于一体。

第六节　畜牧业

　　一、家畜

１．猪
养猪是农民的主要传统副业，历来以圈养积肥为主，俗话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少数农户饲养

母猪用于繁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养猪。１９５７年，郭庄乡、葛村乡生猪饲养
量突破１４５００头。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社员私养生猪被“平调”入社，加上３年困难时期，粮食连年减
产，饲养量大幅度下降。

１９６２年，贯彻“自繁自育，私养为主，集体为辅，公私并举”的方针并采取养猪猪粪肥按质作价，参加分配
等一系列措施，使农民养猪积极性得到提高。至１９６６年，郭庄的生猪饲养量１１０００头，葛村的生猪饲养量
１１０８５头。７０年代末，贯彻“集体饲养和社员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鼓励农民多养猪，养大猪。此时，除
社员家家户户养猪外，每个生产队都建立养猪场。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郭庄公社的饲养量稳定在１．３万头左右，
葛村的饲养量稳定在１．４万头左右，年出栏数１．８万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一起上，以户养为主”的养猪方针以及取消生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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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２　生猪满圈

购政策，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等改革措施。１９８６年两
乡出栏生猪 １６６９３头，其中，当年出售生猪 ８６８９头，自宰
８００４头，生猪饲养３１１３０头。８０—９０年代初期，养猪进入
产业化、良种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放

心肉”工程的建设，１９９５年，郭庄的饲养量 ２５３００头，葛村
的饲养量２４３５０头，为历史最高年份。进入９０年代后期，
由于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养猪户锐减，生猪养殖出现波浪式

发展，规模养殖虽有增加，但不足以相抵。２０１４年，全镇出
栏生猪１．８１万头。

２．牛
农民把耕牛视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制定一系列保护耕牛的法则，采取奖励繁

殖、防治牛疫等措施。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郭庄、葛村两地有耕牛７００余头。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日军侵
占后，烧、杀、抢“三光”政策使耕牛饲养量逐年下降，而后内战再起，耕牛大幅度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保护耕牛的政策和措施，规定１５岁以下水牛、１３岁以下黄牛、有繁殖能力的公
牛、种母牛、孕牛、幼牛一律禁止宰杀，并对耕牛养护好、繁殖快的农户，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１９５６年，郭
庄、葛村两地耕牛饲养量１４００余头，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６０％以上，每头役牛平均负担耕地由７５亩降为６５亩。
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一度“共产风”、平调风盛行，混淆了耕牛的所有权，挫伤农民养牛积极性。１９６１年，两公
社有耕牛２５０９头。１９６２年后，耕牛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至１９６５年，郭庄公社有耕牛１１００头，
葛村９８６头。１９６６年以后，耕牛数量徘徊不前，当时因水田大面积推广双三熟，耕役繁重，役力不足。１９７２
年，贯彻中央北方会议精神后，又采取多种政策和奖励措施，两公社耕牛发展到２１６０余头。１９７３年后，耕作
机械迅速发展，耕牛饲养量不断下降，至１９８６年，两乡从事劳役的耕牛１４００头，１９９０年１０９０头，１９９５年９９７
头，２０００年５９７头（其中还包括菜牛饲养量）。因耕作机械化日趋普及和耕作制度改革等影响，至２０１５年，
全镇只有３２０头（其中大多数是菜牛）。

３．羊
农户饲养羊多以山羊为主，一为肉食，二为积肥。１９４９年统计，郭庄、葛村有羊２９０头。解放后，养羊户

逐年增多，１９６４年，养羊总数２０００余头，直到１９８０年，羊的总数在２０００头徘徊。是年，郭庄公社从浙江引进
湖羊６０头，１９８５年两乡有羊６６６头。以后数年，全面推广山羊杂交改良工作。随着畜牧业品种结构调整，
养羊业才得到平稳发展，２０１５年羊饲养量３０００头，其中养殖大户３家。

４．兔
民间饲养一些土种白兔，常年饲养量在１０００只左右，多为食用。１９９７年，孔塘行政村的蔡勇饲养獭兔

３００只左右，并向社会上其他饲养户提供优良种兔，因獭兔毛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于２０１０年歇业。至２０１５
年，全镇兔饲养量仅在１５０只左右。

５．犬
农户饲养犬多以土狗为主，一为看家护院、二为食肉。１９９８年葛村镇兴办方溪肉犬养殖基地，占地２０

亩，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产加销一条龙经营模式，年销售肉犬５００余条，使葛村“狗肉之乡”的品牌打入
市场。２０１２年，孔塘村建中国杜宾犬养殖基地，占地２５亩，杜宾幼犬每只售价在１—２万元之间，（利用网络
平台销售），饲养量２５０余头。２０１５年，全镇犬养量３２００头。

　　二、家禽

１．鸡
境内习惯饲养土种鸡。５０年代初期，除部分农户自孵苗鸡外，大部分苗鸡从金坛、湖熟等地的苗鸡摊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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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３　甲山陶土矿蛋鸡饲养基地　　

手中购买。６０—７０年代开始引进狼山、浦东、三黄、白洛克
等优良品种鸡，但饲养量很少。１９８３年葛村畜牧兽医站建
立罗斯鸡种蛋场，先后引进四批父母代罗斯鸡雏鸡 １２３５
只，经过精心育雏，苗鸡成活率９５％以上。次年，郭庄畜牧
兽医站建立种禽场，当年饲养种鸡３０００余只，为全县推广
良种蛋鸡打下基础。１９８４年，罗斯鸡、来杭鸡、星杂２８８、西
塞斯等良种鸡已普及，每只良种鸡年产蛋量１０—１３公斤，
比本地土种鸡年产蛋量提高５０％左右。２０１５年，全镇规模
养殖蛋鸡、肉鸡５户，年出栏１６万羽，全年养鸡量２８万羽，
其中出栏１３万羽，甲山陶土矿蛋鸡饲养基地，不仅满足全

镇的鸡蛋供给，而且还供给于四邻八乡。

２．鸭
境内习惯养蛋鸭———绍鸭为主。８０年代后，农民饲养菜鸭，其品种以昆山大麻鸭、白鸭为主，但少数有

经验饲养户养康贝尔蛋鸭，一般在３００—５００只群养。大多数农户饲养菜鸭一般１０—３０只之间，立秋前后饲
养，经过一段时间喂养，利用秋收茬口，在田野间放养长肥，适时出售或腌制。２０１５年，全镇鸭饲养量在５万
羽左右，其中养鸭大户３家。

３．鹅
境内饲养太湖鹅，年饲养量１００００只左右。１９６６年，郭庄、葛村从县食品公司引进浙东白鹅２００余只，

经２０多年的驯化、培育、繁殖，８０—９０年代已遍及全乡镇。该鹅自产蛋、自孵化，能四季繁殖，俗称“四季
鹅”。以食草为主，生长快，效益高。从刚出壳的苗鹅，经过 ６０—８０天饲养，只需 ５公斤精饲料，体重可达
３．５０—５公斤。进入２１世纪，放养散养鹅户大量减少，养殖业向规模化发展，加上农村经济来源多样化等原
因，饲养量大幅度下降，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养殖大户５家，鹅饲养量５０００只左右。

第七节　水产养殖

　　一、四大家鱼养殖

郭庄、葛村地处圩区，水域广阔，滩涂众多，鱼类饵料丰富，适宜发展鱼类生产，以青、鲢、鳙、鳊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１９５１年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自己水面，养鱼积极性高涨，１９５２年养鱼水面４０００亩

　　图７４　特种养殖翘嘴白鱼

左右，产鱼２５吨。１９５８年后，随着水库的建成，水面增加，养殖能力加强，同时增加投资，郭庄、葛村兴建公
社渔场，加强技术指导，改进管理方法，实行精养精管，使

渔业生产稳步发展。１９６２年，百丈、葛村２个渔场，不仅
养殖商品鱼，也能培育鱼苗，当年共生产成鱼 ９万斤，鱼
苗６００万尾。

１９７９年之后，郭庄、葛村、后白、二圣、三岔５个公社
在赤山湖兴办渔场。省、市投资 ６０余万元，乡村劳务投
资３００余万元，贴息贷款６０７万元，经过５年努力，开挖
土方４５８万立方，新建鱼池面积２７７７亩，鱼饲料种植地
１２２５亩，建成赤山湖商品鱼养殖基地。

１９９７年，郭庄、葛村两镇开发连片集中地低洼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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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多亩，建成江苏省稻田养殖示范区。是年９月，省级稻田养殖现场会在句容召开，两镇开发低产农田、
促进农民增收的举措得到省有关部门的好评。至２００８年稻田养殖均已改造成鱼池，不再种植水稻。２０１５
年，全镇水产品产量３９３６吨。

　　二、特种水产养殖

１９７５年，郭庄公社引进大闸蟹幼苗一箱，投放在王夏村陈家圩中，是年１０月，农民在沿沟河塘等处皆可
以捕到。最小的约１５０克，大的２００—２５０克。当年，群众从沟渠河塘捕捞河蟹约５００公斤。２００４年郭庄镇

　　图７５　特种养殖甲鱼

引进高淳客商河蟹养殖。在客商的带动下，全镇河蟹养殖

户４８户，养殖面积３５００亩，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养殖面积仍稳
定在３５００亩左右。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王夏村农民夏仁彪试养甲鱼，自建 ２
个共２．３０亩面积的成甲鱼饲养池。１９８７年，出售成品鱼
３００公斤。８０年代末到 ９０年代初，因受“中华鳖精”产品
广告的影响，郭庄、葛村两乡有２０余户饲养甲鱼。仅孔塘
村、王夏村每天就有 ２００余人外出捕捉甲鱼。进入 ２１世
纪，乡镇工业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厂务工，甲鱼饲养户、捕捉

者，已不多见。

第八节　农业机械

　　一、农具

农作物从种到收历来主要靠人力、畜力和老式农具，其中耕作农具有大辕犁、铁锹、钉耙、锄头、耥、耨

等。收获农具有锯镰刀、镰刀、掼盆、扬锨、推耙、连枷等。植保主要靠人工捕捉、采卵、烟熏、洒石灰水、插草

把等方法。灌溉农具有人力槽轴水车、牛车。积肥施肥农具有罱泥船、竹泥夹、铁泥夹、粪桶、畚箕等。运输

工具则靠肩挑人拉，木辕独轮车、小木船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互作合作化的带动下，依靠集体力量和国家支持，改革旧农具，推广新农具。同时，继

续使用传统农具。据１９６１年农业年报统计：郭庄有旧式木犁９６０余张，脚踏水车８３４部，牛力水车７１部，罱
泥船７２４只，木制独轮车９５０辆，掼盆８４６张。葛村有旧式木犁８４０张，脚踏水车７８０余部，牛力水车５９部，
罱泥船６００余只，木制独轮车８１０辆，掼盆５８０张。

郭庄、葛村两乡人民在继续使用传统农具的同时，逐步将木犁改为铁犁、掼盆改为半机械化脚踏脱粒

机，防治病虫害使用手摇喷粉器、单管式喷雾器，木船改为水泥船、车水人力车、牛车改为柴油抽水机、汽油

抽水机、电力灌溉机械等。２０００年后，大部分传统农具已被淘汰。

　　二、农机

１．耕作机械
６０年代，葛村、郭庄已使用柴油机、汽油机，并逐步引进手扶拖拉机。１９６９年郭庄、葛村已拥有耕作的东

风１２型、红旗１２型手扶拖拉机７台。１９７８年郭庄１４１台，葛村１１５台。至７０年代末，拖拉机已广泛使用，
耕耙、脱粒、盖麦子、植保等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提高农民购买农机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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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１９７９年郭庄公社的农业机械总动力３９０５千瓦，葛村公社农业机械总动力３７７４千瓦。１９８８年郭庄有手
扶拖拉机３８０台，葛村有３２４台。１９８９年，郭庄乡农业机械总动力１５５０４千瓦，葛村乡１０３８９千瓦。

１９７６—１９９０年，郭庄农机站、葛村农机站分别引进４台用于耕作的３５型中型拖拉机。郭庄、阳巷、百
丈、葛村、东方红等大队（行政村）引进８台丰收３５型、上海５０型中型拖拉机。１９９６年，郭庄、葛村两镇用于

图７６　平整水田　　

耕作的中型拖拉机４台。１９９９年郭庄镇农业机械总动力
１０８１３千瓦，葛村８７６０千瓦。

２０００年，两镇拥有中型拖拉机４９台，手扶拖拉机郭庄
有１９７台，葛村１９１台。与手扶拖拉机和中型拖拉机配套
的还有旋耕机、水田耙、双铧犁等机械设备。２００１年之后，
郭庄镇、葛村镇的机耕面积达９５％以上。２００５年，郭庄、葛
村两镇合并后，农业机械总动力 ４１０３２千瓦。至 ２０１５年
底，全镇农业机械总动力６７３５３千瓦。

２．种植机械
８０年代，郭庄、葛村开始使用免耕机、开沟机、盖麦机。

图７７　机械插秧　　

８５年机动插秧机和手扶插秧机在郭庄试点。这些种植机
械一直延续到２１世纪。２０００年，两镇拥有免耕机７４４台，
条播机４５０台，开沟机４６９台，机动插播机２８台。２０１５年，
机械化种植率达９８％以上。

２．植保机械
１９７１年后，郭庄、葛村两乡（镇）普遍使用手压式喷雾

器。１９８０年后，逐步使用以干电池、汽油为动力的半自动
化喷雾器和弥雾机。２０００年以后，两镇拥有各种型号喷雾
器、弥雾机１万余台，２０１５年，平均每农业户达１台。

３．收脱机械
１９７５年，郭庄农机厂试制成功与手扶拖拉机相配套的割晒机，每小时可割水稻３亩左右，但由于机械性

能等问题，农民难以接受，三麦、水稻依然大多靠镰刀、锯镰刀收割。９０年代后期，引进人民１号、人民２号、
洋马、久保田等联合收割机，以及沃得油菜收割机。至２００５年，两镇已拥有各种联合收割机４８台。这些机
械不仅满足本地的收割需要，镇农业服务中心还成立农机跨区作业合作社，农忙季节，奔赴苏北、河南、安

徽、海南、山东等省进行跨区收割。

在脱粒上，７０年代中期脚踏脱粒机脱粒。８０年代后，用柴油机或手扶拖拉机带动脱粒机脱粒。自２０００
年使用联合收割机就能连割带脱，扬净以后晒干入仓。小田块的稻麦上场后，仍用电动脱粒机或“小老虎”

脱粒机。

４．灌溉机械
解放初期，郭庄、葛村两乡除少数田块因地势落差能放水灌溉以外，地势较高的田块车水灌溉，但大多

数是用人力车水或牛力车水灌溉，较为常见和常用的水车是３人轴、４人轴、６人轴等木制水车。１９５７年，农
业合作社集体购置抽水机，１９５９年发展至９台柴油机，灌溉面积１．２０万亩。１９６０年，由国家投资，郭庄、葛
村建起８座电力排灌站，装机容量１０台２４８千瓦，灌溉面积６０００余亩。８０年代后，由于农村生产体制改革，
除固定机电排灌站外，农户排灌机具向轻便、小型、适用方向发展，各种小型流动机泵发展较快，出现农用潜

水泵以及４马力，６马力，８马力柴油机和与之配套的排灌机械，郭庄、葛村两乡有小型排灌机械５８０多台套。
截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在朝阳河、幸福渠、南河等共建大小电站６９座（其中郭庄３７座，葛村３２座），动力５６８５千
瓦，直接受益面积：单灌３３９７０亩，排灌结合６８００亩，共４０７７０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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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受益面积一览表
　表７－６ 单位：千瓦、亩

年份
郭庄 葛村

农业机械总动力 灌溉面积 农业机械总动力 灌溉面积

２０００ ２０３６７ ４２２１０ １５３４６ ３４００５

２００１ ２０３７９ ４２２１０ １５３４６ １８７５０

２００２ ２２０５９ ３６６１５ １５３４６ １８７５０

２００３ ２２７８５ ４１２６０ １７１５４ ２７０８０

２００４ ２３６０３ ３５４１５ １６２１０ １８７５０

２００５ ４１０３２ ６０２４０ — —

２００６ ４４１１０ ６０６９０ — —

２００７ ４３１３２ ６０６９０ — —

２００８ ４２３５８ ６６５２５ — —

２００９ ４２３５８ ６４６５０ — —

２０１０ ４２８８５ ６４４７０ — —

２０１１ ４４１７２ ６３５７０ — —

２０１２ ６０２０６ ６２５６５ — —

２０１３ ６２０６６ ９４９８０ — —

２０１４ ６３０７６ ９３７６５ — —

２０１５ ６７３５３ ９１６０５ — —

　　５．农用运输机械
８０—９０年代中期，农村物资、乡镇企业、建筑业主要运输工具是手扶拖拉机。随着砖窑业、采石业等迅

速发展，手扶拖拉机运输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农用变型运输机进入发展期，因农用变型运输
机费用低、载重量大、投资少、收回成本快，故该机发展迅速。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有农用运输机械１８００余台，
手扶拖拉机大部分转向农田作业。

６．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８０年代，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主要以稻谷碾米机、磨面机、饲料粉碎机、榨油机、磨浆机、轧花机等为主。

自２０００年开始，逐年引进谷物烘干机械、茶叶加工机械、面食加工机械等。２０１０年句容市郭庄粮食储备库
投入２００多万元，增添多功能移动式环流熏蒸机械２套，气象色谱仪等现代化粮油检测设备，具备国家级粮
油检测所应具备的资质条件；２００７年引进资金６００万元建成１座日产２００吨大米的粮食加工厂；２０１１年建
成日烘干量２００吨的烘干房１座。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拥有量２２７台，其中碾米机１４２台、
油料加工机械１４台、茶叶加工机械４９台、谷物烘干机械４台、棉花加工机械１８台。

第九节　农业开发与产业化经营

　　一、农业综合开发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郭庄镇、葛村镇启动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大范围的农田开发，在开发治理中，加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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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旱能灌、涝能排、渠相连、路相通，保证农田排灌、农机作业和交通畅通，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通过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和桥、涵、闸、站、渠全面配套，有效地控制区域水土流失；通过产业结

构调整和农田林网建设，提高林木覆盖率，增加绿化面积，改善自然景观；通过水源工程、平整农田工程、田

间配套和机耕路工程，提高劳动效率，节约成本开支，增加亩产量，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粮食产量实现

九连增。至２０１３年，全镇土地治理１２４８６亩，完成庄里５０００亩标准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４年完成五渚
坊１０００亩标准化农田水利建设；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建设葛村西万圩１２０００亩高标准农田土地整治项目。是
年新增标准农田１００００亩，新认证“三品”（即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品牌１１个，农业规模经
营比重达到６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情况一览表
　表７－７ 单位：亩、万元

年份 乡镇
土地治

理面积
投资

财政资金

合计 中央 省 镇江市 句容 项目单位
自筹

２０００
郭庄 ４０００ ９０ ６０ ３０ ６ ６ ６ １２ ３０

葛村 ４０００ ９０ ６０ ３０ ６ ６ ６ １２ ３０

２００１ 郭庄 ２０００ ６０ ４８．９０ ２２．２０ ５．３４ ５．３４ ５．３４ １０．６８ １１．１０

２００２ 郭庄 １８４０ ６０．５０ ４８．５８ ２２ ５．２８ ５．２８ ５．２８ １０．７４ １１．９２

２００６ 郭庄 ５０００ ２０８ １６０ ８０ ４０ １６ ２４ — ４８

２００７ 郭庄 ５０００ ２３５ １８０ ９０ ４５ １８ ２７ — ５５

２００８ 郭庄 ５０００ ２６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２０ ３０ — ６０

２０１３ 郭庄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７５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５ — —

２０１４ 郭庄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６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 —

２０１５ 郭庄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７５０ ９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７５０ — —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

１．制定规划
农业产业化经营始于９０年代初，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郭庄、葛村两镇根据《句容

市优势农产品产业化发展规划（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精神，两镇提出发展优质稻米、油菜、茶叶、特色蔬菜、花
卉苗木、应时鲜果、优质家禽、特种水产等八大优势农产品产业规划。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郭庄镇提出建设应时
鲜果、高档花卉苗木、草食畜禽、生态观光农业４大丘陵特色产业。具体建设２千亩优质草莓基地、１万亩高
档花卉苗木、草食畜禽、有机农业示范区观光等１２个项目，规模２万亩。

２．规模化经营实施项目
应时鲜果类　郭庄镇葡萄种植面积８００亩，核桃种植２００亩，蓝莓种植面积２１００亩，草莓种植面积２０

亩，圣果种植面积１６０亩。分布在金星、端王、东岗、孔塘、郭庄等行政村。
经济林类　茶叶是郭庄传统农产品，适宜丘陵山区种植，以优质绿茶享誉省内外。宇强茶叶园开发有

“白茶”“碧螺春”等名优茶，２０１５年茶叶种植面积５００亩。绿化苗木、高档苗木１万亩，分布在金星、五渚坊、
方溪、东岗、百里等村。草坪草１５００亩，分布在刘巷、西地等村。

蔬菜类　葛村新华农庄蔬菜种植基地２１００亩，虬山湖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４００亩，方元蔬菜种植基地
３５０亩。主要分布在虬山、方溪、葛村等村。

食草畜禽类　华东生态养猪场养猪规模２００头，句容市大毛畜禽养殖场年养鸡出栏５万羽，再生源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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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年养生猪２００头。
３．镇江市农业龙头企业
绿泉庄农业生态园　２０１０年７月创办江苏绿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它位于郭庄镇宁茅路金星段。

工商注册资金１３００万美元，园区规划面积３０００亩。２０１５年底，园区已建成面积２５００亩。主导产业应时鲜
果，该公司为镇江市农业龙头企业。

新华农庄蔬菜种植基地　２００９年７月创办江苏开昌农业综合开发技术有限公司，它位于郭庄镇葛村
村。工商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园区规划面积３０００亩。２０１５年末，园区已建成面积２１００亩。主导产业蔬菜
与应时鲜果，该公司为镇江市农业龙头企业。

４．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
２００５年，全镇首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由南京园林建设总公司兴建的金星花卉苗木基地，占地 １５００

亩。２００８年，宇强茶叶园获镇江市“四有”合作社。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组建的句容市兴华生态园，２０１０年获镇江
市五好合作社。２００９年１月组建句容市郭庄玉兰花卉苗木园，２０１１年获江苏省五好合作社。至２０１５年，全
镇农民专业合作社９５家，家庭农场１７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２５９７９户，形成发展一个、带动一片、扶持一
个产业的局面，走出一条市场牵“龙头”，“龙头”连基地，基地带农户的发展路径。

第十节　农业科技

　　一、肥料利用

１．有机肥料
５０年代初，稻田肥料多用猪牛粪、塘泥、人粪、红花草作基肥，用水粪或少量豆饼肥作分蘖肥，水稻生长

中后期一般不施肥料。１９６０年，郭庄公社、葛村公社聘请武进老农传授沤制草塘泥技术，开展田头挖凼，用
塘泥，加红花草或青草、稻草、猪粪沤制草塘泥水稻基肥，每亩４—５吨。７０年代初推广水生绿肥（水花生、水
葫芦、水浮莲、绿萍），郭庄公社百丈大队千亩晚稻用绿萍作基肥，每亩增产稻谷约８０公斤。稻田放萍一直
延续到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因分户经营，布局安排困难，放萍逐步停止。１９８７年由油菜秸秆还田发展到麦秆、
稻草、西瓜藤、青豌豆藤还田。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堆肥技术改进（如加入秸秆速腐剂），堆肥使用有所发展。
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秸秆还田率９８％以上。

２．无机肥料
５０年代后期推广硫酸铵（俗名肥田粉）作追肥。７０年代推广用磷肥和碳铵并列为水稻主要基肥。７０

年代中期改进化肥使用方法，将碳铵面施改作耖口肥深施，并推广用氨水、母液水泼垡作基肥。７０年代
后，施用的主要氮肥品种是碳酸氢铵，高峰时，郭庄、葛村年用量达５６００吨。９０年代后，尿素已成为农业
生产上使用最多最普遍的氮肥。进入２１世纪后，推广使用水稻专用复合肥（将硅肥配制在氮磷钾复合肥
里）作基肥（也可作追肥），尿素作追肥。至２０１５年，复合肥、尿素已成为全镇使用量最多的化肥品种（年
使用量２９００吨）。

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微量元素肥料（硼肥），主要为喷施。９０年代改为基肥，主要用在油菜、棉
花、葡萄等经济作物上，２０００年前用量最多，２０００年后硼肥用量大幅度下降。

　　二、良种推广

１９５６—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推广应用农作物良种２００余种，其中水稻良种６０余种，三麦良种３０余种，油
菜良种２１种，棉花良种１６种，芝麻、玉米、山芋、花生、大豆等经济植物和旱地植物等良种６０余种。不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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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推广应用良种，使良种作物、经济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得到全面提高，促进农业生产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三、植物保护

１．水稻病、虫、草害与防治
主要虫害与防治　水稻生长全过程中，有稻叶蝉、稻蓟马、纵卷叶虫、大螟、二化螟、三化螟、褐稻虱、灰

飞虱、白背飞虱等害虫。其中三化螟于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５年大发生。
１９５０年水稻平均白穗率９％，严重的达到２０％。纵卷叶虫于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年大发生，２００３年特大发生，使两
镇１０％的田块减产１５％。褐稻虱于 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年大发生，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特大发生，最高虫量田块每亩６万头。灰飞虱常年发生５—６代，２００４年以来呈明显上升趋
势，２００８年是重发年，亩均虫量５万头至４２０万头。少数未用药防治田块几乎绝收，其他虫害未能造成大面
积危害。

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防治水稻三化螟采用挖稻根、冬灌，以及秧田期开展人工捕蛾灭卵、灯光诱杀、大田喷
施六六六粉等措施。７０年代防治虫害主要喷施６％的六六六和１６０５混合粉。８０年代防治虫害推广扑虱灵、
甲胺磷、杀虫双、杀虫脒，治虫效果显著，但残留毒性大。９０年代防治虫害药剂，前期主要是呲虫啉、杀虫双、
杀虫脒、甲胺磷，后改用杀虫单、呲虫啉、３５％的甲胺磷（中等毒性有机磷）。２００３年后，主要呲虫啉、扑虱灵、
瑞劲持、毒死蜱加辛硫磷以及菊脂类农药。

主要病害与防治　水稻主要病害有稻瘟病、纹枯病、条纹叶枯病、白叶枯病等。其中稻瘟病、纹枯病是
常年性病害，一般常年发生面积约占总面积７０％。条纹叶枯病在２０００年初次见到，２００４年大发生，面积占
水稻总面积８５％左右。白叶枯病于１９７７年大发生。

防治药剂主要有敌枯双、叶枯净、井冈霉素、三环唑、富士一号、井·乙醇以及“味鲜胺十巴丹”复配剂

浸种。

稻田杂草与化学除草　稻田杂草主要有稗草、节节草、牛毛草、四叶草、鸭舌草、异形莎草、千金子等１２
科２０余种。５０年代主要用人工拔除或用薅草耙子除草。７０年代初试用化学除草，用杀草丹、扑草净，除草
效果达９０％。后期改用除草醚、二甲四氯，除草效果好。９０年代推广灭草王、稻草畏、卞黄隆与乙草胺或丁
草胺复配剂。２０００年以后，重点推广应用苯噻草胺和卞黄隆复配剂。随着直播稻面积的扩大，化学除草剂
品种应用趋向多元化。

２．三麦病虫害与防治
三麦病害有赤霉病、麦锈病、白粉病、黑穗病、纹枯病等。小麦赤霉病在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２

年、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２００３年９个年头发生严重，其他年份偏轻或中等发生。小麦纹枯病
在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是一种常发性病害，发生面积占小麦播种面积的５０％—７０％左右。黑穗病于１９７６年大发
生，发病面积占三麦面积的４０％。麦锈病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大发生，发病面积占
三麦面积３４．８０％。对上述防治，在早春时或在齐穗时主要使用多菌灵、５０％二硝可湿性粉剂、井冈霉素药剂
等喷雾。小麦白粉病，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呈明显下降态势。仅在部分地区少数田块零星发生。

麦蚜虫、粘虫，偶发性虫害各年份发生量差异大，在防治上以兼治为主，采用 ４０％乐果乳剂喷治，效果
很好。

麦田草害，主要以看麦娘、猪殃殃、大巢菜为主。化学除草，８０年代用绿麦隆防除看麦娘、棒槌草，用二
甲四氯防除大巢菜。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０年后，改用异丙隆、骠马等复配剂。

３．油菜病虫草害与防治
油菜菌核病，１９８５年特大发生后，１９８６年至９０年代，一般为中等发生或偏轻发生，２００１年后为偏轻或

中等发生。在防治上主要在油菜盛花期采用“多菌灵＋粉锈宁”，药剂防治１—２次，兼治蚜虫。油菜田草害，
主要采用禾草克、盖草能、高特克、胺苯黄隆等除草剂进行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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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棉花病虫草害与防治
棉花主要虫害是红铃虫、棉铃虫、盲蝽象、玉米螟、棉蚜、红蜘蛛等。主要病害有苗期炭疽病、立枯病、枯

萎病、红叶茎枯病等。棉田草害主要有马唐、碎米莎草、野苋、铁苋、异性莎草、牛筋草等。病虫草害的防治

主要方法是推广棉花抗病的品种，推广棉花播种技术、人工除草、化学药剂治虫、除草。

５．农田灭鼠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年，郭庄镇（乡）、葛村镇（乡）组织春季灭鼠活动。其中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组织开展两次统一

灭鼠活动。全面动员、各机关、单位和广大农民统一灭鼠，粮站出米，单位出钱，层层落实责任制，并开展检

查评比，通过两次统一灭鼠活动，两镇（乡）农田鼠害密度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３年，因无专项灭鼠经费保障，灭
鼠工作未正常开展。

第十一节　农业机构与管理

　　一、农机服务站

１９７６年，郭庄、葛村两公社同时成立农业机械服务站（简称农机站）。主要负责全公社的农机管理与维
修。两农机站拥有中型拖拉机４台，每年为生产队耕田近万亩。８０年代后，郭庄、葛村农机站大力推广开沟
机、灭茬免耕机等农业机械，９０年代后，大力推广各式稻麦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等新型农业机械，负责辅导各
村农机操作技术，深入各行政村巡回维修、保养农业机械。２００１年，郭庄、葛村农业机械服务站分别并入各
镇的农业服务中心。

　　二、农技（科）站

１９６９—１９７１年，郭庄、葛村两公社先后成立农技（科）站，为公社事业单位、承担全公社范围内作物栽培、
植保、种子、肥料等新技术推广和县下达的试验项目。每站配有乡农技员 ４—７人。１９６９年，农技站 ４人，
１９７８年发展到１０人（其中郭庄６人，葛村４人）。至２０００年，郭庄镇中高级农业技术人员２０人；葛村镇中
高级农业技术人员２０人。２００１年，两镇农技站分别并入各镇的农业服务中心。

　　三、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

郭庄、葛村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成立于１９７２年，初名为公社副业办公室，１９７８年更名为多种经营办公
室，１９８２年定名为郭庄公社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和葛村公社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２００１年在政府机构改革
中，并入各镇农业服务中心。７０—８０年代，主要为蚕桑业生产服务，为种桑养蚕户提供桑树新品种，蚕种新
品种，指导蚕农的桑田、育蚕管理和防病治虫。９０年代后，重点加强对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的生产技术指
导及良种良法的引进、推广工作。２００１年，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并入镇农业服务中心。

　　四、农业服务中心

为加强对农业系统的统一领导，提高为农业服务的工作效率，２００１年８月，郭庄镇、葛村镇将农技站、多
种经营技术推广站、农村园林管理所、农业机械服务站４个部门合并为农业服务中心。在原有部门职能基础
上，农业科技上，新增农民培训、科技入户工程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高效设施农业、农业产业化及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等多方面开展工作。经营管理上，抓好村（组）级财务、镇财务管理、农村“三资”（资产、资金、资

源）信息化管理，农村公共资产、资源阳光交易等工作。多种经营上，注重环境绿化、森林防火、农作物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建立经济实体，搞好农资经营、绿化工程为主的配套服务型

１１１

第七章　农　业



经济创收。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在句容市区划调整中，郭庄、葛村两镇的农业服务中心合并为郭庄镇农业服务中心。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农业服务中心有工作人员７人。

　　五、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服务站

郭庄、葛村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服务站（简称兽医站）成立于１９６２年。６０年代，主要负责对农户畜禽实行
有病包治、无病包防、包配种、包驱虫、包死亡赔偿。６０—７０年代对耕牛和母猪实行保健。７０年代后，进入苗
猪交易市场对苗猪进行防疫、驱虫。同时引进约克夏、苏白等优良公猪，采取自然配种和人工授精的办法，

对全公社母猪统一供精，进行杂交配种。年配种达２０００头（次）以上。８０年代后，加强对家畜家禽防病治
病。１９９５年，全镇实行“放心肉”工程，兽医站进驻食品站、私宰店进行生猪活体和白肉的检疫检验。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年检疫生猪３万余头。２００１年，乡镇实行机构改革，镇畜牧兽医站挂靠镇农业服务中心，对外挂兽医站
牌子，管理指导隶属市畜牧兽医站。

２００４年，兽医站全体工作人员进行禽流感防疫工作，消毒面积５万平方米，畜禽免疫３．５０万多只。２００５
年，郭庄、葛村两镇兽医站合并，组成郭庄镇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服务站。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畜牧兽医站在职人
员５人，专业技术人员３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农业产业园、合作社情况一览表

　表７－８ 单位：亩、万元

企业、合作社名称
工商注册

日期 资金
法人代表

园区建设情况

地点 建成面积 主导产业
备注

南河农庄 ２００５年 ４００ 吴其发 郭庄村 ３００ 休闲农业 —

金星花卉苗木基地 ２００５年 １５００ 李　强 金星村 １５００ 高档花木 —

方溪苗圃园 ２００７年 ４００ 周建国 方溪村 ４００ 高档花木 —

新领生态农业 ２００８年１月 ５００ 宋新领 ６００ 高档花木 —

郭庄刘巷绿清草坪基地 ２００８年１月 １６ 李长江 刘巷村蒋社 ３００ 草坪种与售 —

祁庄苗木基地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 任扣宝 东岗村 ２８０ 高档花木 —

郭庄镇宇强茶叶合作社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１００ 黄　强 孔塘村 ５００ 茶叶生产
２０１０年 镇 江 市
“四有”合作社

郭庄玉兰花木专业合作社 ２００９年 １１２ 易善兰 东岗村 ４００ 花卉苗木
２０１０年 镇 江 市
“五好”合作社

句容市祥友草坪合作社 ２００９年 ３００ 李祖祥 刘巷村蒋社 ３５０ 草坪种与售 —

江苏开昌农业综合开发技

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１０００ 蒋士新 葛村村 ２１００ 蔬菜鲜果 镇江市龙头企业

句容市方元蔬菜种植合

作社
２００９年 １１５０ 杜才恒 方溪村 ３５０ 蔬菜种与售 —

句容市颂丰园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２１８ 张远明 虬北村 ５００ 蔬菜鲜果 —

句容市虬山湖蔬菜种植合

作社
２００９年 ３００ 蒋士新 虬山湖 ４００ 大棚蔬菜

２０１０年 镇 江 市
“五好合作社”

句容市华东生态养殖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５００ 陆金男 东岗村 ２０９ 生猪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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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农业产业园、合作社情况一览表

　表７－８（续）

企业、合作社名称
工商注册

日期 资金
法人代表

园区建设情况

地点 建成面积 主导产业
备注

句容市鑫海源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３００ 叶再强 五渚坊村 ５５０ 花卉苗木 —

句容市大毛畜禽养殖合

作社
２００９年 ２１０ 蒋家森 郭庄村 １５０ 家禽养殖 —

中鑫农庄 ２００９年 ５００ 端家胜 端王村 １５０ 休闲农业 —

草坪种植园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 蒋世荣 — ２００ 中药材 —

金星葡萄园 ２００９年 ５００ 沈计鸿 金星村 ５００ 葡萄种植 —

群兴生态农业园 ２０１０年 ４００ 顾　群 — ５００ 花卉苗木 —

江苏绿泉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１３００

（美元）
张海波 金星村 ２５００ 应时鲜果 镇江市龙头企业

郭庄金星绿晟葡萄合作社 ２０１０年 ３９２ 吴太明 金星村 ７００ 高档苗木 —

郭庄金晟葡萄合作社 ２０１０年 ３５３ 吴长府 金星村 ３００ 葡萄种植 —

句容市四聚峰农业生态园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１０００ 吕　斌 五渚坊村 ６００ 花卉苗木 —

郭庄镇绿禾机械植保合

作社
２０１０年 ３６６ 张连喜 刘巷村 — 农机植保 —

东岗核桃园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０ 李　春 东岗村 ２００ 核桃种植 —

江苏丰年果品种植园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年 ５００ 刘自年 端王村 ２０００ 高档果品

种植
—

郭庄镇虬南苗木合作社 ２０１１年 １８２ 俞元兆 百里村 ５００ 花卉苗木 —

郭庄镇再生源畜禽养殖合

作社
２０１１年 ４４０．６ 刘广忠 东岗村 — — —

百里榉树园 ２０１４年 １０００ 王小平 百里村 １５８０ 花卉苗木 —

　　注：此表是郭庄镇重点农业合作社及产业图。

１１３

第七章　农　业



第八章　工　业

郭庄镇的工业经历手工作坊、社队工业、乡镇工业等几个阶段。初步形成建材、膨润土、轧钢铸造、粮油

食品、服装玩具等工业门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对原来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旧体制进

行改革

１９９２年落实县“两沿一外”发展战略，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建设乡镇工业集中区。１９９５年郭庄镇建金星
村台资工业园区，１９９６年，两镇有工业企业２３４家，其中集体企业３２家，“三资”企业３８家，协办企业７１家，
私营、个体企业９３家，从业人员１万余人。１９９８年，葛村镇建工业集中区。通过抓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和载
体建设三个重点，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２００８年，建设郭庄空港新区，核心区面积２５平方千米，落户大项目
１３家。到２０１５年年末，全镇共有工业企业３３５家，工业总产值１０３．６１亿元，企业实交税金１７８８１万元。

第一节　工业所有制

　　一、个体工业

以铁匠、木匠、箍桶匠、瓦匠、铜匠、箩匠、皮匠等“七匠”和豆腐坊、油坊、染坊、酱坊、糟坊、粉坊、砻坊、糖

坊等“八坊”手工作坊为主，生产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家庭生活用具、用品。主要产品有锄头、钉耙、

镰刀、大锹、木盆、木桶、淘米箩、菜篮、筛匾、竹席、酱油、食用油、豆制品等，均为当地农民自产自销。

解放初，乡政府把手艺人按手艺的不同成立一些专业生产合作社或生产合作小组。以农民兼营手工业

的方式走村串巷从事修补，自由经营。到１９５６年底，郭庄、葛村两乡有从业人员１８２人，合作社、生产合作小
组２７个。

１９５８年，郭庄、葛村成立人民公社。农村手艺人除少数参加公社农具厂、建筑站外，大多数在生产队从
事农业生产，或由大队统一组织，出门做手艺记工分，年终结账分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投资兴业。８０年代乡镇工业兴起，部分企业的业务分包给
个体农户，１９８８年，郭庄乡有个体加工点１８户，葛村乡有１２户。１９９５年，两镇有个体加工点４８户。

２００９年，郭庄镇有个体工业１９５户，从业人员３１８人。２０１０年，个体工业２０８户，从业人员３９１人，２０１２
年，个体工业２５８户，从业人员４１５人。至２０１５年，个体工业１８５户，从业人员２２５人，个体加工点７９户。

　　二、私营工业

解放前，郭庄、葛村两乡私营工业较少。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对私营工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

政策，积极帮助和鼓励私营工业发展生产，并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促使私营工业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允许发展私营工业，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有个体合作经营
工业２５６户，从业人员８１９人，自有资金１５８万元。１９９６年，工业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公退民进，私营工业逐
步发展。１９９７年底，葛村镇１３家集体企业全部完成改制。１９９９年底，私营企业增加到４０家，兴华工艺品公
司、华鑫工艺品公司双双成为“句容市十佳私营企业”。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私营工业中外向型、科技型企业逐年
增多，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有市神农富锗灵芝研究所。２００２年，全面实施市“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放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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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贯彻执行市政府《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再创新高的实施意见》及《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

若干意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８家私营工业落户郭庄镇。２００４年，引进江苏龙凯化纤设备
公司、天元电子有限公司等相继投产。是年，郭庄镇全年新批私营工业３３家，注册资金总额３８５７．３０万元，
其中注册资金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有１２家，注册资金２９６０万元。２００８年，全镇私营工业３２９家，累计注
册资金２０３８１万元，企业实交税金７２２７万元。２００９年，有私营工业１６８家，企业年净利润８３４１万元，２０１０
年，私营工业２１５家，企业年净利润 １０６６７万元。２０１２年，私营工业 ２３９家，企业实交税金 １１６４４万元，至
２０１５年底，郭庄镇民营工业 ３３５家，有职工 １７４３３人，工业总产值 １０３６１３３万元，其中规上工业总产值
９５６６４４万元。

　　三、乡镇集体工业

５０年代初，郭庄、葛村乡镇集体工业以烧制砖瓦、木业生产为主。１９５８年大办工业，两乡社队集体工业
发展到２８家，竹木等生产合作小组４６个。１９６１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１９５８年发展的社队集体工
业大部分关停，保留农具厂、粮食加工厂和一些效益较好的工业企业。

１９５６—１９６４年郭庄、葛村公社集体工业情况一览表

　表８－１ 单位：人

大队名称 企业名称 职工人数 创办时间 关停时间

郭庄大队（含集镇）

砖瓦场 ３２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１年

农具厂 ７２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１年

化肥厂 ２０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０年

农药厂 ２５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０年

竹木业组 １０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０年

金星大队
竹木业组 ８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０年

砖瓦场 ２５ １９６４年 —

孔塘大队 竹木业组 ５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０年

汤巷大队 竹木业组 ４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０年

端王大队 砖瓦场 ３０ １９６４年 —

百丈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４ １９６４年 —

唐庄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３ １９６４年 —

谢桥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３ — —

黄南大队
纸筋厂 ９ １９５６年５月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粮食加工厂 ３ — —

朱巷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３ — —

赵巷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５ — —

高阳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２ — —

竹业组 ５ — —

新安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３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１９６３年６月

木业组 ３ — —

新农大队 油坊 １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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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１９６４年郭庄、葛村公社集体工业情况一览表

　表８－１（续）

大队名称 企业名称 职工人数 创办时间 关停时间

西释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３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１９６３年６月

经戴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３ — —

下塘大队 犁耳工业组 ４ — —

光明大队 工业组 ６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１９６３年６月

葛村大队

（含集镇）

炼铁厂 ２００ １９５８年９月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

土化肥厂 ２５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砖瓦纸筋厂 １２ １９５９年１月 １９５９年４月

糖酒厂 ５ １９５９年９月 １９６０年３月

纤维厂 ２２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 １９５９年１月

铁木竹生产社 ４２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１９６０年４月

木业组 １０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 １９６２年４月

金山大队
木业组 １１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１９６２年４月

粮食加工厂 ３ — —

芦亭大队
木业组 ９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 １９６０年３月

粮食加工厂 ３ — —

东湖大队
木业组 ４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１９６０年３月

粮食加工厂 ４ — —

虬北大队
木业组 ８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

粮食加工厂 ３ — —

下葛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３ — —

经村
#

大队 粮食加工厂 ２ — —

　　１９７１年，郭庄、葛村、三岔等８个公社联办甲山陶土矿。１９７７年，郭庄农具厂、葛村农具厂由县辖下放到
公社管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工业发展迅速，根据本地资源，发展砖瓦、砂石、水泥预制品物件以

及投资少、见效快的乡镇集体企业，８０年代初村村有工业。１９８５年，郭庄乡有皮毛、服装、食品、采砂等集体
工业企业，全年乡办工业产值５８５．９０万元，村办工业产值３８３．５０万元；葛村乡有机械、轧钢、铸钢、皮鞋、服
装、印刷、采石、制革、塑料、玻璃钢加工、地毯等集体工业企业，全年乡办工业产值３９２．４０万元，村办工业产
值３８７．６０万元。１９８６年，郭庄乡有工业企业 ２７家，葛村乡有工业企业 ４２家，两乡共完成工业总产值
３１１５５２万元。１９８７年，郭庄乡兴办１２家乡镇企业，葛村乡兴办１６家乡镇企业。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郭庄乡先
后兴建镇江句容精细化工厂、华达食品厂、郭庄汽车配件厂、阳巷地毯厂、金星高士达工艺品厂、华达工艺品

厂等；葛村乡为适应乡村建筑业的兴起，兴办拉丝厂、水泥预制品厂，高峰时达７０多家水泥预制品厂。１９９３
年，高士达工艺品厂生产的陶瓷娃娃获省第八届轻工优秀新产品奖，１９９４年获省优秀新产品金牛奖。１９９５
年，高士达工艺品厂、华达工艺品厂是规模较大、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高士达工艺品厂发展成为“江苏高

士达陶瓷娃娃集团”。１９９５年底，郭庄、葛村两镇工业总产值６４６８７万元，工业增加值１６６７４万元。１９９６年
１月，郭庄、葛村有２３４家工业企业，其中集体企业３２家。是年，对乡镇企业先后改制，产权转让给个体经
营，至２０００年底，集体工业企业改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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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外资企业

１９９３年，郭庄镇引进第一家外资企业———镇江亿升陶瓷有限公司，落户金星村。１９９５年建成金星村台
资工业园区。之后，一批外资企业纷纷落户郭庄。１９９７年，全镇有外资企业２６家。１９９８年初，葛村镇建工
业集中区，有外资企业１１家。２０００年，郭庄镇兴办“三资”企业３８家，实际利用外资２０３４．８９万美元，分别占
全市乡镇总量的１７．１２％、２６．６４％。郭庄镇招商引资的经验在全市推广，金星村成为全国闻名的陶瓷娃娃玩
具生产基地。

２０００年５月，美国客商独资企业———镇江格威服饰有限公司落户郭庄镇，占地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建筑
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是一家从事服装生产的企业，公司下辖格威服装厂、技术中心、服装水洗厂、国际贸易部，
拥有全套进口设备，产品主要销往欧美等地。２００８年销售收入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固定资产 １５５８万元，职工
３４５人，销售额１０６００万元，利税１４７万元。

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合并后，对工业集中区整合规划，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五大板块”发展战略，
规划并启动“空港新区”建设，依托江宁开发区，为开发区知名企业配套。到２００８年末，先后有２１６家工业
企业落户郭庄投资兴业，其中有１５家外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７０１万美元。２０１０年，有外资企业１２家。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进出口总额５００９万美元，实际到账注册外资２２００万美元。

第二节　工业门类

　　一、建材制品业

民国２０年（１９３１年）郭庄有小土窑１座，葛村有小土窑２座，均烧制青砖、小瓦。６０年代，郭庄公社的端
王、赵巷、金星、王夏等大队自建土窑。葛村公社有虬北、埝北、东岗头、百里４个土窑。手工制作砖瓦坯，用
柴草烧制青砖瓦。７０年代，小土窑扩大规模，至１９７６年，两公社有小窑场１２家。１９７９年，郭庄、葛村建筑站
办起水泥预制品厂，主要产品为水泥桁条、楼板、下水管道、低压电杆等。８０年代初，兴建郭庄轮窑场，机械
制砖坯，烧制标准红砖。１９８７年，全场有职工５８人，年销售红砖１５００万块。因标准红砖替代青砖，部分村
窑场停办。随着城乡建筑业的发展和农户住房改善，水泥预制品厂发展迅猛，高峰时葛村乡有大小水泥预

制品厂７０多家。１９９７年，从保护耕地保护环境出发，句容市成立墙改办公室，推广新型墙体材料。１９９９年，
相继关停８家窑场。２００５年，建房结构逐步改变为钢混结构，水泥预制板大幅减少。２００８年，窑场改烧空心
砖。２０１５年，郭庄有窑场３家（２０１７年关停），水泥预制品厂７家，但规模较小。

　　二、采掘工业

膨润土矿位于甲山，为一大型矿床，属火山沉积型，膨润土也称班脱岩。经江苏省地质队勘察，矿体长

数百米至数千米，宽千余米，厚 １０米，埋藏于地表浅部，矿床稳定，钙基占 ６０％，钠基占 ４０％，陶土储量约
１５０亿吨。矿石质量好，为全省第一，全国第二（第一是东北黑山）。１９７１年，由郭庄等８个公社联办甲山
陶土矿（膨润土矿），１９７９年由郭庄公社独办，１９８０年，又建句容县活性白土厂。１９８５年，全矿有职工 １２４
人，膨润土产量２．２７万吨，经济效益不高。此间，联合国与日本、芬兰、德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曾
派专家来此考察。２０００年，郭庄引进南京中洋公司投资甲山膨润土矿，后来进行整体转让。是年句容市加
大矿业整治力度，对技术落后、破坏生态环境的矿山实行关停并转，注销采矿许可证。２００１年初，甲山陶土
矿关停宕口。

红砂土是发育于赤山砂岩的风化物，山脚下全剖面呈棕红色。１９７３年，兴建赤山红砂场，人工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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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全场有职工 ４８人，年销售红砂 １．２０万吨。１９９６年，红砂场产权转让个人经营。２０００年红砂场
停办。

　　三、机械　铸造　电子

郭庄、葛村两乡的机械工业最初是围绕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的。１９５２年，郭庄乡、葛村乡组织成立铁、
木、竹生产合作社，后来改为农具厂，生产铁锹、锄头、钉耙、镰刀、木质水车、犁、耙、盆、稻箩等中小农具和一

些生活用具。６０年代，郭庄、葛村农具厂生产脱粒机、扬谷机、喷粉器、棉花移苗器等简单农机具。７０年代，
农具厂为县工程机械厂生产的拖拉机、盖麦机、农用水泵等农业机械进行配套加工或维修。１９７８年，葛村公
社农具厂和农机站相继建立铸造车间，翻制铝、铜、铁铸件。１９８０年，葛村公社筹资６０万元兴建轧钢厂，购
２５０型轧钢机１台套，原料来源为大厂边角料，加工生产１０—１６毫米的圆钢。１９８６年，郭庄有五金、导管、拉
丝厂１２家，葛村有１６家。１９９６年后，企业改制，规模扩大。２００６年，句容市峰岭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地点在
郭庄集镇东侧，占地２４亩，建筑面积７０００平方米，有职工４８人，主要产品为汽车零部件。句容市宏亮汽车
配件厂，２００６年１月注册成立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金１１０万元，有职工３３人，主产品是汽车配件，微型电
机装配。句容市金鼎导管厂于２００９年４月注册成立，地点在葛村工业区３２—１号。葛村工业区内宏瑞钻头
导管厂、诚艺导管厂规模较大。２０１５年，句容市峰岭科技有限公司产值１０００万元，上缴税费４５万元。全镇
有各类五金、导管厂２８家，村办小五金４８家。

１９９５年，葛村经济实业总公司买断县电子应用厂产权，与贵州一家军工企业联合投资８００万元，组建句
容华凯电子有限公司，生产１７寸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当年生产电视机１．５０万台。１９９７年初，句容华凯电子
有限公司在累计生产１７．３０万台电视机后，因销售不畅关停。

２００８年，郭庄空港新区成立。江苏电科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落户新区，公司占地１５０亩，总建筑面积５．８０
万平方米，总投资３．６０亿元，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建成投产。是集研发、制造为一体的现代电气设备生产基地。
２０１２年，江苏时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总投资５亿元，主要产品为半导体敏感元器件。江苏东癉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４年７月，项目总投资８亿元，占地１００亩，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１２月一期５００ＭＷ组
件全线投产。公司是协鑫集团控股的高效光伏组件研发、生产、销售的新能源企业，主体产品为太阳能设

备、太阳能控制设备。句容中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５年落户空港新区，占地１３４亩，总投资６亿元。

　　四、粮油　食品

解放前，粮油食品工业生产工具简陋，以石碾、石磨、水磨、木榨为主，以人力畜力为动力手工操作。油

坊、豆腐坊、糖坊、糟坊、砻坊、粉坊，遍布郭庄、葛村乡村。食品均由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者经营，自办

作坊进行加工。解放初，依然维持过去的模式。

１９５６年，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部分私营油坊、砻坊、糟坊、糖坊等转为集体生产或
经营。郭庄乡、葛村乡供销社开设酱品厂、食品厂生产酱油、酱菜、桃酥、京果、糕饼等供应当地群众。６０年
代中期，各大队兴办粮食加工厂。７０年代后期，农村出现村办、专业户办的副食品手工作坊，队办粮油加工
点增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个体粮油加工专业户直接为农民加工粮油。１９８８年，郭庄有食品加工
店３家，葛村有食品加工店２家。郭庄油米厂是县属粮油加工企业，为独立核算企业。１９９３年，粮价放开，
郭庄油米厂与乡粮管所合并，１９９８年，两镇有食品加工店８家。２００６年，郭庄油米厂停产歇业，设备拍卖，由
个体经营。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有现代中型粮食加工厂１家，月加工粮食百吨，乡村粮食加工点１６户、油坊２１
户、食品加工店１５家，（主要出售蛋糕和月饼）。

　　五、印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印刷业亦较快兴起，葛村公社办起印刷厂，主要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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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印刷业务。１９８５年，有下葛村１家，葛村１家，东方红１家，集镇上另有２家，中小学各１家，合计７家印
刷厂。郭庄公社甲山大队３家、新安大队１家、郭庄中学１家，合计５家印刷厂。主要承接中小学簿本、账
册、文件表格、名片喜帖及食品厂糖果冷饮包装等业务。９０年代，部分印刷厂停办。２００８年，郭庄镇有印刷
厂６家。２０１５年，全镇有印刷厂４家，规模较小，年销售收入１６０万元。

　　六、皮毛　地毯　服装

解放前，皮毛系民间手工制革，工艺落后，主要是熏皮、撑板皮。

７０年代后期，郭庄公社办起皮毛厂，生产皮革、人造革、仿皮革产品。主要产品有皮褥子、皮背心、裘皮
大衣、人造革包、箱、拖拉机座垫等。１９７６年，谢桥村建成羽毛球厂，生产羽毛球等产品。１９９２年，郭庄兴建
阳巷地毯厂，车间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固定资产５００万元。１９９６年，国际地毯市场行情急转直下，出口受阻，
地毯织造业处境困难，部分加工企业停工待产。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有羽毛球厂１家。

明清年代服装鞋帽皆为手工制作，民国时期，郭庄、葛村两乡有摆摊设铺，加工或制作成衣出售。个体

鞋匠摆摊或走村串乡为顾客绱鞋和补鞋。解放初，郭庄有裁缝店３家、皮匠店６家，葛村有裁缝店５家、皮匠
店４家。１９５６年成立缝纫合作社。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服装鞋帽工业迅速发展，郭庄、葛村乡村办起服装
厂、鞋帽厂、皮鞋厂。１９７８年，郭庄乡建句容皮塑厂，生产皮塑鞋、拖鞋、凉鞋。１９８５年，郭庄、葛村乡办、村办
服装、鞋帽企业２１家，初具规模的有金星皮鞋厂和服装厂、谢桥、朝阳皮鞋厂，葛村、金山、东方红服装厂、百
丈皮塑包装厂、皮革厂等，主要产品有男女衬衫、童装、西服、滑雪衫、羽绒服、皮毛服装等。１９９６年，企业改
制，产权转入个体经营。但由于规模较小，大部分服装企业停办。是年，镇江格威服饰有限公司落户金星

村，占地１８亩，职工５０人，经营项目为服装制造销售。２０１０年，葛村工业区兴建句容市荣瑞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５年，全镇规模较大的服装企业４家，集镇裁缝店６家。

　　七、玩具

１９８６年，乡镇企业中工艺品制造业规模稍大的有郭庄新亚工艺品厂，于１９９７年拍卖。
１９８７年起，玩具工业逐步兴起，１９９１年，郭庄兴建句容华达工艺品厂、金星高士达工艺品厂。１９９５年，

郭庄成立以金星高士达工艺品厂为核心的江苏高士达陶瓷娃娃集团，辖配套企业１０家，其后加入集团的台
资企业有句容八达塑胶工艺品有限公司、句容江陵玩具实业有限公司等。１９９５年，高士达集团获江苏省明

　　图８１　２０１４年玩具娃娃服饰加工点

星企业称号，总资产７８００万元，职工３５００人，当年完成工业总产
值２．４５亿元，销售收入２．１０亿元，利润２１５０万元，被称为全国最
大的陶瓷娃娃城。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玩具行业已由郭庄、后白辐射到全市各个乡
镇。２００８年底，生产玩具及配套企业郭庄镇有４０余家，占全市同
类企业数的４成。玩具产品均供外贸出口。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
郭庄玩具工业形成以陶瓷娃娃玩具为特色的产业链，玩具生产个体

加工点遍及郭庄、葛村每个自然村，据统计，全镇有５００多个加工点，
为陶瓷娃娃生产衣裙、鞋帽、服饰或组装玩具等。由于国际市场的变

化，部分陶瓷娃娃厂停办。２０１０年，郭庄镇规模较大的玩具企业１２
家。２０１５年，有玩具企业６家，玩具娃娃服饰加工点６８户。

　　八、酿酒业　制糖业

解放前，郭庄庙一带私人开糟坊酿酒。１９５３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私人酿酒业逐步歇业。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年，郭庄公社甘蔗种植面积及产量居全县之首。在端王等１０个大队或生产队都有种植。从浙江聘请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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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甘蔗种植制糖酿酒。甘蔗成熟季节，公社糖厂大量收购，每天由几十万斤到上百万斤，通过机械加工将

甘蔗压榨、过滤、清污去渍，加热提炼，最后制成甘蔗糖（红糖），甘蔗渣经过发酵加工处理，酿成甘蔗酒。甘

蔗糖和甘蔗酒由于产品质量不过关，７０年代末停办。

第三节　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一、经济承包责任制

１．承包经营责任制
８０年代初，郭庄、葛村两乡共有企业６７家，依据政策，对企业扩权让利和实施利改税，在企业推行承包

经营责任制，对小微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让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郭庄、葛村对所属乡镇企业全部实行承

包，对企业扩权让利。

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平均主义大锅饭没有完全清除，包盈不包亏，个别企业亏

损严重，承包者却发了财等。１９８９年，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文件，对上述不良情况及时进行扭转。科学合理
地确定承包内容和基数。乡办独立核算企业，实行会员风险抵押承包。推行工效挂钩，每年年终坚持按合

同全面考核，完成得好、利税增长、按规定上提效益工资；完成得不好、效益下降、下浮效益工资；亏损企业一

律停挂。

深化企业内部配套改革，推行逐级承包。将目标任务分解到科室、车间、班组，做到人人有责任，个个扛

指标，齐心协力保证目标任务的完成。坚持按劳计酬，根据责任、技术、劳动强度等方面的差异，确定不同的

奖金系数，有的企业则实行岗位工资、浮动工资和形式各异的计件工资，百分考核办法等，将企业的经营状

况、工资、奖金同干部职工的工作实绩挂钩，拉开分配档次。推行多种形式的销售承包，费用包干，按实际销

售量和资金回笼计算报酬，调动销售人员的积极性。优化劳动用工组合，将用人权逐级下放，实行逐级聘

用，竞争上岗，未经聘用的实行离岗待岗，增强干部职工的危机感和责任心。

坚持合同兑现。针对少数企业合同兑现不够规范的问题，根据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的《合同考

核兑现试行方法》，在全乡推行，拒绝包盈不包亏现象，维护承包合同的严肃性。

１９９５年后，乡镇企业先后改制，１９９６年，郭庄镇首先将句容朝阳五金厂和郭庄红砂厂的产权转让给个体
经营。葛村镇先后拍卖农具厂、永承塑料厂、地毯厂等，租赁法兰厂，无线电二厂部分出售给职工、集体经

营，对轧钢厂、华凯公司部分承租，使大量的闲置资产得到利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郭庄镇对郭庄轮窑场、新亚
工艺品厂等骨干企业实行净资产拍卖，对农具厂等大集体企业，用兼并和资产分割拍卖，由买断者承担所有

债权债务，对资不抵债的企业采用零资产拍卖，对村办集体企业全部进行评估改制为私营企业，共改制２０
家，盘活资金１０００万元。

２．企业破“三铁”
１９９２年，根据县委县政府经济工作会议，对企业破“三铁”提出新的要求，改革人事制度，打破“铁交

椅”，以工作实际定升迁；改革分配制度，打破“铁工资”，以企业效益定收入，全面实行工效挂钩制度，推行全

额计件、联利计件等多种分配形式；改革用工制度，打破“铁饭碗”，以个人技能定岗位，引入竞争机制，定额

定员，择优上岗。１９９５年底，郭庄、葛村两乡镇企业全部实行合同制。

　　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优化

试行行业管理。行业管理遵循“条块结合，责权配套，分层管理，精简效能”原则，发挥行业管理公司人

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走以大带小、以强代弱的路子，帮助乡镇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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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组建企业集团。１９９５年，郭庄组建省级高士达陶瓷娃娃集团，集团成立后，优化组织结构，改革领导体
制，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所有成员企业和部门领导均实行聘用制，强化经济责任。保持成员企业法人地位不

变，享受企业应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明确责权利，调动积极性。同时，集团注重把主体厂生产经营管理的

经验逐步移植到成员企业，以促进成员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１９９８年初，葛村镇建工业集中区，优化企业结
构。２００８年，成立空港新区管委会，在集镇北开辟空港新区工业园，组建企业集团。２０１５年，新区有一类工
业组团、二类工业组团、创意产业组团等。

　　三、产权制度的改革

１９９４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郭庄、葛村把产权制度改革列为全年改革的重点，组织专业人
员帮助企业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加强工作指导，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１９９６年，郭庄、葛村两镇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文件，从政策上引导和规范，解决企业“产权不分、政企

不分、资金不足、机制不活”的问题，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

求，建立起“企业自建、资金自筹、经营自主、盈亏自负”的经营机制，达到加快发展的目的。至２００８年底，实
现产权人权化、经营市场化、管理科学化、企业资本化、投资多元化、职工身份社会化、社会保障规范化，真正

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

第四节　招商引资

　　一、招商组织

１９９２年起，郭庄、葛村两乡组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班子，乡镇党委书记牵头，乡镇分管领导负责，相关业
务落实到企管站和经管站。２０００年，郭庄镇、葛村镇成立镇招商服务中心，负责对外联络和对内落户安置工
作。２００１年９月，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合并机构，招商引资职能划入农村经济服务中心。２００９年，更名郭庄镇
招商办。下设４个部门，分别负责招商与注册手续办理，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２０１１年，重新整合镇招商
办，内设主任１名负责管理。至２０１５年，内部组织设置未变。

　　二、招商队伍

１９９２年，郭庄、葛村分别抽调精干人员３—５人组成招商办公室，简称“招商办”，组建招商队伍。１９９５
年，郭庄、葛村两镇选派招商骨干参加市举办的外向型经济人才培训班，提高招商人员的对外经济、法律、政

策、业务水平。２０００年，镇招商办增加人员充实招商队伍，设招商一部、招商二部、三产招商部和项目服务
部，各部门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做好企业落户协调工作。２００８年，招商办有工作人员５人，均参加过市级专
业培训。２０１５年，镇招商办内设主任１名，工作人员６人。

　　三、政策措施

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郭庄、葛村两乡镇根据上级发布的优惠政策，结合自身优势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外资。
１９９５年，在给予外商优惠的同时，对推荐外资企业落户的有功人员明确奖励办法。

１９９５年起，郭庄、葛村两镇党委政府根据句政发〔１９９５〕５５号文件，利用本地资源在吸引外资方面作出
优惠政策，主要内容为：外商投资国家鼓励类的工农业生产型项目，经营期在１０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
１—２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３—５年减半征收。第３—５年减半征收的所得税经企业申请，报市政府批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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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可部分返还；凡属新批的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经省科技行政主管

部门鉴定确认后，可给予返还本级财政所留增值税两年优惠，返还部分一律计入企业利润；凡属生产性外商

投资企业，其增资扩产项目得到批准后，增资的部分所产生的利润可分开计算，增资部分所产生的利润可享

受企业所得税“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征收”的待遇。中方以原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与外商合资、合作，其项目属

高新技术性质的，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起５年内免缴土地使用费，自第６年起５年内减半缴纳土地使用费。凡
外商在郭庄投资新办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期在１５年以上，可享受企业获利年度起免征企业
所得税１０年的优惠。对外商投资的农业项目，土地主管部门优先安排用地，外商可按国家规定的土地出让
或出租方式取得使用权，其中改变用地性质，用于种植业、水产养殖业、林果业用地，由企业申请，经市财政

部门审批后，可免交耕地占用税和农业重点建设资金；对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在新开发的荒山、荒地、滩涂、水

面上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和园艺业的农业企业，自有收入时起，３年内免征农业税或农林特产税；外商
投资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在不改变原有土地使用性质的条件下，在土地使用期限内，免缴土地使

用费等。

根据句政发〔２００１〕４０号文件，将“无费区”管理办法适用范围扩大到乡镇工业园区。凡在开发区内注
册并生产经营的工业新建项目，包括新增加投资项目，取得营业执照，可享受“补充细则”中所列的“无费区”

减免收费待遇。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间，对外资企业增添新的优惠措施，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减按２４％的税率征收，“二免三
减半”期满后，技术先进企业再延长３年减半征收，产品出口值达到产品总值７０％以上的企业，当年减半征
收；对从事农林、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减免期满后，经批准，在以后的１０年内可继续按纳税额减征１５％—
３０％；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外商投资在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回收投资长的项目，能源、交通建设项
目，经批准，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年利润在１００万元以下的，减半征收地方所得税。对于规模较大的项目，
可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特事特办，一事一策。

　　四、服务保障

１．供水
１９９５年后，外资大量涌入，为了满足增长的用水需求，郭庄、葛村两镇扩建镇自来水厂。至２００５年，完

成郭庄工业集中区管网铺设１８千米，葛村工业区管网建设２１千米。２０１１年，郭庄镇经济开发区全面推进
对接南京自来水工程，实施区域供水。至２０１５年，空港新区工业园自来水管网铺设２８千米，保障进区企业
生产、生活用水。

２．供电
１９９２年，江苏省电力局补助１８万元，句容县政府及供电企业自筹２万元，对３５千伏葛村变电所进行技

术改造。１９９６年，１１０千伏后白变电所建成投运，是年１２月，葛村二天线环入１１０千伏后白变电所后，电源
由后葛线供电。２０００年，郭庄１号变压器由３１５０千伏安增容为５０００千伏安。２００２年１月，郭庄变电所进
行综合自动化改造。是年２月，葛村变电所改造，总投资３００万元，占地２１５０平方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开工建
设空港工业集中区变电站，总投资１．２０亿元，设计３台变压器，容量８万千伏安，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１１０千伏
变电站正式投运送电，并顺利接入电网，为郭庄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

３．厂房
郭庄招商初期，采用多种形式吸引外资，以地招商、以厂招商、产业招商、项目招商、资源招商等。把

代建厂房作为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措施，项目一经落户，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投资人员无偿代为办理建

造厂房的各项报批手续，并提供从工程招标到施工管理直到竣工验收的全程服务，为投资商节省大量的

精力和时间。１９９８年，代办建造厂房建筑面积１．２０万平方米。２０１２年，协调建造厂房手续，空港新区全
年完成标准厂房建设３５万平方米。２０１５年，空港新区兴建厂房１０万平方米。是年底，新区有厂房６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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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４．项目审批
为了方便投资商，郭庄、葛村镇（乡）部门指定专人协助投资方代表准备资料，陪同办理审批手续。２００８

年，镇行政服务中心推行“一表制审批、一张票收费、一车式踏勘、一条龙服务”，形成工商企业注册登记、外

商投资企业办理等“进一个门审报、享受一站式审批”的高效、快捷的审批服务机制。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在项目
审批方面，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启用镇级公共服务中心平台，对企业实现服务零距离，办事零障碍。

　　五、目标管理

１９９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工业主管部门同市政府签订“三外”工作目标责任状，推动外向型经济快速增
长。每月向市委市政府汇报招商进度和项目推进情况。２００５年，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郭庄镇抓招商引资
在“三率”上下功夫，即项目签约率、工商注册率和验资率，并把注册率也加入年初的目标责任状。规定当年

领取营业执照的新批项目，要占当年新批项目数的８０％以上，项目数在５０％以上给予奖励，低于４０％的扣招
商引资获奖总额的５％。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一览表

　表８－２ 单位：万美元

年份
实际利用外资

郭庄 葛村
备注

２００２ ６６６ １７ —

２００３ １０３２ ８０９ —

２００４ ２４００ ８５０ —

２００５ ３２５０ — 郭庄、葛村两镇合并

２００６ ３５００ — —

２００７ ３２８０ — —

２００８ ７０１ — —

年份
实际利用外资

郭庄 葛村
备注

２００９ ７２０ — —

２０１０ １３００ — —

２０１１ １５３０ — —

２０１２ ２５８０ — 实际到账注册外资

２０１３ ３３２７ — —

２０１４ ３５２４ — —

２０１５ ２２００ — —

第五节　工业集中区

郭庄镇第一个工业集中区是金星村台资工业园区，起步于１９９５年，规划面积３０００亩。至２００３年６月，
累计完成基础实施投入３５００万元，开发面积１５００亩，１４家外资企业、１８家私营企业落户。是年，郭庄镇在
镇西设新的工业集中区，规划面积３１５０亩，吸引民资参与园区建设，通过市场化运作，对区内的水、电、路等
基础实施配套。２００４年，建成标准厂房５．８８万平方米，全年新办外资企业４家，实际利用外资６９０万美元，
私营企业３３家，注册资金３８５７．３０万元。

１９９８年初，葛村镇建工业集中区，面积３００亩，投资３００万元，推进基础实施建设。至２０００年底进区企
业１２家，年销售超１０００万元的企业有安琪工艺礼品公司、康欣礼品有限公司、宝海船舶五金公司等。此后
在园区建成２万余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使园区承载能力进一步增强。２００２年，在镇东沿宁茅公路两侧扩展
园区面积，使用土地４００亩，至２００４年落户企业１５家，年销售额１．３０亿元

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合并后，郭庄镇对工业集中区整合规划，至 ２００６年底，工业集中区面积 ３７５０
亩。２００８年，郭庄镇落实市委市政府“五大板块”发展战略，规划并启动“空港新区”建设。依托两岸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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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占地４５００亩的台资生态工业园区，作为承接台资的重要门户；依托江宁开发区，规划建设占地
４５００亩的产业配套园，吸纳汽配、电子等现代制造业，为江宁开发区内知名企业配套。至２００８年末，郭庄镇
工业集中区面积４５００亩，先后有镇江奥视达光学公司、句容市信和帽业有限公司、句容市凯易尔服饰有限公
司、南京磊华实业公司、南京中驰电器公司等２１６家工业企业落户。２０１２年，空港新区初具规模，８家规上企
业落户新区。２０１５年，全镇工业企业３３５个，当年实际到账注册外资２２００万美元，亿元以上企业１１家，销售
总额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规上企业５３家，从业人员１７４３３人，实现利税８．１０亿元。

２００８年郭庄镇工业集中区部分入驻企业情况一览表

　表８－３ 单位：万元、人

企业名称 资金来源 投资总额 注册资金 注册时间 企业人数 销售额

句容市彩印包装厂 民资 ４５０ １２０ １９９７年４月 １０５ ２８３０

镇江安琪工艺礼品公司 外资 ８５０ ２８９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１６５ ４０３２

句容康欣礼品有限公司 民资 ６２０ ２６６ １９９９年５月 １４０ ４３５０

句容东旭工艺品有限公司 民资 ２５０ ４０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９２ １４３０

镇江格威服饰有限公司 外资 ３５００ ２４７ ２０００年５月 ３４５ １０５９２

镇江宝海船舶五金公司 外资 ８００ ２２４ ２０００年６月 １０２ ２００５

句容华鑫工艺礼品公司 民资 ５５０ ３５０ ２０００年６月 １３５ １２２０

句容宝利工艺品有限公司 民资 ４００ １７０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９２ １２３０

句容欣典陶瓷有限公司 外资 ７８０ ４２０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１５５ ４２９０

句容长庆工艺礼品公司 外资 ４８０ ２５０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１１８ ４３５０

句容友联陶瓷有限公司 外资 ３５０ ６６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９５ １７００

句容天星工艺品有限公司 民资 ５００ １６６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１６８ ４９２２

句容市信和帽业有限公司 民资 ３５０ １４０ ２００３年３月 ８６ １８３０

句容市龙艺工艺品厂 民资 ３４８ ９８ ２００３年５月 ８０ １２８０

镇江奥视达光学公司 外资 ４００ ２９８ ２００３年８月 ８５ １３００

镇江金发化纤设备公司 民资 ４５０ ４００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８５ １９５０

句容宏基鞋业有限公司 民资 ５５０ ４０ ２００６年３月 ９５ １１４０

句容鑫雨服饰有限公司 民资 ３００ ５０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８０ １０４０

句容市凯易尔服饰有限公司 民资 ３２０ ４０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８５ １２２０

句容市三元塑胶有限公司 民资 ５８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８０ １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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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空港新区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郭庄镇成立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将其定位为“跨界新城示范区”和“高新产业示范区”，
打造句容最年轻的开发区—郭庄空港新区。新区规划面积３６．１４平方千米，核心区面积２５平方千米。新区
基础设施建设已投入２０亿元，完成环境交通与配套工程建设，空港新区框架基本构成、项目承载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高。至２０１５年，先后有总投资１０亿元的华君文工旅产业园等１５家企业落户园区，园区全年实现工
业产值３２．８９亿元，销售收入２９．８０亿元。

第一节　规划设计

　　一、近期规划

郭庄镇党委、政府根据句容市委、市政府２００８年空港新区规划，建立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实施新区规
划范围３６．１４平方千米，其中高新区总体规模约为５．０３平方千米。先期高标准完成３６．１４平方千米规划区
的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后期空间功能布局和产业项目招商提供指导原则和约束措施，其中“三

集”园区规划总面积１４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４平方千米，现有空间利用规整，产业发展预留空间大。

　　二、远景规划

空港新区重点突出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招商；突出总部经济、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招商；突出

文化产业等转型经济业态招商。从地缘经济入手，深入研究从南京东南科技创新区———江宁大学城—空港

枢纽经济区同城对接，把空港绿色智慧新城作为跨界新城的同城化载体精心打造，突出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优势，打造临空经济圈。

　　三、片区规划

１．区域位置
地处宁句交界处南部，含湖熟镇区、郭庄镇区、赤山湖管委会。宁杭城际铁路、宁杭高速公路、南京市城

市三环路、汤铜公路等多条铁路、公路均从片区中穿过，区域距南京主城区约 １５千米，距句容城区约 １９
千米。

２．规划范围
包括湖熟中心城区、郭庄新镇中心区、赤山湖管委会。四至边界，北至南京三环路———南京市域边

界———赤容线，西至陵园路———汤铜路———宁杭高速铁路，南至句容市域边界———３５８省道，东至湖熟街域
边界———西郭干线。

３．规划用地面积
规划用地为１４３．５５平方千米。其中郭庄８５平方千米，湖熟５８．５５平方千米。
４．发展现状与协调空间
湖熟建设规模高于郭庄，总建设用地１００５０亩，其中湖熟占比超７０％，湖熟区内资源丰厚，“湖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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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丰实，有１处省级、６处市级文保单位，但资源尚未得到合理开发。郭庄区内资源虽比不上湖熟区内资
源，但赤山湖湿地公园启动开发，资源的挖掘、利用难以估量。

５．规划拼合与整体思路
片区职能与规模，郭庄镇区规划定位，句容市对接南京的开发地区，南京空港经济影响的重要区域，以

商贸物流、生态型制造业为主，配备完善生活服务的产业新区。规划目标：经济发达的枢纽之城，配套完善

的现代之城，交通便捷的枢纽之城。湖熟镇区的规划定位，跨界联动门户新城，城乡统筹的示范新城，生态

与文化融合的宜居新城；规划目标：金陵古镇，湖熟新城。

６．产业协作与空间分布
郭庄镇区，二产：物流仓储、航空产业、加工制造业等；三产：商贸文化产业，旅游业。湖熟镇区，二产：高

新企业孵化区，科技研发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传统制造业，摩托车及其配件制造，电子信息，食品

加工，先进制造业；三产：现代服务业，房地产业，旅游业。

７．区域交通
建议南北向增加连接通道，湖熟规划经四路———郭庄机场大道，湖熟规划二号路———郭庄规划三号路。

８．旅游景点
开辟青龙山人居森林，史前文化遗址，赤山、赤山湖、滨湖度假区。打通青龙山与赤山湖风景区的旅游

通道，沿途串联湖熟主要特色的村落，新增一个旅游服务组团。

第二节　基础设施

　　一、道路

空港新区位于南京东邻，与南京市江宁区和溧水区接壤，宁杭高速公路、２４３省道、宁茅公路、宁溧公路
等多条高等级公路穿境而过。园区距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仅１２千米，从南京市中心出发，半小时即可抵达园
区。宁杭城际铁路在境内设有“句容西站”，宁杭高铁从南京南站驶出，１０分钟内即能抵达句容西站，来往宁
杭极为方便。

新区内共新建园区道路１５千米，２０１１年空港大道一期、朝阳路、空港大道二期、花茂路、塘西路等主干
道支干道都已建成通车。园区道路建设形成了“五纵七横”的道路网络。２０１２年，郭庄镇在空港大道一、二
期、塘西路、朝阳路和花茂路相继建成通车的基础上，投入５０００万元用于其配套设施，并新建２千米长的恒
达路，进一步拉伸新区框架，扩充载体空间；投入１．２０亿元完成句容西车站站前广场及连接线建设。２０１４
年，交通设施以及美化、亮化、绿化等配套设施同步到位。２０１５年，实施临泉路、恒达路、塘西路西延线、凤仪
路等景观绿化提档升级。

　　二、园区空间

为拓展园区发展空间，空港新区大力实施村庄整治，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动迁农户１０００户，拆迁面积２１．５０
万平方米，２０１５年，园区总面积１４平方千米。

除预留区外，园区土地基本完成整理工作，为项目入驻和发展提供便利空间；此外，园区累计建设标准

厂房６０万平方米，不仅节约土地资源，也为吸引中小企业入驻和集聚发展提供便利。

　　三、其他设施

２００７年，郭庄镇政府投入４３００万元新建日处理１万吨污水处理厂１座。２０１０年，投入３５００多万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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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南京自来水区域化供水工程主管网已铺设到位，支管网随着基建项目铺设不断完善。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
位于郭庄镇空港工业集中区的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合闸冲击，成功投运送电，并顺利接入电网，彻底解决空港新
区供电问题。２０１５年，全镇基本实现“七通一平”，供电、供水、通信、燃气、排水、消防、网络等公共服务配套
均已建成，基本满足园区和郭庄镇的生活需求。

第三节　进区企业

　　一、制造业

园区现有企业制造业产品市场遍布全国和海外，部分企业产品为国内外知名大企业进行配套，直接面

向终端市场进行销售。如江苏金门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脱硫、脱盐设备有４０％的产品出口伊朗、叙利亚、委
内瑞拉、哈萨克斯坦、苏丹等国家，压力容器和锅炉等产品服务于扬子石化、泰州石化以及新疆、内蒙石化等

大型企业；江苏东晟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电池组件９５％以上出口欧美等国家；江苏耀兴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的产品市场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无锡、雅安、盐城等周边城市，另外还代理经销上海耀皮、昆山台坡、芜湖

信义等知名厂家２—２２毫米的优质浮法玻璃射 ＬＯＷ－Ｅ等原片产品；时瑞电子自营和代理各类电子商品及
技术的进口出口业务；格瑞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所生产的高速公路收费亭（站）的质量、品种、规模均居全国

领先行列。

　　二、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已经有多个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大型服务项目落户园区，如奥特莱斯、韵达物流、高新技术

产业园、南京中小企业创业园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载体。

　　图９１　南京东郊奥特莱斯

空港奥特莱斯品牌广场项目以奥特莱斯名

牌折扣店为龙头的多种商业态并存的新型现代

商贸模式，以世界品牌折扣店销售为核心，配套

高端商务、休闲度假与高品质居住等，打造多种

业态于一体的国家级商城。该项目总投资 １０
亿元，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美元，占地５００亩，一期
３．１０万平方米商铺已建成，入驻品牌 ９０家，
２０１４年２月 ８日试运营。２０１４年底全年销售
额近１亿元。２０１５年初，二期工程已完成土地
摘牌，当年完成主体工程。

江韵物流项目由上海韵达快递公司投资成

立。总投资７亿元，注册资金 ６０００万元，占地
面积２２１亩，总建筑面积１７万平方米。主要从事快递、物流、汽车、航运、金融结算中心、呼叫服务中心、电子
商务平台等业务，并成功联手淘宝网，与拉手网、阿里巴巴、海澜之家、达芙妮等电子商务企业展开合作。

２０１４年，韵达物流一期厂房和办公楼主体工程基本竣工。２０１５年设备入场，正式运营。
东恒科技产业园项目已成功创建省级现代服务集聚区，项目内规划有研发、孵化、办公、餐饮、休闲、住

宿等不同功能的建筑３０余幢，项目以建筑工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医药、电子信息等领域高新技术项
目孵化和产业化作为业务的发展重点。２０１５年，该产业园内众创空间被认定镇江市众创空间，同时被列入
镇江市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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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创业孵化园

图９２　南京中小企业创业园　　

南京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园项目占地面积 ４６８
亩，规划容积率为 １．６－２．０，采用市场化运作与
ＰＰＰ相结合的“园中园”建设模式，以“预约式”
“订单式”的标准厂房建设方式进行建设，所有屋

顶建设分布太阳能发电站，重点引进科技型、高成

长型、行业专精特新型中小企业入园创业，２０１５
年，企业产业园一期通路已建成，项目建设面积近

３３４００平方米正在建造。已签约深苏电子、钢诺
包装等企业。

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园内拥有工业企业 ４１家，实
现工业总产值 ３２．８９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

３４．４０％。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１２家，２０１５年完成工业销售收入２８．８０亿元。

　　四、２０１５年底在手洽谈落户项目

丰树物流园项目：由上海丰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共投资８亿元，占地面积２６２亩，建筑面积为１９．
５０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国际高端汽车体验中心及零部件分销中心、电子商务运营中心、现代医药及医
疗器械组装及高附加值现代物流平台的建设运营及管理，项目投产后年营业收入达５亿元，纳税３０００万元。

ＤＨＬ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项目：由香港兴峰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５００亩，总投资１５亿元，主要
从事电子商务、货物存储配送、区域中转（分拨）交易结算等。

高端装饰石材贸易中心项目：总投资８亿元，占地面积２３４亩，主要从事于高端装饰石材展示销售，石材
贸易结算，产品生产加工。

卓尔华东电商城项目：总投资８亿元，占地面积６７０亩，总建筑面积５７４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商业综合体
板块、居住板块、客厅板块、市场板块、物流板块、行政办公板块及公用板块。

协鑫能源产业园及配套项目：占地面积约２８３７亩，其中，智慧终端项目占地约３１０亩，新能源物流项目
占地９３７亩，新能源产业技术研究院占地９９０亩，配套项目商业用地６００亩。

　　五、进区企业选介

图９３　东癉光伏生产车间　　

１．东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由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公司成立

于２０１５年７月，注册资金 ６９７亿元，总投资 ８亿
元，建筑面积 ３万平方米，用工 １０００人，为国内外
一流太阳能企业提供优质组件产品，是中国乃至全

球领先的绿色能源供货商。

２．华君电力江苏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由香港华君控股公司投资启动，总

投资约１０亿元，具备年制造销售光伏组件１０００兆
瓦，开发建设投运光伏电站 ５００兆瓦的能力（预计
２０１６年底全部建成竣工），厂房面积７万平方米，项
目投产后预计销售额４０亿元，年利润达２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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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９４　江苏电科电气生产车间

３．江苏电科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由中电科（集团）公司制造公司投资成立，２００９

年总投资３．６０亿元，注册资金１１８８８万元，占地面积
１５０亩，主要生产环网柜、金属铠装开关柜箱、电缆分
支箱及低压配电柜生产线以及仪表仪器和通讯器材

的研发。２０１５年，一、二期厂房全部建成投产。
４．江苏金门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总投资４５０亿元，占地面积２４０亩，主

要从事专业生产蓄热式电锅炉、高效换热器、成套

交流电脱盐设备、交直流电脱盐设备、直流电精制

设备和润滑油脱氮精制设备。

５．江苏时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总投资５亿元，注册资金３５００万元，占地１００亩，规划建筑面积近５万平方米，是专业生产半导

体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光学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专用电子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年销售额为４０００万元，
利税１００万元。

６．江苏和正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总投资６亿元，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占地面积１３４亩，总建筑面积为１２０３１８平方米，从事侦察探

测设备、维修检测设备、卫星定位导航设备、光电、雷达系统集成等高科技产品设计和制造，以及特种车辆、

仪器仪表、电子信息系统设计研发和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公司拥有多项自主发明和国家专利授权，是研

制、生产军工及民用电子产品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

７．江苏齐光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总投资２亿元，注册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占地面积８０亩，规划建筑面积近４．５０万平方米，主要从事

以玻璃深加工为主，集批发、安装施工服务为一体的工业玻璃深加工制品企业。

８．句容中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５月入驻园区，占地面积１３４亩，总投资约６亿元，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主要从事太阳能组件

的研发、生产，年产能力为１０００兆瓦光伏组件，为国内外一流太阳能企业提供优质的产品。项目投产后预计
销售达４０亿元，利税５亿元。

９．江苏耀兴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总投资２亿元，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占地６５亩，总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主要从事中空、夹胶玻

璃生产研发销售。

图９５　格瑞德公司生产的“德兴房车”　　

１０．江苏格瑞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落户园区，总投资 ５亿元，注册资金

３０００万元，占地１６０亩，规划建筑面积近７万平方米，
主要从事生产电子监控测控专用车、工程抢险救援车、

电源车、军品车辆、新能源专用车改装与贸易、移动电

站设计与制造、交通设施的设计与制造，立体车库的安

装与销售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其产品质量、品种、

规模均居全国同行业首位。一期５００００平方米厂房已
竣工生产。

１１．江苏金钿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３月落户园区，总投资 ５亿元，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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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０万美元，占地面积１００亩，主要从事天霸、海霸表业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产业。总建筑面积 ６万平方
米，一期１．２万平方米厂房已竣工，于２０１５年６月投产。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句容市空港新区落户企业情况一览表

　表９－１ 单位：亩、万元

企业名称
注册

年份 资本

占地

面积 总投资 经营项目

江苏电科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５０００ １５０ ３．６０亿元 电器机械和器材研发生产

江苏金钿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２５００万美元 １００ ５亿元 天霸、海霸表业研发生产

江苏金门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２．８０亿元 ２４０ ４．５０亿元 设计、生产、销售石油、化工设备

江苏时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５亿元 半导体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光学元器、电

子仪器仪表等研发生产

江苏齐光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３０００ ８０ ２亿元 玻璃深加工研发、生产、销售

江苏耀兴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５０００ ６５ ２亿元 中空、夹胶玻璃研发、生产

江苏格瑞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３０００ １６０ ５亿元 电子监控测控专用车、军品车。电源车及

交通设施设计与制造

江苏江韵物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６０００ ２２１ ７亿元 普通货运、货运代理、代办服务、货物整

理、配载等

江苏和正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５０００ １３４ ６亿元 军工及电子产品研发生产

东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６．９７亿元 １００ ８亿元 太阳能设备及控制设备等研发、生产、加

工、销售

句容中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５００ １３４ ６亿元 太阳能组件研发、生产与销售

华君电力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１７３８０
万美元

２１０ １０亿元 硅原料、单晶硅片、多晶硅片等研发、生产

第四节　发展状况

　　一、空港高科技产业园区

图９６　句容空港新区规划　　

空港新区规划委托省规划院编制，编制工作于

２００８年５月启动。空港新区规划范围 ３６．１４平方
千米，规划建设用地２４．３８平方千米。其中起步区
规划建设用地０．３０平方千米。

规划功能定位为句容对接南京的先发地区、南

京空港经济影响的重要区城，以商贸物流及生态制

造业为主、配备完善生活服务的产业新区。规划充

分利用郭庄道口交通区位优势，明确以道口为依

托，以特色产品为突破口，合理优化产业布局，达到

工业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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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综合目标。

２０１５年初，空港新区已落户投资过亿元的项目１５家，建成标准化厂房５０万平方米，其中仅２０１４年就新
增标准化厂房２０万平方米。东癉光伏、金门能源、耀兴新材料、时瑞电子、格瑞德特种车辆等项目达产运营，
其中投资８亿元的东癉光伏项目，１０００兆瓦产能６条生产线全部投产。２０１４年９—１２月，实现销售收入６
亿元，年销售收入４０亿元。金钿实业、东恒高新技术产业园、江韵物流、和正防务装备等项目２０１５年底主体
工程竣工。南京大学数字出版产业园进入签约谈判阶段，丰盛健康产业园、南京中小企业创业园、稀土新材

料、国电１ＧＷ光伏组件、特种变压器等一大批优质高技术项目正在洽谈推进之中。２０１５年底，空港高技术
产业园区已落户高技术产业企业１４家，高技术产业企业实际到账注册外资２２００万美元，高技术企业上交额
２５１５万元，从业人员１６６３人。

　　二、赤山湖旅游区

赤山湖地区概念规划委托南京规划院编制。编制工作于２００７年８月开展，同年１２月完成。２００８年３
月，赤山湖管委会委托北京京师天成和南京师范大学对赤山湖地区策划，并由专家对策划成果论证。同年８
月，美国朗润投资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编制总体规划；１２月，《赤山湖地区规划》通过评审论证。规划面积
２１．８０平方千米。同时编制《赤山湖湿地公园规划》《赤山湖景区建设详规》。规划将赤山湖地区建设成南京
周边档次最高、规模最大、生态最好的湿地公园。２０１２年，赤山湖管委会在获得省湿地公园荣誉基础上，外
出考察溱湖、西溪湿地，聘请南京大学完成《赤山湖国家级湿地公园规划》的编制。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规

划面积１３．５０平方千米，共划定生态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展示区、管理服务区５个功能区。
２０１５年，利用原有的道路，形成赤山沿河、沿路穿越赤山湖的休闲活动带，将山湖相连。并以赤山湖为

主题，在原有的基础上，退渔还湖，建设核心湿地，堆土成岛，既加强蓄水能力，又可丰富景观内容。同时对

赤山湖周边圩进行改造，因地制宜，植树、种花、养鱼、放鸟等，形成各具特色的绿洲，丰富赤山湖景观与旅游

活动体系。赤山湖国家级湿地公园的雏形初露端倪，赤山湖管委会正按《赤山湖国家级公园规划》逐步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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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建筑业　房地产

明清时期，临泉、上容乡境内能工巧匠建造一批气势宏伟、造型别致的建筑。新中国成立前两乡屡遭战

争创伤，家园遭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境内的建筑业开始恢复，但受到计划经济和“左”的思想影响，建

筑业并无多大发展。改革开放后，村镇建设的热潮带动建筑业的发展。郭庄、葛村撤乡设镇、住房制度改

革、住房贷款政策的出台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房地产业出现跨越式的发展，促进建筑业的红火。郭庄、葛村

两乡镇建筑企业到南京、上海等地拓展施工业务，并多次获得南京市安装管理处、镇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和

句容县委、县政府的嘉奖。２００８年后，郭庄镇落实市委、市政府“五大板块”战略，新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厂
房场地建设、居民住宅建设等，更是把建筑业推向一个更高层次，著名房地产企业碧桂园，也到郭庄投资兴

业，加速郭庄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发展壮大。

第一节　建筑业

　　一、机构队伍

解放前，建筑工程均有手艺较好的瓦木石工匠为工头，召集３—５名工匠承揽一些简易建筑工程，按日计
酬，开工则聚，竣工则散。建筑技术的传授，多是父传子，师带徒。

解放后，建筑业逐步发展壮大。１９５６年，一批瓦木工匠加入手工业合作联社，葛村组建铁木业小组，由
瓦匠、木匠、箩匠、铁匠等手艺较好的人员组成；郭庄组建建筑小组，开始同搬运工合并。１９５８年，公社建筑
队成立，郭庄建筑队有技术工５人，临时小工４人；葛村建筑队有技术工６人，临时工５人。６０年代，建筑队
承揽工程大多是零散的小型建筑和修修补补工程。农村瓦木工匠属生产队劳力，在本队做活只记工分，外

出做活也需交钱记工。１９６９年，公社建筑队更名为建筑站，成为专门从事建筑行业的社办企业。１９７８年，两
公社建筑站共有职工１９２人。１９８１年，乡建筑站归属句容县第二建筑公司管理，成为分公司。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建筑行业也随之壮大。１９８５年，两乡建筑分公司有４００名职工，并在南京、镇
江、常州、上海等大中城市设立办事处，具体联系建筑业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平房翻建楼房成为时尚，稍有名气的瓦木工匠便自发组织起规模不等、时聚时散的建筑施工队。１９８６年，葛村
西地有２个建筑工程队。１９８８年，两乡共有６４个小施工队，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１—２个小施工队。这些施工
队大都没有资质、设备简陋，主要以建筑民房为主，结算形式为点工，竣工时按大小工累计算工钱。

建筑从业人员中，流动务工人员占大多数，建筑企业根据市场任务情况，视情况招收短期合同工，多

数为农民工。进入９０年代，建筑企业改制逐步深入。１９９５年后，郭庄、葛村两镇建筑站改制为私营企
业。结算形式为包工包料，企业获利增大，同时又促进建筑业市场的发展。１９９６年，小城镇建设兴起，外
来投资商增多，为建筑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商机。至 ２０００年，两镇有资质的私营建筑企业 ２家，有工程技
术人员２６人，管理人员４６人，各类持证上岗人员１８４人，各行政村小施工队３７家。２００８年，成立郭庄镇
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建筑业有了更大发展，建筑企业从业人员２７４人。２０１２年，郭庄镇建筑企业单位３
个，从业人员４３０人。２０１５年，全镇有建筑企业２家，从业人员３３７人。外来建筑单位 ４家，各村小建筑
队２８家。全镇建筑业总产值５１１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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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筑设备

旧时建筑工匠，沿用瓦刀、灰桶、铁锤、水平尺、锯、斧、凿、刨等传统工具，运输靠肩挑手搬。解放后，开

展技术革新，材料运输用上机械。７０年代后，建筑单位用上井字架，使用电动牵引，替代人工提升材料。手
推二轮板车，逐渐普及，脚手架大都是毛竹为主。

８０年代，脚手架材料由毛竹改用钢管，浇注混凝土由木板逐步改用钢模，混凝土捣固有电动插入式振动
棒和平板振动器，水泥混凝土和沙浆搅拌已较为普遍使用电动搅拌机。公用和民用建筑工程多为５层以下，
起重设备多用简易式井字架，材料的地面运输多使用小型机动车辆和手推两轮板车。

９０年代末，建管部门明令禁止使用毛竹脚手架、简易式井字架和拼装式塔吊，全面推广钢管双排脚手
架、物料提升机和塔式起重机。

２１世纪开始，郭庄、葛村两地建筑企业执行句容市制定的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设备检测及管理程序，在辖
区内施工现场使用塔式起重机、移动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高空作业吊篮、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等施工机械，必须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有些机械设备本单位没有，租赁外单位经检测合格后的施工机

械设备，建立单机档案。

２０１５年，郭庄建筑企业开始使用车载泵、混凝土搅拌输送车和成套混凝土制品机械。拥有塔式起重机４
台，汽车吊起重机２台，物料提升机２台及其他一些施工机械设备。外来建筑单位各类大型塔架３８台。

　　三、建筑材料

旧时建筑材料多为青砖、土坯、石灰、泥巴。

８０年代初，住宅建筑和工业建筑墙体材料使用黏土实心砖，过梁、楼板等建筑物件使用预制产品，梁柱
等受力物件采用混凝土现场拌制浇捣，普遍使用袋装水泥，门窗多为木制，少量使用钢窗，玻璃为平板无色

透明玻璃居多。１９８３年，郭庄建轮窑场，是年，葛村乡埝北、下马岗建轮窑场，烧制黏土实心砖（红砖）。葛村
乡有水泥制品厂２０多家，生产过梁、楼板、水泥预制品等。

８０年代中期，钢窗在各类建筑工程中大量使用。９０年代，过梁、楼板等构件开始逐步淘汰预制产品，使
用现浇混凝土，开始推广使用散装水泥。门窗制品开始使用铝合金材料，后逐步发展为铝合金和塑钢共用。

玻璃大量采用护化玻璃，蓝、灰等有色护化玻璃大量采用在推拉门、窗和封闭阳台上。

２０００年后，随着建筑施工的发展需要，建筑施工企业开始使用预拌混凝土。预拌混凝土的使用提高建
筑工程施工效率，确保建设工程质量。２００４年，为节约土地，郭庄、金星、王夏、葛村西岗头等窑场改烧空心
砖。２００５年，建筑材料改用空心砖或水泥砖、水泥砌块、煤矸石砖、轻质空心墙板和节能保温材料。

２００８年，普遍使用中空玻璃。２０１５年，全部实施现浇钢混结构，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和水泥预制产品，
普遍使用预拌混凝土（商品混凝土）。

　　四、建筑工程

明清时期，境内能工巧匠建有郭庄园教寺、祠山大庙、城隍庙、金山寺等，郭庄庙的“扁担街”是明清风格

的古建筑，有一条石板铺砌的街道，两侧有商店、饭铺、理发店、茶水炉、作坊和住户。葛村老街两侧有木楼，

南端有砖砌门楼，数丈高。民国期间，由于时局动乱，有些建筑被毁坏。

解放后，建筑业有较大发展，建设工程逐渐增多，１９６８年，由建筑队承建的郭庄大会堂完工，建筑面积
１０００平方米，次年，葛村大会堂竣工。７０年代，郭庄医院异地新建、供销社楼房（２层）、陵塘岗粮库，郭庄小
学异地新建等工程相继竣工。葛村医院扩建、粮库扩建、供销社楼房、葛村中学新建８间教室等工程也相继
完工。８０年代，郭庄乡政府办公楼、中小学教学楼、郭庄二中教学楼相继完工。葛村中心小学异地新建，占
地３０亩，教学楼１幢，校舍面积１２８０平方米。农村住户平房翻建楼房也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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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兴建郭庄中心医院门诊综合楼 ２４００平方米，郭庄中心小学教学楼、办公楼 ２８２６平方
米，中心幼儿园教学楼８００平方米，郭庄中学教学楼、学生宿舍楼１５００平方米，乡政府２幢办公楼、句容宿舍
楼、粮贸商场１５００平方米，财政所、国税、地税、土管所办公楼和粮库等１万平方米。葛村用于供电、供水、文
教、卫生等各种综合楼相继竣工。１９９８年，葛村向镇东开发，建镇东工业集中区，向南建商住楼、商业街。使
原葛村镇向南推进数百米，扩大集镇区域范围。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郭庄、葛村建筑企业在南京、镇江、常州等大中城市施工。在南京承揽的建筑工程有：江
苏省委住宿楼、江苏省肿瘤医院病人住院楼、鼓楼医院病人住院楼、南京飞机场扩建工程、长江堤护坡、牛首

山铁矿办公楼。在常州承揽的工程有纺织设备公司８层楼房的基建工程。长江堤护坡工程，飞机场扩建工
程质量均被评为优质工程。两站先后获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镇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句容县委、县政府

等部门嘉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建筑企业共承接施工项目２８个，竣工２０个，优良率７８％。葛村镇建筑企业承接施
工项目２１个，完成１８个，优良率８２％。２００８年，财政所办公楼、郭庄中心小学逸夫楼竣工，各类房屋建筑施工
面积２．８０万平方米，竣工２．２０万平方米，全镇建筑业总产值３８９２万元。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建筑企业共承接
建筑项目６８个，金陵福满苑商品楼、便民服务大厅、中心小学平安楼等一批建筑工程相继竣工。优良率７５％。
外来建筑企业承建的康居花园一期、二期拆迁安置楼（５层６０幢）相继竣工，丹湖小区拆迁安置小高层（１１—１８
层）８６幢主体完工，爱家商品房初见规模，碧桂园高层６００套商品房建设正在施工，韵达物流一期７．８０万平方
米厂房和办公楼主体工程竣工，奥特莱斯一期建成营业，空港新区东恒高新技术产业园一期工程主体全部竣

工，金门能源二期厂房主体竣工，时瑞电子二期主体工程封顶。至２０１５年，农村住户楼房达９０％以上。

　　五、装饰业

８０年代，装饰业兴起的初期，一般家庭的工程装修均无设计图纸，仅以业主意见和工匠经验为主，装饰
效果和工程质量安全没有强制性标准，房屋装修注重简朴、实用。装饰材料简易，地面使用水磨石，墙面使

用油漆、涂料或贴墙纸。家具门窗多为木制简易造型。９０年代早中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居
住条件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装饰业市场逐渐扩大，郭庄、葛村两乡镇建筑企业兼做装饰工程。９０年代后期，
人们对材料有更高要求，卧室地面开始使用木质地板，客厅地面多为烧制地砖或天然石材；厨房、卫生间墙

体多为瓷砖，客厅墙面用１米多高的木质护墙板；卫生间安装的浴缸，多为陶瓷或铁质，家具用材以水曲柳、
松木为主，照明灯具出现多种风格。

２０００年后，国家对装饰工程的质量安全提出明确要求，一些技术规范和强制性条文开始陆续实施，把装
饰工程的行业管理职能纳入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工作中。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较大规

模装饰工程，开始提供正规设计单位的设计图纸。家装行业的设计工作由施工单位制作效果图和施工图。

装饰材料质量也不断提高，品种多样化，地面材料以各类高档石材、陶瓷、木制板为主；墙面装饰材料有乳胶

漆、墙纸、石料、陶瓷等。有少数家庭和公共场所使用墙体软包装饰。家具用材有木材、玻璃和金属结构等

各种材料，灯具更加注重美观。

２０１０年后，随着房地产开发热潮的兴起，装饰工程出现宾馆化、高档化的趋势。家装公司开始按照客户
要求，提供设计、选材、施工等服务内容。装饰标准和要求也不断提高，建筑装饰装修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

装饰材料注重美观、环保，室内墙面使用墙布、石材空挂，外墙使用防火保温材料，灯具智能化。至２０１５年，
全镇共有大小建筑装饰装修企业１６家。

　　六、建筑管理

１．建筑质量管理
８０年代前，公社建筑站无正规建筑质量管理部门，建筑质量由技术员兼管。１９８１年，建筑站归属县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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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公司管理，工程质量逐步引起重视。１９８６年，乡建筑站设质量管理员，负责对建设工程主体质量、结构
进行质量监督管理。８０年代后期，随着建筑行业在各大中城市建筑业务的开展，郭庄、葛村两乡建筑企业在
南京、镇江、常州等地成立办事处，负责建筑企业的管理与服务，对工程质量提出明确要求。为了企业的生

存，两乡建筑企业加大资金投入，更新一批施工设备，聘请高级技术人员和专业质量监测员，提升企业资质，

同时开展职工技能比赛，提高职工技能水平，确保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由于企业资质提升和职工队伍素

质提高，在外地市场的竞争力显著提高，所承接的工程质量也屡次获得好评。１９８７年３月，郭庄建筑站获南
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先进集体奖，１９９０年２月，在南京城市建设中又被评为先进工程队。１９８６年５月，葛村
西地工程队被镇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评为创全优先进工程队。１９８９年２月，葛村建筑站在南京汉中门工地
被评为先进工程队。１９９５年集体建筑企业解体，改制为私营企业，建筑工程质量有法人代表负责。１９９６年，
句容市建委重视抓建筑企业的资质问题，并以

&

１９９６
'

２３号文《公布全市建筑企业资质等级的公告》，便
于客户自由选择有资质企业承担建筑施工工程，郭庄宏益建筑公司评定为房屋建筑施工三级。１９９９年，开
展建筑市场的检查与整顿，为了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确保建筑质量，全面实施建筑工程招投标制度。２００６
年起，市建设局重视建筑工程管理，质量管理落实到人，建立资料存档制度，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后，对建筑工
程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开展全镇建筑工地大排查，整改质量隐患１２处。２０１０年后，为了提高建筑行业从业
人员的业务素质，确保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郭庄建筑企业分期分批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市建筑行业技能培

训中心学习，先后有质检员、施工员、塔吊工、架子工及三类人员（即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业安全员）

参加学习培训。至２０１５年共培训１２０余人次。每个建筑工程做到按设计图纸施工，基础、主体、结构层层把
关。建筑企业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２．生产安全管理
１９８６年，建筑生产安全由县建管处主管，建筑站设生产安全管理员，每日工地巡查一次。１９９０年，郭庄

建筑站全年共排查生产安全隐患１６处，整改１５处，关停１处。葛村建筑站全年累计查出生产安全隐患１２
处，全部整改到位。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郭庄建筑工地受重伤４人，轻伤８人，葛村受重伤２人，轻伤６人。事故
发生后，都得到相关单位的及时处理。１９９６年，两镇建筑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地开展“百日安全”
活动，悬挂标语“关爱生命、关注安全”。把戴安全帽规定为硬性要求。２００１年，企业生产安全负责人向镇政
府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状》。２００４年４月，郭庄镇原甲山印刷厂房屋改建，发生一起伤亡事故，因防
护措施不到位，高处坠落，死亡１人。镇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及施工单位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及时妥善处理。
当月，全镇施工单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经过一周的排查，自改自纠２６条安全隐患。２００８年，根据《句
容市２００８年建筑工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方案》，对全镇建筑安全生产进行有针对性的隐患排查和专项
治理，有效防范重大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率比上年下降３８％。２０１０年，全镇建筑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
加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举办的安全教育培训班。先后２期１８人次参加学习培训，通过考试均合格。２０１３
年，以“全国安全生产月（五月）”活动为主线，安全生产宣传到个人，编印《安全生产》宣传单４３０张，每人一
份，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全年无事故。２０１４年９月，空港新区韵达物流工地，因脚手架坍塌，２人受伤、１人
遇难。市长亲临现场，妥善处理。２０１５年，全镇建筑企业安全责任承诺书覆盖面达９８％。

１９８４—１９９１年郭庄乡、葛村乡建筑施工文明工地一览表

　表１０－１

企业名称 表彰时间 施工项目及获奖荣誉称号 表彰单位

句容县郭庄建筑站 １９８４年３月 在１９８３年施工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单位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句容县郭庄建筑站 １９８４年３月 在创全优工程活动中获创全优先进建筑站 镇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郭庄建筑站 １９８５年２月 在１９８４年度施工中获先进集体奖 句容县委、县政府

句容县郭庄建筑站 １９８６年４月 在瑞金路工地文明施工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工程队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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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１９９１年郭庄乡、葛村乡建筑施工文明工地一览表

　表１０－１（续）

企业名称 表彰时间 施工项目及获奖荣誉称号 表彰单位

句容县郭庄建筑站 １９８７年３月 在南京城市建设中获先进集体奖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句容县郭庄建筑站 １９９０年１月 在南京火瓦巷工程施工中获先进施工队 句容县建设委员会

句容县郭庄建筑站 １９９０年２月 在南京城市建设中被评为先进工程队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句容县葛村建筑站 １９８５年４月 在１９８４年施工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单位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句容县葛村西地工程队 １９８６年５月 在创全优工程活动中获创全优先进工程队 镇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句容县葛村西地工程队 １９８７年２月 在１９８６年度施工中获先进集体奖 句容县委、县政府

句容县葛村建筑站 １９８８年２月 在南京城市建设中获先进集体奖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句容县葛村建筑站 １９８９年２月 在汉中门工地文明施工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工程队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句容县葛村建筑站 １９９０年２月 在南京城市建设中被评为先进工程队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句容县葛村西地工程队 １９９１年２月 在南京中山东路城市建设中被评为先进施工队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第二节　房地产

　　一、发展概况

农民住房，解放前多是土墙草屋棚户。解放后，已逐渐为砖木瓦房所替代。进入８０年代，农村新建楼房
增多，居民住房，主要靠私人自建。如在单位上班，单位效益好的也自建一些福利房分给单位人员居住。大

规模房地产开发始于９０年代中期，２００１年后，房地产开发进入高速发展期，郭庄房地产业发展大体可分为
三个阶段。

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为第一阶段，其特点是乡镇居民收入提高了，逐步改善居住条件，农户开始兴建或改建农
房。乡镇企事业单位效益好的盖房分给职工，如郭庄、葛村粮站、供销社建职工住宿楼，乡政府在县城建造

机关干部宿舍楼。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为第二阶段，其特点是由于城镇职工住房制度改革的启动，带动房地产的发展。乡镇则
抓住城乡化建设的契机，通过农转非的优惠条件，吸引农民到集镇购房，促进集镇房地产的开发。郭庄、葛

村集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宁茅公路两侧建造商住楼、住宅楼出售给乡镇居民、中小学教师及机关企业单位

人员。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为第三阶段，为房地产高速发展期。市内外房地产开发商纷纷抢占市场。郭庄空港新城
临近南京，相对较低房价吸引许多南京市民前来购房置业，房地产开发商也主动去南京做房产促销活动。

随着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加快住房保障步伐，并促进房地产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对改善居民居住

条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精神文明水平具有极大的作用。

　　二、房产登记办证

１９８９年，郭庄、葛村两乡执行《句容县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登记发（换）证实施办法》。１９９７年，郭庄、
葛村开始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郭庄镇 ２２个行政村房屋产权登记面积 ２３５．４６万平方米，发证面积
２３５４６万平方米，发证户数 １１７７０户。葛村 １８个行政村，房屋产权登记面积 １９８．２６万平方米，发证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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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６万平方米，发证户数９９１３户。２００１年 １月，房产交易和房产登记发证全部实行电脑管理。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房产边交易，边房产登记发证，建立网络信息管理平台。

　　三、商品房建设与经营

２００５年，江苏天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郭庄镇南投资兴业，开发兴建法式别墅群１１０套———普罗旺斯
小镇。建筑面积小套１８０平方米、大套３１２平方米，超大庭院空间，２０１０年竣工全部投入使用。至２０１５年
末，别墅套房销售４８套。

２０１４年，南京恒晟房地产开发公司在郭庄镇南河边兴建商品房高层１２幢，每幢楼层高１８层，每层４套
计８６４套，２０１５年底尚未完全竣工，但套房销售７０％。接着开发１７幢高层商品房正在施工中。

２０１５年，上海爱家房地产集团在郭庄城隍庙开发房地产，一期４３０套房源售罄。碧桂园房地产开发集
团世纪城邦一期６００套房源，至同年底，已销售４００套。

第三节　住宅小区

　　一、康居花园一期

康居花园一期位于原郭庄二中旧校址上，小区建造安置房１２幢，２９７套，总建筑面积２８９９４平方米。安
置百丈大五埃头、小五埃头、小花茂村拆迁农户２２６户。２００９年８月安置户入住。

　　二、康居花园二期

康居花园二期位于郭庄镇西，是郭庄镇政府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拆迁改造塘西、大花茂部分村庄，雍家边、朱
家墩的农户安置小区。小区总建筑面积１２．２６万平方米，建有住宅４８幢，１２４０套，住房７７１户，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入住。

　　三、雅苑小区

雅苑小区（含二期工程）位于甲山端方赵自然村北面，临南河畔。建筑面积１１．５２万平方米，建有住宅楼
１５幢，住房５７５户，安置华家边、望仙桥两村的拆迁户。２０１５年，该建筑工程正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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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商贸流通

清末民初，郭庄、葛村境内有店铺５０余户。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商户已濒临破产、倒闭。解放后，乡人民
政府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扶持私营商业，积极帮助筹建乡供销合作社，沟通集镇贸易渠道，稳

定物价。１９５３年，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１９５６年，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国有商业在
流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计划经济统得过死，市场缺乏活力，商贸流通不活，商品长期匮乏。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社会商品日渐丰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市场竞争加剧，

全镇公有制商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体制市场份额日渐萎缩。

２０００年之后，加大发展民营经济工作力度，民间及外地资本大量涌入，市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２０１５
年，全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４７７９万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包括运输业）１６．２５亿元。

１９８５年国家启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收购减少合同定购数量，扩大议价收购比重。１９９５年起，国
家进行价外补购，当年，收购任务１００％完成。２０００年以后，由于市场放开，生活各类服务业市场也得到发
展，新建农贸市场、各类专业市场、超市等。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向高新技术、高附

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２０１５年出口总额５００９万美元。

第一节　商贸体制

　　一、国有商业

１．商店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庄、葛村两乡供销合作社的管理、经营、财务核算等均按国营商业模式进行。县商

业局在高阳、谢桥开设国营下伸点，郭庄、葛村成立国营商店。国营下伸店负责经营煤炭、石油、百货、文具、

棉布、五交化、糖烟酒、工业品等。供销社经营农副产品的购销及生产资料供应。１９６２年，国营商店与供销
合作社分开。１９７０年国营商店与供销合作社又合并。１９７９年，国营商店与供销合作社又再次分开。１９８３
年，在体制改革中，下伸店全部并入供销合作社。在国营商店与供销合作社几度撤并中，国营商店在经济建

设、保障供给、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粮管所
民国初期，郭庄、葛村集镇粮食日成交量最多可达２００余石（每石为５０公斤）。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葛

村、郭庄分设田赋管理办事处，接着成立征借实物监察委员会，负责粮食收购、运销、储存等工作。

１９４９年５月，新组建的句容县粮食局接管旧政府遗留下来的郭庄、葛村两乡田赋管理办事所，同时，中
国粮食公司句容办事处在各村设立营业组。１９５１年，葛村营业组设立粮食收购站开展粮食收购业务。１９５２
年，中粮公司句容办事处改称中粮公司句容支公司，随之，中粮公司与县粮食局合并，组建句容县人民政府

粮食局，葛村营业所归属县粮食局管辖。１９５３年，为解决全国粮食收购少，销售多，粮贩哄抬粮价等问题，郭
庄、葛村两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全面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即

按农户的人口、田亩下达征购任务和对城镇消费户实行粮油定量供应。１９５５年 １２月，随着行政区划的变
动，郭庄、葛村两乡４家私营粮店和粮贩被取缔或实行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４月成立郭庄粮油管理站，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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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购销业务归葛村粮管所管理。“大跃进”中造成粮食的极大浪费，粮食征购数量下降。１９６４年，为了打击
投机倒把，平抑粮油价格，葛村粮管所、郭庄粮油管理站抛售平价成品粮、油，确保粮油价格稳定。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粮油管理陷入混乱，粮油交易市场关闭。１９７１年８月，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对征购的
基数由３年改为 ５年，同时，对油料实行定面积、定产量、定收购的“三定”政策，对超购粮食调整为加
价５０％。

１９８１年，国家减少征购基数。１９８２年，实行“一定三年大包干”的政策。自１９８５年１月起，国家将粮食
统购统销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自由上市，议进议出。１９８６年，为了促使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
务，将定购任务与化肥、柴油、定金实行“三挂钩”政策。１９９３年，江苏省取消粮食、油料定购任务。收购价格
放开，不再使用粮油票证，国营粮食企业和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都可以参与粮食经营。

２００１年，粮食购销完全进入市场化，全镇从事粮食收购经营户１２家，个体粮贩１５个，同台竞争粮食经
营市场。２００２年，郭庄、葛村两镇粮管所实施体制改革，一律取消全民所有制的职工身份，解除劳动合同，建
立新型的市场化用工制度。对粮管所的工作人员处理方式：办理退养手续；办理协保手续；以经济补偿的办

法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

２００４年５月，国务院颁布《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废除《粮食收购条例》，实行粮食收购资格许可证制度。
２００６年市粮食系统改变管理模式，由单一承包改变为承包、租赁、保牌不运作３种方式并存。对传统承包模
式进行完善，实行先交后包的原则。

２００８年，撤销葛村粮管所，债权债务并入郭庄粮管所。是年底，郭庄粮管所改制并撤销。

　　二、集体商业

１９５０年，句容县成立供销合作总社，接着，在第六区郭庄谢桥成立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的性质为股
份合作制，股金来源于广大农民参股，每股为１万元（相当于１９５３年发行的新币面额１元），当年参股总额
１６４８０万元。１９５１年，供销合作社下设生产资料供应门市部、粮食收购站、棉麻收购站、废品收购站、棉布店、
百货店等综合商店，共有职工８９名。

１９５６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动员、号召私营商业主实行公私合营。在对私营业主的改
造中，业主以房屋、物资等折价参股，私营业主的股金，按每年归还５％的本金计算，２０年内还清股金。

１９５８年９月，谢桥供销合作社设立供销部，在郭庄、高阳、葛村分别设立郭庄供销合作社、葛村供销合作
社、高阳供销合作社等中心店，下伸店１６家，并将镇上茶水店、理发店、浴室合并组建服务社，百货店建成郭
庄合作商店、高阳百货店、谢桥百货店、葛村百货商店等。其他行业按性质相同组成各种商店。

１９６１年９月，谢桥供销合作社供销部迁至郭庄集镇并更名为郭庄供销合作社，直属县供销合作总社领
导。１９６２年，根据中共中央“撤、并、开、放、转、减、调、清、退”的方针，对集体商业调整和压缩。１９６５年，国
民经济得到恢复，全公社商业系统中归口网点发展到４６个，供销合作社人员 ２００余人。“文化大革命”期
间，限制合作商店，减少人员，压缩品种。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郭庄、葛村公社境内的乡村合作商店除集镇保留２
个门市部外，其余一律划给供销社，为代购代销店（简称双代店），实行贫下中农管理。１９７３年，又恢复合作
商店，从此，合作商业背上“资金少、网点小、负担重、困难大”的沉重包袱。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对集体商业贯彻“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大力扶持，积极发展”的方针。１９８０年５
月，集体商业的管理改为“自成体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己管理”的新体制。郭庄、葛村两乡镇建立中心

店由基层供销社管理，集体商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供销合作社（简称基层社）有４８个经营网点，全乡集体商业系统在职员工２００
余人，销售总额１６００万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个私商业迅速发展壮大，流通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供销合作系

统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弊端日渐暴露，各种包袱越背越重，农资专营、商品批发的优势不复存在。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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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全系统社会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逐年萎缩。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句容市供销合作联社印发《关于一九九九年
承包经营责任实施意见》，在总结前两轮承包的基础上，全面采取“租赁承包”“抽本承包”“全奖全赔”三种

承包形式，把改革引向更深层次。至２００２年，郭庄、葛村两基层社改制结束，按省、镇江市总社要求组建“乡
村为农服务站”。２００６年初，市政府部署大力推进镇、村二级农资供应连锁配送的“农家店”建立，完善农村
商业网点。是年７月，市联社在全系统开展星级为农服务社、专业合作社、基层社建设工作，对全系统深化改
革的发展方向和工作要点作了重要调整，“三社”多种形式的基层商业网点建设，在当年进一步得到快速发

展。至２００８年，全镇组建果品、蔬菜、草莓等专业合作社５家，入社农户３００余户，助农增收２７２．９０万元。是
年，郭庄、葛村两基层社合并成立郭庄中心社，创建郭庄镇为农服务中心。２０１４年，将高效农业与观光旅游
相结合，以蓝莓种植基地为基础，建设蓝博园。２０１５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有９６家，用于各项涉农资金投入超
亿元。

　　三、私营商业

清末民初，郭庄、葛村两集镇有大小店铺５０余家，较大的商号有：张思福家的永福和大药房、华氏茶水
店、霍顺兴糖坊、周宝丰茶食店、大龄堂大药房、查氏商业（杂货店、绸布店、旅馆、纸店、浴室、粮行、木行）等。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葛村、郭庄两集镇注册登记私营店１１７家。其中有杂货店６家，五洋店４家，广货
店３家，绸布店４家，粮行３家，中西药店５家，烟茶店３家，茶水店４家，锅瓷店２家，鲜肉店４家，豆腐坊５
家，木行２家及银匠铺、竹篾店、成衣店、旅馆、书店、修理店、浴室等。

解放初期，全镇境内有私营企业１２０余家，行业有棉布、锅瓷、中西药、五洋、杂货、百货、酱品、面食、饭
馆、理发、糕点、浴室、鱼行、粮油、酒店、皮毛、鲜肉、旅馆、柴行、修理、牛市、木行、苗猪等２０多个。根据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７５％的私营、个体户在１９５６年１月
在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组建４个合作服务社，８个合作商店，２家合作酒店、２家饭店，６个合作小组。
余下的６０余户小摊小贩仍分散经营。１９５８年，商业系统进行调整，大部分个体商业户进入合作商店和合作
小组，个体商业户减少到２０户，为照顾个体商户生存，允许在国营商业的统一调度下，自主经营一定范围内
的商品。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间，个体商业被当做“资本主义经营”，遭到批判。至１９７７年，固定的个体商户几乎
全部停业，只剩下一些“挑着货郎担走四方，摆着地摊打游击”的零星个体户。

改革开放后，１９８２年７月，郭庄、葛村两集镇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协会负责个体户之间摊位、经营等
管理方面的协调工作。１９８４年，乡政府突破农民不准经商、不准经销工业品、不准搞批发的禁区，允许农民
进镇经商，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与国营、集体商业竞争。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郭庄镇实施“商贸兴镇”的策略，围绕发展“三产富民强镇”的主题，先后出台扶持个体
户、专业户的发展政策，鼓励农民在集镇购买住房，办厂、开店，并在信贷资金上给予照顾，税费规费上给予

优惠，子女入学上给予方便；允许个体工商户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实行跨行业、跨地区经营；支持个体工商

户兼并和租赁集体企业的房产从事经商活动。

１９８９年后，为了解决日益增多的私营、个体商户的经营场所，由政府牵头，工商所负责，商户筹资，在郭
庄集镇新建郭庄农贸市场，面积２５００平方米；在金星村建金星农贸市场，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在葛村集镇建赤
山湖农贸市场，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

２０００年之后，全镇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下岗职工逐年增多，加上大量的社会青年需要就业，这部分
人纷纷涌向社会大市场，进入个体行列，自谋职业，自食其力，镇工商所面对新形势，采取一系列利民措施，

加以引导，推动个体经济的发展，吸引安徽、浙江、河南、四川以及苏北等地的私营、个体商户６０余户，注册资
金３５００万元。２０１４年工商户６７６户，从业人员３万余人。２０１５年，全镇个体工商户８７６家，第三产业总值
１６．２５亿元，实现利税８．１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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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品经营

　　一、农资产品购销

１．肥料
饼肥　１９５１年起，供销合作社供应农村的肥料主要是饼肥，至１９５５年，供应饼肥８８万公斤。此后，饼

肥数量逐年减少，１９８５年已不再供应。
化肥　５０年代初，化肥在农村试销，大部分群众担心化肥板结土壤、拔肥力，不愿使用。经过２—３年的

推广，群众看到使用化肥的增产效果，生产队陆续开始集体购买。１９５８年后，尿素、硝酸铵、氯化铵、硫酸铵
等化肥供不应求。１９６４年，句容县供给郭庄、葛村氨水２７５担，氨水成本低、肥效高，群众比较满意。１９６５
年，郭庄、葛村两公社氨水供应量８００吨，化肥供应量７８０余吨。同年，郭庄、葛村两基层供销社建造氨水池
４座。１９６６年，县化肥厂建成投产后，化肥供应量有所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化肥供应量有所下降。
１９７５年，发动群众办土化肥厂２个（又名腐植酸），月产土化肥２８０余吨。１９７８年后，化肥供不应求，实行计
划分配。１９８３年，化肥实行分配、结算、兑现、供应到户的办法（发放化肥票证）。１９８５年，基层社供应化肥
６８００余吨，１９９０年，县农资公司新办复合肥厂，是年氮、磷、钾复合肥的使用量增多，其他化肥用量逐年减少，
１９９５年，郭庄、葛村两乡镇化肥供应量 ４８４５吨。至 ２００５年（两镇合并）化肥供应量仅为 ３４０７吨。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每年的供应量在２９００吨左右。

２．农药
解放前后，农植物发生虫害主要靠人工捕灭、插草把、点灯等方式诱杀虫卵。１９５５年，供销社供应农药

“六六六”粉、西力生、硫酸铜等药剂。１９６６年农药“一六０五”用量增加，供应量迅速上升，郭庄、葛村基层
社农药供应量８６吨。１９７９年开始引进除草剂“二甲四六”和除草醚。１９８２年化学除草剂普遍使用，农药销
量２６０余吨。１９９０年后，农药供应量明显减少。１９９１年供应量为１００余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全镇每年供应
量仅在６０—８０吨区间。

３．农具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使用铁、木、竹农具，大都由当地工匠自制自销。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郭庄、葛村两乡供

销合作社组织供应各种农具２．８０万件。１９５５年后增加供应弥雾机、喷雾器、粪勺、粪桶、犁头、犁耳、麻绳、农
用薄膜、竹材等。农业合作化后供应量增加。１９６０年，政府发动全公社社员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生产蓑衣、
斗笠、挑箕、扁担等小农具。

１９７０年后，供销合作社每年到外地争取计划外杂竹１０万公斤，毛竹３万根，毛篙２０００余支、喷雾器２００
余架，农用薄膜１０余吨。１９８５年，根据农民生产需要，又争取计划外桶夹８７５０副、耥耙７０８０根、蚕匾６５００
个，满足农民的生产需求。

１９８８年，农业物资逐渐丰富，农具经营逐步从计划供应转入市场调节的轨道。１９９８年，物资系统实行改
制，个体商企成为农具经营的主体。２０００年后随着科学种田水平提高，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逐步代替部分
手工操作，小农具销量逐年下降。２０１５年，全镇经营小农具商店４家。

　　二、生产资料供应

１．石油
煤油　民国初年，郭庄、葛村有３家五洋店供应煤油。１９４９年煤油供应量２吨。５０—６０年代，各村小商

店有煤油供应，主要用于照明，７０年代中期，各村用上电灯，煤油供应逐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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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　５０—７０年代，汽油供应标准为：小客车、吉普车每辆每年供应６００公斤；４吨以上货车每辆每年供
应３．６０吨；２—２．５０吨货车，每辆每年供应３吨；汽油机每马力每季度供应１０公斤；农业治虫弥雾机每台每
年供应６０公斤。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起，对超定额部分实行计划外高价供应。１９８５年，郭庄、葛村两乡计划内供应
汽油１２５吨，计划外汽油４５吨。进入９０年代后，汽油全部实现市场调节。２０００年，镇设加油站，自由买卖。
２０１５年，全镇有加油站４个，零售点２个。

柴油　１９６３年对柴油采取随机带油的供应方法；１９７８年实行统配定量供应；１９８２年，实行一年一定，分
季安排，分月供应，包干使用，节约留用，超用不补的供应办法。供应标准为：载重汽车每月每辆１５５公斤；工
矿企业柴油机每季度每马力１０公斤；农用拖拉机每季每马力５公斤。为保证农机用油，每亩水稻田每年６
公斤，棉花田４公斤。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起实行计划外议价供应。１９８５年计划内供应柴油８５吨，计划外４５
吨。１９９０年全镇柴油取消计划供应，实行市场调节。２０１５年，全镇共耗柴油８９０吨。

２．煤炭
新中国成立前后，煤炭仅用于铁器铺、冶炼坊、补锅匠、烧饼店、茶水炉、浴室，年用量５０吨。货源来自镇

江和南京私商手中。１９６２年，国家对郭庄、葛村两集镇居民用煤实行定量供应，工厂和集体单位按计划供
应。１９７８年国家颁布“燃料统一管理，凭证定量供应办法”，对煤炭严格实行限额包干制。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又
规定年耗煤量３００吨以上的单位超耗部分需加价５０％，同时，地方政府积极组织采购人员采取对外协作的办
法，以缓解煤炭的供需矛盾。

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郭庄、葛村每年计划供应煤炭３５００吨，协议煤在４０００吨左右。１９９２年后，煤炭供应退
出计划分配，全部实行市场调节。２０００年后，为减轻环境污染，限量用煤。２００５年，郭庄镇用煤 ３２０吨。
２０１５年，全镇煤炭销量５４吨。

３．钢材
新中国成立前，生产、生活所需金属材料多为旧铁和再生铁以及少量黑白铁皮、扁钢等，供应无计划。

１９５５年，县供销合作总社对新、旧钢铁、生铁实现购、分、供三统一。统一供应金属材料。１９６１年，归口县物
资局管理，各种金属材料均按上级核定计划调拨供应，主要供应范围为：农田水利、农业机械、生产维修等项

目。公社、大队企业和个人均无计划内钢材供应。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钢材过剩，敞开供应。１９８２年钢材趋紧，又
恢复计划供应。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获得计划内分配钢材５００吨。１９９２年，通过协调等方法购进计划
外钢材５４０吨。１９９３年，国家取消计划供应，全部实行市场调节。２０１５年，全镇钢材销售量１８５０吨。

４．木材
民国时期，镇内木材大都以江西、湖南、安徽等地从水路进货，由秦淮河直接运进三岔乡中转，木材来源

比较困难。１９５６年，由国家统一经营，供销社兼营计划外木材，木材主要来源三岔乡销售点。当地木材主要
用于制作农具、家具。１９７１年开始到东北、福建等省市采购计划外木材。１９７９年，国外进口木材进入市场，
加上当年计划外采购的木材，木材供应紧张局面得到缓解。１９８６年，木材市场采取计划内、计划外两条线供
应。１９８８年，郭庄、葛村两乡供应木材共计１３２０立方米。１９９５年，木材全部实行市场价，木材买卖自由化，
仅保留农业生产和抗洪排涝专用木材分配。２０００年后，建房改为砖混结构，全镇木材消费量逐年减少。
２０１５年，全镇有３个木材销售点。

５．建材
砖瓦　民国时期，砖瓦全部是私营土窑生产，自由买卖。新中国成立之后，砖瓦窑归所在地的大队管

理。１９８０年，郭庄镇办起大型砖瓦场，生产砖瓦由镇内统一调度，计划供应。１９８７年，郭庄轮窑场销售红砖
１５００万块。１９９７年后，砖瓦场由个体户承包经营，砖瓦敞开供应，价格随行就市。２００５年后，砖瓦销售逐步
减少。２０１５年，全镇有砖瓦场３家

石灰　新中国成立后，郭庄乡、葛村乡共有３家石灰店，专供民用石灰。８０年代后，工农业生产、居民所
需石灰主要从南京青龙山、本县物资公司等地购进。１９８９年，郭庄有石灰销售点２家，葛村有１家，出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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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２０００年后，由于建房结构改变，石灰市场基本消失。
水泥　６０年代开始使用水泥。１９７２年后，随着工业、水利、农田、基建、民房建设的发展，水泥销售量迅

猛增长，公社除了县下拨计划内水泥外，还组织采购员从外地高价购回水泥。１９９１年，国家取消计划水泥供
应，全部进入市场调节。个私商企成为建材经营的主体。１９９５年后，水泥用量逐年增长。２００８年，空港新区
大项目厂房建设，均购买商品混凝土，由大型浇灌车现场灌注。２０１５年，全镇有水泥销售点６家。

　　三、日用品经营

１．日用百货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境内有私营百货店４家。１９５０年，中国百货公司句容办事处成立，乡供销社开始

经营日用百货批零业务。随着人民生活改善，火柴、肥皂、热水瓶、胶鞋等日用生活品销售量逐年增大。１９６０
年３月，肥皂、香肥皂实行凭票定量供应。１９６２年，城乡结婚用品：面盆、漱口杯、镜箱、牙膏等商品凭证供
应。７０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凭票供应。１９８５年，郭庄、葛村两基层供销社及３个供销站设
有百货文具门市部或专柜，经营品种近千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乡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日用百货一些品种的销量发生变

化，打火机、各类洗涤用品的普遍应用，使火柴、肥皂销量锐减，胶鞋、力士鞋不再畅销；婚嫁讲究的“三转一

响”升格为空调、冰箱、彩色电视、电动自行车、小轿车。２００８年后，郭庄、葛村两集镇苏果、便民、好又多、世
纪华联等中型超市１２家。２０１５年个体商业户８７６家，从业人员２６２８人。

２．日杂用品
５０年代初期，日杂用品５大类由供销社批发零售，经营铁锅、陶瓷器、铁勺、竹筷、草席、雨伞、土纸、土布

等品种，１９６１年增加日用小家具、芦帘、芦席、砂缸等１００余个品种，１９７２年经营品种４００多个，１９８２年，经营
品种５３０余种。１９８５年后，扩大到铁床、纤维板、胶合板、黑白铁制品、塑料制品、竹制品及轧面机、磨浆机等
１０００多个品种。２００３年后，日杂用品经营区域被专、兼日杂用品私营商店和农村小店全部占领。２０１５年，
全镇有日杂用品私营商店９家。

第三节　粮油购销

　　一、粮油收购

１．粮食收购
１９５３年下半年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对农村实行余粮计划收购。１９５５年８月，

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简称“三定”），按常年产量归户计算，除留下口粮、种子、饲料粮外，余粮卖给

国家，正常年景照购，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购。１９５８年取消“三定”，实行粮食购销任务层层包干，两乡（公
社）落实包干任务６５００余吨。生产队完成包干任务后，多余粮食自行处理。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连续４年粮食
总产徘徊在６３００吨左右，年平均入库量只有２４００吨，其中两年粮食销大于购。１９６５年，实行新的“三定”政
策，两公社粮食定购基数为５９００吨。１９７１年又改为一定５年不变，两公社调整定购基数为５４００余吨。１９７９
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２０％，超购部分再加价５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产、购、销试行
包干，两乡（公社）包产２１５００余吨，收购计划按“倒四六”的比例计价（即４０％按统购价，６０％按超购价）多购
超产粮，增加农民收入。１９８５年取消统购，对小麦、稻谷、玉米实行合同定购，以保护农民利益。１９８６年，两
乡按照县政府下达的定购数测算到村、组、户，由粮管所与农民签订合同。各行政村采取逐户落实粮油定购

任务，并实行“三挂钩”（定金、柴油、化肥）政策，扶持农民。当年，粮食收购总量 １２０００余吨，其中定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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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９０吨。
１９８７年，两乡按照县政府粮食购销“双轨制”（计划内管、计划外放）政策规定考核各行政村，对完成任

务９５％以上部分奖给平议差价款，对完不成９５％部分由乡镇购买议价粮补足，当年，郭庄乡任务完成率１４０．
２６％；葛村乡任务完成率１２７％。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由于粮食定购任务下调，价格上涨，两乡根据“大稳定，小调
整”的原则，按照农户实际承包面积核定卖粮任务。

１９９３年，开始执行指导性收购计划，不再使用指令性定购计划下达任务。同时继续实行“三挂钩”政策，
奖励按收购合同出售粮食的农民。当年，由于粮食购销放开，出现一些单位和个体户违规抢购粮食现象。

１９９４年，镇政府针对１９９３年放开粮食购销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落实县政府相关要求，建立粮食工作分级
负责制，镇由经管站、粮管所、村委会３方签订联合共保合同，确保收购任务的完成。同时，加强市场管理、组
织工商、公安、税务、交通、粮食等部门密切配合，在收购任务执行期间，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插手收购，对哄

抬价格抢购粮食油料，扰乱市场秩序的进行严肃查处。是年虽大旱，两镇粮食收购总量８４００余吨，任务完成
率１２６．３０％。

１９９５年，为增加农民收益，在原定收购价的基础上，对小麦、粳稻、籼稻３个品种实行价外补贴，每５０公
斤分别补贴１２元、１６元、１２元。１９９６年，粮食收购价大幅提高，小麦、粳稻、籼稻每５０公斤价格分别是７２
元、８１元、７３元。１９９７年，粮管所落实省政府出台的保护价收购粮食政策，对农民在收购任务完成后交售的
余粮，全按保护价收购，油菜籽也放开进入市场，农民主动卖粮，当年收购任务１００％完成。

１９９８年，粮食收购执行省政府决定的价格，保护价略有下调，小麦、粳稻、籼稻比１９９７年分别减少２元、
５元、３元。镇政府、粮管所认真执行“三项政策”（即：顺价销售，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不得拒收、限收）。收购
资金按“库贷挂钩、钱随粮走”的办法管理。在收购过程中，坚持质量标准，品种价格张榜公布，不拒收、不限

收、不压级压价或抬级抬价，实行户交户结、现金支付，不打白条，并适当延长收购时间，对交售粮食有困难

的农户提供便利。２０００年红小麦、早籼稻、常规籼稻、玉米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保护价品种只限于粳稻、杂
交稻，价格与１９９９年一致。当年合同收购任务３１００吨，实际入库４８００余吨。

２００１年，全面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２００４年，郭庄镇建立万亩稻谷生产基地，扩大订单收购。是年，全
年收购粮食１１２８０吨，创１９９８年以来历史新高。至２０１５年，全镇粮食收购点２个，个体粮贩１５家。

２．油料收购
１９５３年实行计划收购，农村实行“先留后购、只购不销”办法。１９５５年秋，农村除留口油（农民按人口计

算的食用油）、种子外，９０％统购。１９６１年油脂实行差出包干，农村增产可以多留，减产相应少留。１９７１年食
油与粮食同步实行“三定”５年不变政策。１９７６年农村油菜籽按人定面积、１分（０．１０亩）定产６公斤，购２公
斤、留４公斤。１９８３年起，按计划收购。１９８４年６月小油料退出统购，油菜籽、花生仍为计划收购。１９８５年
取消统购，油料进入市场化。１９９８年，兴办私营油坊，加工菜籽油。２０１５年，全镇有油坊１８家。

　　二、粮油销售

１．计划供应
１９５２年６月，对缺粮农民的粮食配售分两个等级，１１岁以上的少年按成人数量供应，１０岁以下儿童按

成人的一半供应。１９５３年８月，对手工、熟食、糕点、酿造等行业所需用粮，统一编制计划下达供应，１１月对
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计划供应。１９５５年８月，农村缺粮户，按“三定”办法定销供应。１９６０年由于粮
食生产下降，供应紧张，降低标准、瓜菜代，熟食、糕点凭粮票供应。

至１９８６年，城镇居民继续实行按计划定量供应。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起，不再使用粮票、油票，粮油购销进
入市场化运作。至此，执行４０年的粮油统购统销政策成为历史。

２．市场销售
１９６３年之前供销社经营粮油议销。１９６３年底，郭庄、葛村成立粮油集市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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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粮油议购议销被当作资本主义经营受到批判、限制。１９７２年１０月根据省商业局通
知，停止油料、食油议价收购。

１９７９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粮食年年丰收、农民完成交售国家任务后存粮较多，由粮管所经营部门
实行集体议购为主，还有零散议购，每年议购粮食１３００余吨，议销在８００吨左右。１９８３年，对粮油议购议销
进行改革，除粮食部门参与市场调节外，供销社、农村合作商店、农民个人也可以经营，允许粮油贩运出县出

省。１９８６年，根据省粮食局通知精神，扩大计划外销售。至１９９０年，市场议价粮食销售量保持在１５００吨的
水平。１９９３年，为了稳定放开后的市场供应，同时保障居民的正常供应，居民购粮继续凭证，不高于市场价，
定点供应（延续到１９９６年），粮食企业可根据市场行情自主定价。１９９６年下半年，粮食销售价格出现直线下
滑，较长时间在低价位上徘徊。１９９７年１月市场粮价出现购销价严重倒挂，影响到粮食顺价销售，到１９９９
年末库存量高达８０００余吨。郭庄、葛村两镇粮食经营部门根据市粮食局“全力以赴促销、积极开拓外销市
场、实行灵活经营、边购边销、快购快销、以销促购”的做法，想法设法压减库存。

从２００１年起，粮食购销完全进入市场化，形成多渠道多元体同台竞争粮食经营市场。

　　三、粮油储备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粮管所仓容量１．２０万吨；油罐５个，容量为３１０吨；水泥晒场５６００平方米，粮油
仓库占地面积８２００平方米。配有粮食检测仪、环流熏蒸及多种仓储机械设备，建有防火墙、消防水池，配齐
各种消防器材、检验人员、专职储粮人员，坚持三天一小查、七天一大查，危险粮天天查，防止霉坏粮食，确保

库内的存粮安全。粮食收保人员积极参加县粮食局每次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严格坚持“四无”（无虫害、

无变质、无鼠患、无事故）粮仓标准。认真落实低氧、低温、低药及机械通风，环流熏蒸等科学保粮方针。

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郭庄、葛村粮管所未出现大的坏粮事故。

第四节　郭庄粮食储备库

　　图１１１　郭庄粮食储备直属库

２００５年，成立江苏省郭庄粮食储备直隶库，隶
属于句容市粮食收储中心。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２６号，省
局苏粮储批复储备库正式挂牌。同年４月，为加强
储备粮管理，增强调控能力，在机构保障上，按照

“管理科学，调控有力，高效灵活，费用节省”的原

则，成立储备粮食管理办公室，搭建储备库专门工

作班子。市局直接负责对储备粮收购、存储、轮换

储备粮利息、费用补贴拨付等工作。２００７年江苏省
继续实行小麦最低价收购政策，省发改委等六部门

联合下发《２００７年小麦最低价收购执行预案》文
件，实施小麦的最低价收购工作。郭庄粮食储备直

隶库坚决执行保护价格，坚决不打白条，推出灵活多样的便民服务措施，承诺符合质量标准的小麦，延长收

购时间，加班加点收进，做到随到随收，确保不过夜。由于执行政策到位，便民服务到位，２００７年，共入库托
市小麦４１００吨，是２００６年的２倍，并实现零投诉，政府、企业、粮农三满意。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５年江苏继续执行
最低价收购政策，郭庄粮食储备库认真贯彻落实小麦、稻谷托市收购政策，正确处理好托市收购与自营收

购、托市收购责任主体与操作主体、企业自营收购与服务农民之间的关系、上门到户预约收购等灵活多样的

收购方式，主动参与市场竞争，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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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　直属库内完善的检测设备　　

由于政策把握的好，宣传引导的好，收购工作

井然有序，得到上级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充分肯

定，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被镇江市授予郭庄粮食储备库粮
油销售店为“放心粮油销售精品粮店”。

储备库自成立以来，投入大量资金。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０９年期间投入资金８００余万元建成２．２０万吨的
现代化高大平房仓；投资２５０余万元对原库区１万
吨旧仓房进行全面的更新改造；投资１００多万元对
仓储配套设施进行改造和添置。２０１０年投资２０多
万元对库区晒场、道路及绿化美化进行整治；投资

１００多万元添置气象色谱仪，先进的现代化粮油检
测设备。２０１１年储备库建成日烘干量２００吨的烘干房１座，添置冷谷机２台，仓库空调１６台。２０１３年，储
备库建成数字化粮库，承担１．５０万吨省级储备粮任务，其中小麦５０００吨，粳稻１万吨。储备库占地７５亩，
拥有仓容３．２０万吨，现代化仓房６幢。２０１５年，仓容１万吨的储备库在建（２０１６年５月中旬投入使用）。

第五节　市场

　　一、农贸市场

解放前，郭庄、葛村一般都是以蔬菜、鱼虾为主的农副产品在街道巷口两旁零星销售，自产自销。１９５３
年开始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社员完成统购任务后，多余的粮、棉、油产品，在国家计划指引下进入市

场调节。１９５６年，农民的各种土副产品进入市场。“大跃进”期间，统管过多过死，市场冷落。
１９６１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则，开始放开集市贸易，进入市场的小商品、农副产品日趋增多，由商

业、供销系统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视自留地上土特产品是“资本主义尾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号召下，大小集

市被管死，冷冷清清的集市没有一点生机。

改革开放之后，乡镇贸易市场发展较快，品种日渐增多。１９９１年９月，郭庄镇的郭庄农贸市场开业，占
地面积２５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６年１２月，郭庄镇金星农贸市场开业，占地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９年３月，葛村镇
赤山湖农贸市场开业，占地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３个农贸市场交易额逐年上升，至２０１５年，郭庄农贸市场、赤
山湖农贸市场、金星农贸市场及一些零星的蔬菜、干制品、粮油、水产品、鲜肉类、活禽类、水果类成交额５９０４
万元，占全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１８．７０％。

　　二、专业市场

解放前，郭庄有不定期牛市场，苗猪市场，葛村有不定期骡、驴、牛市场，各行在供需双方成交后收取

佣金。

解放后，郭庄、葛村建有１个牛市场，２个苗猪市场，牛市场年均成交１００余头牛。苗猪市场供应郭庄、
葛村及周边地区的苗猪。１９７６年后，郭庄人民公社建有郭庄小猪场，主要是供应生猪繁殖的良种仔猪及家
禽家畜病情防治工作。

１９８６年后，郭庄、葛村两乡镇设有各类专业市场４个。至１９９５年商品房开发升温，伴随着对建筑装潢
材料的急剧增长，小型建材专业市场相继建成开业。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小型建材专业市场８家。水泥制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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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专业市场２家。

　　三、庙会贸易

解放前，郭庄、葛村皆有传统庙会（即：农历三月十八和小雪节气的郭庄传统庙会；农历四月初四葛村传

统庙会），传统庙会以乡镇集市所在地为中心，进行自产自销的物资交流，交流会上以小型农用生产资料为

主，辅以饮食小吃，耕牛家畜等物资买卖。

１９５０年后，商业、供销部门利用传统庙会，组织物资交流，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激活集镇与农村物资交
流，繁荣经济。“文化大革命”期间，交流会形式的物资交流中止。

１９８０年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庙会物资交流规模
越来越大，国营、集体、个人、外地商贩竞相参与，除传统的生产、生活资料外，高档的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

风扇、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及成品服装、鞋帽等也进入市场。

２０００年农历三月十八和小雪两场郭庄物资交流会上，设摊位８００余个，人流量约１０万余人次，成交额
１４万元。

２００１年后，郭庄、葛村两镇交流会交易量呈下降趋势，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商品充裕，物流畅通，各
类市场遍及城乡各地发育成熟，广大村民对生产、生活物资的需求随时随地都能得到满足，庙会贸易（物资

交流会）的功能逐年走低，庙会上物资上市交流，上市商品和参与人数和往年相比，多于往年，成交额较往年

走低。２０１５年，境内庙会消失。

　　四、超市

２００４年，郭庄、葛村两集镇先后办起便民超市、世纪华联超市、好又多超市、锦江超市，一改隔着柜台买
卖的传统习俗，推出顾客与商品“零距离”接触的经营方式；各超市上市的商品多，品牌多，选择的机会多。

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新办中小型超市有１８家，超市采用电子计算机开票收款。经营范围、方式为：面包、
蛋糕加工销售；食品饮料批发销售；各类包装、散装、冷冻食品零售；鲜禽畜肉、禽蛋、水产品、粮油制品、酱

菜、豆制品零售；日用百货、日杂用品、化妆品、果蔬批发零售；针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通信器材销售

等。经营的商品２０００余种。

第六节　生活服务业

　　一、饮食业

民国期间，郭庄集镇上有郭庄庙饭店，设饮食、旅馆两部。有面食、卤菜店各２家。葛村集镇的狗肉、牛
肉当时颇有名气。解放后，郭庄、葛村两集镇饮食业发展到４家，从业人员１３名。１９５６年，个体饮食店组成
集体合作饮食店。１９６９年，集体、个体饮食店略有增加，达到１１家，从业人员３０名。“文化大革命”期间，郭
庄、葛村两集镇饮食业萧条冷落。至１９７６年仅剩６家集体饮食店。１９８０年后，集体饮食店在经济体制改革
中推出承包、租赁等改制措施，个体户抓住机遇，迅速占领饮食业市场。１９９８年后，镇内先后涌现粮贸大酒
店、远香大酒楼、水莲桦大酒店、白云大酒店、蓝天大酒店、名扬大酒店、东方酒家、好再来饭店、金星大酒店、

京南饭店、福兴楼、金满楼、同心楼等中、小型饭餐馆。朋友聚餐、年夜饭、婚庆、生日、丧葬筵席纷纷由家中

移至饭店操办。２０００年前后企业改制，部分下岗职工自谋职业进入快餐、小吃行业，快餐经营逐渐兴起，全
镇经营快餐小吃的门店到处可见。经营的品种主要有烧饼、油条、麻团、包子、烧卖、豆浆、稀饭、水饺、面条

等米面食品，中午，有些店家除供应小吃外，还兼营炒饭、米饭；还有的店家供应盒饭，一荤两素或两荤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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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５—１５元不等。可打包带走亦可坐店就餐，随到随吃非常方便省时。每逢冬天，郭庄集镇、葛村集镇还
有一道特有风景，７—８家卖狗肉的摊位旁，围坐着五六人一起吃着狗肉或狗杂碎；吃着狗肉汤泡锅巴，喝着
狗肉汤，津津有味。２０１５年，全镇共有私营饮食店（摊）６１家，从业人员２５６人，年营业额１２００余万元。

　　二、旅馆业

民国时期，郭庄、葛村有旅馆３家，床位不足３０张。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创办人民旅社、大众旅社，床位
共有６０张。１９７０年后，客流量有所增加，１９７６年两乡旅馆发展到８家，从业人员２０名。１９９０年起，旅馆服
务企业略有减少。至２０１０年，镇内个体经营的旅馆迅速增多。先后办起金星宾馆、大众宾馆、永鹏宾馆、京
江宾馆、鑫城宾馆、葛村旅馆等中小旅店１２家，客房２００余个，６０８张床位，就业人员３８名，全年营业额１００
余万元。２０１５年新增２家旅店，全镇有旅店１４家。

　　三、理发业

民国时期，郭庄、葛村两集镇有２家个体理发店，２０多个走村串户的理发匠在农村全年包头理发。１９６８
年，成立理发服务社。“文化大革命”中，又将理发匠全部组织起来，理发按大队、选区集中理发。１９８０年后，
理发人员又重新回到个体理发户。１９９０年后，理发店不仅是剪发洗发、刮脸染发、而且还从事摩面、美容。
理发师日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２０００年，两镇理发业新办一批美容美发店，装潢典雅，设备先进，服务
人员多数经过专业培训，有的还具有发型师资质，主营修剪、彩染、烫发、造型、护发、美容等项目。至２０１５
年，全镇个体理发店１７家，专业美容店２家，从业人员１２５名。

　　四、洗浴业

民国时期，郭庄乡、葛村乡仅有２家浴室。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成立郭庄浴室、葛村浴室，直至１９８０年，镇
上陆续办起碧城、同泰、方东、金星、天然居、康乐等浴室。２００２年，企业改制，民营洗浴业异军突起，集镇中
高档浴室数量增多，农村也办起许多家季节性浴室，浴资也有相应调整，普通浴收费１０元，去中高档浴场沐
浴休闲，以十几元起至百元以上，经营项目有擦背、敲背、捏脚、扦脚、磨脚、中药治脚病、拔罐等。至２０１５年，
持证经营的洗浴业１３家，从业人员１００余名。

　　五、茶水业

清末民初，郭庄乡有茶馆２家。郭庄庙茶社、福兴园；葛村乡有王定贤茶馆、陈延荣茶馆。农村较大的自
然村也设有茶馆，茶馆内一般以卖茶水为主，兼聚赌抽头。１９５７年后，茶水业实行合作化，公私合营和新办
的茶水馆６家。从业人员１５名。１９５９—１９７８年，一直在３—５家之间起落。１９８０年后，茶水店全部转制为
个体经营。１９９０年后，茶水店（棋牌室）无不设有麻将桌、棋牌桌、每桌收取１０至３０元服务费。至２０１５年，
郭庄、葛村两集镇有茶水店５０余家，自然村拥有茶水店１２０多家。农闲时，每天到棋牌室参加棋牌玩乐和喝
茶者达１８００余人。

　　六、修理业

新中国成立后，修理业主要有店面和设摊两种，以配制钥匙、修理雨伞、钢笔、补锅、钟表、小农具等为

主。１９５６年后成立合作修理部，７０％以上的修理匠分别加入郭庄综合合作社，葛村铁木竹合作社和供销社
合作修理部。１９８５年后，多为个体户，主要从事钟表、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塑料用品、锅壶盆锁、五金用品、
鞋子、雨伞等日用品维修。９０年代中后期，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修理业的业态也有较大改革。低
值易耗品的维修项目逐步减少，各类家用电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电动车、摩托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

维修业逐步兴起。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持证修理业门店２８家，其中家电维修门店６家；电子产品维修８家，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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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修理店１４家。

　　七、摄影　打字　复印

１．摄影
新中国成立后，镇内只有一家照相馆。１９８７年后，照相不仅经营人像摄影，还从群众求美、求新、求乐的

角度出发，从事婚纱摄影、婚车装饰、制作光盘碟片、制作花篮、上门摄像、彩扩、封塑快照、写真。由过去单

纯照相发展为美容化妆、照相放大加框系列、婚纱出租、婚庆摄像全程服务，制作人像挂历。２０１５年，全镇持
证经营户１１家，从业人员２７人。

２．打字复印
随着经济发展，复印打字、各类牌匾制作装潢业务应运而生，８０年代，郭庄镇仅有 １家打字复印室。

２０００年后，两镇先后办起小小复印室、创艺数码复印室等４家，由过去的单项服务发展为综合服务。因中小
企业的增多，升学、就业、社会活动等因素大量增加，打字复印门店也逐年增多。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持证打字复
印店６家，从业人员１６名。

第七节　对外经贸

解放后，郭庄、葛村两乡出口商品逐年增加，开始，出口商品主要是本地土特产品、农副产品。７０年代中
期，葛村丝织地毯加工厂出口丝织地毯。１９８０年后，郭庄乡裘皮服装厂出口的裘皮制品有裘皮服装、裘皮衣
片、皮褥子等。１９８１年出口产值５０万元。１９８５年，葛村东方红红柳编制厂加工的工艺品近３０种，年出口额
４万余元。同年，因国际市场丝价大幅上升，郭庄、葛村两乡蚕茧２４．２０吨。至１９９４年，郭庄、葛村两镇出口
蚕茧２６吨。

改革开放之后，两镇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附加值高，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外资项目，催生对外

贸易的快速发展，出口商品有轻纺、服装、工艺品等。２０００年起，出口商品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向高
新技术、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涉及到建材、化工、光电子、五金机械、纺织服装、工艺玩具等六大

行业。２０１４年郭庄镇出口交易额４２２５万美元。２０１５年出口产品总额５００９万美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葛村镇企业出口产品交易额一览表

　表１１－１ 单位：万元

年份
企业出口产品交易额

郭庄 葛村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８１ ６０５０

２００１ ３２０００ ７１６１

２００２ ３８３２９ ８８１０

２００３ ５７４２３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５９２１３ ４４９５

２００５ １０４１６３ —

２００６ １６２８１２ —

２００７ １８７２３４ —

年份
企业出口产品交易额

郭庄 葛村

２００８ １８８７８３ —

２００９ １１０８４６ —

２０１０ １４３１８４ —

２０１１ １６０３８４ —

２０１２ ７２３（万美元） —

２０１３ ８１６（万美元） —

２０１４ ４２２５（万美元） —

２０１５ ５００９（万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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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财税　金融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郭庄、葛村两乡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逐步由供给财政向经济建设

财政转变，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除“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和“文化大革命”两度曲折
外，财政收入逐步增长。在财政收入中，税收工作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针，根据“公平税负、增加

经济效益”的原则，减轻农民负担，调整工商税制，发挥国家税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杠杆作用。２０１５年，全镇
企业实缴税金１７８８１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财税工作进行一系列改革，财税体系日臻完善，财税收入递增较快，同时，实行

物价补贴政策，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两镇（乡）经济建设发展。先后恢复和增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

行、江苏农村商业银行、保险业等金融机构的下设机构。按照“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信贷原则，积极支持

多种经营，放宽对农业专业户和承包户贷款政策。工业贷款重点支持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高效益、低能耗、

环保型企业，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带动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各保

险公司积极发挥行业特点，直接参与郭庄、葛村两镇（乡）地方经济建设，对繁荣发展经济和稳定本地区人民

生活的作用日趋重要。

第一节　财政

　　一、财政机构及体制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句容解放后，郭庄、葛村所在区设财粮股，所需开支实行财务支出审批制。１９５０年６

月，郭庄、葛村两乡各设会计１名，负责管理收支账目。１９５３年，郭庄、葛村两乡各设１名财税员，负责财政
税收工作。１９５８年５月１日，郭庄、葛村两乡依据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执行“两放，三统，一包”（即放机构，放
人员；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包财政任务）体制。乡镇财政实行“收支包干，净额上交”办

法，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印花税、利息所得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公房租金、小学学杂费及其他

收入，作为乡固定收入；另将农业税、工商营业税及所得税作调节分成收入，年终结算，一次划拨。９月，郭
庄、葛村两乡分设财政科，将财政、税务合署办公。人民公社成立后，由于公社财政、财务混在一起，乱支挪

用资金。１９６０年改为“定收定支，收支两条线，超收分成”办法，超收分成比例，郭庄、葛村两公社皆为３０％，
１９７６年６月，郭庄、葛村两公社的财政从合署中分离出来，另设财金站。１９７８年３月，两公社分别组建财政
所。１９８２年８月，县政府任命公社主任兼财政所长。公社财政任务是筹集资金，组织农业税征收，供应资
金，监督资金合理运用；管好用好国拨支农资金，负责社队企业财务指导与监督等。１９８３年，公社财政所改
为乡财政所。

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期间，郭庄、葛村两镇财政所内分设资产管理办公室、会计管理站，一套班子
三块牌子，独立行使财政业务收支管理职能。

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两镇财政所合并，新组建郭庄镇财政所，地点在郭庄镇，主要职能是负责全镇预算编
制、收入征管、资产管理、预算外管理、会计事务等工作。

１５０

郭庄镇志



　　二、财政收入

１．工商税收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工商税收５４．８２万元，其中增值税 ２．７６万元、营业税 １５．９６万元、企业所得税 ３２．１５万

元、其它税３．９５万元；葛村乡工商税收６０．４０万元，其中增值税３．７９万元、营业税１６．６１万元、企业所得税３６．
３８万元、其它税收３．６２万元。工商税收占同年两乡财政收入的６０％。２００８年，企业实缴税金７２２７万元，是
１９８６年两乡工商税收的６２．７２倍。２０１５年，全镇企业实缴税金１７８８１万元。

２．农业“四税”收入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征收农业“四税”２５．６２万元；葛村乡征收农业“四税”２０．５３万元。１９９５年，两镇农业“四

税”１２３．１４万元，其中农业税５１．１４万元、农林特产税１４万元、耕地占用税５４万元、契税４万元。１９９８年１
月，撤销葛村中心税务所，郭庄、葛村两镇国税、地税由后白基层分局管辖征收，不再独立统计农业“四税”收

入。２００３年取消农林特产税。２００４年取消农业税附加。２００５年取消农业税征收。
３．专项收入
１９８６年，两乡征收排污费３．９０万元，罚没收入２万元。２０００年，两镇征收排污费２７．５０万元、教育费附

加２５．６０万元、其他收入２１０万元，共计２６３．１０万元，占当年两镇财政收入１９．１６％。２０１５年，全镇排污费、罚
没收入、其他收入共计４６２７．６９万元，占当年全镇财政收入的３２．４０％。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镇（乡）财政收入一览表

　表１２－１ 单位：万元

年份 郭庄 葛村

１９８２ ５．５０ ３．６８

１９８３ ６．００ ２３．０６

１９８４ ７．００ １６．３０

１９８５ ９．１６ ７．８１

１９８６ ８４．７４ ８８．１８

１９８７ ９９．０６ ８２．８８

１９８８ １０１．８６ ９７．７４

１９８９ １１７．８０ １０７．３２

１９９０ １２８．８２ ８８．７５

１９９１ １１６．４３ １００．８９

１９９２ １７６．４１ １２８．４３

１９９３ ２７５．６３ ２６２．４８

年份 郭庄 葛村

１９９４ ２５０．９３ ２４３．２１

１９９５ ３４６．７０ ２８６．７８

１９９６ ７８３．３６ ４８４．８８

１９９７ １００１．９９ ５９５．２６

１９９８ ８２５．４１ ６１７．５３

１９９９ — ６６０．０４

２０００ １１０２．７５ ６５４．３９

２００１ １２３２．８９ ７０４．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２４８．４６ ８４６．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２３４．１９ １２６２．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０６０．００ ８３６．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６９８．００ —

年份 郭庄 葛村

２００６ ３４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７ ４２５７．００ —

２００８ ４３６５．００ —

２００９ ７３４５．００ —

２０１０ ８４４７．００ —

２０１１ １０１３６．００ —

２０１２ １１１２８．００ —

２０１３ １４５６９．００ —

２０１４ １０７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１４２８３．００ —

— — —

— —

　　三、财政支出

１．基本建设和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１９８６年，两乡基本建设和企业挖潜改造支出１２万元，占当年两乡财政支出的８．９７％。１９９５年，两镇工

业经济的发展加快、基本建设和企业挖潜更新改造支出随之增加，当年项目支出６４万元，比 １９８６年增长
５３３倍。２００８年该项目支出１５１．１５万元。２０１５年，基本建设和企业挖潜、更新改造支出１０６７万元，占全镇
财政支出的１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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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农林水及气象支出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葛村乡农林水及气象支出１．８８万元。占当年两乡财政支出的１．３６％。１９９２年，两乡

农林水及气象支出６．９５万元，占当年财政支出２．８３％。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郭庄镇农林水及气象支出９１０万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农林水及气象支出７０００余万元，占全镇财政支出的１９．０３％。

３．科教文卫事业费支出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科教文卫事业费支出５５．２９万元，占两乡当年财政支出的３１．３６％。１９９５年，支

出２３２．２７万元。２０００年，科教文卫事业费支出 ４３１．１０万元，占两镇财政支出 ２４．５３％。２００１年 ６月，郭庄
镇、葛村镇中小学教师工资开始由市统一发放，实行“四统”即教师工资统一按核定数额纳入镇财政支出包

干基数；统一核定教师工资基数；统一筹措教师工资经费；教师工资统一汇入镇教育经费专户。同年，教育

事业费支出（两镇财政支出包干基数）６１４．７１万元，占两镇财政收入的３１．９０％。２０１１年，全镇科教文卫事业
费支出２６６８万元，其中科技支出６６万元、教育事业费支出２６０２万元，占全镇财政支出的２６．６３％。２０１５年，
全镇科教文卫事业费９２６０万元、占全镇财政支出的３９．９５％。

４．行政管理费支出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行政管理费支出１２．１４万元，１９９５年，支出７４．５１万元，２０００年，支出２９９．９８万

元，占两镇同年财政支出１７．０７％。２０１３年，全镇行政管理费支出 ８９８万元，２０１５年，全镇行政管理费支出
１０７２万元。

５．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１３．２０万元。１９９５年，支出３５．５８万元，比１９８６年增长

２．６９倍。２０１５年，全镇各种优待抚恤及定补款５６０余万元，发放社会救济、救灾款６７万元，占全镇财政支出
２．７４％。

６．其他各项支出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其他各项支出包括集镇建设维护支出、价格补贴支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支出等。当年两乡其他各项支出２９．５０万元，占两乡当年财政支出的２１．３８％。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其他
支出３１２万元。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其他支出８８７２万元，占全镇财政支出的３８．８６％。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镇（乡）财政支出一览表

　表１２－２ 单位：万元

支出

年份

郭庄 葛村

预算内支出 预算外支出 预算内支出 预算外支出

１９８６ ５３．６３ ５．３７ ６６．５５ ８．１２

１９８７ ４６．５９ ６．５３ ６０．０５ １２．３０

１９８８ ５６．８７ １２１．１１ ７３．１５ ９．７３

１９８９ ８０．１５ １５．７６ ６９．８８ １３．３１

１９９０ ８９．３１ ２５．９２ ６５．５５ １８．６９

１９９１ １２１．０６ ２４．９１ １１４．４６ ３７．６６

１９９２ １２６．６９ ５５．８９ １１９．０４ ３９．３９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３９ １７５．３１ １２９．３５ １１６．２３

１９９４ １８９．１４ ８１．１９ １５６．１７ １３２．０６

１９９５ ２８３．０２ １６３．７２ １３０．８６ ３２６．４５

支出

年份

郭庄 葛村

预算内支出 预算外支出 预算内支出 预算外支出

１９９６ ４１０．１０ ３４６．７８ ２１３．７１ ３５３．５７

１９９７ ４７６．８４ ４３３．１０ １５３．８８ ４４０．１５

１９９８ ５１７．０５ ２７３．９２ １８４．６３ ３５３．２９

１９９９ — — ３０８．１３ ３４２．４９

２０００ ６２１．０３ ３４２．３３ ４１９．５２ ２２７．２２

２００１ ８７２．７８ ２８２．２１ ５９１．００ １８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９３３．８２ ３１８．１１ ８４０．００ ２４９．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８１．１８ ４３８．６４ ８０６．００ ５３４．００

２００４ ８３３．００ ７８８．００ ７３５．００ ７９３．００

２００５ ８６６．００ ７２７．００ ８６５．００ ５７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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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财政支出一览表

　表１２－３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科技支出 教文卫支出 供给人员工资 公共财政支出 其他支出

２００６ ３６００ ２８ ８７６ ３０８ ２３８８ —

２００７ ４６２６ ３０ ９００ ３６７ ３３２９ —

２００８ ７６６５ ３９ １０８７ ４００ ６１３９ —

２００９ ７７６５ ４６ １０９２ ４４０ ６１８７ —

２０１０ ９２２５ ５７ ２１８０ ５００ ６４８８ —

２０１１ ９５５５ ６６ ２６０２ ５２２ ６３６５ —

２０１２ １００１９ ８９ ３０５９ ８９８ ５９７３ —

２０１３ １１９６６ １１０ ４５４４ １２２６ ５８８０ —

２０１４ １３９６０ １２６ ７０６３ １３５８ ５４１３ —

２０１５ ２２８２８ １４０ ９１２０ １４５０ ８８７２ ３２４６

　　四、财政平衡

１．财政预算
郭庄、葛村两镇（乡）每年的财政预算都是在上年度两镇（乡）财政收支实际规模的基础上，按照“五年计

划”规定的年度递增率，并根据当地财源增长及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进步的实际需要，统筹安排、反复

测算，形成年度财政总预算草案，报镇（乡）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后执行。不同时期预算编制遵循总的原

则，反映出当时经济发展的总要求，也体现当时的时代特点。

自１９５５年起，形成预算内和预算外两大财政收入部分。预算内收入主要是当年金额预算收入中按体制
规定的收入部分；预算外收入主要是农业税附加１５％、工商税附加１％、城镇公用事业费附加８％、教育费附
加，按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额征收１％。预算外收入基本归乡镇使用。１９８８年，两乡贯彻“治理、整
顿、调整、改革”的方针，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力争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１９９７年，两镇坚持改革开放的方
针，积极支持搞好民营企业、独资企业和三资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增加农业的投入，促进农村经济全

面发展；加强征收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严格控制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缩小收支差额。２００２
年，两镇财政所按照上级部门对财政工作“三保二倾斜”的原则（保吃饭、保必办、保稳定；向招商引资倾斜、

向乡镇财政转移支付倾斜），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提高两镇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加强预算外

资金的管理，加大财政监督管理力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运行机制，调整税收结构，培植两镇新的经济增

长点。２０１５年，发挥公共财政职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突出公共财政要求，落实强农
惠农政策，优先发展教育，推进医疗卫生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增强财政提供公共服

务的保障能力。

２．收支调整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每年都要对收支预算进行调整，调整方案报镇（乡）人大会议审议批准。１９９１年３

月，郭庄、葛村两乡财政所经葛村乡十届人大会议、郭庄乡十一届人大会议通过财政收入任务，由于受洪涝

灾害的影响，乡人大会议决定，下降财政收入任务，当年原支出预算，由于增加了一些政策性支出和一些必

办之事，乡人大会议同意追加支出指标。

３．财政决算
在财政预算的执行中，根据镇（乡）党委、政府年初确定的财政工作目标，严格依法理财，认真履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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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征收管理、压缩财政支出，根据有保有压的原则，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推行综合预算管理，完

善资金拨付会计核算流程，提高报表统计信息质量，建立会计信息数据库，确保各项会计数据的准确，为镇

（乡）财政决算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每年财政决算形成报告后，都报镇（乡）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并提出建

议，经人大主席团会议通过，报人大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五、财政管理

１．财政预算管理
１９８６年始，建立向镇（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财政预算制度。财政预算包括收入和支出两大块。按资金

来源不同分预算内和预算外收支两部分。１９８６—２００２年，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实施“收支两条线”制度，预
算实行“保障从紧运转、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留有余地、适时调整追加”的原则安排。２００３年，预算编制实行
改革，重新核定部门和单位的收支项目、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专项经费等。２００４年，全面实施镇级部门预
算、细化预算管理。２００５年，取消各执行单位自行开设和管理的各类收入过渡账户，由预算单位或缴款人依
法律规定，直接缴入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将原属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项收

入逐步纳入预算管理。财政一般预算、基金预算资金和财政专户资金等财政性资金的支出，均通过国库单

一账户体系实行集中支付。财政管理部门通过信息网络系统全过程监测各部门单位资金的支付活动，使财

政资金运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透明度提高，加强监管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并按构建公共

财政的要求，转换财政职能。

２．会计管理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在县开展的会计工作达标升级、财政管理年、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验收活动中，

会计基础工作水平得到提高。１９９１年底，上级出台会计人员职称考试办法，同时废止原来的会计职称评定
办法，按属地原则实施会计持证上岗制度。两乡组织会计人员参加每两年进行一次的年检。１９９６年，两镇
会计人员积极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的多种内容培训，通过面授、函授等形式，会计人员业务理论知识得到提

高。２０００年，组织两镇会计人员参加由市财政部门组织的新“会计法”培训，７次培训人员 ８６人次。２００３
年，新的《企业会计制度》《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颁行，组织两镇１０１个企业财会人员（郭庄镇４０个企业，
葛村镇６１个企业）参加市财政部门组织的企业财会人员培训，先后参加培训３３０人次。至２０１５年底，全镇
会计人员参加市各类培训班７８０人次，有 ４０人取得会计专业初级技术资格，６人取得会计专业中级技术
资格。

３．财政监督管理
１９８６年起，郭庄、葛村两乡财政所主要通过税收、财务、物价“三大检查”进行财政监督。１９８９年，加强

预算外资金管理，认真清理“小金库”，继续检查纠正乱摊派、乱收费现象，促进廉政建设。１９９１年，坚持从严
从紧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缩小非生产性支出和消费基金的增长。１９９５年，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新的
预算外管理办法。２０００年，加快以法理财的步伐，对“收支两条线”落实情况，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强化会计基础工作，加强会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考核。２００１年，强化支出预算管理，合理
安排支出结构，按计划、按专项用途从严、从紧审批预算拨款；围绕财政管理职能，强化支出管理，做到控制

支出和调整支出结构相结合，增加财政收入与规范财政供给范围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相结合，严把增人关、

经费开支标准关；坚持有保有压，重点向教育、农业、科技、招商、城镇建设等部门与领域倾斜。２００２年，着力
提高报表统计信息质量，确保统计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建立会计信息数据库，加强对企业经济状况的

绩效评价，提高财政所的驾驭和决策能力；规范财政资金拨付程序，对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实行统一扎口，

完善资金拨付、会计核算流程。建立财政资金内部稽核制度，提高资金核算管理质量，保证财政资金拨付的

及时性和安全性。２００５年，市域区划调整，郭庄财政部门主动配合镇党委、政府及时进行资产清理和监督。
确保合并后镇政府的正常运转。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在“财政管理机制建设年”主题活动中，突出监督重点。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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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监督检查项目，实行财政监督检查扎口管理，完成对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根据

市《政府重点工程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工程概预算和工程量清单审核工作，严格控制工

程项目的变更，积极参与工程招标文件相关内容的审核。并严格按规定规范资金拨付和监督程序，确保政

府重点工程建设资金专款专用。

第二节　税务

　　一、机构

郭庄、葛村为农业大乡，历代以“田赋”为主。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成立“句容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下设
葛村等４个办事处。１９５８年３月，税务并入财政。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恢复句容县税务局，下辖葛村等６个税务
所。１９９４年９月，国、地税机构分设，县地税局下设葛村等７个税务所。１９９５年，国税局下设葛村税务所。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地税局葛村税务所更名为葛村中心税务所，郭庄镇设立税务所，由葛村中心税务所领导，中心
所为股级。１９９８年１月，撤销葛村中心税务所。在全市成立后白等６个基层分局，郭庄、葛村两镇国税、地
税由后白分局管辖征收。

　　二、税款征收

１９８５年，郭庄乡各项税收５１．２０万元，葛村６９．４０万元。１９８６年，郭庄乡工商税收５４．８３万元，农牧业税
类２５．６３万元；葛村乡工商税收６０．４０万元，农牧业税类２０．５３万元。１９９３年，郭庄乡工商税收１３９万元，农
牧业税、耕地占用税３７．５９万元；葛村乡工商税收１１４．６０万元，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３１．５９万元。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郭庄乡、葛村乡税收情况一览表

　表１２－４ 单位：万元

年份
郭庄 葛村

工商税收 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 工商税收 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

１９８６ ５４．８３ ２５．６３ ６０．４０ ２０．５３

１９８７ ６０．２０ ２７．６３ ５７．３０ ２１．８０

１９８８ ６１．６６ ２９．０２ ６８．１９ ２２．１２

１９８９ ６８．０９ ３５．８０ ６３．９９ ２８．７６

１９９０ ７０．１１ ４２．８２ ４８．３２ ２９．３４

１９９１ ６２．０１ ２５．２７ ４６．２６ １６．９４

１９９２ ７５．３２ ４６．３８ ５３．４７ ３５．５０

１９９３ １３９ ３７．５９ １１４．６０ ３１．５９

　　１９９４年，郭庄、葛村税种略有变动，增设企业所得税类。是年，郭庄征收工商税收８６．１６万元，农牧业税、
耕地占用税５６．８１万元，企业所得税２１．７４万元；葛村工商税９５．０１万元，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４５．１５万元，
企业所得税９．２６万元。１９９７年，郭庄镇工商税收２８４．８５万元，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１１３．３５万元，企业所得
税１９．１０万元；葛村镇工商税８３．９４万元，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８９．８７万元，企业所得税０．４９万元。两镇工
商税收１９９７年比１９８６年分别增加５．１９倍和１．４０倍。１９９８年后，郭庄、葛村两镇国税、地税由后白分局负责
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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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郭庄镇工商税款２６７．７３万元，葛村镇工商税款５５．８２万元。２００５年，两镇工商税款４７３万元。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工商税税收情况一览表
　表１２－５ 单位：万元

年份
郭庄 葛村

增值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１９９８ １７５．１６ ７７．２９ １５．２８ ４１．３７ １３．４８ ０．９７

１９９９ — — — ４２．２７ ３７．８４ ０．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４．３２ ８８０５２ ３５．３３ ７８．８４ ８２．１５ ２．２７

２００１ ２７０．２７ ５１．２３ １１２．１２ ９２．００ ６８．００ ３７．００

２００２ ３１７．２８ ７６．２９ １３４．２２ １１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５３．９５ ９３．２６ ２１．１２ ２０３．００ １６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６０．００ ３７．００ ２．００ ５２．００ ６９．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９４．００ ２９．００ ３．００ ９７．００ １４７．００ ３．００

　　１９９８年，郭庄镇农业“四税”１２１．７６万元，葛村镇农业“四税”８７．３８万元。２００３年取消农林特产税；２００４
年取消农业税附加；２００５年取消农业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农业“四税”税收情况一览表
　表１２－６ 单位：万元

年份
郭庄 葛村

农业税 农林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 契税 农业税 农林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 契税

１９９８ ９６．１８ １０．００ １３．５８ ２．００ ７６．７２ ７．５０ ０．８３ ２．３３

１９９９ — — — — ７４．３６ ７．７０ — １．９２

２０００ ９３．１４ ２４．８０ — １５．０８ ７２．８８ ８．０１ — １６．２０

２００１ １９５．４１ １１．４９ — ２０．５０ １６６．００ — — 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９２．５３ — — — １５９．００ — — １．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４．６３ — — ５．０１ １７５．００ — — 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１７．００ — ２．００ — １００．００ — — １．００

２００５ — — — ３．００ — — — ２．００

　　２００８年，全镇企业实缴税金７２２７万元，２０１０年企业实缴税金８０８５万元，２０１５年，全镇企业６５８家，实缴
税金１７８８１万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企业实缴税金一览表
　表１２－７ 单位：万元

年份 企业缴税额

２００６ ４３３１

２００７ ６８３３

２００８ ７２２７

２００９ ６１８１

２０１０ ８０８５

年份 企业缴税额

２０１１ ９２７５

２０１２ １１６４４

２０１３ １４８４２

２０１４ １５５２２

２０１５ １７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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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金融保险

　　一、金融

１．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句容支行郭庄营业所、葛村营业所　１９５０年４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句容县支行，１９５１年，

葛村设句容支行服务处。１９５８年４月，郭庄、葛村分设句容支行郭庄营业所和句容支行葛村营业所。１９５９
年４月，郭庄、葛村两营业所加挂公社信用合作社的牌子。１９６４年２月，郭庄、葛村两营业所更名为分理处。
１９６５年进行机构调整，仍恢复郭庄营业所、葛村营业所。１９７２年４月，郭庄、葛村营业所、信用社、财税所合
并，分别成立郭庄财金管理所、葛村财金管理所。１９７６年５月撤销财金管理所，再次恢复郭庄营业所、葛村
营业所。１９８０年５月，郭庄营业所、葛村营业所划归县农业银行管理。

中国农业银行句容支行郭庄营业所、葛村营业所　１９６４年２月，葛村建立县农行葛村营业所，郭庄设服
务处。１９８０年５月，郭庄营业所、葛村营业所正式划归县农行管理。１９９５年，郭庄、葛村两镇营业所与信用
合作社分离，２０００年，两镇分设市农行分理处。谢桥设市农行营业网点，是年底撤销。２０１５年底，镇农行系
统有干部职工１２人。

郭庄信用合作社、葛村信用合作社　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郭庄、葛村两地有信用合作社５个。民国２６
年（１９３７年），日军入侵时信用合作社全部解散。

１９５４年６月，郭庄信用合作社在全县首先成立。年底，葛村、虬山、谢桥、高阳、孔塘、芦亭等乡相继成立
信用合作社。１９５６年８月，行政体制改革，调整为郭庄信用社、葛村信用社，１９５９年４月，信用社与县人民银
行基层营业所合署办公，改称信用部，大队设信用分部。１９６２年重新恢复郭庄、葛村信用合作社，谢桥、高阳
设信用合作分社。１９８５年６月，县成立信用合作联社，郭庄、葛村两信用社，高阳、谢桥两信用分社皆是县信
用合作联社的组织成员。１９８０年，郭庄、葛村分设县农行乡镇营业所。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县农行与信用合作联
社分离。１９９８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成为一级法人，郭庄、葛村信用社不再具有法人资格。２００８年底，郭
庄、葛村两信用社皆是市信用合作联社全辖独立核算的镇信用合作社。２０１１年，郭庄镇信用合作社与葛村
信用合作社更名为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郭庄支行、葛村支行。２０１５年郭庄支行有干部员工１２人。葛村
支行有干部员工８人。

句容市邮储银行郭庄、葛村邮储支局　２００８年４月８日，市邮储银行正式挂牌，郭庄、葛村两地分设邮
储支局。２０１５年底有干部职工８人。

２．人民币管理
反假币　１９８６年以后，两乡金融系统对货币防假反假工作十分重视。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８日—２４日，是全

国第一个反假币宣传周，郭庄、葛村两镇金融系统工作人员身披绶带走向街头，开展反假币宣传。年末，郭

庄、葛村两镇金融系统收假人民币７８张，金额６７５元。为了解决群众兑换小票、破票、鉴别假票等问题，两镇
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均设立窗口、悬挂标志牌、摆设假币鉴别仪及假钞识别宣传材料，并标明监督电话。

１９９９年９月中旬，为了配合市金融系统开展“发行第五套人民币１００元券宣传周”活动，镇金融机构营
业网点设咨询窗口，发放有关材料。同时，积极参加由市举办的金融系统反假人员新版人民币防伪知识培

训班，了解新百元券基本特征和防伪特征，确保新版人民币１００元券在本地顺利发行，也进一步增强全社会
的反假意识。２０００年，两镇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由市人行开展《人民币管理条例》宣传活动，走上街头张贴宣
传画３０余张，散发宣传材料６０余份，并设宣传点５个，悬挂条幅１２幅，直接接受咨询２００余人次。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先后３次组织并参加全市金融机构举办的现金管理培训１６人次，柜面人员４０人参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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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人民币上岗资格考试。２００５年４月，建立镇金融机构与公安部门反假币协调机制，建成农村反假币网络，
基层农村信用社成立反假币宣传活动小组，在各行政村设立反假币联络员，负责村、组反假信息收集与上

报。同年９—１１月，根据《国务院反假货币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２００５年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精神，全镇设立５个宣传咨询点，宣传展板１０块，条幅１６幅，散发反假币宣传手册８０余份，在农村各行政村
张贴宣传反假币宣传画２０余张，参加活动的金融机构人员３９人次，接受群众咨询近２０００人次；开展“四走
进”（即宣传普及反假币知识走进村庄、走进集市、走进学校、走进大棚）活动。有部分学生、２０名镇、村级干
部接受反假币知识培训。全镇金融机构网点共收缴假币１１０余张（枚）金额９０００余元。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镇金融机构网点少数未取得反假币上岗资格证书一线柜面人员积极参与市人行培训并
测试，合格率为１００％。

至２００５年末，镇辖区建立农村反假币宣传站，社区反假币宣传服务站，逐步健全农村、社区反假币和打
击假币犯罪活动的长效机制。

质量管理与回收　１９９１年，贯彻《人民币管理条例》，做好流通中人民币“七成新”工作，乡镇金融机构
网点利用元旦、春节两大节日增加原封新券币的投放。同时回收残损人民币，公开兑换承诺，提高流通中纸

币的质量。年末，郭庄、葛村两乡共收残损人民币２８万余元。２００４年，镇各金融机构网点广泛开展“爱护人
民币、人人有责”活动，在社区、农贸市场、车站等人口密集地区设立宣传点，张贴宣传材料，悬挂宣传横幅；

各营业网点发公开信，接受群众咨询，宣传残缺、污损人民币类型认定标准及兑换办法。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
庄镇金融机构网点为贯彻《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加强对人民币质量的检查，开展人民

币质量管理竞赛活动，使人民币质量检查正常化，提高人民币券面在本地区流通中使用质量，至２０１５年年
底，共回收残损人民币券７５万余元。

３．存款
居民储蓄　１９５１年，中国人民银行句容支行葛村服务处开办折实储蓄和保本保息储蓄，但储户甚少。

１９６４年，储蓄任务包干到人，并组织居民互助储金会。农村储蓄，在粮食收购旺季，流动设点，开展吸储。是
年，中国人民银行句容支行郭庄分理处、葛村分理处储蓄余额５万余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利息是剥
削”等影响，银行降低定期储蓄利率，如一年定期月率由１９６５年５．１０‰降至１９７１年的２．７０‰。１９６８年２月
又冻结“十种人”的储蓄存款，储蓄信誉受损，存款额呈下降趋势。１９８５年后，农民收入倍增，储源丰富。
１９８６年，乡信用社实行储蓄存款工作责任制，实行“五包一定，即：包增储任务、包工作质量、包服务质量、包
经费管理、包业务数量、定超包奖励率。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根据市信用联社将居民储蓄的目标锁定句容６０万
人民，强化“大服务”的理念，以文明服务，承诺服务赢得客户；同时，在信用社内部强化考核机制，做到人人

有目标、日日有考核、季有兑现、年有评比奖励。靠全体员工扎实细致的工作，通过抓小户、攻大户、走遍千

家万户，两社居民储蓄存款３年间出现稳定上升。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两镇信用社、句容农业银行郭庄分理处、
葛村分理处按照“改革、管理、发展、质量、效率”的工作方针，尝试差别化服务，引导客户离柜办理业务。同

时，大力发展代发工资、代收水电费等业务，以拓展优质的新客户源为重点，分层次对优质客户进行开发和

维护，探索产品的定向营销，强化居民储蓄存款的基础地位。２００５年末，句容信用合作联社郭庄信用社居民
储蓄６０２２万元。至２０１５年底，句容农商行郭庄支行存款总额６．６０亿元，其中居民存款５．３０亿元。

单位存款　１９５１年，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团体、学校等单位余款按规定存入银行，工商企业经营的现
金要当日送存银行。３年困难期间（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单位存款减少。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利息制度，提高存款利率，企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单位存款大幅增长，

１９８０年存款是１９７７年存款的１．２３倍。１９８５年底，两乡单位存款 １１６万元，是 １９７７年的 ２．２５倍。１９８６—
１９８８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行，两乡金融网点单位存款出现较快增长。１９９５年，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理顺
营销及管理体系，坚持优质服务及功能创新，陆续推出对重点客户上门收款、企业存款通存通兑服务；积极

开拓存款种类，增加“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库房代保管业务”，聘任单位存款联络员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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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员，完善对单位协存网络；对单位存款大户及事业单位积极扩大代发工资、代收水费、电费等业务；代理社

会劳动、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各项代理业务。是年，两镇农行营业所单位存款４６２．８５万元，信用合作社单
位存款２２６．６０万元。１９９９年，两信用社开展“存款立社，展联社风采”百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促使全社员
工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改善服务态度。２０１１年，乘更名为市农村商业银行郭庄支行、葛村支行之势，
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致力打造百姓信赖的银行。当年郭庄支行单位存款额１１２１９万
元，创历史新高。

４．贷款
工商企业贷款　１９５１年，中国人民银行葛村服务处参与组织乡物资交流活动。１９５８年，工商贷款主要

是为促进工业产业发展，同时，支持社队经济的发展与巩固。但大部分贷款未能发挥效益。“文化大革命”

期间，资金管理放松，贷款增多，效益降低。１９７５年同１９６５年相比，工业企业平均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８７
天迟缓到２７１天，商业贷款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６２天迟缓到８６天。１９７６年以后，信贷工作恢复正常秩序，
试行信贷资金“区别对待、择优扶植”方针，执行以销定贷，勤放勤收的原则帮助企业扭亏转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支持乡镇工业发展，工业贷款采取倾斜政策，１９８５年实行“统一计划、分级
管理、实贷实存、差额控制”的信贷资金管理新办法，同时对租赁、承包企业开办经济担保贷款和抵押贷款方

式，不断调整贷款方向，发放技术改造和中短期设备贷款。年底，乡镇企业贷款２９３．８５万元，是１９７９年的８．
９０倍。１９９５年，镇金融机构集中信贷资金，重点支持科技含量高、有市场、高效益的外向型、集团型、规模型
乡镇企业。特别是对高士达陶瓷娃娃集团这样“三五”（即年销售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利税５００万元以上，自营
进出口５００万美元以上）企业实行优先重点扶持。仅 １９９５年就累放“三五”企业贷款 １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年，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按照“不唯成分，只唯效益；不唯规模，只唯实力”的原则，集中资金向绩优商业企
业和经营规模大、经济效益好、信用观念强的商业企业倾斜。２００５年，积极支持商贸企业搞活经营，扩大有
效信贷投放，全年累放粮棉油收购、调销贷款２０００万元以上。郭庄信用社工商企业贷款１０７６万元，贷款户
数３３０２户。至２０１５年年底，郭庄镇工商企业贷款３６３９０万元，是２００５年的３３．８２倍。

农业贷款　解放前，因借款需以粮食或实物抵押，而仓库又多集中于集镇，运输不便；且贷款手续繁琐，
以致多数贷款为地主所得，农民再向地主借高利贷，受地主多一层剥削。抗日胜利后，农贷仍须以粮食抵

押；贷款的数目相当于实物折价的６０％，月息９％。期限为３个月或半年，最长１年。
解放初期，农业贷款主要用于救灾，发放实物为主。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郭庄、葛村两乡信用社农业贷款重

点是支持发展互助组、合作社、水利建设及副业生产，对组织起来的农民贷款优先、利息优惠，同时帮助农民

建立信用合作社，打击农村高利贷。１９５６年两乡信用社发放贷款１７万余元。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农业贷款采取
“控制投放，加强调研，开源节流，争取平衡”办法，宣传贷款“有借有还，到期归还”的信用观点，组织生产队

在信用社开户存款，壮大信用社贷款实力。农贷主要解决生产队集体生产的周转资金及社员个人生活需

要。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年改革农贷管理体制，执行定贷定收定存的三定合同，存贷挂钩，差额包干，支持粮、油、棉
生产，支持发展多种经营，并对１９７８年以前农贷进行清理，还本免息。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两乡信用社农业贷款
转向支持“两户”（承包户、专业户）为主，并在贷款对象、用途、期限、数额以及结算等方面放宽政策。１９８４
年，圩区开发利用赤山湖资源，发放贷款２６１万元，建成渔池１．５０万亩的水产基地。１９８７年后，金融机构网
点发放农业贷款，优先支持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建设

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１９８９年贯彻中央关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精神，执行“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
证重点、压缩一般、适时调节”的货币信贷方针，主要投向两乡农副产品收购和支农企业，从而解决农业企业

为议价收购粮食资金不足，避免出现粮食收购向农民“打白条”现象。１９９０年县农行郭庄、葛村分理处及两
信用社累计发放农业贷款２７６万元，其中用于支持基层粮管所平价收购信贷资金１２６万元。１９９１年，郭庄、
葛村遭受特大洪涝灾害，为组织生产自救，县农行郭庄、葛村两分理处及时短期贷款２１９万元。截至２００５年
末，就句容农村商业银行郭庄支行一家累计发放农业贷款２２２６万元。２０１５年，市农行郭庄支行１５３３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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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农资金信贷规模用于扶贫贷款、农民创业贷款、助学贷款、下岗创业贷款、小额信用贷款等户５１０６１户。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句容农村商业银行郭庄支行贷存款一览表

　表１２－８ 单位：万元、户

年份
贷款 存款

农业 工商企业 贷款总户数 个人储蓄 单位存款 存款总量

２００５ ２２２６ １０７６ ３３０２ ６０２２ ８８６ ６９０８

２００６ ２７３８ １３６５ ４１０３ ７１４４ １４１１ ８５５５

２００７ ２７３９ １７０５ ４４４４ ８４９６ １７６０ １０２５６

２００８ ３４４９ １２８９ ４７３８ １０５８８ ３１２６ １３７１４

２００９ ４３８８ ５０３２ ９４２０ １２８９１ ４７５１ １７６４２

２０１０ ５３９２ ６３４０ １１７３２ １８７４７ ３６１９ ２２３６６

２０１１ ５３２４ ６５４０ １１８６４ ２４２０２ １１２１９ ３５４２１

２０１２ ９７０７ ９３８５ １９０９２ ３０３５５ ８０７１ ３８４２６

２０１３ １３００５ １４８８９ ２７８９４ ３７０３０ １０７５４ ４７７８４

２０１４ １０６４７ ２４９３３ ３５５８０ ４５１３８ ７３６９ ５２５０７

２０１５ １５３３２ ３６３１９ ５１６５１ ５３３６０ ８９６１ ６２３２１

　　二、保险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两乡参加企业财产保险单位３６个。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５日下午，葛村乡皮鞋厂发生火灾，２
名工人死亡，财产物资损失严重，经查勘，保险公司赔款７．８０万元。

１９８８年，句容县保险公司与各乡镇政府合作，先后成立郭庄、葛村等１５个农村保险服务所。１９９６年，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市支公司分设为财产、人寿两个公司。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８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句容营销服务部正式挂牌营业。主要经营企业
财产、家庭财产、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货物运输、短期健康、短期意外等财产保险业务及其他财产保险。公

司在郭庄、葛村设有代理机构。

２００４年２月，句容雅苑（郭庄）公司发生火灾，报案损失６００余万元，后经诉讼结案，句容人保公司赔偿
雅苑公司４２０万元，这是句容人保公司恢复保险业务以来企业财产险单笔最大赔款。

其他保险公司及代理机构在郭庄、葛村镇（乡）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句容分公司，主要办理机关、

企业、家庭、货运等各类财产保险及车辆等保险。天安保险公司句容营销服务部，主要办理企业险、交强险、

机动车辆保险、运输险、人身意外伤害及附加保险。至２０１５年底，全镇有２家财产保险代办点，２家人寿保
险代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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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经济综合管理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致力于恢复生产，稳定市场，逐步改革价格体系，物价趋向平稳。一度时期，国民经

济计划中出现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市场管理过死。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

确立，经济综合管理的任务、方针、体制、方法发生重大变化，指令性计划逐步取消或转变为指导性计划。

２０００年后，稳步推进各项改革，积极扩大对外开放，郭庄镇经济综合实力进入全市５强。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地
区生产总值达４０．６２亿元。

为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统计工作在改革中逐步完善统计指标体系，逐步扩充统计项目和内容，１１项
１４９种数据，使各项社会经济统计、全国性普查和专项调查数据更具准确性，为科学决策发挥重要作用。

在经济体制转变和市场经济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全镇工商企业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实行登记、

注册，对广告市场进行审查、监督，实行年检制度。

２００１年后，全镇安全监管从抓安全培训、查安全隐患入手，规范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和组织网络。同时加大对特殊行业、校园安全、农村道路交通进行专项整治，为确保平安郭庄打下

坚实基础。

２００８年，郭庄粮食储备直属库获镇江市安全诚信十佳企业。２０１４年，郭庄统计站获江苏省统计工作规
范化示范单位。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郭庄工商分局先后被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分别授予“省级文明工商所”
“镇江市文明单位”“红盾强农惠农示范岗”等荣誉称号。

第一节　计划管理

　　一、管理体制变革

１９８６年起，郭庄乡、葛村乡计划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除对少部分产品实行
指令性计划外，其他产品和经济活动完全由市场调节。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自行生产

和销售其他产品，取消计划外的限制。逐步放开部分消费品价格，转由市场定价。生产资料价格形成指令

性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农村联产承包户，在完成粮食上缴任务后，剩余部分可进入市场交易。

９０年代，计划工作的重心由定计划、下指标，转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和举措；进行市场分析和
研究；搞好协调平衡。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研究制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条件，引导投资方向，推进产业

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调整，抓投入，抓项目，培植规模经济。管理方式上，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

济首位，着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多种经营，繁荣农村经济；工业由用人、用工、分配的三项制度改革转

向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激发企业的活力。

２００１年起，郭庄镇、葛村镇政府进一步强化全镇的整体调控和综合协调。投资管理的重点，由规模扩张
向量和质的提升、由发展速度向提高综合社会效益转变，注重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项目布局的优化。中共

十六大后，注重发展民营经济。２００８年，郭庄镇成立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取消限制
企业发展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有关规定，推进投资体制改革。２０１５年已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
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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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计划制定与实施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郭庄、葛村重点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生活水平，３年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至１９５６年，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幅度小。两乡对２０多个行业１２０余家个体
工商业实施改造合营。１９５７年，在农村，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三年调整时期。大办地方工业和兴修水利。１９５８年底兴办赤山炼
钢厂，由于计划指标过高，严重脱离实际，一年后停业。１９５８年１０月，葛村虬山水库动工兴建，１９５９年拆迁
４４７户、移民１８６４人，１９６０年竣工。由于盲目求快，加上自然灾害，大多计划无法完成。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工
农业生产总值连年下降。１９６２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郭庄、葛村关、停、并、转工
业企业１２家，充实农业劳动力。至１９６５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发展。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为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底，两乡计划管理工作
遭到严重破坏，计划只是少部分得以实施。１９６９年冬，郭庄人民公社党委对圩区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分期实
施。１９７１年建石坝排涝站，１９７２年筑朝阳坝，同时新建朝阳坝电力排涝站，装机１０台套４５３千瓦，时为全县
第二大站。１９７５年，葛村兴建５座排涝站，东圩２座，西圩３座，共装机１３台套６６５千瓦。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经济形势逐步稳定，经济计划得以顺利贯彻实施。郭庄乡、葛村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上级制定的方针、政策、措施，使计划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六五”计划时期，进一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郭
庄乡、葛村乡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农民承包土地按合同规定完成国家粮

食定购和农业税、上缴集体积累和管理费后自由经营，自由种植，自负盈亏。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先后完成农村责
任田承包合同的签定，郭庄８５２８份，葛村７５７２份。同时大力发展乡村工业。至１９８５年，郭庄有工业企业２８
家，葛村有４２家，两乡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７４９．４０万元。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七五”计划时期，进一步发展乡村企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能源基础建设，完
善供电网络。１９８７年起，郭庄乡先后兴建１２家乡村企业，葛村兴办１６家，生产总值两乡共１０５８０万元。至
１９９０年，郭庄投入４０万元，完成高阳河大堤加固工程（７６００米）；投入１０万元，４万个劳动日完成朝阳引水
节制闸的新建。葛村投入３０万元，完成土方１０万立方米，建成山区抗旱蓄水工程；投入８万个劳动日对东
万亩圩堤加固。同时增设１２台变压器，工业用电，郭庄９５．１０万千瓦时，葛村８７．６０万千瓦时。新建葛村３５
千伏变电所，且并入３５千伏电网。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八五”计划期间，主要内容是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引进外资企业；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
位，逐步实现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实施“科技兴镇”发展战略，建成经济繁荣、市场兴旺、科技进步、人民

富裕、社会文明的社会主义乡镇。主要措施是深化改革，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好企业第二轮承

包，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为现有企业注入旺盛的产出能力；大力促进企业科技进步，通

过培养、引进人才和建立技术进步指标考核体系，推动企业向质量效益型、科技进步型、资源节约型转变。

至１９９５年，郭庄镇投入１３０万元，改建朝阳坝排灌站；葛村投入５０万元，对山区抗旱蓄水工程进行治理，确
保农田旱涝稳收，两镇粮食总产４．６７万吨；建成金星村台资工业园区，先后一批外资企业落户园区；完成葛
村中心小学场地（占地 ３０亩）新建工程，新建郭庄中心小学教学楼一幢。郭庄、葛村两镇地区生产总值
３３８７６万元。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九五”计划时期，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为前提，大力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加快优势行业和主导产品的发展；实施科技兴镇，发

展规模经济，两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过４亿元，全面实现小康，初步实现现代化。主要措施是坚持稳定发展
农业，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坚持外向带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抓好集体企业改革工作，盘活存量资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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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规模战略，提高工业整体素质。１９９８年，完成延长农村土地承包３０年不变的二轮承包工作，部分行政村
农户互相调整。至２０００年，郭庄先后完成朝阳五金厂、赤山红砂场产权转让，轮窑场、新亚工艺品厂拍卖，农
具厂兼并工作。葛村先后拍卖农具厂、地毯厂。两镇共改制２０家集体企业，盘活存量资金１０００余万元。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郭庄２８７４２万元，葛村１６０９２万元。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十五”计划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富民强镇为根本目标，强化
发展主题，突出调整主线，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区域工业化，镇村一体化进程，

实现全镇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局面。主要措施是加快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

平；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提高工业化水平；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加快技术创新，促进经济有效增长；深化体制

改革，不断提高市场化程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葛村镇先后投入 ３４５
万元，完成方经圩堤除险加固工程，东万亩圩幸福渠清淤。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郭庄镇政府先后投资８６０万元，
完成高阳河综合整治工程及农业基础实施的加固。引进南京中洋公司，完成甲山膨润土矿整体转让，盘活

矿山企业百万元资产。引进江苏金发化纤设备有限公司，为郭庄镇企业增强活力。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地区生
产总值７７６２９万元，财政总收入２６９８万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十一五”计划时期，奋斗目标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经济更加发展，社会更加
和谐、科技更加进步、环境更加优美、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主要指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１８亿元，年均增长
１６５０％；财政总收入８０００万元，年均递增２０％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１１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过９０００元。主
要措施是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加快丘陵资源综合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传统产

业、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结构，筹建空港新区；推进商品市场、房地产、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建设，促

进全镇市场建设进入良性发展轨道。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郭庄镇成立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新区规划面积６５平
方千米，核心区面积１０平方千米。２００９年拆迁１０００余户，面积２１．５０万平方米。至２０１０年，完成空港大道
一期工程，新区框架基本构成。同时投入９１０万元完成全镇８６个村庄河塘疏浚，４０个塘坝改造及河堤加固
工程。有外资企业１５家，利用外资１１５４万美元。“十一五”末，地区生产总值１９．８２亿元，财政收入８４４７万
元，农民人均年收入９８６０元。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十二五”计划期间，重点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向为主线，全力提升产业层次；以加速城
镇化进程为动力，努力建设句容西部强镇；以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为根本，大力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以深

化改革为抓手，充分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保障措施是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明确部门责任分工；建立公众

参与制度；健全监督评估机制；强化重点项目支撑。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抢抓机遇，攻坚克难，以空港新

区为支点，实施镇村统筹和生态建镇的发展战略，经济实力稳步提升。至２０１５年，新的镇村布局规划已修编
完成，进一步完善空港新区建设总体规划。新区先后有东癉光伏组件项目（投资８亿元）等２０多家企业落
户园区，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０３．６１亿元。“十二五”末，郭庄镇财政总收入１４２８３万元，超计划２０００万元
以上，农民人均年收入１８２７１元，年均增长１２．５０％。

第二节　统计管理

　　一、机构

１９８６年前，无正规统计管理机构，所需数据由基层单位会计上报汇总。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组建统计站，隶属
于乡政府领导，直接指导各行政村统计组和企业统计人员开展工作。郭庄有统计助理１名，葛村有统计助理
１名，两乡有兼职统计员共４５名（由单位会计兼职）。１９９５年设专业办公室，实行站长负责制，郭庄有工作
人员３名，葛村有工作人员３名。１９９７年配备计算机，开始实施网络数据储备。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因区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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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村统计站撤销并入郭庄统计站。２０１５年郭庄统计站有专职编制人员４名，工作人员２名，兼职统计员５８
名，实行网络化管理。

　　二、专业统计

１．工业统计
１９８６年，工业统计以工业产值为主，从１９９２年年报开始，工业企业另加设增加值统计，并建立以６项指

标（即：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设备技术、人员结构、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体

系。从１９９３年年报开始，乡镇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设置较以往有很大变化，工业统计主要通过工业产销总
值及主要产品产量、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主要产品销售与库存量、能源消费与库存等４种报表形式，反映乡镇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固定资产投资与产出情况。１９９９年开始对独立核算年产品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行全面调查，原独立核算的乡镇企业更名为独立核算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实行抽样调查。至

２００５年，工业统计指标包括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销售量、库存量、主
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以及主要财务成本指标和从业人员、工资

总额等报表形式，反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规模以上企业５３家。
２．农业和农村统计
１９８６年以来，郭庄、葛村统计站先后在两乡４０个行政村进行粮食产量（４个调查点）、播种面积（４个

点）、畜牧业（生猪、家禽各６个调查点）、农村劳动力转移（每个行政村１０户）、农村住户（１０户）、农民收入
（每村５户）、农业人口、劳动力、耕地面积、农业化学化、电气化、农产品价格、农业成本等专业调查，以村为
单位统计上报。９０年代，农村经济由过去单一的农业向农业、工业、商贸、交通运输、建筑业、服务业全面发
展。农业统计进一步拓展为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农业总产值统计转变为农村社会总产值、农村经济社会总

收入统计，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转变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农业劳动力统计转变为农村劳动力统计。至

２００８年，农业农村统计项目未作大的调整。２０１０年后，主要统计农村从业人员结构、农村社会总产值、耕地
面积、农作物面积与产量、农村经济收益分配和各行政村社会经济主要指标等，综合评定全镇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

３．投资和建筑业统计
１９９０年，基本建设统计由全民基本建设和全民更新改造及集体固定资产投资三部分组成，商品房建设

分含在三部分。１９９４年，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分为城镇集体和农村集体，并新增房地产开发指标。１９９５
年，房地产开发统计从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中分离，单独建立房地产开发统计制度。１９９７年，固定资产投资统
计范围扩大，凡５００万元以上规模投资，必须以建设项目为基层填报单位。项目投资统计范围包括集镇和农
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个体户进行的计划投资建设项目。２０００年，将个体、私营的
固定资产投资纳入统计范围，同时，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对５０万元零星投资进行统计，完善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统计体系。建筑业统计也不断完善，内容包括建筑业总产值、竣工产值、单位工程施工个数、单位工程

竣工个数、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房屋建筑竣工面积、自有机械设备年末总台数、自有机械设备年末总功率、自

有机械设备净值、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平均人数及年末从业人数等指标。统计范围涵盖各种经济类型的建筑

企业。

４．贸易业统计
１９８６年，贸易业统计报表主要有社会商品零售额统计，国营、集体商业购销存量统计，社会消费品零售

量统计，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量统计和商业、饮食业人员报表等。１９８８年，针对个体、私营商业经济的大量涌
现，工业部门零售大幅度增加等情况，贸易业统计出台新办法，将上述情况均纳入贸易业统计。１９９３年，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改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中剔除“农业生产资料零售”。１９９７年
起，贸易业统计有较大改革，小型贸易业、餐饮业的抽样调查正式开展，郭庄、葛村两镇共抽１０个样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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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报送资料，以点推面。２００５年后，贸易业统计归纳为四大项：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至２０１５年，统计
方法未有大的变化。

５．劳动工资统计
劳动工资统计范围涵盖全镇各行各业的企业、事业、机关法人单位及个体经营组织。１９９８年增设其他

从业人员数、下岗职工数、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其他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同时对职工的分类由原口径的

合同制职工、临时工、计划外用工改为长期职工和临时职工两类。按“谁发工资谁统计”原则，采取全面调查

方式，由用工单位将统计资料报送统计站。统计内容包括从业人数与工资情况、劳动生产率情况、职工保险

福利情况和新增劳动者人数等。１９９９年后，全镇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出现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职工失
业、下岗、自谋生路等现象，劳动统计及时调整统计口径和统计指标，增加在岗职工人数和在岗职工工资情

况等指标。

　　三、专项普查

１．全国人口普查
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第六区（郭庄、葛村、三岔和后白部分）总户数１１０３６户，总人

口４４０９２人，平均每户４人。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日，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郭庄公社总人口１１８９９人，总户数３０３６户；谢桥公社总人口

６９２７人，１６９８户；高阳公社总人口 ８４９３人，２３３９户；葛村公社总人口 １２６２８人，３１１０户；虬山公社总人口
９３５９人，２２８１户。５公社平均每户３．９６人。

１９８２年，郭庄、葛村分别组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社副书记任组长，选聘普查工作人员８８
名（郭庄４２名，葛村４６名），有机关干部、学校教师、社会青年、单位会计。组织普查人员培训８期，普查内容
１９项，普查过程分普查登记、手工汇编等阶段，至７月１日登记结束，郭庄９０３２户，３４２４３人，平均每户３．７９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３５７人。葛村８０５９户，３１２６１人，平均每户３．８８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４５１人。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开始。３月，郭庄乡、葛村乡成立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全乡
人口普查工作。各行政村选聘普查工作人员３—４名，集中学习普查政策、纪律内容、操作程序及相关注意事
项。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１９９０年７月 １日零时，普查内容 ２１项，其中按人填报的 １５项，按户填报的 ６
项。１１月，县统计局发布公报，郭庄１０８９９户，３５７８７人，平均每户３．２８人；葛村９６９６户，３３０６３人，平均每户
３．４１人。

２０００年５月，成立郭庄镇、葛村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镇长兼组长，同时召开普查动员大会，
全面部署工作任务，逐步完成镇、村二级人口普查机构、人员、办公条件、经费的落实及普查区域的规定。抽

调普查骨干２４名，普查员１４６人。８月，两镇普查骨干分４批参加市人普办培训，经过理论测试和模拟登记
普查表，均达到合格，全部持证上岗。根据全市统一部署，１１月１０日，两镇普查人员进行现场登记。１２月通
过质量验收，近６万人的普查资料完成交接手续。据统计，郭庄有住户１１７７３户，３５３４９人，平均每户３人；葛
村有９９１３户，３２２５人，平均每户３．２０人。

２０１０年８月，成立郭庄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同时，召开专题会议，随之普查工作全面展开。
具体工作由郭庄镇统计站负责，选调普查指导员２０名，抽调工作人员１２名，普查员１２８人。组织培训５期，
普查指导员持证上岗，普查员全部培训合格。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普查内容短表
１８项，其中按户填报的有６项，按人填报的有１２项；普查长表共有４５个项目，按户填报的有１７项，按人填报
的有２８项，除长短表外，还有反映人口迁移、身体健康状况、妇女生育状况和住户情况等。２０１１年２月通过
抽样验收。据市统计局公布，郭庄镇有２４１３１户，６４２００人，平均每户２．６６人，从业人员２８０２２人。

２．全国工业普查
１９９５年，全国进行第三次工业普查。１０月郭庄、葛村统计站组建普查小组，抽调普查统计员２８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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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轮培训。１９９６年１月实施登记，普查对象为全部工业企业和工业生产单位，普查表根据调查对象分甲表、
乙表、丙表。两镇共调查２３４家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其中，集体企业３２家，“三资”企业３８家，村办企业７１
家，私营、个体企业９３家，从业人员１万余人，工业总产值６４６８７万元，工业增加值１６６７４万元。

３．全国农业普查
１９９７年，全国进行第一次农业普查。普查标准时间为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普查内容涉及农村生产单位、

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等３８个项目，共６８７个指标。普查结果显示：１９９６年年末，郭庄镇总户数１１７４５户，总人
口３６４９４人，葛村镇总户数９６５７户，总人口３２６０９人，两镇从业人员３９３１４人，农业从业人员２５５５４人，占从
业人口的６５％。农业从业人员中，文化程度小学占２７％，初中占３６％。农业科技人员，郭庄镇３１人，葛村镇
２８人。两镇粮食总产量４９３３８吨，其中夏粮，郭庄５１３５吨，葛村４８５４吨，秋粮，郭庄 ２３１６０吨，葛村 １６１８９
吨。农民人均纯收入，郭庄２８４２元，葛村２５２１元。两镇小型拖拉机、旋耕机共６８４台；机动脱粒机１２４６台；
农用水泵９８６台；碾米机８６台。１９９７年３月，普查工作通过验收，郭庄镇、葛村镇均合格。

图１３１　郭庄镇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动员会议　　

２００７年，进行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主要内容
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业土地利

用、农村劳动力及就业、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会服务、

农民生活、乡镇、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环境等方面的情

况。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正式开始入户普查。普查范围
涉及全镇 ２１个村委会，２个居委会，４０５个村民小组，
２１９２８农户，６２７８９农业人口。普查期间，抽调专业人
员开展区域划分、清查摸底、现场登记、人工审核、手工

汇总、集中编码等一系列工作。经市级质量查验，达到

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普查结果：郭庄镇全年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 １６６８３０亩，粮食总产 ５００９８吨，油料总产
５６６７吨，棉花总产１４３吨，蔬菜总产１７８８４吨。农业从业人口１１３９０人，农业技术人员４５人。第一产业生产
总值１９８９０万元。农业机械总动力４２１３２千瓦，年末有效灌溉面积６０６９０亩，农村用电量４５３５万度。农民
人均纯收入６５５０元。

第三节　工商行政管理

　　一、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在建设科内设置专职工商管理人员，对物价、度量衡、工商登记发证等进行管

理和监督，商会与同业公会辅助管理。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成立三岔、葛村等集镇商会。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号召工商界复工复业，筹集军粮，支援前线，同时加强金融管理、整顿市容、平

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全力维护市场秩序。

１９５０年，在县政府工商科的指导下，郭庄、葛村境内整顿并改造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同业公会，组建新的
同业公会，成立葛村工商联合分会，对工商业经营户进行调查和登记发证。１９５３年７月，成立工商联分会葛
村办事处、三岔办事处等５个办事处。１９５７年４月，成立葛村乡市场管理委员会。１９６１年１０月改名为葛村
公社市场管理委员会。

１９７６年成立葛村工商所，全面负责葛村、郭庄两个公社的工业、商业、交通、建筑、卫生、饮食服务等工商
行政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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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成立葛村工商管理所，１９９２年，管理所改称为工商所。２００２年更名为葛村工商分局。２００８年
７月因句容市行政区划调整更名为句容工商局郭庄分局，办公地址，葛村集镇。

２０１５年５月，句容市工商局、质监局、食药局合并，成立句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句容工商局郭庄分局更
名为句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郭庄分局，加挂句容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郭庄分局的牌子。同年，郭庄分局

迁至郭庄集镇南河办公集中区，有工作人员１２人，其中公务员６人，事业编制人员４人，杂勤人员２人。下
辖群众团体２个：句容市民营经济协会郭庄分会和句容市消费者协会郭庄分会。辖区内有农贸市场３个，个
体工商户８７６户，企业６５８家。

　　二、市场管理

自１９７６年葛村工商所成立后，对葛村公社、郭庄公社辖区的各类市场主体、商店门面、商业集中区等场
所及经营活动，以巡回检查的形式，依法不间断、全方位、综合性的监督管理。建立经济户口，工商所以动态

管理为手段，对全辖区市场主体准入行为、交易行为、竞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建立完善的企业登记、企业年

检、个体工商户验照和实施处罚、警示及评价的经济户口或档案和机读档案。对无照经营的查处。

葛村工商所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每年都要对市场经济秩序进行３—５次的清理和整顿。１９８５年，工商
所加强市场度量衡器具管理，全年检定木杆秤８２支，合格７０支，没收１２支不合格杆秤。１９８８年，加强对化
肥、农药、农作物种子“三证”（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质量合格证）、集市贸易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当年，

工商所查处违规经营１２户，罚金８万余元。
１９９２年葛村工商所工作重点由经营查处转为以防为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工作内容从

重点查处倒卖生产资料及紧俏消费品转变为打击走私贩私、查处假冒伪劣及重大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工

作方法上由过去无案不登门转变为上门宣传工商法规。１９９８年，市工商局成立粮食市场管理小组，维护粮
食市场管理秩序。葛村工商所共查获私营粮贩非法经营、运输粮食７．５０吨。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葛村市场５次
被镇江市工商局命名为“文明市场”。

２０００年后，葛村工商所实施经济户口软件管理系统，有效提高监管效率。特别是２００１年开展千人执法
大行动，打假大扫荡，集中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当年共查处伪劣产品 １２种、３４２件。是年 １０月，对一秤二
砣、大秤小砣、盘秤加钩、钩秤加盘的查处，没收各类秤器３２杆（台），市场失准衡器明显减少。

２０１３年，郭庄工商分局开展“打假倡健康”“打假倡名牌”“红盾强农惠农”等系列专项执法活动，当年，
取缔无照经营１５家，不合格除草剂４７４瓶、劣质复合肥７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郭庄工商分局累计查处投机违
法案件２８件，罚没款３２．８９万元。

　　三、工商登记管理

民国初期，境内工商户登记发照事宜，先后由县政府实业科、建设科和商会办理。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年），
政府颁布《全国注册局登记法》规定经商者应向政府注册局呈请注册，领取营业执照。民国 ２６年（１９３７
年），工商部又颁布《商业登记法》，明确工商登记行业范围。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郭庄、葛村两集镇注册登
记商业１１７户。所颁法规，一直沿用到１９４９年。

新中国成立后，工商登记由县政府工商科主管。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县政府工商科对全县私营工商业进行调
查登记。郭庄、葛村共登记工商企业 １４７家，其中商业 ９６户，手工业 ５１户。涉及 １９个行业，其中商业 １１
个，手工业８个，从业人员４７２个，核发《营业登记证》１３１户，安排摊贩４７户。

“大跃进”期间，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大发展。国营和供销合作社经营的网点增多，但手工业合作社和

个体工商户锐减。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根据县人民委员会《关于进行工商企业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对全县的工
业、手工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建筑、商业、饮食、服务业进行清理登记，颁发营业执照。１９６４年３月，葛村
公社市场管理委员会完成１５３户工商企业登记工作（郭庄７８户、葛村７５户）。“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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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公社、大队以农为主，不得弃农经商、弃农从工，对一些公社、大队要求经营的工商企业，盲目限制，严重压

抑了农村公社、大队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城乡工商企业开业、歇业无人过问，基本上处于失管状态。

１９７９年９月至１９８０年２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开展工商企业登记管理的通知》，葛村公社工
商所恢复工商企业登记，核发营业执照。１９８４年，根据中央提出的“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县人民
政府实行简政放权，将乡镇一级工商审批权下放给当地工商所审批，并由工商所办理核发营业执照，把企业

登记的重点放在积极支持乡镇工业和个体商户的发展上，是年核准开办的工商企业郭庄４２户，葛村４８户。
１９９５年，郭庄、葛村商品经济活力大增，两镇注册个体工商户５１７家，私营企业４６家，注册资金３０００余万元，
第三产业１０７家，从业人员２４９８人。

进入２１世纪后，经营体制全部由集体转为私营。２００１年，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核发权授予基层工商
所，由工商所受理审批、发照。２００５年，郭庄镇有个体工商户１４７２户，私营企业１８６家。至２０１５年，经工商
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８７６家，各类企业６５８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９５家，家庭农场１７家。

　　四、商标管理

１９７７年之前，工商企业对商标观念淡薄，大部分工商户有商标而没有注册，是年，句容县革委会发出《关
于开展商标普查工作的通知》，县、乡组成商标普查小组对工商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工商普查，促使企业办

理注册手续。至１９８０年，郭庄、葛村境内的全民企业、大集体企业主要工业产品办理了商标注册，许多社队
工厂的产品，也竞相注册商标。１９８１年，商标注册由原来的两级核转改为一级核转，即企业申请注册商标
后，经县工商局审查，直接报工商行政总局审查办理注册。１９９６年后，随着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各企
业利用商标战略开拓市场的意识更加强烈。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全辖区内共注册商标７９件，其中安达、齐光公
司注册的安达、齐光商标获知名商标。南京齐光玻璃公司注册的商标获著名商标。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郭庄、葛村注册商标产品一览表

　表１３－１

序号 注册人 使用商品 商标名称 核准时间

１ 句容县葛村油毡厂 油毛毡 龙桥 —

２ 句容县郭庄谢桥文具厂 宣传色、墨汁 苏容 １９７９－１０－３１

３ 句容县郭庄供销社 酱油 赤山 １９８０－０３－１５

４ 句容县郭庄谢桥文具厂 油墨 金山 １９８０－０４－２５

５ 句容葛村虬北皮鞋厂 皮鞋 清荷寺 １９８１－０７－３０

６ 句容县葛村电珠厂 电珠 金山 １９８１－０８－１５

７ 句容县葛村龙桥皮革制品厂 皮革 龙桥 １９８２－０１－３０

８ 句容县谢桥皮鞋厂 皮鞋 苏容 １９８２－０５－１５

９ 句容县羽毛球厂 羽毛球 鸿运 １９８５－０６－３０

　　五、广告管理

解放前，郭庄、葛村集镇一些店铺在门头上方或店堂内壁刷写匾额式的宣传文字。如：杂货店饰写“南

北杂货，四时干果”。棉布店包装纸印刷“绸缎布疋，足尺加三”。药店装饰“中西药材，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等以招徕顾客。

解放后，一些国营、集体商业门市部设置商品橱窗，即橱窗广告。１９８０年改革开放后，商品生产与交换
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激烈，商品广告受到工商企业的重视。一些商业企业单位设置灯厢广告、霓虹灯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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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广告、传单广告等形式多样。１９８２年２月，国务院颁发广告管理暂行条例，葛村工商所开始宣传教育，
对工商企业开展广告版面审查，指导内容设计。１９８７年，郭庄、葛村两乡开设１８处路牌广告点，２９处集镇墙
头广告区。１９９０年，葛村工商所根据《句容县户外张贴广告管理规定》，开始使用“广告登记簿”，对广告内
容实行备案制度，做到有登记、有监督、有章可循。１９９６年，工商所会同城管办，针对大街小巷乱写、乱贴、乱
挂户外广告进行管理，打击虚假广告。２０００年后，加强对不健康广告用语的管理。同时对虚假广告进行查
处和处罚，使广告行业健康发展。２００８年，郭庄境内宁茅路两侧增设路牌广告区。２０１０年，一些商店门头采
用电子屏幕广告。至２０１５年电子屏幕广告覆盖面达５６％，乱贴、乱挂户外小广告得到控制。

第四节　安全管理

　　一、管理机构

１９８６年起，郭庄乡、葛村乡建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由分管安全副乡长兼任组长，办事员１名。２００１年
３月成立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简称安监站）。郭庄安监站工作人员３名，葛村３名，承担全镇生产综合监
管职能。两镇４０个行政村及工业企业均设兼职安全生产管理员。２００４年３月，调整为镇政府独立行政机
构，站长负责制。２００５年，葛村安监站并入郭庄安监站。２０１５年，镇安监站有专职监管员６名，下设６８名兼
职安全生产管理员。２间独立办公用房，配有电脑、打印机、文件柜、每名工作人员配有安全帽、服装等安全
生产用品。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镇（主管部门）、村（企业）二级安全监管网络。

安监站成立以后，注重内部队伍建设，以人员作风建设为抓手，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

精通、纪律严明、充满活力的安全生产监管队伍。倡导“在服务中把关，在把关中服务”的工作理念。２００５年
后郭庄镇安监站规定：每月一次业务交流研讨小组会，每季度一次兼职管理员培训，以提高管理员的业务技

能和安全意识。２０１０年，实施“首问负责制、失职追究制”等规定。２０１５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禁令”，进一
步规范监管人员的行为，更好地改进服务态度和工作方法。

　　二、安全生产责任制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乡实行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管理，严肃查处发生的各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１９９３年
起，实施矿山、砖瓦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２００１年，生产安全的主管部门向市政府签定《安全生产
目标管理责任状》，年终按目标管理考核细则实施考核，两镇安监站分别与各行政村主管生产安全负责人签

定责任状。当年两镇共签定责任状８６份，占９２％。实行安全生产奖惩和一票否决制、述职报告制等，解决安
全生产职责不清，工作不落实问题。同年，完善并落实村、部门安全生产保证金和矿山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

押金制度。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监站严格执行安全预评估和“三同时”审查制度，严防在设计、施

工等环节埋下先天性隐患。２００５年，依法做好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发放
工作。２００８年，根据市政府规定，郭庄镇推行安全生产承诺书制度，全镇范围内开展安全诚信企业创建活
动，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以书面形式向企业员工、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社会作出承诺，自觉履行企业

主体责任，进一步带动和促进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不断改进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安全责任
承诺书覆盖面达９８％。

　　三、安全隐患整治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５日下午，葛村皮鞋厂发生火灾，２名工人死亡。２８日，由公社特派员主持召开全公社企
业负责人安全会议，就火灾暴露出的类似问题，要求各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明确责任人的职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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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２　安全生产检查　　

查自纠安全隐患，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的职责，予以处

罚，并给各单位发放安全宣传单１２００张。
２００４年２月，句容雅苑（郭庄）公司发生火灾。同

年４月，郭庄镇原甲山印刷厂房屋改建，发生一起伤亡
事故，因防护措施不到位，高空坠落，死亡 １人。镇安
全生产领导小组及相关部门，认真研究 ２起事故原因
及其教训，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经

过一周的自查、抽查，共排查 ８６家企业和单位各类隐
患１２６条。２个月后，自改自纠１２４条，占隐患总数的
９８．４１％。其中较大隐患６条，经整改后达到预期目标。

２００８年国家安监总局定为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年”。郭庄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一步开展全镇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专项行动，聘请有关专业人员深入企业细致排查，制定科学合理的整改措施。当年共排查各类隐患

３７７条，自改自纠３７５条，占９９．４６％，受到市政府表彰。２０１０年郭庄安监站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百日督
查、双百行动以及“回头看”等各项活动。对每个隐患评估建档，做到“一患一档”，实行挂牌督办，重点跟踪，

重点整治，做到整改内容、标准、措施、时间进度和责任人“五落实”。建立隐患排查通报机制，定期公布隐患

排查整改进展情况。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２０１５年，共排查安全生产隐患３９８条，自
改自纠３９８条。据安监站统计，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用于安全隐患整改资金１３０万元。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安全隐患排查情况一览表
　表１３－２ 单位：家、条、％

年份 单位 安全隐患 自改自纠 百分比

２００５ ３４２ ２８７ ２８０ ９７．５６

２００６ ３５８ ２９５ ２９１ ９８．６４

２００７ ３７４ ３２５ ３２３ ９９．３８

２００８ ３３３ ３７７ ３７５ ９９．４６

２００９ ４０３ ３６５ ３６２ ９９．１７

２０１０ ５２０ ３２８ ３２４ ９８．７８

２０１１ ５４２ ３７５ ３７３ ９９．４６

２０１２ ５７４ ３８９ ３８８ ９９．７４

２０１３ ５５４ ３７４ ３７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４ ６０８ ３５５ ３５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６５８ ３９８ ３９８ １００

　　四、安全教育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安全生产管理部门采用现场咨询、图片展览、悬挂横幅标语等形式，加强对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条例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安全文明理念，掌握安全科学知识，倡导安全生活方

式，努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２００１年后，以每年 ５月“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为
主线，普法进村、进单位、进校园、进企业活动。制作安全法律宣传展板，悬挂安全生产横幅。定期出宣传

栏，编印《安全生产》《关爱生命、关注安全》宣传单。定期进校园宣讲市安监局、教育局联合编写的《中小

学安全知识读本》。定期向特种作业人员开设培训班。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全镇共进村安全普法宣传 ６８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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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宣传栏３８期，印发安全宣传单１２００张，安全培训７期，受教育１４８０人次，进校园安全教育授课 ２１
课时，受教学生１５２０人次。

　　五、事故统计

２００１年３月安监站成立以来，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以遏制重特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发生为目标，以加强
安全生产基础工作为根本，以监管防范为关键，以专项整治为重点，以提高安全意识为载体，全力构筑安全

生产长效监管机制，做到专管成线，群管成网，形成安全生产制度化、正常化，为平安郭庄提供可靠的安全保

障。随着企业快速发展，工伤事故仍有发生。２００４年４月郭庄甲山印刷厂，１人高空坠落死亡。２０１４年９
月空港新区韵达物流，因脚手架坍塌，２人受伤１人遇难。据安监部门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境内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１０９人，受伤１２６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９人，受伤１２人，共计伤亡２５６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安全生产伤亡事故一览表
　表１３－３ 单位：起、人

年份 厂矿企业事故 受伤人数 死亡人数

２００４ ２ １ １

２００５ １ １ —

２００６ ２ １ １

２００７ １ １ —

２００８ ２ １ １

２００９ ３ ２ １

２０１０ ２ １ １

２０１１ ２ １ １

２０１２ ２ １ １

２０１３ ２ １ １

２０１４ ２ １ １

２０１５ — — —

第五节　其他管理

　　一、厂矿安全管理

２００１年，郭庄、葛村两镇政府组织公安派出所、安全生产监管站两部门在易发生安全事故的化工厂、矿
山企业、窑场深入开展专项排查治理工作。２００２年，安监部门对甲山膨润土矿、镇江句容精细化工厂、郭庄
轮窑场进行专项排查。发现安全隐患４件，２个月后自改自纠４件，均达到安全生产目标。２００６年以上３家
企业先后停办，同时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影响自然环境的小窑场３家。

　　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２００５年７月，郭庄镇辖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职能由公安派出所移交到安监站。根据《句容市烟花爆竹
经营布点方案》，郭庄安监站认真做好对经营网点实行数量控制工作。按照“严格条件，规范经营，方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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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原则，合理布局烟花爆竹批发、零售网点。全镇设立专卖点７家（郭庄４家，葛村３家），经营（零售）小
店７４家。发放“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８１张。２００６年，安监站加大管理力度，严厉打击私自产销储运烟花
爆竹违法行为，规范全镇烟花爆竹市场秩序。２０１０年根据市《关于加强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实施意
见》，安监部门对全镇８１个销售点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存放点作了严格要求，发现安全隐患８件，当时进行
整改。２０１５年全镇未有烟花爆竹安全引发的事故。

　　三、校园安全管理

２０００年后，各中学、中心小学、幼儿园建立保安执勤制度，每校（园）有２名保安大门执勤，负责校园内的
公共安全，工资由政府发放，学校奖惩，人员编制由派出所统管。

２００２年后，郭庄镇、葛村镇学校布局调整，农村小学教学点撤除并入镇中心小学。学生岁数小、路远，为
了学生路上安全，开设校车接送。开始由个人承包。２００８年，根据市政府统一要求，郭庄镇政府投入１８０万
元，接管校车工作。当年，郭庄中心小学有校车６辆，负责接送７６８名学生，葛村中心小学有校车４辆，负责
３８４名学生的接送。校车驾驶员工资由政府统一发放，安全行驶由市公交公司负责管理，规定时速４０千米。
２０１０年，郭庄中学、幼儿园也增设校车。２０１５年郭庄有校车１２辆，葛村有８辆。中心小学每辆校车都有１
名教师跟车管理，幼儿园有家长轮流跟班。

　　四、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２００８年，郭庄镇政府组织安监、公安、农机、交通等部门，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做全面排查，研究整改实
施方案。２０１０年，对农村公路设立安全警示桩，在落差大、水塘沟边、危险地段建立钢制防护栏。年底，路窄
处增设汇车点，方便车辆安全通过。增设学生候车亭（牌）。郭夏路（郭庄至王夏）设立学生候车牌６个，防
护栏８２０米；郭汤路（郭庄至汤巷）设立学生候车亭１座，候车牌２个，防护栏１２００米。同时加大农田机耕路
的管理力度，投资３８万元、７２０个劳动日，整修机耕路３８．４０千米。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农村道路危险段安全护
栏覆盖面达９８％，有效地保障了农村道路的行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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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共组织

郭庄镇是南京中华门外的东南屏障，历来在政治、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在近、现代，进步与反动、

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斗争尤为突出。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政党，也就应运而生。

抗日战争时期，郭庄地区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年）开始，新四军二支队四团
在郭庄赤山地区领导军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与日、伪军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斗

争，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打击日本侵略者，使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党组织在斗争中

得到锻炼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重兵“清剿”，特务叛徒破坏，郭庄地区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组

织关系曾一度中断。郭庄地区的党组织采取多种斗争方式，争取团结地方绅士和爱国有识之士，发动广大

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武装斗争，迎接全国解放。

解放后，郭庄、葛村两地的党组织在中共句容市（县）委的领导下，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

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办农业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

命”后，恢复整顿、稳定秩序、顶住压力、推进生产建设，极大地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保障郭庄、葛

村两地人民的生产生活。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郭庄、葛村两乡党委按照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郭庄、葛村党委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掀起经济建设新高潮。２００７年
初，句容市委、市政府提出“五大板块”发展战略，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成立郭庄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和镇党委两块
牌子，一套班子，郭庄镇迈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第一节　组织沿革

　　一、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

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年）６月起，新四军二支队四团进入赤山地区，即派出民运工作人员开展民运工作，
组建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同时又分别在郭庄、谢桥、朱巷、高阳 ４乡，由各界人士民主选举产生乡级
“抗日运动委员会”。在此期间，发展一批中共党员，逐步建立基层党组织。先后在丁家村、甲山、端王、

谢桥、赤北建立党支部。是年７月，成立中共江溧句工作委员会，９月，改为中共江溧句县委会。同时，成
立中共谢桥区委。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１月，撤销谢桥区委，分别建立赤山区委，虬山区委。同年８月，中
共苏皖区党委决定，中共江溧句县委会，以赤山为界分为赤南、赤北两个工作委员会，赤南工委书记胡惠

民，赤北工委书记李义之。同年１２月，改建为赤南、赤北县委，赤南县委书记陆纲，赤北县委书记汪大铭
（兼）。皖南事变后，区委成员分散转入地下隐蔽，停止公开活动。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年）２月，重新组建赤
山区委。是年７月，重建虬山区委。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 ３４年（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区委机关奉命撤到苏
北，留下少数人员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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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中共句容县委谢桥、赤山、虬山区委负责人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１

机构名称
书记 副书记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谢桥区委 李秉钧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９４０年１月 — —

赤山区委

李秉钧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９４１年２月 王桂芳（女）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９４４年７月

王桂芳（女） 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９４３年４月 赵金城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９４５年５月

赵金城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９４４年７月 魏诗珂（女）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９４５年９月

林德润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９４５年１月 — —

杨　明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４５年９月 — —

虬山区委

李孝根

端礼寿

曹敬之

黄　敏

徐步云

李　榷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９４０年６月 — —

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９４０年１２月 — —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９４１年２月 — —

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９４４年３月 — —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４５年６月 — —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４５年９月 — —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９４５年９月 — —

　　注：赵金城又名赵钧诚。

　　二、第六区（赤山区）党委

１９４９年４月，成立第六区区委。１９５５年 ７月，第六区区委改为赤山区区委。１９５６年 ８月，赤山区委
撤销。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中共句容县委第六区（赤山）党委负责人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２

机构名称
书记 副书记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第六区

（赤山）

王百元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９５２年８月 王庆忠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９５２年２月

傅众一 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９５３年８月 潘泽林 １９５３年８月—１９５４年７月

侯春林 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９５４年１０月 刘景良 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９５６年１月

潘泽林 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９５６年５月 唐家荣 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９５６年５月

唐家荣 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９５７年５月 — —

　　三、郭庄镇（乡）党组织

１９５６年８月，成立郭庄乡党总支。１９５７年１０月，郭庄乡党总支改建为郭庄乡党委。１９５８年９月，郭庄
乡党委改为郭庄公社党委。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公社党委领导权由“造反派”接管，党组织陷入瘫痪
状态。１９６８年４月，成立郭庄公社革命委员会，形成党政合一的格局。１９７１年 ５月，恢复郭庄公社党委。
１９８３年８月，改建为郭庄乡党委。１９９４年１月，改为郭庄镇党委。２００５年９月，葛村镇党委撤销，并入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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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党委。至２０１５年未变。

１９５６—１９９４年郭庄乡（公社）中共组织负责人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３

机构

名称

书记 副书记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郭庄乡

党总支

张步生（代理）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５７年５月 朱曰政（代理）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５７年５月

唐家荣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唐家国（代理）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５７年５月

张步生（第二）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 —

郭庄乡

党委

唐家荣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５８年９月 — —

张步生（第二）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９月 — —

郭庄公

社党委

唐家荣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１年５月 王万金 １９６０年６月—

窦绪良 １９６２年３月— 唐家国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９６２年３月

张步生（第二）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１年２月 窦绪良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９６２年３月

孙永福（第二） １９６１年２月—１９６２年３月 徐荣华 １９６５年９月—

邵荣炳 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７５年９月 刘寿琪 １９６５年９月—

王庚富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８０年４月 滕有富 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７４年５月

徐玉康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８３年１月 雍德本 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７２年９月

简恩承 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９８３年８月 王梅英（女）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９７４年１０月

— — 纪邦松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９７５年９月

— — 徐玉康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９８０年４月

— — 丁根宝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９７９年１月

— — 徐　峰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８１年３月

— — 简恩承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９８３年１月

— — 王万金 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９８３年８月

郭庄乡

党委

简恩承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３月 王万金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９月

张映玉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９８７年２月 张映玉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９８４年９月

王厚明 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９８９年２月 孙其贵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８６年８月

葛根喜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许连成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８５年５月

杨庆荣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４年３月 孙龙宝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９８９年２月

— — 宦祥宝 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９８７年９月

— — 王绍江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１月

— — 赵挺俊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９９１年３月

— — 潘国顺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 — 杨庆荣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 — 高庆国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４年３月

— — 马桂根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４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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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党委负责人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４

书记 副书记 组织委员 纪检委员 宣统委员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杨庆荣
１９９４年３月—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高庆国

１９９４年３月—
１９９５年７月 唐兆保

１９９６年２月—
１９９８年１月 唐思宏

１９９６年２月—
１９９７年２月 毛国华

１９９６年２月—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朱开宝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马桂根

１９９４年３月—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

徐红梅

（女）

１９９８年１月—
２０００年３月 张世成

１９９７年２月—
１９９７年３月 汪太平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２００１年３月

张荣军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张延成

１９９５年２月—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吴　辉
（女）

２０００年３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华天保

１９９７年３月—
１９９８年５月 朱龙根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陈雪峰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岳卫平

１９９５年７月—
１９９７年３月

查兆娣

（女）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刘俊峰

１９９８年５月—
２０００年３月

朱龙根

（宣传）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裔玉诚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张敬才

１９９７年２月—
２０００年２月

戴红梅

（女）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陶　强 ２０００年３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严宜荣

（统战）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郭敦清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２００６年４月 孔庆和

１９９７年３月—
１９９８年１月 夏兴华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２０１３年４月

吕存明

（兼）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严宜荣

（宣传）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６年３月

徐胜宝
２００６年４月—
２０１０年２月 高庆华

１９９８年１月—
２０００年２月 陈　健 ２０１３年４月—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谢庚明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秦华成

（统战）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侯华锋
２０１０年７月—
２０１４年８月 傅晓东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范迎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宋念东

２００６年３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王庆涛

（宣传）

２００６年４月—
２０１０年７月

段永齐
２０１４年８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黄万祥

２０００年３月—
２００１年３月

— —
王　挺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０９年７月

陈　华
（统战）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２０１０年７月

— — 杨福长
２０００年３月—
２００５年９月 — — 金　峰 ２００９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 王庆涛
２０１０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

— — 裔玉诚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 — 杜永刚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２０１３年４月 陈　健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２０１３年６月

— — 吕存明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２００６年４月 — — 冯正平

２０１３年６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刘　军 ２０１３年７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汪荣春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 — — — — —

— —
王　柱
（挂职）

２００３年３月—
２００３年６月 — — — — — —

— —
吴卫星

（挂职）

２００４年４月—
２００６年４月 — — — — — —

— — 眭国荣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 — — — — —

— — 徐晓飞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 — — — — — —

— — 谢庚明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６年４月 — — — — — —

— — 汪太平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６年４月 — — — — — —

１７６

郭庄镇志



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党委负责人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４（续）

书记 副书记 组织委员 纪检委员 宣统委员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 — 张彦飞
２００５年９月—
２０１３年２月 — — — — — —

— — 纪文华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２０１３年２月 — — — — — —

— —
戴红梅

（女）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 — — —

— —
郭　江
（兼）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０１５年９月 — — — — — —

— — 秦华成
２０１３年４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 — — —

— —
邵小强

（挂职）

２０１４年８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 — — —

— —
蒙呈魁

（挂职）

２０１４年８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 — — —

— —
褚小明

（女）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 — — —

　　注：１．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起，乡镇党委的组织、纪检、宣统委员为副乡级；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９９６年１月，郭庄乡镇党委组、纪、
宣统委员任职资料缺失；

２．２０００年后，乡镇党委纪检委员改称纪委书记；
３．２０１０年７月后，乡镇党委增设政法委员，周涛任郭庄党委政法委员，至２０１５年６月。

　　四、葛村镇（乡）党组织

１９５６年８月，成立葛村乡党总支。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由葛村乡党总支改建为葛村乡党委。１９５８年９月，成
立葛村公社党委。同年１０月，由郭庄、葛村、三岔３个乡（社）组建成三乡（社）合一的赤山公社党委，办公地
址设在葛村集镇。书记：唐家荣（兼），第二书记：石永昌（兼），第三书记：陈扬芝（兼），第四书记：张步生

（兼）、周宜金（兼）。同年１２月撤销。１９６１年５月，成立赤山区工委，辖郭庄、葛村、三岔、二圣４个公社党
委。工委书记：戎定和（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９６２年９月），副书记：唐家荣（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９６２年
１月，工委增辖高阳、谢桥、虬山３个公社党委。１９６５年１０月，赤山区工委撤销。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
始，公社党委无正常工作。１９６８年４月，成立葛村公社革命委员会，形成党政合一的局面。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复
建葛村公社党委。１９８３年８月，葛村公社党委改建为葛村乡党委。１９９４年 １２月，改为葛村镇党委。２００５
年９月，葛村镇党委并入郭庄镇党委。

１９５６—１９９４年葛村乡（公社）党组织负责人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５

机构

名称

书记 副书记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葛村乡党总支 石永昌（代理）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夏永源（代理）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葛村乡党委 石永昌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９月 周宜金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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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１９９４年葛村乡（公社）党组织负责人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５（续）

机构

名称

书记 副书记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葛村公

社党委

石永昌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周宜金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２年３月

杨　胜 １９６５年９月— 陈伯安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９６０年８月

朱华福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９７６年１１月 钟世才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９６２年３月

姚大巧 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９８２年７月 夏永源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赵忠孝 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９８３年８月 高守传 １９６５年９月—

— — 王鹤轩 １９６５年９月—

— — 王金龙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６６年８月

— — 张华太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９７１年５月

— — 潘思祥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９７１年１２月

— — 赵罗根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９７７年１２月

— — 潘绪仁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９７４年６月

— — 张钮根 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９７７年５月

— — 胡银生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９７８年５月

— — 夏月明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９８３年８月

— — 王鹤轩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９７９年１月

— — 徐　政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９８３年２月

— — 李吉和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９８３年８月

葛村乡

党委

郭盛利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９月 夏月明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２月

李宗祥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８７年８月 李吉和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８５年５月

许同禄 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９８９年７月 张方滨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９８５年５月

王远根 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许连成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９８７年２月

赵盘根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４年３月 张延成 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９８９年９月

— — 谢德智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８月

— — 邹启德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１月

— — 赵盘根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 — 曹先明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９９１年１１月

— — 魏春英（女）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９９４年３月

— — 高卫民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４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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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葛村镇党委负责人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６

机构

名称

书记 副书记 组织委员 纪检委员 宣统委员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葛
村
镇
党
委

赵盘根
１９９４年３月—
１９９５年７月

魏春英

（女）

１９９４年３月—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林福全

１９９６年２月—
２０００年２月 朱小虎

１９９６年２月—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凌定良

１９９６年２月—
１９９６年４月

陈　琳
（女）

１９９５年７月—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高卫民

１９９４年３月—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胡正平

（兼）

２０００年２月—
２００３年６月 周　林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０年３月 毕庆元

１９９６年４月—
１９９８年９月

高卫民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２００１年３月 冯明辉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１９９８年１月 曲秀祥

２００３年６月—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冯章喜

２０００年３月—
２００１年３月 孙国年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２０００年２月

李幸福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杨文保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徐　进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高启福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唐思宏

２０００年２月—
２００１年３月

姚　华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陈建业
１９９８年１月—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 — 文茂根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２００３年３月

阴育红

（女）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伍锦峰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２００５年４月 笪双寿

１９９８年１月—
１９９９年７月 — — 巫进圣

２００３年３月—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阴育红

（女）

（宣传）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２００５年９月

郭敦清
２００５年４月—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朱小虎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 — — —

韦友龙

（统战）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２００３年５月

— — 郑学胜
１９９９年７月—
２００１年３月 — — — —

唐同银

（统战）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 —
胡　敏
（女）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 — — — — —

— — 赵　林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 — — — — —

— — 傅晓东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２００４年９月 — — — — — —

— — 王　进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３年６月 — — — — — —

— — 胡正平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２００５年９月 — — — — — —

— — 柳福才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２００５年９月 — — — — — —

— — 文茂根
２００３年６月—
２００５年９月 — — — — — —

— —
陈立山

（挂职）

２００４年４月—
２００５年９月 — — — — — —

— — 焦桂葆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２００５年９月 — — — — — —

— — 华　强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９月 — — — — — —

— — 巫进圣
２００５年９月—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 — — — — —

　　注：１．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起，乡镇党委的组织、纪检、宣统委员为副乡级，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９９６年１月，葛村镇（乡）党委组、
纪、宣统委员任职资料缺失；

２．２０００年后，乡镇党委纪检委员改称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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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高阳、谢桥、虬山公社党委

１９６２年１月，由郭庄公社分设出高阳公社、谢桥公社；由葛村公社分设出虬山公社。同时成立高阳公社
党委、谢桥公社党委、虬山公社党委。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３公社党委撤销并入原公社党委。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高阳、谢桥、虬山公社党委负责人情况一览表

　表１４－７

机构名称
书记 副书记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高阳公社 孙永福 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唐家国 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９６５年５月

谢桥公社 万克森 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９６５年７月
沈福魁 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９６４年７月

任锦夫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虬山公社 （缺职）
钟世才 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周宜金 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９６５年７月

第二节　代表大会

　　一、中共郭庄镇（公社、乡）代表大会

１．中共郭庄乡第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５６年８月，中共郭庄乡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２９人，大会听取张步生所作《关于郭庄乡党总

支正式成立和今后的工作意见》的报告，选举产生张步生为郭庄镇党总支代理书记，朱曰政、唐家国为代理

副书记。

２．中共郭庄公社第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共郭庄公社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３２人，大会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发动“大跃进”。选举产生唐家荣为郭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步生为第

二书记。

３．中共郭庄公社第三次代表大会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郭庄公社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４５人，这次会议总结“文化大革命”中，江

青反革命集团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要求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动力，把“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

损失夺回来。大会选举王庚富为郭庄公社党委书记。

４．中共郭庄公社第四次代表大会
１９８３年１月，中共郭庄公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应到代表４８人，实到４５人，这次会议总结拨乱反正、

调整改革所取得成绩，动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奋斗。会议选

举产生简恩承为郭庄公社党委书记，王万金为副书记。

５．中共郭庄乡第五次代表大会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共郭庄乡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应到代表５２人，实到４９人。大会听取并审议第四届

党委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王厚明为郭庄乡党委书记，孙龙宝、王绍江为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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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中共郭庄乡第六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１年３月，中共郭庄乡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１０９名，实到代表１０５名，大会听取

并审议第五届党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由８名委员组成第六届委员会，葛根喜为书记，潘国顺、杨庆荣为副书
记。１９９４年１月，郭庄乡党委更名为郭庄镇党委。

７．中共郭庄镇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４年３月，中共郭庄镇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１０３名，实到代表１０３名，大会听取

并审议杨庆荣代表上届党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９名委员组成的第七届委员会，杨庆荣为书记，高庆
国、马桂根为副书记。

８．中共郭庄镇第八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７年３月，中共郭庄镇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９８名，实到代表９０名。大会听取

并审议朱开宝代表上届党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９名委员组成的第八届委员会。朱开宝为书记，张延
成、张敬才、孔庆和为副书记。

９．中共郭庄镇第九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０年３月，中共郭庄镇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应到代表１００名，实到代表９３名。大会听取并审议张

荣军代表上届党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９名委员组成的第九届委员会。张荣军为书记，黄万祥、傅晓
东、杨福长为副书记，陶强为纪委书记。

１０．中共郭庄镇第十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年３月，中共郭庄镇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９６名，实到代表９６名，大会听取

并审议陈雪峰代表上届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１０名委员组成的第十届委员会。陈雪峰为书记，
裔玉诚、杨福长、吕存明、汪荣春、王柱（挂职）为副书记，纪委书记吕存明（兼）。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原郭庄镇与葛村镇合并，建立新的郭庄镇党委。
１１．中共郭庄镇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６年４月，中共郭庄镇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１２０名，实到代表１１８名，大会

听取并审议徐胜宝代表上届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９名委员组成的第十一届委员会。徐胜宝为
书记，眭国荣、徐晓飞、张彦飞为副书记，宋念东为纪委书记。

１２．中共郭庄镇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中共郭庄镇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１２０名，实到１１９名，大会听取并

审议侯华锋代表上届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１１名委员组成的第十二届委员会，侯华锋为书记，纪
文华、徐晓飞、张彦飞为副书记，金峰为纪委书记。

　　二、中共葛村镇（乡、公社）代表大会

１．中共葛村乡第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５６年８月，中共葛村乡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３２人。大会动员全体党员坚定走合作化道

路。选举产生石永昌为葛村乡党总支代理书记，夏永源为代理副书记。

２．中共葛村公社第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共葛村公社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３４人。大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带领全公

社群众大张旗鼓地掀起“大跃进”热潮，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选举产生石永昌为葛村公社党委书

记，周宜金为副书记。

３．中共葛村公社第三次代表大会
１９６２年３月，中共葛村公社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３８人。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左”倾错

误的历史教训，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大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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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产生石永昌为书记。

４．中共葛村公社第四次代表大会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中共葛村公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４２人。大会要求进一步贯彻党的“九大”

精神，提出反修防修，深入开展“斗、批、改”。大会选举朱华福为葛村公社党委书记，张华太、潘思祥为副

书记。

５．中共葛村公社第五次代表大会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葛村公社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５８人，会议总结“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

党集团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把“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大会选举朱华福为书记，赵罗根、张

钮根、胡银生为副书记。

６．中共葛村公社第六次代表大会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共葛村公社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５６人。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带领群众解放思

想，改革开放。把搞活经济放在首位。选举产生姚大巧为党委书记，夏月明、徐政为副书记。

７．中共葛村乡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９８３年８月，中共葛村乡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５５人。会议总结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所取得

的成绩，动员全体党员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努力奋斗。会议选举产生郭盛利为葛村

乡党委书记，夏月明、李吉和为副书记。

８．中共葛村乡第八次代表大会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共葛村乡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应到代表７０人，实到代表６８人，大会听取并审议第

七届党委的工作报告，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会议选举产生许同禄为书记，张延成、谢德智为副书记。

９．中共葛村乡第九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１年３月，中共葛村乡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８０人，实到代表７３人。大会听

取并审议第八届党委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８名委员组成的第九届乡党委，王远根为书记，赵盘根、曹先明
为副书记。

１０．中共葛村乡第十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４年３月，中共葛村乡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应到代表７９人，实到７７人。大会听取并审议第九届乡

党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９名委员组成第十届委员会，赵盘根为书记，魏春英（女）、高卫民为副书记。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葛村乡党委更名葛村镇党委。
１１．中共葛村镇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７年３月，中共葛村镇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８５人，实到代表８２人，大会听

取并审议第十届党委的工作报告。选举９名委员组成的第十一届委员会。陈琳为书记，高卫民、冯明辉、杨
文保为副书记。

１２．中共葛村镇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０年３月，中共葛村镇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９０名，实到代表８３名，大会听

取并审议十一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９名委员组成的第十二届委员会。高卫民为书记，陈建业、郑
学胜、朱小虎为副书记，冯章喜为纪委书记。

１３．中共葛村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年３月，中共葛村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应到代表９２人，实到代表８８人，大会听

取并审议十二届党委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９名委员组成的第十三届委员会，姚华为书记，傅晓东、王进、胡
正平、柳福才为副书记，巫进圣为纪委书记。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原郭庄镇与葛村镇合并成立新的郭庄镇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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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基层组织建设

　　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状况

１９５０年起，区、乡领导注重从土地改革运动，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骨干分子发展党员。１９５６年８
月，郭庄乡、葛村乡分别成立党总支。１９５８年，两乡各生产大队普遍建立党支部。至１９６５年，郭庄公社党委
下辖２６个党支部，有党员３６２人。葛村公社党委下辖１８个党支部，有党员３０７人。党员结构：从年龄看，２５
岁以下的占４％，２６—３５岁的占４２．３０％，３６—５５岁的占５２．７０％，５６岁以上的占１％；从文化程度看，小学占
６１％，初中以上的占１１％，文盲占２８％。

“文化大革命”初期，党组织尚能坚持正常工作，１９６７年３月后，党组织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至１９７０年，
才恢复党组织，并进行整顿教育。

１９７０年后，乡镇企业开始建立党支部。１９８３年，郭庄乡党委下辖３４个党支部，其中村党支部２２个，机
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１２个，共有党员７９１名；葛村乡党委下辖３１个党支部，其中村党支部１８个，机关企事
业单位党支部１３个，共有党员６６２名。党员队伍结构有了明显变化，从年龄上看，２５岁以下的占２％，２６—
３５岁的占３４％，３６—５５岁占５４％，５６岁以上占１２％；从文化程度上看，高中以上占３５．５０％，初中占３３５０％，
小学占２６％，文盲占５％。

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和葛村镇合并，成立新的郭庄镇。是年，基层党组织６３个，其中党委２个（郭庄镇党委、
金星村党委），党总支３个（企管站党总支、机关党总支、百丈村党总支），村党支部１６个，企事业单位党支部
４２个，共有党员２４８７名。

２０１５年末，郭庄镇党委下辖１２１个基层党组织，有二级党委２个，党总支２０个，党支部９９个，共有党员
２３８６名，其中男性１９２１名，女性４６５名；其年龄结构为３５岁以下占１９％，３６—５４岁占３３．８０％，５５—５９岁占
１１．２０％，６０岁以上３６％；其文化结构为大专以上学历占２８％，中专学历６．７０％，高中学历２１．３０％，初中以下
学历占４４％；其职业结构为非公企业人员占１４．２０％，农民５４．６０％，干部及事业人员１７．４０％，离退休人员及
其它占１３．８０％。

　　二、整党整风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２年末，根据整顿与发展相结合，以发展为重点的方针，进行整党建党。在干部队伍
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对党员进行党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八项标准教育，以

及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作风的教育；根据“积极、慎重”发展党员的方针，发展一批在斗争中

表现好、积极工作的新党员。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起至１９５４年２月，在农村开展整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对支部情况调查研究；第
二阶段，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提高思想觉悟，支部书记带头检查缺点错误，订出

整改措施；第三阶段，进行组织鉴定与处理。

１９５７年６月至１９５８年４月，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
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第二步大鸣大放，揭露矛盾，明辨是非；第三步整改。对企事业单位、社干部，按整风生

产两不误的要求，分批轮训、边整边改。整改阶段中，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批评意见，制订与完善规章制

度，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制度化。这次整风运动期间，打击面过大，少数老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省委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进驻公社、生产大队，全面进行“四清”（清思想、清政治、
清组织、清经济）运动，历时７个月，这次运动针对干部“多吃多占”的弊端，全面清查，凡多吃多占的干部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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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赔；对干部以权势欺压群众的行为进行批判，对部分干部进行撤职处理。此次运动，对提高干部思想觉

悟、改变工作作风、加强经济管理、促进生产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倾”思想指导，使大批基层干

部遭到批斗，误伤一些干部。

１９６９年３月，“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所谓“吐故纳新”的“开门整党”，错误地批判、处分一批党员。次
年，两公社党委整党后全部恢复党组织生活。

１９８５年３月，根据“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总要求进行整党。乡镇机关及所属企
事业单位党组织、乡镇事业单位和行政村党支部都参加这次整党。

　　三、干部队伍建设

１．干部选拔
１９５３年起，农村在组建初级社、高级社中，注意选拔积极分子作为干部。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生产

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是从当年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中选拔而来。１９６０年，从大队干部中吸收录用公
社干部，充实到公社机关。１９６５年，从农村和集镇的青年中选调半脱产干部任公社妇女主任、共青团书记、
贫协会主席。１９８２年后，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重视从复员军人、回乡知识青年、有
一定专业技能的人中选拔干部。公社机关半脱产干部“以工代干”转为国家干部。从１９８３年起，乡镇机关
实行干部招聘和选聘制度。１９９８年，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１９９９年，开始
招考大学生村官，郭庄、葛村两镇共录用４人。２０１０年，在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中，采取“公推直选”的方式
选用干部。至２０１５年末，共招考录用 ２１名大学生村官，其中 ６名已考取公务员和事业编制而离开村官
岗位。

２．干部培训
解放初期，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着重于文化教育的培训。机关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县干部业余学校

高小班、初中班学习文化。１９５６年，乡、社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县农业合作干校和县供销干校举办的短期培
训。１９８１年后，选送青年干部进入大专院校学习，年龄在４５周岁以下，文化在初中以下的机关干部参加县
委党校中专学历教育学习。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乡局级干部、机关中层干部和村干部参加市（县）组织的干部培
训。在政治理论方面主要学习邓小平理论、中共十五大精神、“双思”（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在专业知识方面主要学习公务员任职行为规范、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普法、计算机应用等。

２００１年后，机关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市公务员培训班学习。２００８年，组织机关干部、行政村和企事业单位干部
学习中共十七大精神。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公务员参加市委党校培训班学习。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组织机关、行政村、
企事业单位干部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

３．干部管理
解放初期，管理主要从政治历史、阶级立场、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及联系群众方面考核干部，而考核的主

要方面是政治历史、阶级立场。１９７０年后，主要从文化知识、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来考核干部。改革
开放后，考核干部的标准是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考核，同时把组织考核与

群众评议相结合。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复查，实事求是、予以纠正。１９８４年后，建
立干部岗位责任制。把年终考核评比的结果登记入档，作为晋升、奖励的参考依据。１９９５年，全面推行领导
干部述职与民主测评相结合的考核制度。１９９８年，按照民主、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推行机关中层干部竞
争上岗和一般干部末位淘汰、待岗制度。１９９９年起，对离任干部实行审计制度。２００１年后，对完成重点工作
任务或年终考评时不称职票达到１／４的干部实行诫勉。２００６年，为农村基层干部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
医疗保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２００９年，对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担任行政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主
任、会计（简称“三大员”）工作时间满１０年以上，正常离任后表现好，男６０周岁以上，女５５周岁以上的，发
放生活补贴。２０１０年，全面落实村支部书记“一定三有”目标任务，即定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工作有合理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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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干好有发展前途，退岗有一定保障。２０１２年后，对村（社区）年满６０周岁，担任“三大员”满１０年的离任
干部情况进行摸底，对满足条件的对象建立生活补贴正常发放机制。

　　四、党员队伍建设

１．党员发展
解放初期，根据“积极、慎重”发展党员的方针，注重吸纳在土地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建立农业

生产合作社中的积极分子为党员，使党员队伍不断壮大。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组织正常活动被
迫停止。１９７０年，党组织活动始得恢复。党员队伍中大多是青壮年工人、农民，少数是知识分子。１９７８年之
后，发展新党员注意文化素质，重视从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１９９０年起，注重在３５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的
女性中发展党员，党员的结构与分布更趋合理。１９９８年，开始推行发展党员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的监督，促
使发展对象加强自律。２０１２年，建立健全发展党员工作质量保证机制，全面推行“双推双考”（群众和党员
推荐优秀村民，从优秀村民中培养选拔入党积极分子和村级后备干部）制度，严把关口，着力推进在青年农

民、非公企业优秀经营管理人才中发展党员。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新发展党员２６３人。
２．党员教育与管理
解放初期，注重对党员进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引导党员在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１９５８年后，由公社集中培训党员，主要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关的重要文件。
在党员中开展“十有”评比竞赛活动。１９６２年，党支部实行党课教育“四固定”（定内容、定时间、定课堂、定
教员），做到党课教育经常化。党课教育内容：以党纲党章为主，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

党的方针政策教育。１９６３年，学习《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１９６４年，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
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文化大革

命”中，受“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影响，以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替党的教育。一些党员也遭

到错误处分，１９７８年后得到平反昭雪。１９８０年起，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每个支部做到每月上一次党课，学
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通过支委会、支部大会、党小组会

使支部活动多样化。坚持每年评比优秀党员制度，在党员中树立榜样。鼓励党员要解放思想，带头致富，做

经济能人。在农村党员中开展党员联系户活动，带动群众致富。１９８９年，形成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加强对党
员的监督和教育，妥善处理不合格的党员。１９９０年后，广泛开展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同时普遍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并要求９０％以上有劳动能
力的农村党员掌握１—２门实用技术。在机关党组织中开展“双转”（转变观念作风，转变机关职能）活动；在
企业党组织中开展“双推”（推动企业改革，推动企业发展）活动；在村级党组织中开展“双带”（党组织带领

群众壮大集体经济，党员带头发展商品生产、帮助群众致富）活动。２０００年起，大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的教育。２００５年，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２００７年起，深化无职党员“设岗定
责”工作，使无职党员永葆本色。２００８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组织党员交纳“特殊党费”支援灾区建设。
２００９年，开展现代远程教育学用活动，普及各类农业科技知识教育。２０１１年后，实施“党内关爱工程”，对生
活困难的党员实行结对帮扶服务、生活补助、走访慰问等制度。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有９８户生活困难党员户得
到党组织的帮扶。

第四节　纪律检查与廉政建设

　　一、纠风和专项治理

１９５２年，在“三反”运动中，对犯有贪污行为的党员干部进行适当处理。１９６３年４月至１９６５年７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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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违纪案件进行处理，受到各种处分的郭庄２８人，葛村３２人。１９６６年“文
化大革命”开始，党的纪检工作停顿。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
案进行平反，对在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共纠正和平反错案郭庄８件，葛村６
件。１９８０年后，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至１９８６年，查处案件郭庄、葛村共１３件，移交司法机关３人，受
到党纪处分１１人。１９８８年后，加大对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违反计划生育等违法违纪的查处力度。至２００５
年，受到各种处分的党员干部郭庄１６人，葛村１９人，其中１人移交司法机关。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纪
委查处违纪案件４８件，党内警告处分３３人，留党察看４人，开除党籍１３人。

１９９２年，大力纠正公款吃喝歪风，规定来客一律在食堂就餐，对行政村招待费实行限额制，节约奖励，超
支自付。１９９４年，对村级财务进行全面清理，建章立制。１９９５年，对副乡镇级以上领导干部多占住房进行清
理，两镇共清理多占住房２８０平方米。１９９６年，成立工程建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要求投资在５０万元以上
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经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招投标。１９９８年，对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进行全面整顿，郭庄纠
改６户，葛村５户。是年底，根据上级纪委统一部署，按照“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纠建并举，面向社会，群众参
与”的要求，两镇先后组织镇内市、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人士对郭庄、葛村各单位进行民主评议活

动。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每年组织基层单位和企业对垂直部门行风进行评议，有４个单位被指定整改。２００４年
４月３０日，根据市纪委（句纪发〔２００４〕１６号）文，对领导干部公务用车实行货币化限额包干，节余归己，超支
自付，两镇原有公车４辆公开拍卖。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先后３次开展清理拖欠公款工作；先后３次对领导干部
利用公款购置通信工具及支付话费情况进行清理，并按照“定额补贴、节约归己、超支自付”的办法执行。

２００６年，加强对全镇工程建设的审计复核验收和招投标管理。２００７年，在全镇２１个村的每个村民小组推行
“组账村管”制度。２０１２年，加大对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和公款娱乐的检查审计力度。２０１３年，开展“群众满
意基层站所”创建活动；抓好元旦、春节、国庆等关键点，严格遵守节日期间廉洁自律规定。２０１５年，开展明
察暗访、整治庸懒散奢，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二、党风廉政建设

１９５２年，结合“三反”运动，针对典型案例，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警示教育。
１９６３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广大干部进行杜绝多吃多占、廉洁奉公教育。“文化大革命”开始，廉政
建设停顿。１９７８年后，党风廉政建设逐步得到加强。１９８６年，两乡党委先后召开基层党组织书记、部门负责
人会议，传达县委、县纪委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精神。同时，利用反面典型案例，采用发通报等形式在党

内外讨论，对重点对象进行诫勉教育，受教育党员两乡２４７人。１９８９年，加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遵守党
的政治纪律的教育，要求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

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１９９０年，在党组织中开展普及党的纪律基础知识活动。全
年召开普纪教育专题会议，郭庄８场次，葛村７场次，上党风党性教育课两乡共２５次，放映专题电教片９场
次，出专栏橱窗１５期。１２名党员参加县纪委举办的“党纪知识百题千人竞赛”和“党纪知识公开竞赛”，２人
获二等奖。１９９２年，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百分考核，合格率９２％。１９９５年，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五个
一”教育活动，即上好一次党课；观看一部电教片；举行一次报告会；进行一次知识测试；开展一次党风廉政

建设知识竞赛。受教育党员干部两镇共３５００人次。１９９９年，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举办培训班郭庄１１期、葛村１２期，下发条
规手册两镇共２７０本。２００１年，开展“官德”大讨论活动，党员干部撰写心得体会５２篇。２００５年，推行党委
任免干部票决制，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让家人自豪”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习廉洁

自律活动９次，参加人数３００余人次，写心得８６篇。在全镇领导干部中组织开展算好“三笔账”（政治账、经
济账、家庭账）活动，反思有无违纪行为，在村级组织中推行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工作。２００６年，在全镇党员
干部中开展“立足岗位显本领，廉洁自律守本分，践行宗旨保本色”主题教育活动。采取述职述廉、群众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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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汇报会

和组织考评相结合的方式，提出整改意见１５条。
２００８年，开展“双学双争”（学党章，争做时代先
锋；学条例，争做勤廉表率）主题教育活动，征文

１２篇，播放警示教育片５场次。２０１０年３月，镇
党委邀请市检察院领导为全镇机关干部做预防

职务犯罪讲座，并召开工程建设领域预防职务犯

罪座谈会。是年 １０月，对基层站所民主评议。
２０１２年，对财政所、派出所、国土所、建管所、运管
所、工商分局、司法所 ７个部门进行民主评议。
２０１３年，对全镇所有机关部门的公章进行登记清
理工作。２０１５年，对各行政村的春节慰问金发放
情况进行统一检查，纠改９条。市检察院领导给机关干部上警示教育课，听课７８人。

第五节　宣统工作

　　一、宣传教育

１．时政宣传
１９４９年４月，郭庄、葛村两乡召开群众大会，欢庆解放。１０月，两乡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围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组织干群开展宣传教育。
１９５３年，宣传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运动。１９５８年，宣传社会主义
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１９６３年，宣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１９６４年，开展宣传清政
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的“四清”运动。１９６６年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党的宣传工作停止。１９７１年９
月，传达中央文件，使党员、干部知晓林彪事件。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围绕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
清算“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进行宣传。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主要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
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１９８２年，学习宣传中共十二大文件。１９８４
年，广泛持续地进行“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宣传。１９８６年，学习宣传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两乡均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１９８７年开展中共
十三大会议精神的宣传教育。１９８９年，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教育，认清动乱
的危害性。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开展坚持改革开放的宣传教育活动。此后，对中共十四大、中
共十五大、中共十六大、中共十七大的会议精神都进行大力宣传，使党的战略部署深入人心。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开展中共十八大会议精神的宣传教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２．理论教育
从１９６３年起，在党组织中先后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及《论共产党员修养》《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等。

１９６５年，公社党委成立中心学习组，带领党员干部学习政治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文化大革命”中，
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的高潮，讲究“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

子”。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通过政治理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思
想认识上得到解放，实现拨乱反正。１９８６年，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正规化理论学习，主要内容有《政治经济学》
《哲学》《新编科学社会主义》《现代革命》４门课程。经闭卷考试４门全部合格者，由省委讲师团统一发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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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对党员进行“三基本”（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培训，郭庄办班

１２期，葛村１０期，两乡共培训１０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５年，全面开展“双学”（学理论、学党章）活动，通过考核发
放结业证书。１９９８年，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每月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１次，年度学习时间不少于１２
天。２００３年，组织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２００８年，组织全镇党员干部系统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理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重点围绕中共十八大报告精神和“中国梦”内容，组织全镇党员、干部进行
学习教育，坚定党员、干部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

３．党员干部冬训
１９７９年，两公社党委根据上级部署举办冬训班，对基层干部和党员进行集训，时间５天，冬训内容以学

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为中心，受训人数郭庄４８０人，葛村４３０人。此后每年都举办冬训班，每期７天
左右。冬训前成立镇（乡）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副书记和宣传委员任副组长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的冬训领导小组，负责冬训工作的组织领导。为保证冬训质量，冬训前都组织人员深入农村、单位调查研

究，在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冬训计划，下发各支部参照执行。冬训内容主要是围绕党的重要

会议精神、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开展学习

教育，每期突出一个主题。冬训采取集中辅导和分组（以支部为单位）讨论相结合、领导讲课与专家讲座相

结合、学习讨论与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冬训对象逐步扩大，各村组党员干部、镇（乡）机

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个体户、私营企业中党员和流动党员。每年冬训参训率在９５％以
上。２００６年，冬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学习教育，
参训２４７０人。２０１５年，冬训主要内容是学习中共十八大会议精神，落实八项规定，反腐倡廉，全镇参训
２３８６人。

　　二、统战工作

１．党外干部工作
解放后，按照党的统战精神，联合党外人士，实施土地改革，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１９５８年后，公社党委

按照上级要求认真做好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１９７８年，党外干部郭庄７人，葛村６人。１９８６年后，着力抓
好非党优秀分子队伍建设，在各行政村及乡属单位挑选一些优秀非党人员列入后备干部梯队。１９９４年，郭
庄选派３人，葛村选派２人参加县委党校举办的非党干部培训班。１９９５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民主推荐党
外副乡级后备干部活动，郭庄镇、葛村镇党委精心组织这项活动，并认真考察推荐。１９９６年２月，１名党外干
部被提拔任郭庄镇副镇长。１９９７年，两镇党委建立与党外后备领导干部个别谈心制度，定期听取他们的工
作和思想汇报。２０００年后，进一步加大党外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力度。推荐一批优秀党外人士担任镇人大代
表，并重点选拔、推荐一些党外人士担任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２００５年后，镇党委坚持与党外干部及重点
非党知识分子、有名人士联络制度，不定期与联络对象谈心交流，汲取好的建议。２００８年，在党外干部工作
中，做到“六个一”（即制定一个计划、健全一本资料、物色一批干部、办好一期研讨班、挂职一批干部、推荐一

批干部）。２０１３年，完善党外干部工作“五项制度”（即联系交友制度、考察调研制度、登门走访制度、宣传报
道制度、联席会议制度）。２０１５年，非党镇人大代表８人，市人大代表２人。党外干部梯队进一步优化，教育
培养及管理进一步完善。

２．少数民族帮扶
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加快，特别是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外地少数民族人员不断迁居境内。２０００年后，

两镇党委、政府建立帮扶困难少数民族家庭的组织机构和网络。镇、村成立少数民族困难户帮扶领导小组，

建立相应的扶贫帮困责任制、生活状况定期报告制。２００４年，郭庄、葛村镇充分发挥水域丰富的优势，组织
少数民族户参与发展水产养殖。葛村镇在孙庄村组织少数民族户参与建起优良品种四季鹅养殖基地。一

年后，全镇少数民族家庭脱贫８户。２００６年，由镇少数民族帮扶领导小组牵头，省民族事务委员会８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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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葛村马林（傣族）等８户少数民族特困户结对，每人每年出资６００元帮助特困户的孩子完成学业。市民族
宗教局与葛村中学结对，筹资２万元为３２个少数民族贫困生提供助学资金。２０１０年后，全镇少数民族帮扶
工作形成较为完善的救助机制，具体措施是做到“四个一”，即向上争取一点、政府补助一点、村社拿出一点、

社会救济一点。２０１５年，镇党委通过民政部门向少数民族困难家庭每户发放慰问金５００—１０００元，３户纳入
低保对象。

３．宗教管理
解放前，境内信教群众大多信仰佛教，少数回民信奉伊斯兰教。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境内信教人

数增多。１９８６年以后，进一步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引导信教群众遵纪守法，规范宗教信仰行为。９０年代，基
督教徒逐年增加，宗教事务管理加强。两镇党委从建立宗教管理制度入手，将宗教工作纳入党委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并明确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具体负责，主抓宗教管理工作。镇党委定期或不定期研究宗教管理

工作，商讨相关事宜。对基督教聚会点加强管理，教育信徒规范施教，遵纪守法。２０００年后，宗教管理工作
得到进一步加强，两镇建立健全管理责任制，任务到村、责任到人、目标到位。２０１０年后，发挥思想政治工作
优势，经常和宗教场所负责人沟通，学习宣传《宗教事务条例》，对信徒进行爱国爱教的教育。２０１５年，发挥
人文关怀优势，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信仰自由，切实维护信教人员合法利益，对生活困难的信教群众给予救

济补助，促进宗教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

４．台、侨工作
台、侨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侨、台港澳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镇（乡）党

委明确宣传（统战）委员负责侨、台事务。１９８６年后，郭庄、葛村两乡党委认真贯彻“广交朋友、宣传政策、联
谊友谊、争取人心”的方针，利用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邀请台胞、侨眷参加茶话会，宣传统战政策，介绍相

关投资优惠政策及环境。１９８７年，定期对台属及侨眷进行走访慰问，认真做好回乡探亲的台胞、侨眷接待服
务工作。是年，台湾同胞王义金回老家郭庄东岗头村探亲，受到郭庄镇政府领导和家乡人民热情接待。２０００
年后，两镇党委进一步扩大台侨联谊工作，配合市台办、侨联接待台胞、侨眷回乡探亲、祭祖和投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台、侨工作得到加强，经济合作日益频繁，台港澳投资由少到多，由小到大，成为

两镇外商投资的主力军。１９９３年，郭庄镇第１家台商企业———镇江亿升陶瓷有限公司落户金星村，至１９９８
年，两镇外资企业２０家，其中侨、港澳台１６家。２００３年，郭庄镇引进台资企业欣典陶瓷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
末，镇党委召开台、侨企业负责人联谊会，帮助解决或协调有关事宜。２０１５年，全镇有台、侨企业６家。

由于多年来镇党委给予台、侨企业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随之他们也给地方一些相应的回馈。１９９８年，
金星一台商捐款２万元为郭庄汤巷小学每个教室铺设水泥地，安装日光灯改善办学条件。１９９９年，台商杨
裕源、王添财分别捐款３０万元、１６万元给郭庄镇金星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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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乡镇政权

据清乾隆《句容县志》载，全县有１７个乡，其中临泉乡即为原郭庄乡，上容乡为原葛村乡，此名称沿用至
清末。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置郭庄镇、葛村镇，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改乡，沿用至１９９４年。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
年），葛村、郭庄、三岔与江宁县的东部、溧水县的北部，称之为江、句、溧地区，归江宁县抗日政府管辖。１９４３
年成立虬山区政府。１９４４年３月虬山区大部分划入句五区。１９４５年１月句五区改为城郊办事处（即四乡办
事处）。１９４５年９月，句容县政府派员在宁杭路西建路西办事处。１９４６年１月成立句五区。１９４９年４月，
句容解放，郭庄、葛村成立乡人民政府，随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镇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村级自治组

织建设逐步完善。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共召开过１７届人民代表大会，葛村镇共召开过１３届人民
代表大会。郭庄、葛村两镇（乡）各届政府领导全镇（乡）人民大力发展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环

境保护等各项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人民政府认真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社会和谐和小康社会作出

贡献。

第一节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一、郭庄镇（乡）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５４年６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１９４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第六区人民政府所作的工

作报告。会上，代表们认真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号召全区人民积极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

的增产节约运动，突击防汛排涝，做好统购统销等工作。选举产生本届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和区人民委

员会委员，同时选举出席句容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人。
２．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１２７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工作报告，传达１９５６年８月召开的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讨论圩区遭灾后的救灾措施。选举产生本届
乡长、副乡长。

３．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５８年３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１７８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乡人民政府所作的工

作报告，大会号召全乡人民积极行动起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生产战线上来一

个大的跃进。大会作出关于积肥造肥、兴修水利、节约财政支出等方面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乡长、副乡长。

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９３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报

告。会上通过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关于平调社、队和社员私人的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退赔。动员和接纳城镇下放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等３项决议以及作出停办与农业无
关社办工厂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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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６４年１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９８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

作报告。会议贯彻“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作出

关于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在筹备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本届人民代表大会未能如期召开。

６．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７８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公社革命委员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会议号召全公社社员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抓紧调整，立志改革，促进工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健全民主法制，加强政权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为四化建设服务。大会选举产生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７．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８１年４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８１名。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公社管理委员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决定今后３年的目标和任务。会议号召全乡人民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
伐，为推进郭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而努力奋斗。选举产生本届乡长和副乡长。

８．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８５年５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９名，实到６５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乡人民

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会议确定今后３年的目标和任务，作出关于工业生产“一包三改”
责任制、“五定一奖”目标管理责任制决议，选举产生本届乡人民政府乡长、副乡长。

９．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８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乡人民政府所作的工

作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作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乡人民政府乡长、副

乡长。

１０．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９０年３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７０名。大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乡人民政府所作的工

作报告和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财政预决算报告。作出关于科技兴镇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乡人大常务

主席，乡人民政府乡长、副乡长。

１１．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１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９名，实到代表６５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乡

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的工作报告。大会提出今后３年的工作
目标和任务，作出关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为民办好１０件实事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乡人大主席、副主席、乡人
民政府乡长、副乡长。

１２．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２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４名，实到代表６１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镇

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和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大会提出今后３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作出关于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为民办好１０件实事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本届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人民政府镇
长、副镇长。

１３．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９９年１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４名，实到代表６４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镇

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和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大会确定今后３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作出关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为民办好１０件实事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人民政府镇长、
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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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１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４名，实到代表６３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镇

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和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大会确立今后３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作出关于２００２年为民办好１０件实事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人民政府镇长、副镇长。

１５．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２００６年５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８４名，实到代表８４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镇

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和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大会确立今后４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作出关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为民办好１０件实事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人民政府镇长、
副镇长。

１６．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７７名，实到代表７７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镇

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和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大会确立今后４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作出关于２０１２年为民办好１０件实事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人民政府镇长、副镇长。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情况一览表

　表１５－１

届别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十一 常务主席 葛根喜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十二 常务主席 谢和寿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２月

十三
主席

副主席

谢和寿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张延成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唐兆保 兼，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十四

主席

副主席

张延成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唐兆保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张敬才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００１年３月

十五

主席

副主席

张延成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徐晓飞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赵大祥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唐兆保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十六

主席

副主席

汪太平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曹金刚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９年７月

葛龙兴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十七 主席 汪太平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二、葛村镇（乡）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８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１２８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区人民政府所作的工

作报告。发动群众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结合本乡实际，重点讨论圩区抗洪排涝的措施。选举产生本届乡

长、副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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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５８年９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１０９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乡人民政府所作的工

作报告，大会号召全乡人民积极行动起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生产战线上来一

个大的跃进，积肥造肥、兴修水利。选举产生了本届乡长、副乡长。

３．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１５２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公社管理委员会所作

的工作报告，会上通过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关于平调社、队和社员私人

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退赔，作出停办与农业无关社办工厂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公社管理委员会主

任和副主任。

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８７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报

告，会上贯彻“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作出关于

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在筹备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本届人民代表大会未能如期召开。

５．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７２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公社革命委员会所作

的工作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会议号召全公社社员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抓好调整，立志改革，促进工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健全民主法制，加强政权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为四化建设服务。选举产生本届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６．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８３年５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７２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公社革命委员会所作

的工作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会议确定今后３年的目标和任务，作出关于工业生产“一包三改”责任制、
“五定一奖”目标管理责任制决议。选举产生本届人民政府乡长、副乡长。

７．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７９名。代表们听取并审议上届公社管理委员会所作的

工作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会议作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乡人民政府

乡长、副乡长。

８．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９０年３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６名，实到代表６５名。代表们听取并审议上届乡人

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大会确定今后３年的奋斗目标，作出科技兴镇的决议，听取并审
议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常务主席）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本届乡人大主席、副主席、乡人民政府乡长、副

乡长。

９．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１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３名，实到６３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乡人民

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的工作报告。大会提出今后３年的工作目标和
任务。作出关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为民办好１０件实事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乡人大主席、副主席、乡人民政府
乡长、副乡长。

１０．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２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２名，实到代表５８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镇

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和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大会确定今后３年的工作目标和任
务，作出关于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为民办好１０件实事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人民政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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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副镇长。

１１．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１９９９年１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１名，实到代表６０名。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上届镇

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和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大会确定今后３年的工作目标和任
务，作出关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为民办好１０件实事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人民政府镇
长、副镇长。

１２．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２月召开，应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６２名，实到代表５８名。会议听取并审议上届镇人民

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和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大会提出今后３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回
顾，总结上届政府为民办１０件实事的情况，制定本届人民政府继续为民办１０件实事的决议。选举产生本届
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人民政府镇长、副镇长。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葛村镇（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情况一览表

　表１５－２

届别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九 常务主席 吴洪祝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十 常务主席 吴洪祝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２月

十一

常务主席

副主席

周宜德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９年２月

王笑冰 兼，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林福全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２月

十二

主席

副主席

周宜德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００１年３月

朱小虎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林福全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杨文保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十三

主席

副主席

朱小虎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张世成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９月

杨文保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徐　进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葛龙兴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三、选举代表

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对代表的年龄、文

化程度、性别、类型、政治面貌等作出具体要求，每届当选代表既要先进性、又要广泛性，既注意整体素质和

文化程度，又注意妇女代表和非党代表所占比例较为合理。代表由选民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民主协商，充

分酝酿，提出候选人后，直接投票选举产生。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年三次进行人大代表选举，郭庄乡依法
选举产生２０７名乡人大代表，葛村乡依法选举产生２０８名乡人大代表。１９９５年单独进行镇人大代表选举，
郭庄镇依法选举产生６４名镇人大代表，葛村镇依法选举产生６２名镇人大代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依法进行新
一届人大代表选举，郭庄镇选举产生镇人大代表６４名，葛村镇选举产生人大代表６１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进行
两镇人大代表选举，郭庄镇选出镇人大代表６４名，葛村镇选出镇人大代表６２名。２００６年４月，因乡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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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调整的实际需要，新建的郭庄镇进行人大代表选举，依法选举产生８４名镇人大代表。
１９５４—２０１５年的６１年间，郭庄镇（乡）共选举产生乡镇人大代表１５０２人次；１９５４—２００５年葛村镇选举

产生乡镇人大代表８５８人次。

　　四、依法履职

郭庄、葛村两镇（乡）人民代表大会一般每届２—３年，特殊情况下提前或推迟召开。其主要职责是依法
开好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例会，每２年选举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议程一般为：依法听取并审议上届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民主通过大会各项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每届第一次会议依法

选举产生人大主席团常务主席、副主席，选举产生乡镇人民政府正副镇（乡）长，与会代表在会议期间依法向

大会提出提案、建议，会后，乡镇人大主席团依法召开由本届政府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的

代表提案、建议交办会，督促承办部门和单位办理后，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答复人大代表。

　　五、代表活动

１．视察

　　图１５１　２０１２年，郭庄镇人大代表议案建设办理工作会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郭庄、葛村乡镇

人大每年组织代表到单位或部门听取工作汇报

和人民群众意见，形式上有集中视察和分组视

察，每年视察２—３次。自 １９９４年成立镇人大办
公室至２０１５年的２１年时间里，历届人大都组织
代表开展视察活动，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或单位提

出建议和意见２０９件。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期间，镇人
大代表先后对郭庄集镇道路进行６次视察，建议
和督察镇人民政府重修和新建迎河南路、临泉

路、恒达路、塘西路西延线、凤仪路、迎河３路，使
镇政府确定的集镇建设规划—空港新城得到落

实。２０１２年，郭庄镇在空港大道一期、二期、塘西
路、朝阳路和花茂路相继建成通车的基础上，投入５０００万元用于配套设施并新建２千米长恒达路，进一步拉
伸新区框架，扩充载体空间。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期间，葛村镇人大代表先后对葛村集镇道路、集镇东居民小
区、工业区信和帽业、宝海船舶等工厂选址进行３次视察，建议和督察镇政府对上述地区的规划与实施以及
老街扩建工程。

２０１５年，代表们在视察文化工作中，发现郭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郭庄志》，为了挖掘郭庄历史文化，代
表们提交组织编写《凤仪郭庄》一书和编纂镇志提案。

是年，人大代表对集镇路灯进行视察，将实施集镇、园区路灯亮化工程和技防设施扩容升级工程的问题

提交郭庄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讨论，并在会议上作出实施决议，使集镇的夜晚得到亮化，技防

设施得到全面扩容升级。

２．调研
１９９１年后，历届人大代表先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乡镇政府贯彻落实上述法律法规提供第一手资

料。对企业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组织相关人大代表分别进行调研，并将调研中的建议、意

见交有关部门办理。自１９９１—２０１５年的２４年时间里，乡镇人大组织代表写出有分量的调研报告２８件，其
中１６件作为提案提交市人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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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后，郭庄镇人大代表对贯彻“基本农田保护法”进行调研，先后走访１８个行政村，实地考察４２０００
亩农田保护区，在完成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业内分析和梳理，写出《关于郭庄镇基本农田保护现状及建议》的

调研报告，该报告交镇政府后，镇政府根据报告的情况，进行认真检查，主动整改，全镇重新规划基本农田保

护片、保护块。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耕地面积达９６３６０亩。

图１５２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人大代表议案建设办理工作见面会

２００５年后，镇人大代表对村庄卫生整治进行调
研，代表们走访和视察郭庄、葛村的所有村庄及塘、

坝、渠，写出《开展“双创双清”、整治村庄卫生》的

调研报告，镇人民政府出台《政府负责、部门协调、

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环卫工作规定，

２０１４年投入２０００余万元，完成 ２千米污水管网的
铺设和３个污水泵站的建设，对 ２２个自然村进行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对葛村集镇进行雨污分流

工程施工。

２０１５年，镇人大代表建议 ４３件，镇政府办理
４３件，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１００％。

３．评议
１９９８年后，每年的七、八月间，两镇人大开展听取和评议镇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司法所、劳保所、财政

所、派出所、工商分局、国税所、地税所、国土资源所、农经站、农服中心、水利站、计生办、建房办、民政科、农

业公司、多经公司、工业公司、安监站的工作报告。每次评议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意见，并限期

整改，３个月或半年后，两镇人大代表分组对“七所八站”评议后的工作进行跟踪走访、视察、检查，充分发挥
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镇人大评议执法单位和服务部门１７个，提出整改意见９８件。

第二节　乡镇政府

　　一、机构沿革

１．解放前机构
抗日时期，郭庄、葛村两乡公所属句五区管辖，区公所设区长、副区长，下有军事、民政、财经（财粮）、文

教等股和区大队。乡公所设乡长、副乡长、乡农会主任、妇抗会主任、民兵营长等。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国民党政府将区公所改为区署、下设乡（镇）公所、赤山区设区长、区指导员、
事务员、区丁若干人。郭庄、葛村两乡公所，所内设正副乡长各一人、乡干事、乡丁若干人。乡政府设有秘书

室、会计室、土地行政、金融、乡造，以及田赋粮管处、税捐稽征处、自卫团、电信、农业推广所等部门。民国３７
年（１９４８年）区署撤销。郭庄、葛村两乡属第六区。

２．解放后机构
１９４９年句容解放后，成立第六区人民政府（辖郭庄、葛村、三岔、后白部分）。区设有秘书室、财粮股、民

政股、文教股、公安股、农林股。

１９５７—１９６５年，郭庄乡、葛村乡设党政办公室、经营管理科、文教科、民政科、农业科。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社机关受到冲击，政府机构基本瘫痪。１９６８年４月成立郭庄人民公社革命委员

会，设党政办公室、生产指挥组、群众专政组、经营管理科、民政科、农科站、贫下中农协会、工业办公室、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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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郭庄、葛村两乡镇设党政办公室、经济联合会、农业公司、多种经营服务站、土管所、农业
经济经营管理站、财政所，民政科、计划生育办公室、司法科、广播站、建房办、文教科、劳动就业管理站。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人民政府设党政办公室、经济服务中心、农业服务中心、文体服务中心、广电服务
中心、劳保所、统计站、水利农机服务站、计生办、民政办、环保所、土管所、建房办、安监站、财政所、工商行政

分局、妇联、科协、老年办等。

　　二、历届政府主要政务

１．第六区人民政府
１９４９年７月，建立第六区人民政府，主要开展政权建设、恢复生产、剿匪肃特、防汛救灾、动员青壮年识

字学文化等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区内局势稳定、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１９５０年６月，第六区人民政
府成立土改工作小组，深入各村评划农户成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

房产、耕畜、农具等，将没收的土地按人统一分配、其他财产多分配给贫雇农，适当照顾困难的中农，彻底废

除几千年来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新的土地制度。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动员各行各业抗美援朝，开展捐献飞机大
炮运动，举行反美示威大游行。１２月，动员２００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同时，家家户户订立爱国公约，大
搞增产节约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１９５１年初，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惩治反革命条例》，大张旗
鼓地掀起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中，采取“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集中打击土匪、特务、恶霸、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道会门头子５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第六区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一批反动
党团骨干分子和民愤极大的恶霸。１９５２年，全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遵照
中央“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遵照中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对工

商部门进行行业调整、扩大其经营范围。１９５３年，区政府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中共七届四
中全会精神，巩固和发展农业互助组、合作社。是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粮油实行计划管理。

２．第一届政府
１９５４年，本届政府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精神，发动群众掀起农业合作化

高潮，是年，全区入社农户６５％以上。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全区私营商店实行公私合营，一些小商小贩和个体户工业户也组建成合作商店和合作社，建立以生产资

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１９５７年，郭庄乡、葛村乡在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带领广
大群众开始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对圩堤加高加固，对岗坡冲口修塘筑坝。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

业。同时，动员党内外群众开展整风运动。

３．第二届政府
１９５８年初，赤山人民公社组织全公社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精神，动员全公社人民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去。

是年１２月，郭庄、葛村组建人民公社，实现“政社合一”体制。土地一律由公社统一管理。在“大跃进”中，全
公社农村实行“大兵团”作战，大搞深耕深翻，大搞“农业放卫星”，大办“集体食堂”，提倡“生产军事化、生活

集体化”。集镇大办工业、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造农药。“大跃进”造成郭庄、葛村两公社工农业生产的大

倒退。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本届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制订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全面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政策，使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１９６２年，经过三年时间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调整，郭庄、葛村两公
社农业经济出现复苏。

４．第三届政府
由于管理体制的变化，两乡政府历时大半年，主要抓制订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春季，发动群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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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造林，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广泛发动干部群众做好人好事。１９６２年秋，开始
兴建赤山湖电力提水站，给赤山湖补充水源，解决境内严重缺水之患。

５．第四届政府
本届两公社管理委员会主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

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运动。同时，动员一批集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

落户，参加农村建设。

６．第五届政府
１９６５年底至１９６６年初，本届两公社管理委员会组织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尽管重视“抓革命、

促生产”，但生产仍然受到一定影响。１９６６年５月，全国进入大动荡、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９月，公
社管理委员会机关受到冲击，组织机构基本瘫痪。１９６８年４月，郭庄、葛村两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被撤销，
组建由革命干部、贫下中农、造反派“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极左理论指导下，全公社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政府中部分老干部、学校里老教师无辜被戴上“阶

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等帽子。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遵照中央指示，公社革命委员会重新恢复办公，各条战线开始整顿，
一些老干部、老教师恢复工作，全公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形势明显好转。１９７６年，掀起“批邓、批孔、反击
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革委会机关再一次陷入混乱状态。是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动乱
１０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拨乱反正。１９７９年初，公社革委会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由于第六届乡人民代表大会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未能如期召开，故未产生第六届乡政府。

７．第七届政府
两公社革委会带领广大群众大力发展社队工业，采取老厂扶新厂、大厂帮小厂、社办厂带队办厂的办

法，集中全公社财力、物力、人力，实施对大项目会战。郭庄公社先后办起甲山膨润土开采加工厂、句容皮塑

鞋厂、五金加工厂、地毯纺织厂等。葛村公社建有机械、轧钢、铸钢、皮鞋、服装、采石、制革、印刷、塑料、玻璃

钢、地毯等４２个企业。在农业上，革委会带领广大农户进行农业体制改革，全面试行“联产到劳、包产到户”
的做法，大面积推广高产品种杂交稻以及经济收入较高的农作物，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８．第八届政府
１９８１年５月撤销两公社革委会，建立乡人民政府。本届两乡政府在工业经济面临能源、原材料紧张、纺

织品限产和价格调整等严峻形势下，坚持以挖掘企业潜力为突破口，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调整产品结

构，提高产品质量，开拓市场营销。至 １９８４年郭庄乡有皮毛、服装、食品、红砂、膨润土加工等工业企业 ２７
家；葛村乡有建筑业、拉丝、水泥预品厂等工业企业３６家。１９８５年，郭庄乡工业总产值９９５万元；葛村乡工
业总产值８３８万元。

９．第九届政府
本届两乡政府继续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加快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步伐。全面推

广“一包三改”责任制、“五定一奖”目标管理责任制，调动厂长和职工的积极性。同时，积极鼓励企业大力发

展外贸产品，力争在外向型经济上有新突破。通过两乡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奋力拼搏，赢得发展先机。１９８６
年，郭庄乡有工业企业２７家，葛村乡有工业企业４２家。共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１１５．５２万元。农业上，大力发
展经济植物和蚕桑业。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西瓜播种面积６６５９亩，占全县西瓜产量３６．４０％。１９８７年，
当年栽桑树６８０亩，蚕茧产量２４．２０吨。８０年代末，郭庄乡、葛村乡基本实现“由农到工”的跨越。

１０．第十届政府
本届两乡政府在继续完善厂长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外贸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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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扶持，对牵线搭桥、引进外资的干部职工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郭庄先后兴建镇江句容精细化工

厂、华达食品厂、郭庄汽车配件厂、阳巷地毯厂等；葛村乡适应建筑业的兴起，兴办拉丝厂、水泥预制品厂等，

水泥预制品厂高峰时达７０余家。农业上，继续发展多种经营，引导农民从单一种粮的圈子中解放出来，强化
农服体系和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１１．第十一届政府
本届两乡政府继续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引进外资企业。１９９３年，郭庄乡引进第１家外资企业—镇江亿

升陶瓷有限公司。本届两乡政府把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广大群众中开展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开展争创“文明家庭”“文明单位”活动，开展爱国卫生和文

体活动，进一步提高、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多层次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造就新一代“四有”新型

农民。

１２．第十二届政府
本届两镇政府在调查、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结合本镇实际，制订规模企业保值增值，小、亏企业一次性转

让，村办企业或转或租的企业改制政策。１９９５年，两镇工业总产值６４６８７万元，工业增加值１６６７４万元。农
业上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两镇根据自身优势，走特色之路，搞千亩稻田养殖和千亩特种养殖工程。

１３．第十三届政府
１９９６年初，本届两镇政府在对镇办企业实行风险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出台以转为主、以股为辅，

转、租、股相结合的产权制度改革，逐步推行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制。１９９６年，郭庄镇首先将句容朝阳
五金厂和郭庄镇红砂厂的产权转让给个体经营；葛村镇先后拍卖农具厂、永承塑料厂、地毯厂，租赁法兰厂、

化纤厂、无线电二厂，对轧钢厂、华凯公司部分承租。１９９７年，郭庄镇对郭庄轮窑场实行净资产拍卖，使大量
闲置资产得到利用。农业上，大力推广良种良法，新肥新药，全面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１４．第十四届政府
本届两镇政府继续搞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至２０００年底，集体工业企业基本改制完毕。郭庄镇对新亚

工艺品厂等骨干企业实行净资产拍卖，对农具厂等大集体企业采取兼并和资产分割拍卖，由买断者承担企

业的债权债务，对资不抵债的企业采取零资产拍卖，同时，对村办集体企业全部进行评估改制为私营企业，

共改制２０家。２０００年，郭庄镇引进南京中洋公司。在政权建设上，两镇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机构进行改革，
建立农业服务中心，经济服务中心、文体服务中心、广电服务中心、财政所、村镇建设办公室等机构。

１５．第十五届政府
本届政府经历郭庄、葛村两镇合并。在本届镇政府任期内，克服困难，把坚持发展列为第一要务。努力

克服资金短缺，原材料涨价，土地紧缩等不利因素，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力度，实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

实施“骨干带动，大强小活”的发展方针，将企业规模做强做大。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镇工业企业２７６个，地区
生产总值７７６２９万元。在农业生产上，镇政府充分发挥组织引导作用，构建多层次致富平台，建立农民收入
增长的长效机制，全镇推广农业新品种２８个，发展专业养殖户、种植大户４６户。

１６．第十六届政府
２００８年初，郭庄被句容市列为“五大经济板块”之一，是年底，郭庄镇成立句容空港新区管委会，依托宁

杭高速郭庄道口与机场高速，规划建设总面积６０平方千米、核心区２５平方千米的空港新城，它重点突出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招商；突出总部经济、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招商；突出文化产业等新兴经济业态招

商。至２０１２年末，销售额５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３６家，工业销售总额５６．８０亿元，实现利税５．５７亿元，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２６．３２亿元。在农业上，不断创新农村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扎实推进总投入２亿元
的郭庄现代农业园区工程。教育事业上，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１日郭庄中心小学举行建校１００周年庆典。郭庄中
学中考成绩列全市乡镇中学第一名。郭庄、葛村两所中心校创成“镇江市现代化小学”。２０１２年末，郭庄镇
被授予句容市首家“省基层统计规范化建设达标示范乡镇”，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镇江市“文明镇”。

１９９

第十五章　乡镇政权



１７．第十七届政府
本届镇政府大力发展空港新城的光伏新能源、医疗器械、稀土新材料、现代商贸物流等新兴产业，全力

打造一座集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为一体的空港产业新城。至２０１５年底，全镇完成地区国
内生产总值４０．６０亿元，工业总产值１０３．６０亿元，实现利税８亿元，销售额２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５３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９６家，家庭农场１７家，农业规模经营比重６５％。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乡、含第六区）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

　表１５－３

届次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六区（赤山）

人民政府

区　长

副区长

区　长

副区长

李兴山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９５０年４月

王吉堂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９５１年５月

高云书 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９５２年１１月

刘景良 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９５３年５月

潘泽林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９５３年５月

李俊廷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９５０年１０月

王希敏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９５１年５月

潘泽林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９５２年１１月

华立仁 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５３年５月

刘景良 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９５４年７月

潘泽林 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９５３年８月

樊家才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９５５年１０月

吴开华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９５６年８月

华立仁 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端义生 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９５５年８月

吴开华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９５６年２月

吴克文 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９５６年８月

陈克勤 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９５６年３月

石永昌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９５６年８月

郭庄乡第三届

人民委员会

代理乡长

乡　长

代理副乡长

副乡长

王万金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陈扬芝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２月

戴立兴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王万金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９月

郭庄人民公社

第四、五届

管理委员会

社　长

副社长

王万金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９６０年６月

万克森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９６２年３月

孙瑞成 １９６２年月３月—１９６２年９月

王万金 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９６５年８月

王万金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５９年５月

万克森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９６０年６月

２００

郭庄镇志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乡、含第六区）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

　表１５－３（续）

届次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郭庄人民公社

第四、五届

管理委员会

副社长

主　　任

副主任

杨大礼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９６２年３月

窦绪安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朱居和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９６１年３月

邱书培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９６１年３月

周月良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王万金 １９６５年８月—

杨大礼 １９６５年９月—

秦顺庚 １９６５年９月—

郭庄人民

公社第七届

革命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窦绪良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９７０年８月

邵荣炳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９７５年９月

王庚富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王万金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９７１年５月

郑祖森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９７１年５月

徐荣华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９７０年１月

滕有富 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７４年５月

刘德银 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赵忠孝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９７６年２月

纪邦松 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９７５年９月

李凉和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花仁昌 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郭庄人民

公社第八届

革命委员会

（１９８１年５月撤销
革命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王庚富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８０年４月

徐玉康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刘德银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李凉和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花仁昌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７年８月

徐　峰 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９８１年３月

丁根宝 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９７９年１月

华先仁 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９８１年４月

吴　秋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袁玉和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朱世柏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徐德俊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９８１年４月

潘东山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２０１

第十五章　乡镇政权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乡、含第六区）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

　表１５－３（续）

届次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郭庄人民公社

第八届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徐玉康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简恩承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９８３年８月

吴　秋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９８２年１０月

朱世柏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９８３年７月

潘东山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９８３年７月

郭庄乡

第九届

人民政府

乡　长

副乡长

陈荣才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８５年４月

孙龙保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朱世柏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８７年５月

谢和寿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８６年５月

孔祥宝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９８７年５月

王绍江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吴守安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杨留虎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赵挺俊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郭庄乡

第十届

人民政府

乡　长

副乡长

孙龙宝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２月

赵挺俊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９９０年３月

吴守安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０年３月

杨留虎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２月

王绍江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０年１月

赵挺俊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２月

李树生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９９０年３月

陈鸣放 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９９０年２月

郭庄乡

第十一届

人民政府

乡　长

副乡长

赵挺俊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１年３月

杨庆荣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李树生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２年２月

潘永贵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２年３月

谢和寿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孔庆和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阎方平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贾　志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郭庄镇（乡）

第十二届

人民政府

镇（乡）长

副镇（乡）长

高庆国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５年７月

岳卫平 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９９６年２月

孔庆和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２月

阎方平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２０２

郭庄镇志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乡、含第六区）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

　表１５－３（续）

届次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郭庄镇（乡）

第十二届

人民政府

副镇（乡）长

贾　志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潘永贵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５年７月

张网春 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９９６年２月

郭庄镇

第十三届

人民政府

镇长

副镇长

岳卫平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３月

孔庆和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９９８年１月

高庆华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张网春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孔庆和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３月

宫圣良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吴小香（女）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葛龙兴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张世成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唐兆保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杨福长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吕存明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毛国华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郭庄镇

第十四届

人民政府

镇　长

副镇长

高庆华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黄万祥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００１年３月

裔玉诚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杨福长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３月

毛国华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吕存明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３月

葛龙兴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曹金刚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汪太平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郭庄镇

第十五届

人民政府

镇　长

副镇长

裔玉诚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５年２月

眭国荣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汪太平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５年９月

曹金刚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孙国强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葛龙兴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夏宏伟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吉伟平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张德成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２０３

第十五章　乡镇政权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乡、含第六区）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

　表１５－３（续）

届次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郭庄镇

第十五届

人民政府

镇长助理
李　宁 挂职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０３年５月

余　卫 挂职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０３年９月

郭庄镇

第十六届

人民政府

镇　长

副镇长

眭国荣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纪文华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夏宏伟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李海涛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李如祥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曹承华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戴红梅（女）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胡　新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秦华成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牛风华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赵　明 挂职，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郭庄镇

第十七届

人民政府

镇　长

副镇长

纪文华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２月

郭　江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１５年９月

褚小明（女）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秦华成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４月

杨世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金　峰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牛风华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赵德生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赵　明 挂职，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９月

杜永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王韦刚 挂职，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陈　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笪　雷（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葛村集镇办事处 主　任 柳福才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１９５６—２００５年葛村镇（乡）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

　表１５－４

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葛村乡

人民委员会

代理乡长 周宜金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乡长 吴克文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９月

代理副乡长 陈伯安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副乡长 王大仁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９月

第二副乡长 李登仁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９月

２０４

郭庄镇志



１９５６—２００５年葛村镇（乡）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

　表１５－４（续）

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葛村

人民公社

社　长

副社长

吴克文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王大仁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２年３月

李登仁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５９年１月

王笃文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９６５年７月

陈崇山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９６１年３月

葛村公社

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王大仁 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赵忠孝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夏永源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９６６年３月

钱宏元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

钟士才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

葛村公社

革命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主　任

副主任

杨　胜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９７１年５月

朱华福 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高守传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９６９年１２月

闵正亮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９７１年３月

钟士才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９７１年１１月

张华太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９７１年５月

潘思祥 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７１年１２月

潘绪仁 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７４年６月

赵罗根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王圣贵 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胡银生 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朱华福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６年１１月

姚大巧 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赵罗根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７年１２月

王圣贵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９年４月

胡银生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５月

张信余 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９７９年７月

夏月明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王鹤轩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９７９年１月

巫　力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９８０年２月

徐　政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赵祚春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１年２月

景安凤 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赵延元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９８１年５月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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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２００５年葛村镇（乡）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

　表１５－４（续）

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葛村公社

管理委员会

主任

副主任

夏月明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９８３年７月

景安凤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９８３年７月

赵延元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９８２年８月

徐　政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９８３年２月

葛村乡

人民政府

乡　长

副乡长

夏月明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８４年２月

谢德智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９８９年９月

赵盘根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赵志忠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８７年５月

谢德智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８５年５月

闵万道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９８９年９月

薛友宏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９８７年５月

孔祥宝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８８年３月

李金华 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９９０年２月

马诗金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邹启德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９９０年３月

范科双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９９２年２月

吴守安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杨文保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葛村镇（乡）

人民政府

镇（乡）长

副镇（乡）长

高卫民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２月

杨文保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３年２月

马诗金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５年２月

魏春英（女）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梅学云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凌定良 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葛村镇

人民政府

镇长

副镇长

高卫民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１月

陈建业 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傅晓东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９月

焦桂葆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张卫民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吕存明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笪双寿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１月

朱发江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２月

冯明辉 兼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许德垠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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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２００５年葛村镇（乡）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
　表１５－４（续）

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葛村镇

人民政府
副镇长

经延枫（女） 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姜益平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３月

刘德贵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孙国年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赵　林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月

王　进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唐思宏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３年６月

高启福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５年９月

华　强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葛龙兴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９月

周　舟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李如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李海涛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高阳公社、谢桥公社、虬山公社领导一览表
　表１５－５

公社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高阳 社长

唐家国 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９６２年９月

吴世华 １９６２年９月—未到职

魏太宗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谢桥 社长
徐荣华 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沈福魁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虬山 社长 王大仁 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９６５年９月

　　注：高阳公社、谢桥公社、虬山公社于１９６２年１月成立，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撤销。

第三节　村（社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

　　一、组织机构

１．解放前组织机构
清末，乡以下设都、里、村。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乡以下设闾、邻两级。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年）６月，乡以下

闾、邻改为保、甲。１０甲为一保；１０户为一甲。日军侵占句容时，仍按旧制。
２．解放后组织机构
解放初期，乡以下设村，村设农民土地委员，农协会主任。１９５６年，赤山区辖１０个乡，每个乡管辖５—６

村，村设农协会主任，农协会委员。１９５８年１２月，郭庄、葛村分别成立公社。郭庄人民公社辖２６个生产大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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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含１９６９年１１月被划出的新农、西释、光明、高阳４个生产大队）；葛村辖１８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设大队
农协会主任、副主任。小队设正副队长各１人。１９６８年４月，大队农民协会改为革命委员会。大队设革命
委员会正副主任，小队设正副队长。１９８１年５月撤销两公社革命委员会。

１９８３年春夏期间，进行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原人民公社作为“经济联合委员会”，生产大队改称行
政村，村辖村民小组，行政村设正、副主任，自然村设村长。至２０１５年未变。

　　二、村民委员会建设

１．民主选举
村委会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１９８３年第一届村委会选举由村民提名候选人，采取差额选举。选

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届期３年，届满换届选举，其成员可连选连任。１９８７年１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村委会组织法”）。１９９０年９月，郭庄、葛村两乡开展第二
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以后，两镇于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０４年１２
月、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分别进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村委
会换届选举工作。在第十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村委会干部全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全镇１８个行政
村、２个居委会依法进行换届选举。选举前，为实现民主推荐、公平竞争的原则，各村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广
播、墙报、宣传栏等形式，公开选举工作方案，成立选举领导小组，确定选举投票点（站），保证选民按自己意

愿填写选票。选举中，村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直接把政治素质好、懂经济、会管理、办事公道、廉洁奉公、能

带领村民建设小康社会的能人选入村委会班子。第十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共登记选民５１７１８人，参加投票选
举的有４１７１９人，参选率８０．６６％，１８个村一次选举成功，一次选举成功率９９．８０％，选举产生村委会干部共８９
名，其中党员７１名，占７９．７５％，女干部１８名，占２０．２２％，高中以上文化水平７６名，占８５．６０％，平均年龄４５岁。

２．民主决策
１９８７年１月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郭庄、葛村两乡各村村民委员会将民主决策列入村民自治的重

要内容，村里重大问题必须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策。有的村在为民办公益事业、办村级经

济实体等事务前广泛听取村民意见，村委会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集思广益，形成共识，表决通过，使

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至２０１５年，各村委会每年至少召开４次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本村发展
规划和年度计划；听取并审议村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制订和修改治村章程或村规民约；决定年度为民办实事

工作计划；听取年度工作总结并开展评议活动。

３．民主管理
１９８６年起，村委会民主管理是通过制订落实两个方面的制度来进行。村委会须制订村委会工作制度、

村委会３年任期和工作目标；对于村民，制订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为了及时
公正处理村民反映热点、难点问题，两乡各村委员会普遍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结合本村实际，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制订《治村章程》《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然后印发到各家各户，使村民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中发挥作用。

１９９５年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郭庄、葛村两镇贯彻民政部《关于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
知》，从开展示范活动入手，全面落实“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经检查验收，

有８个村达到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６年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２００８年继续在全镇开展“句容市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度村民自治模范村”创建活动。２００８年依据《句容市村民自治模范村建设标准》要求，经上级主管部
门检查验收。全镇１８个村均达到村民自治模范村建设的标准，合格率为１００％。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村规民约
村容整洁　文明和谐　讲究卫生　革除陋习
河塘沟边　禁倒垃圾　垃圾入箱　举手之劳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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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污水　改水改厕　家禽圈养　减少污染
柴草杂物　堆放整齐　房前屋后　整洁干净
河道沟塘　整治疏浚　蓝天碧水　清新怡人
公共绿地　定期修剪　爱护花草　美化环境
古树名木　加倍保护　净化空气　延年益寿
健身广场　爱护设施　新建住房　拆除旧宅
服从规划　不搭违建　破败房屋　及时拆除
名居故屋　修旧如旧　环境整治　人人有责
晚婚晚育　计划生育　男女平等　优生优育
尊老爱幼　互帮互助　邻里团结　家庭和睦
遵守公德　文明礼貌　崇尚科学　破除迷信
优美环境　你我共建　绿色家园　美好乡村

４．民主监督
９０年代末，郭庄、葛村两镇农村推行行政村村务公开制度，统一村务公开的工作内容、形式。各村建立

健全以“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村民监督”为核心内容的民主监督机制，成立村务公开领导小组、监督小组、民

主理财小组，设立固定的公开栏，坚持定期向村民公布财务收支、农民负担、计生指标、征用土地、宅基地安

排等情况。每年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汇报村里的政务和财务情况，征求和听取村民代表意见，加大民主

监督力度。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在检查验收全市村民自治模范村建设的情况时，全镇把村务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检
查验收项目，内容有：村务公开栏的硬件设施建设；村务公开的“四个民主”建设的台账资料；村民代表会议

制度的落实情况。９月份又回头看随机抽查，全镇１８个村都达到验收标准，合格率１００％。各村都能较好地
形成以“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民主监督机制，使村委会工作置于村民监

督之下。

５．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
２００８年，全面启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按“五站四室三栏两场所一大厅一公共上网点”的建设

标准，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下，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办法，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镇政府依据《句

容市农村社区建设工作考核细则》，要求各行政村采取量力而行、优化资源配置的做法，明确每个建制村社

区服务中心的建筑面积不少于５００平方米。同时，统一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挂牌名称，规范工作职责和相关活
动场所制度，配齐基础设施及装备，采取“镇统补一点，涉及部门投一点，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拿一点”的做法

筹集资金，确保建设工作的正常开展。至２０１０年全镇１８个建制村，建成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达标率为１００％。

　　三、社区居委会建设

１．组织建设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各有１个居委会，居委会主任由乡党委任命。２００２年，两镇社区居委会首次进行

民主选举，由居民代表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领导人选。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１日、２００８年６月９日、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
日、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１日，全镇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

２．文化建设
２００５年起，镇社区居委会重视文化体育活动，两社区建有图书室，为居民开展学习、娱乐、健身、休闲等

文化体育活动创造条件。引导社区群众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如广场舞、腰鼓、太极拳、太极剑、扇舞等

群众喜闻乐见、内容健康向上的活动。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镇社区居委会及有关单位代表参加市社区办、市体委
举行的各类各项文体活动１０余次。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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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和谐社区建设
２００５年社区居委会开展党员“送温暖、献爱心”活动，采取结对帮扶，集中捐赠等形式，党员与社区特困

家庭、弱势群众结合帮扶对子，使社区贫困居民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社区的温暖。２０１４年，为１５７２户
困难户发放慰问金５５．７５万元，新建两个集镇老年活动中心，成功申报葛村、方溪、金星三个和谐社区及葛
村、方溪两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建设和谐社区、促进全面小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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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群团　社团

郭庄、葛村的群团、社团组织真正成形且发挥重要作用的时间点应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
年）６月起，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在赤山地区（丁家村、甲山、端庄、谢桥、赤北）建立中共党支部，并成立谢桥区
委。以郭庄庙为中心开展游击战，离不开人民的支持。郭庄、葛村两地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

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为新四军捐粮捐款、带路、刺探情报等，为

抗战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郭庄、葛村两地的群团、社团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展经济发挥重

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郭庄、葛村两乡镇的群团、社团在党的领导下，围绕中心

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各有特色的工作。

第一节　群团组织

　　一、工会

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句容县第六区（含郭庄、葛村、三岔、后白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木匠、瓦匠、
理发匠、铜匠、机匠、裁缝等手工业工人参加，建立工人抗日救国会（简称工救会）。

１９５０年５月，句容县成立总工会筹委会。１２月，第六区成立工会筹备委员会，由区委副书记任名誉主
席、组织工人恢复生产，实行生产自救，同时对职工队伍进行调查摸底，发动职工群众，掀起增产节约、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１９５３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运动中，筹委会工会利用各种形

式组织职工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在宣传贯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协

助政府有关部门查清“黑田”，整理赋籍。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中，对工商企业进行生产改革，检举揭发私营工商业者偷税漏税、掺杂作假行为，加强护税和市场

管理，做了许多工作，有力地促进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维护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１９５４年８月，两乡工会组织增加财政金融、供销社、粮食加工厂等单位。１９６２年８月，郭庄、葛村两公社
职工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热潮，评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会
活动被迫停止，由“工代会”所取代。１９７３年８月，郭庄、葛村企业恢复工会委员会，恢复和发展会员３６０余
人。１９７７年，两公社工商业职工开展“工业学大庆”和“百日红”竞赛活动。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企业工会根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引导广大职工认真贯彻落实《企业
职工奖惩条例》和《全国职工守则》，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先后开展向赵春娥、张海迪、蒋筑

英等先进人物学习和“四有”（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教育，以及“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并以

工商、基建等系统为重点，开展增产节约、安全生产为中心，以“树理想、当主人、学本领、献计策、反浪费、做

贡献”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１９８１年８月，郭庄、葛村两公社共有１１个基层工会，７８个工会小
组，１３００余名工会会员。广大职工开展“学习张海迪、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１９８５年，基层工会先后推行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建立健全全民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吸引职
工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维护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利，配合有关部门对企业进行中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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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任务。坚持把职工教育寓于文化娱乐活动中，经常开展球类、棋类、牌类等娱乐活动。积极组织和参与

县总工会和县体委联合举办的职工体育活动。４０余名职工分别参加篮球、乒乓球、拔河、象棋比赛。
１９９１年，郭庄、葛村两乡成立机关工会，负责全乡的基联会工作。乡机关工会带领职工开展抗洪抢险斗

争，确保企业安全生产。１９９２年，广大工会会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开展“双节”为主要内容的技术练兵
和操作竞赛活动。１９９４年，在两镇基联会的组织下，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１９９６年，两镇基联会组织
职工参与产权制度改革。１９９８年，两镇职工开展以“学习新知识、学习新本领，掌握新技术”为主题的自学成
才活动。１９９９年，两镇基联会组织工会会员开展争当“文明职工和面向２１世纪主人翁形象”大讨论活动。
是年，郭庄镇、葛村镇分别成立工会。

２００２年，企业工会与企业业主签订工资协商集体合同。２００３年，两镇基联会全面开展扩建企业工会工
作及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制。

２００５年以后，郭庄镇基联会开展“劳动关系和谐”创建活动，推动企业营造和谐发展的人文管理环境，建
立稳定协调的新型劳动关系，有力地促进企业与职工协商共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的良好局面。

２００８年成立郭庄镇总工会。是年，全镇销售收入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建立“职工之家”，开展以“有班
子、有牌子、有场所、有制度、有活动、有经费”为基本要求的建设“职工之家”活动。９０％以上的企业建立劳
动争议调解组织，由镇总工会主持调解劳动争议。至２０１５年底，全镇规模以上企业６２家（其中亿元以上企
业９家）的基层工会“职工之家”合格标准率达９８％以上。

　　二、共青团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第六区建立新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首批发展团员２００余名。１９５０年底，郭庄、谢
桥、高阳、葛村、虬北等乡皆建有团支部，团员有２８０余人。各团组织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团员青年
投入减租减息、生产救灾、土地改革等活动。１９５４年初，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学
习，积极参加团县委举办的２期基层干部培训，学习和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组织团
员青年积极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

１９５６年８月实行撤区并乡，以生产队成立团小组，以合作社成立团支部，以乡成立团委。郭庄、葛村分
别建立乡团委。各基层团组织结合团县委整团建团活动，普遍对团员青年进行“怎样做一个青年团员”和

“以社为家，怎样做一个优秀社员”的团课教育，增强农村青年对农业生产的信心。

１９５７年５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５８年，郭庄公社团委、葛村公社团委组织发
动团员青年开展植树造林、积肥送肥活动周和除“四害”（蝇、蚊、麻雀、老鼠）活动。同年，基层团组织组织团

员青年参加大炼钢铁，深耕深翻，“大跃进”运动。

６０年代初期，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创“四好团支部”和“五好青年”的比学赶帮超竞赛热潮。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团组织活动被迫停止。１９７１年，郭庄、葛村两公社团委恢复工作。到年底，

郭庄、葛村两公社分别组建基层团委、团支部４６个，团员１６００余名。
１９７８年，基层团组织广泛开展“共青团工作必须分清路线是非”和“共青团在完成新时期总任务中所肩

负的责任”的大讨论，并组织宣讲团和宣讲队，宣传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

１９７９年，两公社团委组织青年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争当新长征突击队”活动。
１９８１年５月，学校、商业、粮食系统团员青年开展“优质服务”和“五讲四美”“三热爱”及“文明礼貌月”

活动，引导团员青年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积极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１９８５年７月，团县委发起“茅山杯”竞赛活动，开展“五小三优”（小发明、小创造、小改革、小革新、小建
议、优质生产能手、优质操作能手、优质革新能手）竞赛。郭庄、葛村团组织以发展“两户一体”（专业户、科技

示范户、经济联合体）为内容，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至１９８５年，两乡共有基层团委５个，团支部７８个，团员
２４６０余人，共召开９次团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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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两乡团委组织开展“向郭纲琳烈士学习，争做发光的小星星”活动，同时还组织开展“青
年文明建设工程”竞赛活动。

１９９６年，郭庄镇、葛村镇团员青年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村）”活动。１９９７年，两镇团委组织团员青年开
展“讲文明、树新风”系列活动。

２０００年之后，企业团员青年开展“科技创新”活动，２００３年两镇团员青年投入防止“非典”的战役。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两镇团组织开展以“三个代表”力争两个率先为主题活动。农村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先后召
开创业动员会，以创业促就业，发布用工信息。同时，开展“民族精神代代传”读书征文活动、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６０周年“勿忘国耻，兴我中华”主题教育活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镇团委组织开展“讲文明、树新风、迎奥
运”“戴团徽、展风采”“我是团员我骄傲”等活动。

２００９年，郭庄镇团委召开共青团第十三次团代会，组织团员青年为建设空港新区而奋斗。
２０１４年，郭庄镇团委召开郭庄镇共青团第十四次团代会，共有团支部６４个，团员１３３６名，２０１５年镇团

委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团员开展以“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

实）为内容的主题活动，规范自己的言行，争做当代青年的楷模。

　　三、妇女联合会

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郭庄、谢桥、高阳、葛村、虬北等乡镇相继建立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妇
救会为团结广大妇女发展农副业生产、动员青壮年参加新四军，护理新四军伤病员等作了大量工作。

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年）３月，县妇女会在六区设妇女会指导员１人，妇女会受控于国民党县党部，句容解
放前夕妇女会解体。

１９５１年３月成立句容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六区及所属乡镇亦相继成立妇女联合会和妇代会。
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当地妇联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宣传落

实，反对包办买卖婚姻。

至１９５２年底，第六区（含郭庄、葛村、三岔、后白部分）有１６２余对青年自由恋爱结婚，１０余名寡妇重新
组合家庭，７９人解除童养媳关系，因包办买卖婚姻无法共同生活而离婚的达１１０余对。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涌现出妻子送夫参军的有２０余名，母送子以及未婚妻送未婚夫的有１８名。
１９５２年之后，郭庄、葛村两乡妇女组织引导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到社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２４０

余名妇女第一次走出家庭参加田间劳动。１９５６年，郭庄、葛村两乡有８０００余名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占有劳
动能力妇女的９０％以上。

１９５８年，郭庄、葛村两公社为解决妇女生产劳动的后顾之忧，共办托儿所４３个，托儿组１９７个。妇女组
织还采取“四调四不调”（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丘陵区调平不调高）的劳动

保护措施。

１９５８年６月，民主妇女联合会更名为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１９６０年，乡妇联开展“全乡妇女一条心，
扫除自卑立雄心，人人大胆搞革新，个个争当巧姑娘”竞赛活动。郭庄乡、葛村乡４０余名妇女被评为“巧”。

“文化大革命”开始，公社妇联组织被迫停止活动。１９７３年９月县妇联组织恢复后，郭庄公社、葛村公社
妇联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恢复妇联组织正常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郭庄、葛村两公社妇联发动全公社妇女先后开展创建“五好家庭”活动和“三

八红旗手”竞赛活动。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两乡共评出“五好家庭”１０００余户，其中受省表彰的１户，受镇江市表
彰的２户。有１０人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其中省表彰的１人，镇江市表彰的３人，句容县表彰的６人。

１９８１年，两公社妇联组织结合学习、宣传新“婚姻法”，号召全公社青年妇女带头执行晚婚、晚育、计划生
育、禁止换亲转亲等包办婚姻。同时，在广大妇女中，普及法律知识，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列入妇女工

作的重点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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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在两乡范围内开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宣传月活动，禁止溺弃女婴、保护女婴母亲不受虐
待，进行妇女“四自”（自尊、自爱、自重、自强）教育活动，增强妇女独立于社会的思想意识，促进整个社会树

立尊重妇女、爱护儿童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已成为妇女们的迫切要求。１９８５年之后，乡妇联协同有
关部门，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各种实用技术培训１００余期，参加学习培训的妇女近４０００人次，为郭庄、葛村两
乡镇妇女上岗就业和创业增加强大的动力。妇女受益群体不断壮大，为乡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一定

的贡献。

１９９１年，乡镇妇联组织带领广大妇女深入开展“双学双比”（学文化、学科学、比成绩、比贡献）“巾帼建
功”竞赛活动。１９９３年后，乡（镇）妇联继续开展“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不让毒品进我家”“巾帼党员献爱
心”等活动以及创建“五好文明家庭”“巾帼示范岗”等活动。

从２００５年起，郭庄镇妇联以推行妇联维权代言人制度为主线，加大妇女维权工作力度，组织开展首届“句
容市十佳创业女性”评选活动。同年，郭庄镇妇联组织并参与由市妇联举办的“国土杯”法律知识竞赛活动。

２００７年后，镇妇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并参加由市妇联与市纪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十佳勤廉家庭”评选活动。
２０１０年，镇妇联和村妇代会按照“章程”要求进行换届改选，一批工作能力强、文化水平高、思想素质好

的青年女性被充实到妇联干部队伍中，努力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妇女组织协会。动员全镇广大妇女为建设

美丽的空港新城添光彩、作贡献。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妇联动员妇女开展“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
实、做人要实）为内容的主题活动。为构建平安郭庄、法纪郭庄、和谐郭庄作出贡献。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镇（乡）历届妇女代表大会情况一览表
　表１６－１ 单位：人

届次 时间
代表

人数
主要议题

选举结果

主任 副主任

一 １９５１年４月 １３９ 乡妇联筹备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一届乡妇联会 １ —

二 １９５３年８月 １１８ 发动妇女执行新婚姻法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活动 １ １

三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 ８７ 动员妇女参加“大跃进”活动投身人民公社建设 ２ １

四 １９６２年３月 ７６ 公社妇联工作报告选举出席县妇代会代表 ２ １

五 １９６４年６月 ７９ 公社妇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乡第五届妇联会 ２ １

六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 ８１ 公社妇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六届妇联会 ２ ２

七 １９８１年５月 ６４ 公社妇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七届妇联会 ２ ２

八 １９８５年６月 ６９ 乡妇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乡第八届妇联会 ２ ２

九 １９８９年３月 ７４ 乡妇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乡第九届妇联会 ２ ２

十 １９９３年４月 ６６ 乡妇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乡第十届妇联会 ２ ２

十一 １９９７年６月 ６８ 镇妇联工作报告选举镇妇联新一届委员会 ２ ２

十二 ２００２年８月 ７２ 镇妇联工作报告表彰先进，选举镇妇联会 ２ ２

十三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６４ 镇妇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镇妇联会 １ １

十四 ２０１０年５月 ６７ 镇妇联工作报告动员妇女为建设空港新区

而奋斗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妇联会
１ １

十五 ２０１４年５月 ６４ 镇妇联工作报告动员妇女开展“三严三实”为内容的主题活动 １ １

　　注：选举结果中出现“２”的，皆为郭庄、葛村各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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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乡镇科协

１９５９年２月，郭庄公社、葛村公社建立起科协组织，两公社有科协会员１７８名，公社科协组织利用各种
机会、场合向群众宣传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普及科学常识，引导群众学科学，运用科学发展生产。“文

化大革命”期间，科协活动被迫停止。１９８５年，郭庄乡、葛村乡恢复建立乡科协，共有协会会员２４６人，并建
有水稻、水产、蚕桑、食用菌等１３个专业技术协会。２００５年区划调整，葛村镇科协并入郭庄镇科协。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科协牵头建立各类专业技术协会和科普协会，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对农村党员、
基层干部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在科技知识普及、科学技术交流和科技咨询服务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五、工商业联合会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２月，句容县成立县商会，葛村集镇成立乡镇商会，县商会与乡镇商会间，平时很少
来往。解放后，商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县工商业联合会成立。１９５３年，葛村乡组建工商业联合会办事处，郭庄庙组建工商小组。
１９５６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组织两乡镇工商业户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经营的热潮，此
后，经过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至１９６３年，葛村工商业联合办事处、郭庄工商小组停止活动。

１９６３年５月，成立句容县合作商贩联合会。郭庄、葛村两公社分别成立基层商会。基层商会在两公社
工商业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从而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成员及其家属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

改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联会停止活动。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句容县工商联恢复正常工作。１９９８年，葛村镇商会成立，１９９９年郭庄镇商会成立。基层
商会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学习《中国工商联合会章程》，解

放思想，加强服务，认真履行职能，努力开创全镇工商联工作的新局面。

２０００年后，郭庄镇基层商会组织民企通过租赁、兼并、联营、收购等形式参与镇企改制。发扬“三创”精
神，提升发展层次，为构建平安和谐郭庄而努力。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基层商会建立数据系统，把全镇会员企业资料输入数据库，经省市工商联网站通
过互联网推向世界，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数据信息平台。

　　六、残疾人联合会

１．组织机构
解放后，残疾人工作一直由乡民政办公室管理，１９９２年建立乡残疾人联合会，与民政办公室合署办公，

民政助理兼任残联理事长。１９９７年５月，郭庄、葛村两镇残疾人联合会建立残联、助残志愿者联络站、残疾
人服务所“三位一体”的组织网络，配备兼职干部１人。２００２年，全镇各村社成立残疾人协会。２００６年，市
残联为全市各镇、开发区残联选聘１名残疾人工作专职委员。是年，遵照市残联“公开公平、择优录用、残障
优先、就近就地”的原则，通过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等程序，镇残联选聘 １名残疾人工作专职委员。２００８
年，在各行政村成立残疾人综合协会，并设残疾人专职委员１人。负责村内残协工作。２０１２年７月，郭庄镇
残联首次通过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理事长。２０１５年，镇残联有工作人员２人。

２．主要工作与活动
郭庄、葛村两镇（乡）残联承担两镇（乡）残疾证的审核办理、重度残疾救助申报审核、特殊困难残疾人的

申报审核、残疾人推荐就业、残疾人康复等工作。截至２００８年，先后为３００户贫困家庭进行草危房改造，为
５２名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为９名截肢者装上假肢，为１６名聋人装上助听器，为１８４名精神患者供药，为下
肢残疾者免费发放３５辆轮椅。２００９年底，全镇共有３１３人享受重残救助（每人每月２２０元）。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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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残疾人胡鹏在国内国际大赛上屡创佳绩。２００９年６月，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勇夺６７．５０公斤级冠军；
１０月，在印度班加罗世界肢残人运动会上，以１８５公斤的成绩获得举重６７．５０公斤级青年组、成年组２块银
牌，同年，荣获亚锦赛７５公斤级冠军。２０１０年，世锦赛上获得第４名，广州亚残运会获得银牌。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以２００公斤的总成绩摘得７５公斤级举重比赛的金牌。２０１２年９月，伦敦残奥
会以２１３公斤的总成绩勇夺铜牌。２０１３年，“晟大华健杯”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以２００公斤的优异成绩
获得７５公斤级金牌。２０１３年，胡鹏被共青团镇江市委、镇江市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分别授予“新长征突击手”
和“自强模范”荣誉称号。２０１５年４月，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胡鹏以２０２公斤总成绩再获男子７５
公斤级举重金牌。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为５６５名重度残疾人发放重残补助，为１４名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为３名聋人装上助
听器，为１３４名精神病患者免费供药，为４５位下肢残疾者免费发放轮椅。

第二节　社团组织

　　一、农民协会

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冬，郭庄、葛村两乡镇建立“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农救会在抗日战争
中，为新四军作战部队带路、侦察、抬担架、帮助新四军筹集物资、切断敌伪交通线、在开展增加雇农工资、减

租减息等斗争中，均发挥重要作用。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郭庄、葛村两乡分别成立乡农会。１９４９年４月，乡农会解体。
１９５０年１月县成立县农民协会委员会。１０月，郭庄、葛村两乡相继成立乡农民协会。乡农协会成立后，

组织农民在土地改革、民主反霸、剿匪肃特、生产救灾、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层政权等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５１年３月土改结束时，乡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６５００余人。１９５４年农民协会撤销。
１９６５年８月，郭庄、葛村两公社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各大队、生产队设有贫下中农代表。１９６８年郭庄公

社、葛村公社革委会成立，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贫下中农协会成立后，组织会员带头忆苦思甜，对学校

师生进行再教育。组织发动贫下中农参加“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农业学大寨”，

在“文化大革命”中配合有关部门实行“四管一教育”（管理财务、学校、医院、商店、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

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该会还继续开展工作，直到１９８３年１月进行机构改革时，停止活动。

　　二、少年先锋队

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冬，句容县第六区（含郭庄、葛村、三岔、后白部分）建立儿童团，儿童团（队）到学校
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儿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防范奸细，募集慰问品，慰劳新四军。

１９５０年上半年，郭庄、葛村各小学先后成立少年儿童队，少年儿童队建立后，队员们广泛开展爱国主义、
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为抗美援朝做一件好事活动。

１９５３年，少年儿童队更名为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１９５６年，郭庄、葛村两乡镇有５０所学校建立少
先队，有队员６０８名。１９５８年，团县委学少部号召少年儿童学科学爱劳动，积极开展“四养”（养猪、养兔、养
鸡、养羊）和小秋收活动。少先队以小队为活动单位，利用课外时间拣粮、送肥、采集药草。１９６３年，少先队
在团组织带动下，学习贯彻学生政治思想工作３８条和少先队工作条例，提高少年儿童的学习热情，增强他们
的道德观念和劳动观念。“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小兵”取代少先队，１９７８年恢复少年先锋队建制。

１９７９年，郭庄、葛村两公社适队龄儿童７５６８名，当年入队的有４１２６名。１９８３年，少先队组织在团县委
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以“我们是光荣的预备队”为主题的“红领巾月”和“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争当红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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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优秀中队”等竞赛活动。１９８５年底，两乡队龄儿童６５６４名，入队的有５９０８名，建立大队４０个。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少先队组织先后开展“为郭纲琳烈士塑像添光彩”“学赖宁做党的好孩子”“心中有祖

国、心中有他人”“手拉手、心连心，同谱抗天歌”等系列活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５—２６日，团县委学少部召开少
先队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郭庄乡、葛村乡少先队组织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１２人。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４—
２５日，少先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郭庄镇、葛村镇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１６人。

２００４年，郭庄、葛村两中心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少先队“建队５７周年”活动。２００５年，郭庄镇成立
预防青少年犯罪组织，成立少先队理论课题研究中心组，开展“勿忘国耻、兴我中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
周年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０６年，全面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开展“六个一”（举行一次“崇尚廉洁、诚信守法、从我做起”师生
签名活动；召开一次以廉洁文化为主题的班队会；搞好一次以廉洁文化为主题的书画展；上好一节廉洁教育

专题课；观看一部反腐倡廉影视电教片；当好一名家庭廉洁小卫士）活动。同年，开展节约资源“四个一”（节

约一滴水、节约一张纸、节约一粒米、节约一度电）主题教育活动。２００７年，少先队开展“文明礼仪青春行”
教育实践活动和“交通文明进校园”活动。２００８年，镇少先队总队部根据市少工委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

图１６１　２０１１年，少先队员听抗战老兵讲故事

“手拉手———留守儿童关爱活动”的实施意见》，开

展留守儿童为主题观摩活动。

２０１０年，少先队先后开展“绿色环保、热爱劳
动、感恩教师”等一系列教育活动。举办社团汇报

展演和庆国庆、庆元旦歌咏会 ４场，参加人员约 １
万人次。

２０１１年少先队先后开展学雷锋主题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月以及读书节等系列活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少先队先后开展“感恩老师书
画展”“绿色环保，每个队员做一件美化校园的事”

等系列活动，举办“六一”歌舞比赛和“庆国庆”社

团汇报展演等文艺汇演会。

　　三、个体劳动者协会

１９８４年５月，郭庄乡、葛村乡分别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郭庄乡分会和葛村乡分会，并在两乡各行政村或
行业中设立个协小组，把个体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开展自我教育，接受遵纪守法、文明经商的职业道德教育

和开展创五好会员活动。１９９１年，郭庄分会和葛村分会成立劳动者业余学校分校。组织分会的会员和分校
的学员走上街头，义务为群众修理自行车、家电等。葛村分会被省工商局、省“个协”评为抗洪救灾先进集

体。１９９２年，大力开展创建“文明工商户”活动，两乡评出文明户２６０户。１９９５年围绕创建省级卫生城，两
镇制定“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责任制。１９９６年，在全镇会员中广泛开展“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活动，两
集镇开展创建“文明一条街”活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继续开展“讲道德，无假货”和“诚信”活动。２００７年，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镇个体协会协助镇政府在招商引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四、消费者协会

１９９２年６月，建葛村“消协”监督管理站。１９９９年建郭庄“消协”监督管理站。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在葛村工
商局成立消费者投诉站。２００４年９月，投诉站更名为“消费者分会”。消费者分会成立后，开展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宣传；受理消费者投诉，调解消费纠纷；开展“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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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葛村、郭庄两乡镇获得消费者信得过单位２１家。其中：省级放心消费示范街区１家，镇
江市级放心消费单位１４家。

　　五、经纪人协会

２００３年，成立郭庄经纪人分会、葛村经纪人分会。两分会成立后，大力培育发展城市服务、流通型、营销
型专业经纪人，鼓励引导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经纪人和农户产品销售经纪人，至２０１５年发展各类经纪人３５５
户，其中消费品市场６２户，生产资料市场１８户，生产要素市场４户，其他市场２７１户。

　　六、红十字会

１９９１年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乡政府和县红十字会立即向上级相关部门汇报灾情，同时向社会发放“倡议
书”。在收到各地红十字会及民众捐款捐物后，乡政府、民族助理及行政村及时将救灾款项和救灾物资分发

到灾民手中。

１９９３年９月，成立郭庄乡红十字会、葛村乡红十字会。１９９４年１月，郭庄乡红十字会更名为郭庄镇红十
字会。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葛村乡红十字会更名为葛村镇红十字会。２００５年，两镇红十字会合并为郭庄镇红十
字会。

２００３年５月两镇红十字会主动承担本地抗击“非典”的各项工作。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迅速作出反应，
立即组织行动，在全镇募捐，用于支援汶川灾区人民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工作。在镇红十字会倡议和协

助下，镇敬老院于２００２年４月登记为句容市民办非企业，登记号０７００１２，业务范围：供养“五保”老人，代养
社会老人。２００６年４月，镇红十字会又争取到市红十字会为镇敬老院每位老人订做一套西服。

１９９１—２０１５年，镇红十字会为纪念“５·８”世界红十字日悬挂宣传条幅５６条，制作宣传板５０块，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１万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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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公安　司法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人民公安组织，对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类犯罪活动予以打击和查处。１９８５年郭庄
派出所成立，１９８７年葛村派出所成立。派出所成立后，在侦查破案、治安管理、户籍管理、交通安全管理、消
防宣传和火灾扑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结合“群防群治”，开展社会综合治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稳定社

会秩序。司法工作效力于普及法律知识、开展普法宣传、调解民事纠纷、开展法律服务，主动为农民增收和

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维护社会治安，确保人民财产安全，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平安乡村建设。

１９９１年郭庄法律服务所被司法部授予“全国优秀法律服务所”称号，２００１年郭庄镇司法所被省司法厅
授予“人民满意的司法所”称号，２００８年郭庄镇司法所达到“省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标准。２０１２年，郭庄派
出所被镇江市公安局记集体嘉奖一次。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郭庄综治办被镇江市委、市政府批准为镇江市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

第一节　公安

　　一、机构

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年）春，六区设公安分局，置分局长１名、巡长１名、巡士９名。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汪
伪县政府成立，葛村乡设警察分驻所，有警员１０名，内设保安团。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句
容县重建县警察局。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葛村乡设分局。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句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六区设公安股（１９５０年后改为公安助理），各村组建群众性
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小组），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对敌斗争，侦查破案，维护社会治安。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
公检法实行军管，乡镇由人武部行使公安职能。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９日撤销军管，郭庄公社、葛村公社治安由县
公安局派出的公安特派员负责，各生产大队设治保主任。至１９８５年，治保会郭庄乡有 ２２个、葛村乡有 １８
个，两乡企事业单位有治保会１６个。

１９８５年４月，郭庄派出所成立，办公室设在乡政府大院内，所长１名，民警５人。１９８７年６月，葛村派出
所成立，所长１名，民警４人。是年１０月，郭庄派出所迁至集镇南（加油站旁）。１９８８年，派出所增设治安联
防队，郭庄有联防队员４人，葛村有联防队员 ３人，协助民警维护地方治安。１９９５年，开通 １１０报警电话。
１９９７年，根据上级“群防群治”的方针，郭庄、葛村两镇组建义务治安巡逻队，实行“村村联防，自防自治”。
郭庄有义务治安巡逻队员２３名，葛村有２０名。１９９９年，两镇派出所配备计算机。

２００３年，郭庄集镇迎河南路新建派出所办公楼（４层）竣工，占地 ６．５０亩，建筑面积 １８００平方米。１０
月，派出所整体搬迁。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两镇合并，随后，葛村派出所并入郭庄派出所，郭庄派出所为实际
存在机构，葛村派出所为挂牌保留机构。２００８年，进一步完善基础实施和装备，完成网络管理体系。

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派出所辖区总面积１１７平方千米，１８个行政村，２个居委会，人口近６万人。民警编
制１４人，辅警２２人，治安联防队员５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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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刑事侦查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动人民群众，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
动会道门的头子等反动势力。１９５０年春，六区境内的高阳、西地等地多次发生反革命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
群众抢劫国家公粮事件。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１２月，首恶分子予以镇压，愿意改恶从善者予以
从轻处理。１９５１年，第六区人民政府在郭庄集镇陵塘岗镇压以张美祯、魏锦福为首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逮
捕和处理一批民愤极大的恶霸。

６０—７０年代，郭庄、葛村境内一般刑事案件发案率较低，破案率达８０％。
８０年代初，刑事犯罪案件逐年上升。１９８３年８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

犯罪活动的决定》，公安机关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斗争（“严打”），坚持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

尽”的方针和稳、准、狠的原则，重点打击流氓团伙犯罪，“两拦一捅”（拦路强奸、拦路抢劫、捅刀子）暴力犯

罪。至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组织１１次集中搜捕行动，搜捕刑事犯罪嫌疑人郭庄１８人，葛村１５人，两乡破获刑事
案件６２起。

１９９６年５—７月，开展第二次“严打”。期间，３次集中搜捕，搜捕犯罪嫌疑人郭庄７人，葛村５人，两镇共
破获刑事案件３８起，处罚违反治安管理人员４０人，追回作案在逃人员２人。１９９８年，建立１１０社会化联动
报警服务体系，当年１１０报警服务台接处警郭庄２１７次，葛村１９８次。１９９９年，郭庄派出所、葛村派出所根据
市公安部门的要求，开展对黑恶势力的专项打击。６月，在葛村等地打掉１个黑恶势力团伙，涉案人员１０
人，破获抢劫、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暴力索债、寻衅滋事、殴打他人等案件２０余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 ５
人，劳动教养２人。是年 １２月，在打击盗窃犯罪中，重点突出打击盗抢自行车、机动车和入室盗窃案件。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两镇破获盗窃案件１８起，查获犯罪嫌疑人２９人，团伙２个，追回自行车和机动车３９辆。

２０００年，根据公安部电话会议精神，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１２月，在郭庄甲山等地破获１
起涉拐妇女案，甲山行政村１人被逮捕，判刑６年。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开展第三次“严打”。先后
开展“百日会战”以及“春雷”（春季攻势）、“净网”（侦查网络犯罪）集中行动，打“两抢”（抢劫、抢夺）、“打黑

除恶”（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专项斗争。其间，破获刑事案件郭庄４２起、葛村３８起，两镇共查获作案人员８５
人次，缉获网上在逃人员５人，收缴非法持有的各类枪支８支。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郭庄派出所共立案侦查刑事案件８６２起，破案４０４起，破案率４６．８７％。葛村派出所共立
案侦查案件７９８起，破案３８０起，破案率４７．６２％。２００６年，１１０、１２２、１１９电话报警三台合并，当年接处警全
镇２１２８起，有效接警１０８１起，其中刑事案件８７起。

派出所成立以来，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针，依照国家法律赋予的权

力，运用多种侦查手段，开展集中的、综合的专项治理和打击行动，揭露、打击和防控各类刑事犯罪活动。始

终把杀人、抢劫、绑架、故意伤害等案件作为打击重点。２００４年，郭庄镇黄南村１名五年级女学生被害，郭庄
派出所出警７６人次协助市刑警大队，经过两周的侦查，顺利破案，杀人犯受到严惩。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郭庄、
葛村境内发生杀人案共１２起，全部破获，无杀人积案。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派出所侦破刑事案件一览表

　表１７－１ 单位：起、人、％

年份 接报案件 侦破案件 抓获嫌疑人数 侦破率

２００５ ７５ ２９ １５ ３８．６７

２００６ ８７ ３３ １８ ３７．９３

２００７ ８９ ３６ ２０ ４０．４５

２００８ １０８ ４３ ２６ ３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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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派出所侦破刑事案件一览表

　表１７－１（续）

年份 接报案件 侦破案件 抓获嫌疑人数 侦破率

２００９ １２６ ５２ ２８ ４１．２７

２０１０ ２１９ １１３ ３４ ５１．６０

２０１１ １５６ ６７ ２９ ４２．９５

２０１２ １６２ ７２ ３１ ４４．４４

２０１３ １４６ ６７ ３７ ４５．８９

２０１４ １６５ ６４ ３３ ３８．７９

２０１５ １５４ ６９ ３５ ４４．８０

　　三、治安管理

１．公共娱乐场所管理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有影剧院１家，葛村乡有影剧院１家。进入９０年代，公共娱乐场所迅速发展，新开办一

批录像室、电子游戏室、台球室、歌舞厅。２０００年，两镇共有公共娱乐场所２８家。公安机关依据《江苏省公
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对其进行依法管理。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与业主签订

治安责任书；审批、验审、换发、补发“公共场所安全合格证”；落实长效管理措施，实施经常性的安全检查；抓

严打促严管；在公共娱乐场所组建治保组织，布建治安信息员。至２００５年，两镇派出所开展整治和清查行动
４次，取缔３个不合法的经营场所，查处违法人员５人。２０１０年，进一步开展以“查硬件、建技防、促规范”为
重点内容的专项检查工作。通过检查，整改７家经营场所。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有公共娱乐场所１２２家，其中台
球室２家，网吧５家，老年活动中心１家，洗浴类６家，大小棋牌室１０８家（注册１２家）。公安机关查处治安
案件８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７人，有２３家公共娱乐场所安装技防设施。

２．特种行业管理
民国时期，郭庄、葛村有旅馆３家。６０—７０年代，旅馆住宿需单位介绍信。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共有旅馆

业８家，废旧收购业５家，印刷业１２家（郭庄５家、葛村７家）、刻字业４家。１９９９年，特种行业迅速发展，郭
庄、葛村有旅馆１０家、废旧收购业９家、印刷、刻字业 ２８家、打字复印 ４家、制作名片 ２家、美容美发室 １２
家、浴室７家。通过整治，对７２家特种行业中的４家不符合开办条件的予以关停，整改８家，新核发特许营
业许可证６本。２００６年，对特种行业，派出所在管理中主要采取“五抓”：抓制度建设、抓教育培训、抓治保组
织建设、抓整顿治理、抓打击处理。至年底，全镇旅馆业微机安装率１００％，信息系统传输率９０％以上，旅馆
网上提供违法犯罪线索４条，查获在逃人员１人。废旧品收购、浴室等行业经过不断整治和检查，成效明显。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有大小旅店宾馆１２家，持证经营的洗浴业１３家，打字复印业６家。公安机关开展以“建技
防、促规范”为重点内容的检查工作，以上３１家营业场所全部安装监控系统。全年提供各类刑事、治安案件
线索５条，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７人。

３．禁赌禁娼　扫黄打非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多次开展禁赌禁娼活动，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赌博和嫖娼现象得到遏制。

１９７８年后，赌博现象死灰复燃。对此，公安机关在宣传发动、排查摸底的基础上，通过抓现行、捣赌窝、
促登记、打击赌头赌棍等措施，开展专项治理行动。１９８８年，郭庄和葛村查获赌博６８场次，收缴各类赌具７２
副，审查赌博人员２８４人次，１９９０年，派出所组织民警抓重点，到赌风盛行的村庄查禁赌博。１２月１８日，出
警４人查获谢桥杜泽村聚众赌博（牌九）窝点，缴获赌具１副，赌资１．８万余元，督促１０名参赌人员到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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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接受教育。１９９５年两镇派出所加大禁赌力度，对群众加强宣传教育，对赌头、赌棍加强打击力度。
２０００年，派出所配合文化、工商部门清查网吧赌博机，两镇全年共查获用于赌博的电子游戏机２４台，予以没
收。２００８年，共查处赌博窝点８个（二八杠、诈机），收缴赌资３．９０万元，５２人接受教育。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经群
众举报查获王夏王家边聚赌窝点（诈机），当场收缴赌资５０００余元，１２名参赌人员到派出所登记，接受教育，
每人罚款５００元。２０１５年，对于输赢较小，以娱乐为主的麻将戏赌，一般不予查处。重点打击目标是：三张
牌（诈机），牌九团伙聚赌。

１９８６年后，卖淫嫖娼开始露头，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县政府召开“扫六害”（卖淫嫖娼、制贩卖淫秽物品、
拐卖妇女儿童、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动员大会。随之郭庄派出所、葛村派出所组织

警力排查，当年查处卖淫嫖娼案件８起，查处人员３２人。１９９９年，查获卖淫女６人，皮条客２人，嫖客３０余
人，受到治安处罚。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卖淫嫖娼现象出现边打击边娼的情况。对此，派出所每年根据实际情况
结合各类专项斗争，采取多种形式，运用各种手段开展查禁工作。先后查处卖淫嫖娼案件２２起，查处涉娼人
员４８人次，治安拘留１２人次，其他处理３６人次。

郭庄、葛村地区的淫秽物品黄色书刊是８０年代初从外地传播而来的。１９８９年８月，根据县公安局要求
开展清除“精神垃圾”和“扫黄”工作，清查书刊销售点５个、录像放映点４家，收缴淫秽书刊郭庄６８本，葛村
５１本，查封非法出版书刊两乡共２５６０册。１９９９年，在“三禁一打”（禁赌、禁娼、禁黄、打击黑恶势力）专项斗
争中，两镇清查书刊销售点１２家，取缔无证销售书刊摊点２个，整改音像制品出租点８家，治安处罚２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派出所会同有关部门对全镇音像制品出租、销售点开展多次清查、整顿、处理。２０１５年，建立
健全管理体系，实施定期清查制度，并网络化管理。全镇有２个音像制品出租、销售点，书刊销售点２个。

４．治安案件查处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９９０年１月、３月，公安机关举办３次学习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简称“条例”）培训班；郭庄有民警３８人次，联防队员４２人次，治保干部３人次参加培训，葛村培训人员
７４人次。通过对“条例”的学习，提高民警办案能力，使办案过程更加规范。同时，派出所加大宣传力度，运
用广播、黑板报、横幅、宣传册等形式在群众中广为宣传，做到家喻户晓。１９９０年，查处治安案例郭庄１７件，
查处人员１５人，葛村１５件，治案处罚１６人。１９９６年，治安处罚赌博人员两镇４６人。２０００年，查处治安案
件郭庄５６件，治案处罚６１人，葛村４５件，拘留２人。２００８年，郭庄镇发生治安案件３１８件，拘留１７人。派
出所成立以后，治安处罚始终着重把好案件事实关、材料关，防止矛盾激化、防止民事转刑事。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共查处治安案件２２７３起，治安拘留１４３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郭庄派出所治安查处情况一览表

　表１７－２ 单位：起、人

年份
查处治安案例 治安处罚

合计 赌博 卖淫嫖娼 偷窃 斗殴 其他 警告 处罚 拘留

２００９ １８１ １８ ６ ５５ ６２ ４０ １１０ ８９ １５

２０１０ ６６８ ２９ ４ ６６ ４７４ ９５ ４２６ ２３７ ３８

２０１１ ３４５ １７ ５ ５８ １７１ ９４ ２１３ １２６ １８

２０１２ ３７２ ２３ ３ ５１ １６７ １２８ ２４４ １１７ ２１

２０１３ ２６７ ２６ ２ ４６ １１３ ８０ １５５ １１２ １７

２０１４ ２３６ ３ ２ ５３ １１７ ６１ １０５ １２８ １９

２０１５ ２０４ — — ３０ １０９ ６５ ９５ １８９ １５

２２２

郭庄镇志



　　四、户籍管理

１．常住人口
新中国成立后，常住人口分为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农村户口）。公安机关根据有关政

策，严格控制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农转非）。随着改革开放，“农转非”逐渐增多。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郭庄、
葛村“农转非”１８４人，１９９３年“农转非”４８人，２０００年“农转非”５６人。９０年代以后，实行农村户口城市化管
理，建立“一村一图（平面地形图）一册（户口底册）、一户一簿（户口簿）一牌（门牌号码）”制度，在村一级设

立户籍室（村会计负责），有效地促进农村基层户口管理制度的建设。期间，先后出台“农转非”“三投靠”

（未成年子女随父落户，夫妻投靠落户、父母投靠子女落户）、“自理口粮簿”“小城镇户口”等政策。改变农

村户口“铁板”一块的现象。至２０００年，郭庄、葛村两镇办理“三投靠”户口迁移５４８户、６３８人；办理“自理
口粮簿”（又称蓝印户口簿）１０６２户、１２８４人。２０００年３月，句容市实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郭庄镇为
试点单位之一。允许农业人口进入小城镇落户，前提是必须具备在小城镇已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和稳定

的生活来源、有合法固定住所并实际住在小城镇的３个基本条件。至２００２年全镇共受理该类户口１５４户、
４２８人。２００３年后，取消各类户口性质，城乡居民实行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通称居民户口，实行迁移条
件制。２００８年，户籍全面实施网络化管理。据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镇总人口６４２００人，２０１５年全
镇户籍总人口为５５９０３人。

２．暂住人口
改革开放后，外来人口增多。１９８８年开展外来人口登记管理，郭庄、葛村共登记暂住人口４２８人，私房

出租户５８家。１９９４年，派出所出警２６人次摸底排查，登记造册，管理责任到人。至２０００年两镇登记暂住人
口２８０３人，其中外省１８３２人，实发暂住证６８７人，重点人口（有嫌疑）１８人。２００５年建立暂住人口管理办公
室，专职人员２名，协管员１８人。全年在暂住人口管理中破获刑事案件４起，查处治安案件６５起，查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５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派出所对暂住人口管理逐步规范，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开展经常性的
清查、巡查、抽查等整治行动，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实施“以外管外”方法，为派出所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对私

房出租户普遍实行“一户一牌、一证一书一本”（门牌、出租许可证、治安责任书、档案材料登记本）的规范化

管理；形成管理网络化。把“三留一建”（留照片、留指纹、留字迹、建档案）资料输入网络，信息共享。２０１５
年全镇共登记暂住人口５６８３人，出租屋４５６户，从中获取各类线索３２条，破获各类案件１６起。

３．居民身份证
１９８８年，郭庄、葛村颁发居民身份证工作全面展开。至１９８９年８月两乡共有４０８２０人领到居民身份证，

占应领人数的９８．６０％。１９９８年，由于１９８８年第一代身份证１０年有效期换发，１９９５年句容撤县设市，１９９６
年启用新的防伪身份证３方面原因，形成换证高峰。是年９月，两镇完成２．５０万居民的换证任务。２００４年
下半年，全面开始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换发工作，至２００８年，全镇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４．２０万份，占应换发
证人数的９２．８０％。２０１５年实现用计算机办理户口、居民身份证、人口统计和检索查询等业务，使居民办理
身份证业务方便、快捷，全镇居民身份证覆盖面１００％。

　　五、交通安全管理

１．道路交通管理
１９８６年前，道路交通管理由县交通局负责。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道路交通管理划归公安局管理。是年１２月，

郭庄交管所成立，成为全县７个基层交通管理所之一。当年招聘合同制交警２名。职责是纠正各类交通违
章，保障道路畅通，维护交通安全。１９９３年，改为交通警察中队。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组建郭庄交通巡逻警察中
队，有交巡警４人、义务交通管理信息员２人。派出所设有交巡警组，既管治安又管交通。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派
出所设兼职交巡警。２０１５年，有交巡警４人，交通辅警１２人，义务交通管理信息员３人。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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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交通管理上，公安机关认真贯彻“预防事故，安全畅通”的方针，以治“乱”为中心，开展调查研究，

制定改革方案，实行科学管理，按照“车不越线、人不斜穿、路无障碍、各行其道”的目标，在管理上，采取“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并重，集镇与乡村兼顾”的方针；在布勤上，实行集镇定点值勤和巡逻检查相结合的方针，做

到点上有岗、面上有哨。并落实“高峰站点，平峰管线”的勤务方式（交通高峰时民警在交通点上监管，交通

平峰时民警以徒步或机动车方式在路段上巡查违章）。在队伍建设上，开展勤务评比活动，制定勤务管理规

定和考核办法，实行奖惩兑现，调动交警的积极性。１９９２年，交警中队招聘 ２名安全信息员并进行合理布
局，至１９９６年，信息员及时报案１８起，协助维护事故现场１５次，抢救伤员６人。２００５年，派出所设兼职交巡
警，与交巡警中队联勤互动，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是年，设置各类交通标志５２块，漆划交通标线５４２８平方
米，设置交通宣传标牌６块。２００８年，郭庄交巡警中队在勤务管理中，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道路交通治安
防控机制，将卡口、查报站、路面巡逻进行组合，凝聚合力，使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交通高峰时，重点十字路

口、集镇中心路口、学校门口有交巡警现场指挥交通。２０１０年，郭庄镇有红绿灯５组，农村公路设立安全警
示桩７２处，危险地段建立钢制防护栏４２８０米。２０１５年，全镇主要道口配备红绿灯１５组，主要路段设置监控
设施，覆盖面８５％，新增各类道路标志牌３８块。

２．道路交通治安管理
在道路交通治安管理上，郭庄交巡警中队认真贯彻“预防事故，缓解堵塞，综合治理，安全畅通”的方针，

依照上路、管事、得法的要求，加强路面秩序管理，消除事故隐患。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狠抓干线交通秩序，

保畅通不堵塞；强化夜间交通管理，查违章压事故；坚持清理路障，净化道路环境；根治报废车辆上路，消除

道路安全隐患；抓“车头”管“人头”，控制基础阵地。１９８７年，全年共检查车辆 ４２８０台次，纠正各类违章
２４９０台次，清理路障５８处。１９９４年，查纠违章车辆１．２０万起，清除路障１３８处，拆除违章建筑及摊点１２处。
２００６年，通过各项整治行动，共查纠各类交通违章行为１．８０万起，其中行政拘留１１人，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１３本，清除占道积物７１处，协助治安部门侦破各类案件１６起。２０１５年，全年共查纠各类违章１．４２万起，查
纠违章车辆８９０起，清除路障１２８处。

３．交通事故处理
１９８６年前，乡交通事故由县交通局监理部门负责。１９８７年后，由公安交警部门受理。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车辆迅猛增加，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多。９０年代两镇共发生交通事故２９８起，死亡１２人，受伤１８４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郭庄、葛村共发生大小交通事故３０８１起。其中８０％都是由当事人主观原因造成的。违章会
车、超速行驶、疲劳驾车、酒后驾车占事故的８１．５０％。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２日，在宁溧路与机场路交口处，因疲劳
驾车超速行驶，轿车与货车相撞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当场死亡２人，重伤１人，交警中队出警４人，及时救治
伤员、清理现场，确保道路畅通。

交通事故中的肇事逃逸案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夜间到白天、从干线到支线等，逃逸方式也多样化。

郭庄交巡警中队结合地域特点，采取快速出击，部门联动，科技效能，机制保障等措施，建立２４小时值班备勤
制，做到接警快、出警快、现场勘查快、布控堵截快、查缉侦破快。一旦发生逃逸事故，交警、刑侦、治安及周

边部门紧密配合，运用道路监控录像查控肇事车辆，迅速启动堵控预案和侦防机制。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郭庄镇
共发生肇事逃逸案１６起，侦破１２起，侦破率７５％。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在端王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肇事者逃逸，接警后各部门联动，出警１６人次，经过２天侦
破，肇事者被查获。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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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交通事故统计一览表

　表１７－３ 单位：起、人、万元

年份 事故 死亡 受伤 经济损失

２０１０ ９８２ ８ ７６ ８４

２０１１ １１２４ １０ ８４ ９５

２０１２ １２３８ ９ ７５ １０６

２０１３ １３８６ １１ ６９ １２６

２０１４ １５４２ １１ ８２ １５３

２０１５ １８２７ １２ １０３ １６５

　　六、消防

１．消防组织
民国时期，郭庄、葛村有民间救火组织，用水龙救火，众人协助。这种原始的救火方法，一直延续到７０年

代。１９８８年，郭庄派出所、葛村派出所设消防点，１名专业消防员，３名协助员，１９９４年消防点配有一辆三轮
机动泵救火车及水带、水枪等消防工具。２００５年郭庄派出所消防点有专职消防员２名，协助员１０名，配有
一辆大动力消防车，５００米水带，喷水半径５０米的水枪、防火服等消防器材。至２０１５年消防协助员经过三
轮培训，救火技能有了较大提高，接警后做到快捷、有效、安全，全镇消除火灾有了基本保障。

２．消防宣传
１９９４年以来，针对各时期消防工作的重点和火灾特点，利用中小学安全日、１１９消防宣传日、安全生产月

等时机，强化防火检查和防火宣传。采取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村庄等形式，开展自查、集中抽查、张贴宣

传单等多种活动，提高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知识水平。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共举办３２期普及消防
知识讲座，受教育１．２０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６万余份。

根据消防以防为主的方针，郭庄、葛村镇派出所配合上级部门，每年组织消防检查１—２次，纠正消防违
章行为，消除火灾隐患。郭庄、葛村“娃娃厂”较多，易燃物比较集中，是排查的重点。２００４年，消除火灾隐患
郭庄８处，葛村７处。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先后出动１４８人次，对２１５个（次）单位实施消防检查，发现火灾隐患
３２处，全部责令改进。对赤山、甲山设专职护林防火员，清明节祭祖烧纸时段，增加警力及时处治火灾隐患。
多年来郭庄、葛村无重大火灾伤亡事故。

３．火灾扑救
１９９４—２００９年，郭庄、葛村扑救大小火灾１５６起，出动车辆１２８辆次，警员３２０人次，抢救财产１２８０余万

元。２００４年春节期间，地处甲山行政村的句容雅苑工艺品有限公司发生大火，５０００平方米厂房从里向外大
火冲天。郭庄派出所出动消防车１辆，民警３人，消防协助员７人，另有周边群众５０多人，经过２小时扑救，
明火扑灭，挽回经济损失１２０万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火灾经济损失情况一览表

　表１７－４ 单位：起、元

年份 火灾火警 经济损失

２０１０ — —

２０１１ 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１ ３０００

年份 火灾火警 经济损失

２０１３ １６ ４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８ ５３００

２０１５ ３ ６０１０２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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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司　法

　　一、机构

１９８１年前，郭庄、葛村司法行政工作由句容县人民法院管理。１９８１年３月，郭庄公社、葛村公社分别设
立司法办公室，由公社人武部部长兼职司法助理员。１９８５年２月，郭庄、葛村相继建立法律事务所，所长负
责，助理员３人，从事全乡司法行政工作。１９８７年，法律事务所改称法律服务所。１９８９年，郭庄有法律助理
员４人，葛村４人。１９９２年，法律服务所与司法办公室联合办公，由司法助理任所长。２００１年４月，法律服
务所进行脱钩改制，与司法所分设。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从政府机构中脱出，重新组建以自然人合伙的

法律服务机构。司法所仍属政府领导的行政机构。２００５年，葛村镇并入郭庄镇，随之两镇司法所合并，有法
律工作者１人，助理员３人。

２０１０年，郭庄镇司法所有法律工作者１人，助理员３人，法律服务所有法律工作者１人，助理员４人。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司法所有律师１人（持律师证），政法专项编制２人，行政编制１人，事业编制１人，社工

１人。镇村两级共有２１个民事调解小组（村主任任组长），成员７１人。是年，句容市人民法院后白人民法庭
在郭庄镇便民服务大厅增设郭庄巡回审判点。

　　二、法治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法制宣传由人民政府宣传干事组织教师和社会青年，对群众进行法制宣讲。出刊

法制专栏，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土地改革法”“婚姻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律法规。

１９８６年，县政府批准《句容县普法五年规划》，县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普及法律常识的
决议》。郭庄、葛村全面实施“一五”普法工作，主要内容是普及法律常识，配合打击刑事、经济犯罪以及除

“六害”（即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利用迷信骗财害命、聚众赌博、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吸食制作贩卖毒品）

等方面的宣传教育。１９８９年，开展以查禁赌博、卖淫嫖娼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斗争。１９９０年，开展除“六害”
行动。普法期间，参加学法的农民２．３０万人次，占应普对象２．６２万人的８７％，参加“十法一例”（即“宪法”
“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经济合同法”“继承法”“兵役法”“民族区域自

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学习的人数达３．０８万人，占应学人数的９１．５０％。学校全部增设法制课。

图１７１　１９９５年，学生法制教育讲座　　

１９９１年，“二五”普法期间，加强与建设市场经
济密切相关的各项专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１９９４年，郭庄、葛村两镇组织干部４２０余人，参加市
场经济法律法规知识考试，系统学习“公司法”“经

济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税法”

等法律法规。１９９５年，郭庄、葛村两镇２４００余人参
加省“二五”普法知识竞赛，３８个行政村，１８所小
学，２所中学推进依法治村（校）工作。

１９９６年，开展“三五”普法，主要以领导干部、
行政执法人员、企业干部和青少年为重点，郭庄、葛

村统一组织学习“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审

计法”“公司法”“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价格法”“防洪法”等多个法律法规，参加省有关部门组织的

学法考试和全国公务员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把学法、用法和执法检查结合起来。至２０００年５年间，征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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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材３８９０册，开展法律培训１２０余场次，法律咨询４８场次，主要对象学法率９５％，合格率１００％。
２００１年，开展“四五”普法活动，司法所紧紧围绕“两个转变，两个提高”（努力实现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向全民法律素质转变，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全面提高公民特别是领

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全面提高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的目标，高标准落实“四五”普法规划。采取的措施是：

狠抓领导干部、青少年等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对两镇９８名国家公务员进行普法培训。内容是依法治镇，构建
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化法治乡镇。定时在全镇３所中小学上法制教育课１５次，听课２万多人次，创新宣传形
式（普法到社区，普法下基层），出刊法制宣传专栏１８期。

２００６年，郭庄镇司法所依据市里出台的“五五”普法规划，组织１００余名公务员参加普法考试。２００７年
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组织全镇４８名农村“两委”干部进行“五五”普法培训。开展“普法进村入户”活动，
组织律师、助理员与全镇１０余个村结成法律服务对子，印发法律服务卡。引导农民依法办事，推进基层依法
治理，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年底，全镇８３％以上的村获得“民主法治村”称号。２００８年，建立领
导干部学法登记制度。镇领导、部门负责人２０余人参加“法治与全面小康建设专家报告会”。全镇２１０名

　　图１７２　２０１３年，“六五”普法教育

领导干部、公务员参加普法考试，合格率 １００％。
２０１０年，郭庄镇司法所开展“农民工学法活动周”
活动和“１２．４”全国法制宣传日法律咨询活动。普
法培训 ４期，参训人员 ３２０人次，法律咨询 １２８人
次。１１月对全镇和部门的“五五”普法进行检查考
核，总结经验，不断推进普法工作。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六五”普法工作全面展开。
期间，司法所分别面向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及普通

群众，共组织普法培训班 １６次，受训人员 １５００人
次。镇法制长廊及康居花园二期法治文化广场以

季度为周期，对法制宣传栏内容进行更新，共 ２０
期。各村法制宣传栏更新６０期。

　　三、民事调解

解放前，民事纠纷一般由地方有势力、有威望的“大好佬”出面，在茶馆、烟馆、或饭馆协调裁定。

解放后，郭庄乡、葛村乡成立调解委员会。农村的民事纠纷由组织出面调解处理。１９６２年各大队组建
调解小组，配备专职调解员。“文化大革命”中，民事纠纷由贫下中农协会处理。１９７６年，大队设调解主任。
１９８３年，郭庄、葛村成立民事调解委员会，各大队村民调解工作与治保工作合并，建立村治保调解委员会，村
民小组派代表参加。两乡有村民调解小组４０个，村民代表２４８人。

１９８８年起，民事调解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范畴，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考核内容，实行目
标管理。当年郭庄、葛村法律服务所受理纠纷２８４起，调解成功２７６起，成功率９７．１０％。１９９１年，句容市开
展突出抓好防矛盾激化和创建标准化调委会工作。郭庄法律服务所民事纠纷调解成功率９８．７０％，被评为句
容市标准化调委会。是年底，被国家司法部授予“全国优秀法律服务所”称号。１９９３年，郭庄、葛村法律服务
所举办各村治保调解主任培训班，组织学习有关刑事、民事、治安条例等法律法规。同时与各村签订目标管

理责任状。两乡共有村级调解委员会３５个，调解员９６人，兼职２４７人，基本做到小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
调委会。

２００１年，抓调解队伍建设，郭庄镇、葛村镇司法所举办调解人员培训班４期，受训人员１２６人次，市级培
训人员６８人次。全年受理纠纷１７８起，调解成功１７３起，成功率９７％。是年底，郭庄司法所被省司法厅授予
“人民满意的司法所”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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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郭庄镇、葛村镇建立民调中心，层层落实调解岗位责任制。２００３年，加大对村标准化调解室的
阵地建设，两镇及９个村建立专门调解室。２００４年，两镇分别组建调解中心，建立矛盾纠纷排查机制。是年
末，郭庄调处纠纷１３７件，葛村调处纠纷１１８件。２００５年，村级调解骨干参加市培训１２１人次。２００６年，镇
司法所实行双重管理（以司法局为主）体制。全镇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２４次，全年受理民事纠纷２５８起，调
解成功２５０起。

２００８年，句容市司法局指导各司法所加大创建省级规范化司法所工作力度。当年，郭庄司法所创成“省
级规范化司法所”。７—９月开展“纠纷排查调处季”活动，确保北京奥运会期间社会稳定。全年受理各类纠
纷２０８起，调解成功率９７．２０％。防止民转刑４件５人次。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受理矛盾纠纷１４００余起，调处成
功率９８％，接待来访人员４０００余人次。

　　四、法律服务

１９８７年，法律服务所的宗旨是为公民和企业提供法律服务。１９８９年，郭庄、葛村两乡全年办理经济案件
７８件，追回货款６２．２０万元，代书法律文件 ６５件。１９９１年，代理民事经济案件两乡 １０６件，避免经济损失
２０８万元，追回各类欠款３２４万元。１９９８年，郭庄、葛村代理各类案件 ８５件，挽回经济损失 ７０万元。２００２
年，两镇法律服务所参与村级债务化解工作，当年化解村级债务，郭庄５８０万元，葛村４３０万元。是年，市司
法局在郭庄镇召开法律服务所规范化建设现场会，推进法律服务所规范化建设，完善合伙人登记，财务公开

制度。２００５年，郭庄法律服务所积极为“三农”服务，协助政府做好涉法纠纷的化解工作。全年代理案件
１５０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６０万元。２００８年，法律服务所主动为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协助镇村
化解易激化纠纷和重大疑难纠纷。担任法律顾问 ２５家，代理案件 ８４件，挽回经济损失 ８６万元。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代理各类大小案件３８４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２５４万元，追讨各类欠款１５４０余万元。

第三节　平安乡村建设

　　一、组织管理

１９９４年８月，郭庄、葛村分别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简称综治办），配备１名兼职干部。１９９６年
建立健全综治办工作职责等６项综合治理工作制度和综合治理专题会议记录等７项工作记录簿，使基层综
合治理工作初步规范化，制度化。１９９９年５月，两镇建立民间纠纷排查制度，各行政村成立民间纠纷调处小
组，村主任为组长，调处员５—６名（各自然村１名）。

２００５年，葛村综治办并入郭庄综治办，合并后综治办配有主任１人，副主任２人，工作人员６人。是年４
月，政府投资６０多万元，建成技防集镇。辖区２所幼儿园、３所中小学图像监控系统全部建成，金融网点“外
延探头”安装率１００％，２００８年完成技防和村综治组织建设。镇政府投入６０余万元，将１８个行政村建成技
防村，并实现监控与镇派出所监控中心的联网。全面建成村“十位一体”综治办。有镇级保安１２０人，社会
面保安５６人，村级保安７２人，学校保安８人，义务巡逻队员１８０多人，社会治安志愿者２００多人和各级治保
调处员２０多人。２００９年４月，郭庄镇组建政法综治工作中心，副镇长为中心主任，有关部门领导为副主任，
８名工作人员。

２０１１年，将原政府食堂一楼改造成２００平方米的政法综治工作中心便民服务大厅。是年１０月，投资６０
余万元完成全镇技防设施的升级和“十户联防”等工作。２０１４年 ５月，镇政府投资 ６００多万元、建筑面积
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的便民大厅投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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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平安创建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期间，根据镇江市综治委统一部署，郭庄综治办、葛村综治办开展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
工作３年学扬中创建活动，全面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各村组、企业建群众护村队、护厂队，群防群
治。期间，群众护防队员提供大小案件线索郭庄２６条，葛村３１条，查获作案嫌疑人郭庄４人，葛村５人。

１９９７年４月，郭庄、葛村两镇开展创“三安”（安全文明村、安全文明单位、安全文明小区）活动。郭庄综
治办、葛村综治办先后召开创“三安”动员大会，参会的有各行政村村主任、各厂负责人，具体落实责任到人。

两镇开设“做文明公民”讲座１８期，受教育群众１２００余人次，发放“讲文明、树新风”宣传单１６２０余份。年
底郭庄镇创建成安全文明村２２个，安全文明单位６个，葛村镇创建成安全文明村１８个，安全文明单位７个。
１９９９年创“三安”活动重点是巩固提高，升级达标，争创镇江市级和省级安全单位。在宣传做“文明公民”的
同时，重点工作放在民间纠纷调处上。调处人员排查到村，深入到户，了解情况，化解纠纷。两镇全年调解

处理老人赡养纠纷８起，田亩纠纷５２起，经济纠纷２６起，调处率８６％，年底，郭庄、葛村均创建成句容市安全
文明镇。

２００２年，综治办完善专群结合，内外结合，设备投入与增强群众防范意识相结合的动态防范网络；加强
青少年法制教育，两镇中小学聘请４人（郭庄２人，葛村２人）任法制副校长，为两镇中小学生定期上法制教
育课１６期，受教育学生郭庄５０００余人次，葛村３８００余人次。

２００３年３月，综治办开展“平安创建”工作，政府与各村、社区和单位签订责任状，把平安创建工作作为
重点内容列入目标考核。两镇先后召开“平安创建”工作现场会，郭庄签订２１份责任状，葛村签订１８份责
任状，增强治安联防队员的防范意识，有效地维护本村的治安保卫工作。全年民间纠纷调处８２起，为案件提
供线索１４条。２００４年底争创成功，郭庄镇、葛村镇均被评为“镇江市社会治安安全镇”。

２００８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从“人防”逐步向“技防”转化。村庄有监控，厂区有监控，单位有监控，
道口有监控，已建成网络技防村镇；镇级保安、社会面保安、学校保安、村级保安和社会治安志愿者，联成“人

防”与“技防”的防范体系。把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至２０１０年，利用监控网络破获大小案件２４起，
当场调处违法行为７２起。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成功开展两轮平安创建活动，使平安社区、平安企业、平安医院、平安校园等创安工作更
上一个台阶。２０１１年郭庄综治办主任徐晓飞，常务副主任李长远同时被镇江市委、市政府记个人三等功。
２０１２年４月，句容市在郭庄镇召开全市技防建设现场推进会。是年８月，平安铁路创安工作启动。

２０１３年，句容市在郭庄成功开展综治信访创新工作试点并向全市推广，采取租用网络公司监控设施的
管理形式（年租金３０万—４０万元），全镇社会面技防设施升级，网络覆盖面９２．８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成功实施“六级三化”综治信息化等创新工作。１８个行政村建立五级网络体系并常态
化运行，建立健全镇村综治信息系统管理和运用机制。２０１５年底，８个村“六级三化”工作通过了市政法委
的验收。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连续１２年被评为“镇江市社会治安安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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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是古战场之一。随着南京多次成为统治集团首都，句容乃是兵家必争之地。郭庄、葛村是南京中

华门外大的集镇，境内的赤山、虬山、甲山扼守秦淮、宁溧公路。与南京东南的茅山丘陵中的茅山、方山、磨

盘山、瓦屋山、丫髻山连成一片，形成东南、西南屏障。抗日战争时期，句容是新四军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

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第二支队一部以郭庄庙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直接威胁到驻南

京、湖熟、溧水、句容等地的日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派重兵对茅山革命根据地反复清剿。出中华门，郭庄、葛村是他们

清剿的首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民共建国防，乡镇人武部建设、民兵预备役工作、兵员征集等工作

都日趋完善。１９９７年８月，郭庄镇甲山村获省“拥军优属模范村”和镇江市“爱国拥军模范村”称号。

第一节　战事

　　一、近代战争

１．太平军与清兵战事
郭庄庙之战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二月，清军副将虎坤元，攻打溧水，溧水太平军退至高阳桥。溧水太平

军联皖太平军进入郭庄庙，清总兵傅振邦追击至郭庄庙，两军相持半月，清军久攻不克。三月，总统领张国

梁率劲旅来援，前后夹击，太平军退至大仁山、陈家桥筑营垒于豆饼凹（今溧水的野山洼）。

练董献计偷袭太平军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五月十四日，清军攻占溧水后，虎坤元、傅振邦由乌山进攻郭
庄庙的太平军。二十四日，进攻新昌桥（临泉乡距湖熟八里）拟攻打湖熟，新昌村练董张延亨向清军献计：太

平军大批部队住湖熟镇，若派出一军、从其背后出，乘其不备，必大克。是日，夜半时分，张为向导，领一队清

兵，从湖熟镇侧面间道偷渡过河，黎明袭湖熟桥北边关卡，驻守桥边的太平军犹疑天京（今南京）派援军至，

不为备。而驻高阳一带的清兵在副将虎坤元督战下，已从新昌桥大道正面向湖熟攻击。驻湖熟镇太平军和

市民受清兵南北夹击“死者万计”。太平军被俘一百几十人，尽被杀害于郭庄庙的石台山。据县志记载：被

俘者都是当地参加太平军的农民，“因无人（敢）取保，故戮之。”

忠王李秀成进军赤山湖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二月，天京被围困，告急于江北，皖南太平军诸将领陈玉
成、李世贤、杨辅清、李秀成诸将领谋议，率大军突袭浙西清军，断其后援。清廷惊恐，从江南大营分兵５０００
人援助浙西，三月十五日，江南大营又派总兵熊天喜、曾秉忠率水陆军攻复长兴，太平军诸将领知此时江南

大营兵力空虚，由浙境风驰向西，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成与李世贤会战东坝，东坝既克，即克溧阳，由溧阳进

攻赤山湖，复会于淳化镇，县境清军震动。

２．太平军与团练之战
“谋城守　治乡团”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建都天京后，三月，清军在南京东郊孝陵卫

建立江南大营。五月，江南府通知句容知县赵廷铭要求“谋城守，治乡团”，在各乡建立乡团武装，知县赵廷

铭通知乡董、练丁，在县城四贤祠设局，组织乡团武装。东在茅庄、白兔、光里庙；南在王庄、天王寺、郭庄庙、

三岔；西在土桥；北在北五镇之南的山口要道，普遍设卡放哨，盘问行人，对付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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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镇压反抗团董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太平军首占句容城，四乡民团堵击抵御，帮助官军杀害太平
军，西乡及县境南北一带几乎“户皆团练，人尽为兵”。太平军三五人入村，诱入曲巷，堵其两端杀害；若人多

成群，则设伏击毙。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太平军二占句容城，对反抗的民团、团练、练首采取坚决镇压。天王寺、王庄、三岔、
郭庄庙、何庄庙、淤乡、白兔、茅庄、赵庄、光里庙以及北五镇等处民团、团练、练首均遭镇压。

捕获下山地乡团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四五月间，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率大军自常州出发，进攻扬州，因
出师不利，便原道退回，屯兵句容南乡数百村。一次陈军到达下山地（葛村），乡团３６人组织抵抗，被陈军全
部捕获。

　　二、抗日战争

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６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挺进苏南，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１２月，第二支队第四
团一部进入江宁、溧水、句容地区，以郭庄庙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二支队罗忠毅、廖
海涛率部活动于葛村、三岔、郭庄以及江（宁）、句（容）、溧（水）边界地区。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年）４月，新四军
第二支队改编为第六师十六旅，辖三个团，其中一部曾活动于葛村、郭庄庙、三岔及东南村镇，开展以新四军

为主力、人民群众积极参战的敌后游击战争，直至渡江北撤。

１．新四军抗日战事
反“扫荡”战斗　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８日，驻南京、句容、溧水等地日军，向郭庄庙“扫荡”。新四

军二支队第四团击敌一路，打死打伤日军５０余人，粉碎日军的“扫荡”。
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４日，驻湖熟日军警备队、伪警察、伪自卫队下乡骚扰。新四军在郭庄庙附近

将其包围击溃，毙日军警备队队长以下５人，俘虏伪警察、伪自卫队６人。
赤山围歼战　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３日，新四军２支队获悉江宁湖熟据点日军南浦旅团岗本联队

吉田中队要去句容三岔成立维持会，副司令员廖海涛率第２支队直属队和新四军第４团第３营绕过赤山湖
进驻赤山脚下窦家边设伏。１４日上午９时左右，日军吉田中队１００多人向三岔开进，途中为试探一下有没
有新四军，用一门九二步兵炮向赤山上的小庙打了两发炮弹进行火力侦察，随后沿秦淮河埂向三岔镇前进。

此时廖海涛立即指挥支队特务连和第３营第７连、第８连分别选择有利地形埋伏下来。当日军进入袋形伏
击圈时，突然以猛烈火力将猝不及防的日军杀伤近半，迫使日军困守一凹型坟山地，展开了激战，从上午１０
时持续到１１时，双方经过冲锋与反冲锋的搏斗，日军再次遭到新四军从侧面的突然进攻，残敌在吉田的指挥
下，退守到陈家边村外一座拱桥下顽抗，并不时用步炮和机枪压制包围上来的新四军，妄图死守待援，无意

丢弃重型武器轻装突围。

战斗又持续到下午１时，因弹药不足，新四军的火力减弱了，战士们便上刺刀准备肉搏。这时，担任警戒
的３营８连报告，南京增援之敌已经到达湖熟，而参战的３个连以伤亡七八十人。在关键时刻，廖海涛忽然
发现赤山附近的山坡上和河埂上密密麻麻站满了观战的人群。原来是当地人民自动把开水、饭菜送到火线

以后没有离开，还有的人手拿大刀、锄头，砍死了向湖熟逃跑的敌人。人民的支援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斗

志。廖海涛当即果断命令各连队将手榴弹全部集中使用。并组织突击队向桥下敌人连续大量投掷手榴弹。

顷刻间，残敌在爆炸声中全部被消灭。此战击毙日军吉田队长以下１００多人，生俘 ２人，缴 ９２式步兵炮 １
门，机枪２挺，掷弹筒２只，步枪６０余支。

战后第３天，日军调集５０００余日、伪军，配２００多名骑兵，８０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分别由南京、镇江、天王
寺等据点向撤退到郭庄庙、虬山的新四军反扑，新四军黄玉庭团长率第４团抢占了虬山叶家棚子的大片树
林，首先射击敌人骑兵，不到半小时，打死日军１０余人、军马４０余匹，夜幕降临后，新四军第４团主动撤出。

廖海涛回师茅山　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年）１月初，日军在句容葛村、郭庄庙、三岔、土桥等据点构筑工事，
进行驻扎“扫荡”，６月至７月，廖海涛率新四军第１６旅第４６团一部回师茅山，攻下蒲干、西、包巷、郭庄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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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日军据点，争取高庙、延陵据点伪军投诚，逼走驻在丁庄、墓东、北镇街、阴桥头等据点的伪军，粉碎日、伪

驻扎“扫荡”。茅山地区基本上恢复原状。

钟国楚激战葛村　民国３１年（１９４２年）２月６日，钟国楚率新四军第４６团第１营攻入葛村伪军据点，激
战６小时，毙敌４０余人，俘伪团长以下７０余人。缴获轻机枪１挺，步枪６０余支。

再克郭庄庙　民国３１年（１９４２年）６月２日，新四军第４６团再克郭庄庙，消灭伪自卫团第４分团，彻底
摧毁日伪据点，收复郭庄庙地区，成立赤山区区公所。

虬山阻击战　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年）７月，新四军第１６旅在虬山一带活动时，与日、伪军相遇，双方发生
激烈战斗。在旅长王必成亲自指挥下，部队阻击敌人，掩护旅部及区党委机关转移。战斗中政委江渭清负

伤，后转移至龙都养伤。

王直伏击汪伪军　民国３３年（１９４４年）３月，王直率新四军茅山保安司令部一部在江句赤山北圩里伏
击汪伪军一个连，俘敌５０余人。

２．国民政府军抗日战事
虬山战斗　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年）６月９日，国民政府军５２师３１２团进驻葛村、虬山。第二天，唐德团长

召集地方人士联席会议，布防抗日战事。６月１１日拂晓，日军从四面围攻３１２团，双方激战两天，１２日夜１１
时左右，３１２团向南撤退，并派１个连携带两门炮在白鹿岗公路边埋伏。日军得知３１２团撤退，即从溧水等
地派两辆军车拦截，被３１２团伏兵击毁。虬山战斗共毙伤日军３００余人，其中击毙香垣大佐１名。３１２团阵
亡３０余人，伤８０余人。

３．人民群众抗日战事
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一天，３名日军从天王寺据点里窜到葛村五渚坊村。在村西，１个日军抓住

１名妇女，该妇女大呼救命。赵存友听到后，立即从家里跑出来，迅速从背后抱住这个日军。日军拔刀刺向
赵存友，赵去夺刀，于是被刺一刀，鲜血直流。赵不畏惧，又从后面抓住敌人的胳膊。周围乡邻闻讯纷纷赶

来，用锄头把日军打死。随即，乡亲们又打死了另 １个日军，还有 １名日军见势不妙躲起来，趁天黑逃出
村庄。

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初冬，窜入葛村骚扰的１名日军，见１姑娘就追上去用刺刀刺开姑娘衣服企图强
奸，被呼救的群众吓跑。当日军逃到下葛村一座小桥上时，被１名姓高的篾匠用竹刀砍死。同日下午，８名
日军又窜入葛村，要找上午来的日军，到处翻、查、打人。群情愤怒，纷纷拿起锄头、钉耙，与失去联系的国民

政府军士兵一道，打死日军７名。

第二节　乡镇人武部建设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六区成立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撤销六区人民武装部，改设兵役助
理。１９５６年４月，全县进行并区并乡工作。合并后的赤山区辖１０个乡，仍配武装助理，１０个乡每乡设专武
干部（民兵中队长）。是年８月，撤区并乡，区公所撤销，全县设２１个乡，１个镇。郭庄乡、葛村乡各设１名武
保干事。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新成立的赤山人民公社由葛村、郭庄、三
岔３个乡合并，驻地设在葛村。是年１２月，全县调整为１９个人民公社，其中有葛村人民公社和郭庄人民公
社。１９６２年１月起，郭庄公社和葛村公社成立成立人民武装部。１９６５年底，两公社任然保留人民武装部建
制。“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公社人民武装工作受到破坏。以后，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公社或乡镇人武部也随

之变更。１９８３年，两公社人武部分别改称郭庄乡人武部、葛村乡人武部。１９９４年更名为郭庄镇人武部、葛村
镇人武部。２００５年末郭庄镇、葛村镇合并后为郭庄镇人武部。

乡镇人武部设部长１名，干事１名，专职武装干部（简称专武干部），是同级党的干部队伍的一部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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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级人民政府的民兵、兵役工作人员，也是上级军事机构领导下的从事本地区军事工作的具体组织者、指

挥者。郭庄、葛村历届党委、政府十分重视人民武装工作人员的培养、选拔、调整、配备人武干部。实行上级

军事机关和地方同级党委、人民政府对人武部的双重领导。

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第六区人武部干部认真学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组
织、发动广大适龄青年和民兵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投身到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巩固新生政权等运

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１９５４年，学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广大民兵带头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郭庄人民公社、葛村人民公社人武部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及雷锋

精神，组织人民群众“大办民兵”，组织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系列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武干部继续接受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道德法纪等教育及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教育，确立誓死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组织广大民兵参加军事训练，动员适

龄青年报名参军。

１９８８年，乡人武部干部积极参加县人武部关于“民兵政治教育、以劳养武、子弟兵好家长、扶贫致富、军
事活动、民兵组织调查、预备役登记、兵役登记、兵役工作、战备工作、服从双重领导”等１１项内容的目标管
理考核。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两镇（乡）人武工作获奖情况一览表

　表１８－１

日期 获奖单位或个人 获奖内容 授奖单位

１９８６年６月
郭庄乡人武部 １９８６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镇江市政府、军分区

郭继胜（郭庄乡人武部） １９８６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镇江市政府、军分区

１９８８年３月 郭庄乡人武部
１９８７年度“三个一”活动先进集体、以民兵为
主体的扶贫致富点“合格单位”

镇江军分区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 郭庄乡人武部 国防工程维护管理先进单位 江苏省军区

１９９６年３月 郭继胜（郭庄镇人武部） 国防工程管理先进个人 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

１９９７年７月 郭庄镇甲山村 “拥军优属模范村” 江苏省政府

１９９７年８月 郭庄镇甲山村 “爱国拥军模范村” 镇江市政府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李如祥（葛村人武部） ２００３年度征兵工作先进个人 镇江军分区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朱世宏（郭庄镇甲山民兵营） 学习“兵役法”获省三等奖 江苏省政府

　　９０年代后，郭庄镇、葛村镇两镇人武部干部继续牢固确立党指挥枪的思想，一切听从党指挥。在镇党
委、镇政府统一领导下，人武部干部带领广大民兵积极参加党的中心工作，协助党委、政府完成二轮土地承

包、抗洪抢险以及企业转民营的体制改革工作。

进入２１世纪后，镇人武部干部认真参加“正人品、树官德、强党性”教育大讨论，并组织广大民兵投身于
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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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人武部长任职情况一览表

　表１８－２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

部　长

郭继胜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王义华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赵大祥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夏宏伟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陈德勤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３月

胡晓虎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周　涛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葛村镇人武部长任职情况一览表

　表１８－３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

部　长

王笑冰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华　强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李如祥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胡晓虎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第三节　民兵预备役

预备役工作是管理预备役人员，把没有建立民兵组织的单位、退伍军人和部队专业对口的技术人员登

记造册，掌握其数量及分布情况，做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保证战争时各种兵员的需要。

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郭庄、葛村两乡进行第一次对退伍、复员军人和未服役的适龄青年、年满２８—４０岁的男
性公民和有专业技术的女性公民进行预备役登记。

１９６３年，在东南沿海战备形势紧张的形势下，进行第二次预备役登记。１９７２年，人武部结合复员、转业
军人换证，进行第三次预备役登记。

１９８０年，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的《退伍军人预备役登记统计暂行规定》，进行第四次预备
役登记和统计，其中服预备役的退伍、复员军人４００余人。

自１９８１年起，郭庄、葛村两公社（乡）每年对退伍、复员军人、受过训练的基干民兵、普通民兵进行预备
役登记和统计，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制度，其中民兵和经过预备役登记的２８岁以下的退伍士兵及专业
技术人员、预备役军官编入一类预备役，普通民兵和经过预备役登记的１８—３５岁男性公民编入二类预备役。

２０００年后，坚持每年参加市预备营进行为期３０天的专业集训（三年一个轮回），完成火炮、军体拳、队列
等１６个课目的学习和训练。

人武部十分重视政治教育和队伍管理，根据预备役官兵集中困难、人员分散的特点，改进教育方法、管

理方法，提高官兵的个人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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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郭庄、葛村两乡镇民兵工作获奖一览表

　表１８－３

日期 获奖单位 获奖内容 授奖单位

１９８４年４月 葛村乡西地村 民兵青年业余综合学校先进集体 镇江市政府、镇江军分区

１９８４年４月 郭庄乡基干民兵营 １９８３年度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单位 镇江市政府、镇江军分区

１９８８年３月

郭庄乡百丈村 民兵青年业余综合学校“合格学校” 镇江军分区政治部

葛村乡五渚坊 民兵青年业余综合学校“合格学校” 镇江军分区政治部

郭庄乡金星村 以民兵参加文明村（厂）建设先进单位 镇江军分区政治部

葛村乡赤山湖渔场民兵营 以民兵参加文明村（厂）建设先进单位 镇江军分区政治部

郭庄乡甲山村
民兵、预备役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带头参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试范点
江苏省军区政治部

１９９４年９月 葛村镇 １９９３年度民兵整组工作先进单位 镇江市政府、军分区政治部

第四节　兵员征集

　　一、募兵制与征兵制

清代实行招募制，地方官府设招兵处，无统一章程。清代中期，少数地主自募自练武装，如团练或勇营，

无一定营制，战争结束就解散。太平天国期间，郭庄、葛村均有团练武装，为协助清军对付太平军作战的地

方反动武装。

辛亥革命后，国民临时政府沿用清代招募制。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８月编制户口清册，实行“保甲制”，
将在册青年造册登记，并在当地军事训练，以备应急。是年，郭庄乡、葛村乡参加军事训练的青年１００多人。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１月，郭庄乡、葛村乡征兵用的方式是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方法抽丁服役。尔后
改抽壮丁、买壮丁、抓壮丁，郭庄、葛村两地被抓壮丁３０余人。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抗日战争期间，句容县政府转移到溧阳县境，没有办理兵役。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发动内战，多次强行抽壮丁、抓壮丁。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３月，郭庄、葛村两乡
征兵４０余人。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败局，到处抓壮丁补充兵源，３个月两次在两乡抓壮
丁６０余人。

　　二、志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

１．志愿兵役制
抗日战争时期，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动和组织民众参军参战，郭庄、葛村两地自愿参加新四军的有２０余名

青年。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在反“扫荡”斗争中，奔向茅山革命根据地自愿参军的青年３０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５４年，仍实行志愿兵役制度。１９５０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第六区

（含郭庄、葛村、三岔、后白部分）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时，郭庄、高

阳、谢桥、葛村、虬北等乡党政机关负责办理志愿兵征集工作，１９５１年近２００名青年报名，３７名被批准加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其中３２名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３年５月郭庄乡有６名、葛村乡有８
名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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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义务兵役制
１９５５年，实行义务兵役制。是年秋，首次进行义务兵役登记，郭庄乡、葛村乡近１０００名青年报名登记。

１２月１日，区、乡党政机关负责办理义务兵征集工作。当年有４０余名适龄青年应征入伍。１９５５—１９７７年
（其中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１年停征），郭庄乡、葛村乡有３００余名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飞行员
２名。

１９７８年３月，部分超期服役的战士，根据部队建设需要，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由义务兵改为志愿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郭庄、葛村两公社（乡）适龄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０余人，其中飞行学员１人，３８

名加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１９９０年，根据台海局势新动向，乡镇人武部组织应征对象学习党史、军史，参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收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大阅兵》录像，增强他们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激发应征青年用青春谱写世纪风
采。在征兵体格检查方面，１９９４年实施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体检。１９９９年，凡参加体检人员，必须持有
《预征对象推荐表》，没有推荐表的一律不得进站体检。２０００年体检，层层把关、村包病史调查、镇包目测初
检，然后送市里，在政审方面，镇的政审人员反复调查取证，做到淘汰有据，用事实材料说话，政审组长签责

任状，建立责任制。如有劣迹记载，及时取消他们入伍资格。反之，则批准其入伍。２００５年新兵政审，重视
抓四个环节，即抓调查取证；抓复审、联审、会审；抓开门政审；规范新兵档案材料的填写。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由
于严把政审关，１０年内共向部队输送１６０余名合格兵员，无一例责任退兵。

１９８５年后，郭庄、葛村两乡镇根据上级规定对应征入伍者，全部采取“先安置、后入伍”、征兵招工、入伍
同步进行的办法，认真落实入伍青年的工作单位和优抚政策，解除参军青年的后顾之忧。

２０１０年后，人武部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努力营造依法征兵舆论氛围，义务兵役登记扎实有效，圆满完成
兵役登记任务。

每年欢送新兵时，组织欢送会，营造当兵光荣的气氛。

第五节　爱国拥军

　　一、爱国拥军群体事迹

８０年代开始，郭庄、葛村两乡开展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爱国拥军优属等系列活动。１９９５年根据市委
要求把拥军优属、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城镇工作纳入各单位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规划，使拥军优属工作与

经济工作同步发展，在这期间，郭庄镇甲山村的双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１．甲山拥军优属模范村
郭庄镇甲山村素有爱国拥军的光荣传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甲山村农民方德良、端木和平将其子方宏伟送

到西藏边陲服役。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端木和平看守鱼塘时不慎落水身亡，方德良不久也因病去世。为

了让方宏伟安心服役，方家没有向他透露一点信息。方家的不幸遭遇和表现出的爱国拥军之情，引起村党

支部、民兵营和全村群众的极大关注。在方德良生病、夫妇前后去世期间，村民自发轮流照看，纷纷上门看

望，镇村两级四次安排救济款。全村１８名基干民兵和方家合作社党员们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助耕队，专门帮
助耕种责任田，养牛、看护鱼塘、料理农活和家务，还按方宏伟父母遗嘱给方宏伟寄出一封封报平安家信。

方家及众乡亲所表现出来的拳拳报国之心，殷殷拥军之情，在方宏伟所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甲山村这种

一家有难、大家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和关心帮助军属的真挚情怀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较大

反响。镇江军分区、句容市委、市人武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此进行深入调查、予以广泛宣传。１９９７年１月，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解放军报记者对此进行专访，市委书记郭礼荣阐述了方宏伟爱国拥军先进集体与时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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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这一主题。７月，甲山村被省政府授予“拥军优属模范村”称号。８月２８日，市政府在华阳宾馆举行“爱国
拥军优属模范村”命名揭牌仪式大会，为获省“拥军优属模范村”和镇江市“爱国拥军模范村”称号的郭庄镇

甲山村揭牌。这在全省属首家。

２．葛村模范拥军老人陈华济
１９９６年６月，兰州军区司令员、政委签署命令，破格提拔句容籍战士陈宪根为边防某团后勤处副处长兼

军需股股长（副营职干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陈宪根由葛村乡入伍，驻扎新疆边陲，先后１７次受到嘉奖，４次
立三等功，２次立二等功，１次立一等功，被新疆军区树为“基层建设标兵司务长”，被驻地塔城地区评为“十
大杰出青年”，获兰州军区首届“西北军营十大杰出青年”“基层建设先进个人”称号。１０月３０日，其父亲陈
华济被市政府授予“模范拥军老人”称号。

　　二、媒体报道宣传

运用新闻媒体，将在全民国防教育中涌现出的典型人、典型事和先进经验及时迅速传播出去，使更多人

获得信息，接受国防教育。句容市重视新闻媒体这一传播媒介在国防教育中的作用。在宣传方宏伟爱国拥

军先进群体过程中，郭庄镇党委政府积极主动向上级领导部门汇报、听取指示，与各级新闻媒体合作，为宣

传采访提供素材、人员及方便条件。

郭庄镇甲山村青年方宏伟，在西藏戍边一年多，父母不幸先后辞世，为使方宏伟安心戍边，乡亲主动关

心帮忙料理家务，献出一片爱心，事迹感人，这个群体被称为方宏伟爱国拥军先进群体，围绕这个群体，有几

家报刊作出了报道：

《镇江日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日，发表文章题为《魂系长城，义薄云天》，记驻藏句容籍战士方宏伟的父老
乡亲；《人民前线》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６日，《一位边防战士和他的父老乡亲》；《扬子晚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９日，
《爱国情怀和骨肉乡情———一对已故农民夫妻和他们戍边的儿子》；《市场报江南市场版》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 ２２
日，《一位进藏战士和他的父老乡亲》———夫妻双双送子参军，风雨不测竟成永别。

《中国国防报》１９９７年１月３１日，《爱国拥军谱新篇》；《新华日报》１９９７年２月３日，《一个子弟兵和他
的父老乡亲》；《解放军报》１９９７年２月９日，《平安家书抵万金———驻藏优秀士兵方宏伟和他家乡父老的故
事》；《东海民兵》１９９７年第２期，文章为《爱国拥军情深长———记一位边防战士和他的父老乡亲们》；《新华
日报》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６日，《“方宏伟爱国拥军先进群体”事迹动人心》———镇江城乡掀起学习“先进群体”的
热潮；《双拥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１期，《件件寻常事，殷殷人间情》———一个爱国拥军家庭引发的故事；《镇江日
报》１９９７年３月５日，《方宏伟爱国拥军先进群体事迹在军内引起强烈反响》；《新华日报》１９９８年 ７月 ３０
日，《“拥军优属第一村”再续新篇》。

《句容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８日，《情注长城》———记驻藏某部战士方宏伟乡亲的故事；《句容报》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３０日，《方宏伟爱国拥军先进群体事迹报告会举行》———方宏伟获得“奉献边疆建功军营”奖；《句容
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３日，《长城基石》———不让孩子尽孝，只缘爱国情深；真情温暖人心，宏伟立志报国；《句容
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学习方宏伟爱国拥军群体，立志到军营奉献青春年华》—部分应征青年座谈学习方
宏伟爱国拥军群体；《句容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日，《运用身边“活教材”，创建活动上台阶》———我市部分领
导和机关干部座谈学习方宏伟爱国拥军群体事迹；《句容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７日，《人民永远是靠山》———接
兵干部座谈学习方宏伟爱国拥军群体事迹；《句容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中将高度
评价方宏伟爱国拥军群体》；《句容报》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日，《一名军属，应该是一面旗帜》———部分军属座谈
学习方宏伟爱国拥军群体事迹。

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解放军报》记者对此进行专访，市委书记郭礼荣阐述了方宏伟爱国
拥军先进集体与时代精神这一主题。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起，江苏电视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镇江电视台、镇江人民广播电台对方宏伟拥军群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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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报道，据不完全统计，省两台报道２０多条；镇江两台报道４０多条；句容电视台、句容人民广播电台抽
调专人、专车、专机成立专门报道组，开辟专栏，跟踪报道，两台前后报道近百篇稿件。

葛村镇孙庄村陈华济老人在部队服役的儿子陈宪根被新疆军区党委荣记一等功，被驻地塔城地区评为

“十大杰出青年”。《句容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７日发表题为《奋斗最光荣》副标题记新疆军区一等功陈宪根的
父亲陈华济。陈华济被评为句容市的“模范拥军老人”。句容市委、市政府、市人武部于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６日联
合发文，在全市开展向“模范拥军老人陈华济”学习活动。《镇江日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２日载文《军功章的那一
半》，副标题记新疆军区一等功臣陈宪根的父亲、句容农民陈华济，报道老人模范事迹。《句容报》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２２日《边疆虽艰苦，奉献有作为》———一等功臣陈宪根寄语应征青年在边疆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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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人力资源与市场

到２０１５年末，郭庄镇户籍人口５５９０３人，常住人口５１８９０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４２１４３人，乡镇从业人
员２７８０１人。城镇人口比重为３５．４１。从解放后到大力发展社办企业、乡镇企业，直到大力招商引资，兴办外
资企业。郭庄镇充分利用和挖掘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使得在郭庄、葛村所办企业，在人力使用上没有后顾

之忧，对富余劳动力，以政府推动为主，向全社会推进转移就业。农村劳务输出健康发展，并形成劳务输出

的品牌效应，同时，当地农民也从各类企业中学到各种技能和管理方法，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郭庄镇政府

加大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对新上岗职工开展岗前培训，办理职工养老保险，成立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妥善处

理劳资双方的矛盾，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２０１５年年末，为３３名农民工，追要拖欠工资２４．１０万元，
维护了社会稳定。

第一节　人力资源

　　一、职工

１９５３年，郭庄乡、葛村乡有全民、集体所有制职工２００余人。１９８５年有全民所有制职工４００余人，集体
所有制职工１３００余人。

１９８４年，乡镇工业发展步入“黄金期”。１９８６年初，郭庄乡有工业企业２８家，葛村乡有工业企业４２家，
共有职工２９２８人，这些职工大多是本乡本土农民，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职工整体素质不高，专业技能不足，但
乡镇企业的工作经历却为他们日后外出务工打下基础。在全国体制改革和城乡建设的高速发展中，重新找

到新的起点，成为众多领域的中坚力量。２００８年，郭庄镇实有工业企业３２９家，从业人员１３４２９人，第三产
业人员９８５８人，企业职工人数是１９８６年的４．５０倍。

根据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统计站资料显示：乡镇从业人员２７８０１人，其中工业从业人员１７４３３人，交通、电讯
物流、金融、服务从业人员８２５８人，科技、教育、文卫从业人员１１１２人，机关团体１０９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职工情况一览表

　表１９－１ 单位：人

年份

种类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合　计 １６０９４ １４９３７ １６１９９ １６７６９ １８２８３ １９９６９

企业从业人员 １４５５１ １３３８６ １４３８１ １５２２８ １６７５３ １８４１１

建筑业人员 ３２０ ３１３ ４３２ ３１５ ３２１ ３３７

镇机构在职财政供给人数 １４２ １３４ １２５ １１７ １０９ １０９

各类科技人员 ６７０ ６８１ ６８３ ７０２ ７２５ ７７５

教　师 ２６３ ２７５ ３９８ ２５３ ２３６ ２０５

医　生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８０ １５４ １３９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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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用工形式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工形式
艺徒契约制　新中国成立前，郭庄、葛村两乡的工商业主要是商店和手工作坊。商店、作坊业主在接受

艺徒时都要签定契约，并需有“中人”担保，学艺期一般为２—３年，在期内，雇主只供伙食和洗理费，不发工
资，中途不得退约。学徒第一年只帮业主做家务，干勤杂，第二年才开始学艺。

职工聘雇制　对原来在商店、作坊中和学徒两年或三年满师后，业主认为表现好的可留聘作朝奉或客
师，不满意的就解聘，由其自谋生路。少数业主对聘用的朝奉和客师约定每月发放薪水，大部分业主每月只

发给零用钱，到年终时一次性付清全年工资。

临时用工制　业主在生意旺期临时雇用，报酬与被雇佣者预先约定，按其每天工作量和受益折成计算，
多劳多得，生意清淡之时就辞退。

童工　招佣未成年儿童为雇主劳动，供粗茶淡饭，成人后留用，给最低工资。
农村长工制　农村中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需要雇用长期劳力为其耕种，这种劳动者称之为长工。长工

工资以麦、稻计算，一般每年６—１０担（每担５０公斤），分夏、秋两季结付。开工前，地主与雇工先订立契约，
言明雇工的生老病死与雇主无关，旷工时须扣除工钱等规定。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工形式
固定工　是经用工单位正式录用的职工，定为固定工后即拿固定工资享有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固

定工的来源有解放后人民政府招收的干部、教师，有分配和安排的初中、高中、大中专毕业生、有转业退伍军

人、有安置的下放知识青年、有经过招工手续录用的退休顶替人员，转正的临时工以及被征用土地的农民

工等。

合同制工　１９８２年后，郭庄公社、葛村公社企事业单位招工均为合同制工，合同工录用时，由单位和个
人签订书面合同，明确使用期限和工资、福利等待遇。合同期满后，用工单位根据用工需要再行续订合同或

终止合同

计划内临时工和计划外临时工　临时工有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计划内临时工始于６０年代后期，它是
经劳动人事部门批准在有限招工指标情况下，对农村招收计划内临时工，其基本待遇与正式工相同，以后这

部分临时工陆续转为正式工；计划外临时工是企业急需用工时招收的职工，用工期间，其待遇由用工单位决

定，经劳动部门审定备案。

亦工亦农　郭庄、葛村在乡镇企业里就业的农民工，他们“离乡不离土”，既在工厂务工，又在农村务农。
外包工　８０年代后，外地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将简单的加工零部件发给郭庄、葛村一些农村家庭去完

成，完工后按质按件付给工资。

临时工　是企业根据突击性任务的需要自行招用的工人，其工资一般按天数结算或实行计件工资，不
享受其他待遇。

第二节　劳动力市场

　　一、民国年间的劳动就业

民国年间，郭庄、葛村两集镇居民大都是自谋职业，除小业主夫妻俩自行经营及小商贩外，少部分规模

较大的南北货店、手工作坊、油米加工厂皆雇用一些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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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劳动就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乡镇就业安置由六区人民政府部门（民政助理）配合县民政科进行，安排重

点是非农业人口的社会知识青年和失业人员。１９５１年上半年全区就业人数１０００余人。１９５６年，完成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对集镇非农业户口的待业人员采取“统包统配”办法，同时安置一批初中、

小学毕业生就业。

　　三、职工精简，居民、干部下放与就业安置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工商企业大量招收农村劳动力，是年，郭庄、葛村两公社仅铁木竹生产合作社、炼铁
厂、粮食加工厂、副食品厂等企业的职工就增至１２００余人。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招收的农民新职工大部分被裁减。
１９６３年，郭庄、葛村两集镇下放老居民２７０余人。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郭庄、葛村两公社的农村生产大队又

接收下放居民４００余人，其中有句容县城下放１２０余人，镇江下放８０余人，其他县市下放３０余人，本公社居
民下放１７０余人。１９７８年开始，按“就地安排、城乡配合，各种渠道、统筹解决”的原则，处理下放居民的就业
问题，安排下放居民就业。

１９６９年冬至１９７０年春，大批干部下放农村，下放在郭庄、葛村两公社插队或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的干
部共７９人，其中句容３４人，镇江１４人，南京６人，其他县市２５人。干部下放后，多数被公社调入“贫下中农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配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企业单位协助“抓革命、促生产”，参加“一打三反”“深挖

五一六”等运动。

１９７２年，遵照中央指示，下放干部陆续调回原单位或就地另行分配工作，至１９７８年，在郭庄、葛村两地
的下放干部全部得到安排。

１９７８年，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将 １９６９年冬至 １９７０年春下放农村的居民户全部迁返原地的文件精
神，郭庄、葛村两公社分别组建户粮办公室，办理下放居民户口迁返工作，至１９８５年下半年，下放居民户口的
迁返工作全部结束。

　　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就业安置

１９６４年郭庄、葛村两地第一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共７０余人，分别安置在郭庄、金星、甲山、汤巷、百丈、
葛村、下葛、东方红、西地、虬北等生产大队插队劳动。至“文化大革命”前，每年陆续有本镇的知识青年下放

农村。

１９６８年秋至１９６９年，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郭庄、葛村两公社接纳来自上海、南京、镇江、常
州、句容等地知识青年插队劳动，其中，郭庄公社接纳１６８人，葛村公社接纳１５４人。

１９７１年，郭庄、葛村两公社分别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１９７８年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从１９７９
年起，县以下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不再动员上山下乡，由原地自行安排，对已经下放插队的知识青年（包括

已婚），通过招生、招工、参军或病退、困退回城或集镇，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分期分批在二三年内逐步解决”

的规定，郭庄、葛村两地知青办积极配合县知青办为转为居民户口后的知识青年安排工作，至１９８３年８月，
下放知识青年就业安置工作基本结束。

　　五、乡镇企业就业

１９５９—１９６９年，郭庄、葛村街道居民为了生产自救，办起小型农具厂、纸箱厂、红柳编制厂，解决部分居
民户就业问题。

１９７０年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后，社队工业崛起，郭庄、葛村两公社党委根据全公社社队企业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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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需要，安排青年农民进入社队企业务工。１９８５年底，郭庄、葛村乡村企业发展到７０家（其中郭庄乡２８家，
葛村乡４２家），安排职工３７００余人，其中安排非农业户口在乡办企业的职工６００余人。

　　六、第三产业就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郭庄、葛村乡就业人员有７００余人。１９５５年两地的私营商铺有１２０余家，其中
“夫妻店”占６０％。１９５６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私营基本消失。“文化大革命”期
间，个体商业被视为资本主义遭到批判。１９７８年后，国家出台新政策，允许多种商业经济成分并存，，百货、
食品、副食品、蔬菜、土杂、五金、餐饮、旅馆、理发、运输等个体商业迅速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郭庄、葛村两乡镇的第三产业日趋繁荣。１９８６年，运输、商贸、饮食产值４５６．８０万
元。１９９３年，从事第三产业人数为１３００余人。进入２１世纪，交通、邮电、金融、保险业、房地产、餐饮业、物
流、娱乐业和中小型商品超市迅猛发展，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第三产业就业人数８２５８人，
占全镇从业人数的２９．２２％。

　　七、农村劳动力转移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有劳动力１７２４６人，葛村乡有劳动力１２８５１人。１９８６—２００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
以用人单位为主的有组织转移。郭庄、葛村都成立有乡镇建筑公司，外出承包建筑工程，组织建筑业工人的

转移。在以政府推动为主，向全社会推进转移就业转变的过程中，郭庄出现劳务经纪人２３人，葛村有劳务经
纪人２７人，经纪人以传、帮、带的形式，将周边的乡亲分期、分批地带出就业。郭庄镇的家政服务业已形成品
牌效应，鼎盛时期，仅在南京一地就有６００余人从事家政服务业。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５日，市农村劳务输出协调工作小组在天王镇组织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大型招聘会，
郭庄镇、葛村镇共有３００余人参加招聘会，９０余人成功签约。２００５年在后白镇、２００６年在华阳镇举办“春风
行动”农村劳动力大型招聘会。两年中郭庄镇分别转移劳动力约 ６００人，就业以体能型工种为主，有建筑
业、城市卫生和运输装卸等。２００６年以后，劳动力转移方式转向输出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相结合。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加大，近６０％的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同时转移从重数量向量质并重转
变，工种开始转向制造业、服务业，苦、脏、累工种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技能型就业占５０％以上。截至２０１５年
底，共举办４８场次招聘会，郭庄镇共有６０００余人参加招聘活动。１３００余人为招聘单位录用。

２００４年６月，全市开展农村劳动力资源普查，郭庄镇、葛村镇劳动保障服务所第一次建立农村劳动资源
台账，共查得葛村镇从业人员１５４２８人，其中外来从业人员２５６人，第一产业６１３８人，第二产业７１００人，第
三产业２１９０人，离开本镇６个月以上从业人员８３４４人。郭庄镇从业人员１７０９８人，其中外来从业人员９６１
人，第一产业５６０１人，第二产业６７１５人，第三产业４７８２人，离开本镇６个月以上从业人员７３６６人。

２００６年３月，按照市政府的部署，开展第二次农村劳动力资源普查，做到一户一档，一人一表，全部录入
“镇镇通”系统，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化管理。

第三节　人力资源管理

　　一、组织机构

１９７１年，郭庄、葛村两公社革命委员会设立工业办公室，负责企业招工，并设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
室，配合县劳动局安置下放知识青年和下放居民。

１９８３年，郭庄、葛村两公社撤公社工业办公室改为公社工业公司，负责乡镇企业的人事管理。１９８８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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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公司主要负责人享受大集体待遇，工业公司设立人秘科，着手建立健全乡镇企业的人事档案。

９０年代初，郭庄、葛村两乡镇分别成立劳动就业管理站。１９９４年５月，郭庄、葛村两劳动就业管理站更
名为劳动管理所。并根据县编制委员会文件，成立郭庄镇职业介绍所和葛村镇职业介绍所。１９９９年成立句
容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驻郭庄办事处、葛村办事处，是年改镇职业介绍所为镇人才服务站。

２００１年郭庄镇、葛村镇撤销人才服务站，劳动管理所并入镇经济服务中心。２００３年郭庄、葛村两镇劳动
管理所更名为镇劳动保障服务所。２００５年两镇合并后，成立郭庄镇劳动保障服务所，一直延续至２０１５年。

　　二、劳动管理

１９５３年起，凡郭庄、葛村两地国营、合作经营、公私合营等企业的用工审批都汇总县劳动科批准。１９５６
年，权力下放，郭庄、葛村两乡的非农待业人员由乡政府统包统配，安排进厂（店）。１９５８年，企业安排固定工
由县劳动部门统一安排管理，季节性用工只需要经主管部门同意，可由社办企业自行招用。

１９７０年后，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为农业”的方针，郭庄、葛村两
公社社办工业发展步子加快，各社办企业用工剧增。企业用工，由公社党委将用工名额分配给各生产大队，

再由生产大队负责推荐人员，经公社党委审批同意后，由工业办公室下发录用通知书。原集体企业中的固

定工、计划内临时工仍由县劳动部门统一管理。１９８４年实行“一包三改”将工人录用制全部改为合同制。
９０年代初，郭庄、葛村乡镇企业开始自主招工，乡镇劳动就业管理站协助企业对新上岗职工进行技术培

训，帮助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厂就业，开始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等。

随着劳动就业管理中企业与务工人员发生矛盾日趋增多，１９９６年，在郭庄镇、葛村镇成立劳动争议协调
委员会。１９９９年，两镇劳动争议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句容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驻郭庄镇办事处和葛村镇办
事处。对企业发生的劳动合同争议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而发生

的争议；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争议等，进行调解处理。２００４年，实施《劳动监察条例》，重点加
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和非法使用童工的处罚力度。２００５年为３８名农民工追回补发工资１８万元；２００６年为
３１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２１．２０万元；２０１５年末，为 ３３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 ２４．１０万元，维护了社会
稳定。

至２０１５年年底，郭庄镇在劳动保障工作中，先后通过劳动保障服务所介绍进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和外来务工人员４５００人，举办就业培训班、岗位培训班、中、高级技工培训班２４期，培训人员６０００余人次。
仲裁企业用工矛盾、工伤纠纷４３起，办理企业职工保险６２３５份，追缴社会保险费 ２７万元，补签劳动合同
１０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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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社会保障

１９８６年以后，郭庄乡、葛村乡按照县里的部署，两乡同步建设社会保障机制，形成以养老、失业、医疗、工
伤、生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至２０１５年，养老保险覆盖全镇应保人口的９８．２０％，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率１００％，失业保险覆盖率９８％，农村低保标准有所提高；职工医疗参保、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９８．６０％，
农村草危房改造、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同时，救灾救济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

第一节　生活保障

　　一、企业养老保险

１．管理机构
１９８６年，县劳动局成立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郭庄、葛村各有１名兼职代办员。１９９２年６月，在郭庄乡、

葛村乡设立养老保险代办点（民政办代理）。１９９４年抽调人员成立班子，设专职干部１名，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工作全面展开。１９９７年两镇成立人力资源社会劳动保障所（简称劳保所），隶属镇政府领导，所长负责制。
２００２年，镇劳保所隶属市劳保局管理。２００８年，镇劳保所内设社会劳动保险服务中心。２０１５年郭庄劳保所
有专职人员４名，协助员１８名，服务于全镇社会劳动保险工作，并实现网络管理。

２．缴费
１９８６年，县规定每个合同工按每月２２元标准征缴，由单位负担。１９９３年，企业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为

缴费基数，企业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２０％，其中个人缴纳１％，私企不低于全乡镇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的
２０％，其中个人缴纳２％。郭庄、葛村按照上级相关规定全面实行职工个人缴费制，职工缴费基金与缴费年限
挂钩，参保与职工个人切身利益直接有关，增强个人缴费意识。１９９６年，企业养老保险按照“社会统筹与个
人账户相结合”的精神，每个参保人员都拥有一个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使企业和职工缴费直接与个人账户挂

钩，形成职工流动、个人账户终生不变的格局。２００４年，缴费比例有所调整。２０１２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个
人缴费比例是８％，用人单位缴费是２１％，至２０１５年无变化。

３．扩面清欠
２０００年起，市政府每年下文，要求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２００３年郭庄镇、葛村镇新增参保人员６８０人。

２００４年，市政府下发《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全镇企业纳
入社会保险的范围，规定乡镇企业必须参加养老和工伤保险。２００８年扩面新增３２８０人，２０１５年，全镇年销
售额２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５３家１８４１１名职工全部参保，参保率１００％。

２００２年起，根据市劳保局要求，郭庄镇、葛村镇劳保所开展清欠工作，加大对欠费大户的监控、评估，制
约欠费企业办理职工停转保和退休手续，加大劳动监察力度，把欠费单位履行清欠计划纳入行政监察程序，

严格执法，有效遏制欠费势头。２００３年后基金征缴率逐年提高。２００８年郭庄镇基金征收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的目标。至２０１５年持续７年收大于支，基金累计结余１０８２万元，增强抗风险能力。

４．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２００４年，根据市委、市政府《句容市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意见》，郭庄镇、葛村镇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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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退管组织网络，承担两镇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组织和相关业务工作，明确工作职责。２００８年全
镇８７４名退休人员纳入社会化管理。至 ２０１５年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率达 １００％，当年发放退休金 ２８２４
万元。

　　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１９９４年１月，郭庄镇、葛村镇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养老保险，按照《镇江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
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工资总额的２３％，其中个人缴纳２％，单位缴纳２１％，
由财政或单位给予每人每月１０元的补贴。１９９５年７月，建立《养老金保险手册》制度，编号后终生不变。是
年，郭庄镇、葛村镇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共１１２８人（含教师），应参保人员１１２８人，参保率１００％。２００２年
公务员停保，同时停发每人每月１０元养老保险补贴。２００３年１月公务员恢复缴纳养老保险费，并补缴２００２
年中断的费用。２００４年，根据上级部门统一规定，年保险费上调为工资总额的２７％，单位缴纳２３％，个人缴
纳４％。２００６年７月，公务员个人停缴费用。经过历次调整，是年，事编人员养老保险费率为３０％，其中个人
缴纳８％。２０１５年，公务员又恢复缴纳养老保险，与事编人员同等。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缴费全部按时
足额交纳，没有拖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费的支付项目涵盖离退休费、生活补助费、因公致残护理费、

死亡丧葬费、抚恤费和遗属补助费等。

　　三、农村养老保险

１９９３年，各乡镇民政办设点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郭庄、葛村当年完成参保人数１８２０人，收缴
保费１０．８０万元。

１９９４年，郭庄镇、葛村镇成立农保事业管理所（简称农保所），选聘专职干部１名，各行政村设１名农保
代理员，至此，两镇农保组织网络基本建成。１０月县政府专门召开农保工作会议，向各乡镇下达任务，签订
目标管理责任状。农保所围绕目标任务，成立专门班子，把任务下达到各村、企业，同时建立健全农保所所

长岗位责任制、农保员岗位责任制、会计岗位责任制，农保财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收

缴保费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对业务操作和基金强化管理。当年两镇参保率３５．２０％，超额完成县政府规定
的目标。１９９６年，郭庄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收缴超百万元，成为镇江市第一批合格单位。２０００年，全镇参
保人数４５００人，投保总额１０６万元。

２００２年，按市政府要求，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划归到劳动保险服务所。２００６年农保基金收费比上年实增
６．２８万元。２００８年句容市出台《关于句容市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员转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实施
办法》，规定从５月１日起，全镇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底以前已经参加农保、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６０周岁、女
５５周岁）的参保人员，经本人申请，均可按办法规定将农保转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２０１０年郭庄农保
所对农保受益做了大量宣传，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１９６５０人，覆盖面９５．８０％，已退休领取
养老保险金的有５０７２人，每月发放金额１０６．５１万元。

　　四、失业保险

郭庄、葛村职工失业保险执行市（县）征收标准，１９８６年 １０月—１９９２年底，用人单位按工资总额的
０．５０％缴纳失业保险金。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５月，用人单位按工资总额的１％缴纳。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０１５年底，按
工资总额的３％缴纳，其中用人单位承担２％，个人承担１％。

失业职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９９８年底，按失业前实际工龄，每满１年领取１个月
工资，最长不超过１２个月。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按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足额缴费年限，每满１年领取２个月，
最长不超过２４个月（发放标准按失业前１２个月的月平均缴费工资的４０％确定）。２０１５年失业保险金领取
新政策规定，失业保障金是缴满１年为基点可以申领３个月，每多缴１年在此基础上增领２个月，即缴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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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５个月，３年领取 ７个月，类推，但最高只有 ２４个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就医的，可报销医药费
６０％—８０％。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００７年８月，实行固定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１５年，失业保险金按失
业职工本人失业前１２个月的月平均缴费工资的４０％确定，最高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不低于当地
城市居民生活保障金。

２０００年，郭庄镇参保人数１４２０人，征缴金额９７万元，发放１２８人次；葛村镇参保１２４０人，征缴金额８６
万元，发放１４６人次。２００８年全镇参保 ３８６０人。２０１５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参保职工 １１３２７人，征缴金额
３２７３万元，发放２８６０人次。

　　五、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低保自１９９７年开始试行。１９９８年３月，市政府出台《句容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暂行规定》，从保
障标准和范围、保障资金的来源、配套措施等方面做出政策性规定。５月，郭庄镇、葛村镇进行申请核查。两
镇最低生活保障符合条件的为１２８人，每人每月８５元。２００４年市政府出台《句容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办法实施细则》，当年两镇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２１０人，每人每月１００元。２００５年落实“实施细则”，又有
３８２人纳入低保范围。２００７年，民政局印发《关于农村低保家庭农田纯收入计算标准的通知》。对农村低保
经费三级承担比例作出调整，将原低保金由市、镇、村三级按３∶３∶４比例承担调整为市、镇两级５∶５负担。
低保金支付方式，从２００６年７月开始，由市财政直接打卡发放，低保资金通过镇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镇农商
行）直接打入低保户账户，低保户可就近到农信社（农商行）随时取款。２００８年郭庄镇有低保户４３３户、９６７
人，每人每月２２０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低保标准也逐年增长，２０１５年全镇享受低保人数１０５５人，
每人每月最高４８０元，发放低保金４１４．２０万元。

　　六、居民老年补贴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７日，郭庄镇执行市政府《句容市老年居民养老补贴工作实施意见》，确定对收入无保障老
年居民实行养老补贴制度，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正式施行。郭庄镇当年符合条件的老人４５４１人，补贴标准
为６５周岁以上，每人每月３０元，１００岁以上，每人每月１５０元，当年发放补贴１６３．８０万元。随着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老人补贴也随之增长。２０１５年老年补贴增至：６５—７９周岁，每人每月１１５元；８０—８９周岁，每人每月
１６５元；９０—９９周岁，每人每月２１５元；１００周岁以上，每人每月５１５元。全年共发放老年补贴１５００余万元。

第二节　医疗　工伤　生育保险

　　一、医疗保障改革

１９８８年，根据《句容县公费医疗管理细则（试行）》，郭庄乡、葛村乡实行县乡两级管理形式，定额包干，
单位核算，结余留用，超支适当与单位、个人、医院挂钩，定点医疗，控制外诊，现金看病，单位统一报销。１９９５
年实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１９９７年建立大病统筹基金，专门用于解
决３万元以上的大病医疗费用问题。

２００３年，郭庄镇、葛村镇按《句容市社会医疗保险暂行规定》，实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及个人
以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与退休（职）费总额之和，按１０％的比例共同缴纳。其中：用人单位按８％的比例缴
纳，在职职工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２％的比例缴纳（由用人单位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符合规定的退休
（职）人员个人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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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分为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郭庄镇、葛村镇严格执行市里的标准，个人医

疗账户按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计算划入，不满３５岁人员３％，３５岁（含３５岁）以上不满４５岁人员４％，４５岁
（含４５岁）以上人员５％，退休人员按本人上年度退休金总额６％划入；其余部分纳入社会统筹基金。同时以
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８％和退休人员年退休金总额４％为基数，根据全镇参保人员上年实际缴费基数的平均
水平，确定各年龄档次参保人员相对固定的社会统筹基金起付标准。超过起付标准的医疗费用，采取三段

累进制的支付方法，按实际超过的数额，个人承担一定的比例。大病医疗统筹金由个人（含退休人员）按每

人每月５元标准缴纳。
２００６年，基本医疗保险费由参保单位以职工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按９％比例缴纳。在职职工以本人年

工资总额为基数，按２％的比例缴纳。全镇使用ＩＣ卡结算医药费。２０１０年，以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１０％和
退休人员年退休费总额的５％为基数，根据全镇参保人员上年实际缴费基数的平均水平，确定各年龄档次参
保人员相对固定的社会统筹基金起付标准。大病医疗统筹金由个人（含退休人员）每人每月按工资总额１％
缴纳。至２０１５年未变更

　　二、职工医疗保险

１．扩面参保
２００４年，全方位开展个人、私人企业等参保扩面工作。农保所定人到厂，宣传单发放到人，当年，参保单

位６８家，参保人员郭庄２６１０人，葛村１２８０人，筹集基金４１５万元。２００５年医疗保险向个人开放，新增参保
单位４家，个人参保２４０人。全镇保险基金４９８万，支出４２０万元。２００６年，新增参保人数１５３人。２００８年
职工医疗保险筹集资金８４２万元。经统计２０１５年底郭庄镇参保企业３３５家，参保职工１９６５０人，占应保人
数的９８％。由于政策和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管理严格，手续健全，医疗保险基金做到收支基本平衡，参保
人群的基本医疗得到保障。

２．医疗费用支付
１９９５年以后参保人员发生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先从个人医疗账户支付，个人账户用完后，进入社会统

筹基金起付标准。在起付标准以内，由个人支付。超过起付标准以上部分的医疗费用，采取三段累进制的

支付办法。在职人员０．５０万元（含０．５万元）以内，社会统筹基金支付８０％，个人支付２０％；０．５０万—１万元
（含１万元）的部分社会统筹基金支付９０％，个人支付１０％；１万—３万元部分，社会统筹基金支付９５％，个人
支付５％。退休人员超起付标准以上的医疗费用的人支付比例为上述个人支付比例的一半。年度内由社会
统筹基金和个人按比例共同支付的年医疗费用最高限额为３万元，超过最高限额以上２０万元以内部分的医
疗费，由大病医疗统筹金支付９５％，个人支付５％，２０万元以上部分医疗费用由单位酌情解决。

２００６年，超过起付标准以上部分的医疗费用，仍按三段累进制办法支付，但其标准有所调整，其中在本
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就诊医疗费用，在职人员１万元（含１万元）以内，社会统筹基金支付７５％，个人支付
２５％；１万—３万元（含３万元）的部分，社会统筹基金支付８５％，个人支付１５％；３万—５万元部分，社会统筹
基金支付９０％，个人支付１０％。在二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医疗费用，在职人员１万元以内（含１万元），
社会统筹基金支付８０％，个人支付２０％；１万—３万元（含３万元）的部分，社会统筹基金支付９０％，个人支付
１０％；３万—５万元部分，社会统筹基金支付９５％，个人支付５％。退休人员超起付标准以上的医疗费用的个
人支付比例为上述个人支付比例的一半。年度内，每一参保人员由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按比例共同支付的

年医疗费用，最高限额５万元。超５万元以上的医疗费用由大病医疗统筹金支付，并实行与缴费年限挂钩限
额封顶支付。大病医疗统筹金支付限额封顶线为参保人员的缴费年限乘以０．５０万元。

３．退休人员交费年限
１９９７年规定，参保人员退休（含个人单独参保达法定退休年龄，下同）时，其连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含用人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的累计年限，男不少于３０年，女不少于２５年的，方可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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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待遇。未达到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须按照规定的缴费比例足额缴纳所缺年限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后，方可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１９６９年，根据上级部门统一布署，郭庄乡、葛村乡农村合作医疗普遍推开。每人每月缴费０．４０元，由生
产小队代扣，给予大病患者适当报销。实施后，对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起到一定作用。１９８０年随着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合作医疗缺乏相应的经济支撑，“赤脚医生”的误工报酬也难以统

筹，变为个人行医，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停办。

１９９９年，郭庄镇、葛村镇恢复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农民按年度参保，个人缴纳参保费用每年１２—２０元。
以行政村为单位，村会计主管。２０００年全镇参保人数６０２８人，参保率１３．８０％。合作医疗基金由镇统筹使用
管理，报销比例在村级就医报销药品费３０％，镇卫生院就医１０００元以下医疗基金不支付，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部
分医疗基金支付３０％—４０％，１万元以上报２０％。

图２０１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医改办督查郭庄卫生院医改工作　　

２００３年，句容市被省政府确定为全国开展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市。９月，市政府成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管理委员会，郭庄镇、葛村镇设立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简称合管办），地

址设在镇卫生院内。资金由财政所管理，实行收

支两条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金来源由个

人缴纳和省、市、县三级政府财政补助组成。报

销比例在２０％—６０％之间，从１元起报，全年累计
报销每人最高３万元。２００４年，两镇政府和合管
办加大宣传力度，１０月，两镇政府分别召开专题
会议，研讨农村合作医疗宣传工作，负责卫生的

副镇长主持，各行政村及合管办有关人员参加会

议。宣传到村，落实到户，两镇发放宣传单共 １２０００余张。年底两镇参加医疗保险 ４．１０万人，筹资 １８９万
元。２００７年，农民医保覆盖率１００％。郭庄行政村汤巷蒋家自然村汤美（女），２０１２年患动脉瘤，住院治疗，
医疗费用１８．６０万元，第一次报销７．５０万元，第二次大病报销２．４０万元。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参保４３７８５人，占应保人数的９９．５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一览表

　表２０－１ 单位：人、％、元、万元

年份
参保

人数
参保率

筹资金额 报销补偿

个人 政府 合计 人次 金额 万元以上人数

２０１０ ４２７８２ ９８．１４ ５０ １３０ １８０ １２７４０６ ７９３．８４ ９０

２０１１ ４２２６８ ９９ ７０ １８０ ２５０ １３６６１４ １２００．７９ １０４

２０１２ ４１５７９ ９９．４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１３７１２８ １２９４．４５ １３０

２０１３ ４２７４１ ９８．７６ １００ ３４０ ４４０ １４１７０９ １５８７．４９ １８１

２０１４ ４３６６４ ９８ １４０ ３８０ ５２０ １７８２８１ １７８３．８５ ２１２

２０１５ ４３７８５ ９９．５０ １６０ ４２０ ５８０ ２０２９４３ １９０１．３４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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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伤保险

９０年代前，郭庄乡、葛村乡工伤事故由单位酌情解决。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４日，根据县政府《句容县城镇企业
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两乡工伤保险工作全面展开，年底两乡参保职工３２８人。１９９７年劳保所加强宣传
力度，召开专题会议，印发宣传单１８７０张。当年参加工伤保险人数增至１４０８人。２００４年，郭庄镇、葛村镇
执行镇江市政府《关于调整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一类企业费率０．６０％，二类企业费率１％，三类
企业费率１．８０％。二、三类企业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可根据企业工伤发生情况适当上下浮动费率。同时下
基层宣传受益情况，发放工伤保险手册８９０本。两镇参保２０４９人，受益资金８．２０万元。２００７年郭庄镇严格
执行句容市劳保局等四局《关于贯彻实施＜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
知》，单位按０．５０％的费率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２０１０年郭庄镇劳保所联合民政办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宣传到厂、落实到人。全年参加工伤保险人员 ４２８１人，受益资金 １８．７０万元。２０１５年全镇工伤参保 ６８４８
人，占应保人数７８．６０％。

　　五、生育保险

１９９５年６月，郭庄镇、葛村镇在民政办增设代办点，按照《句容县城镇企业女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
开展女职工生育保险工作。６—１０月，摸底宣传阶段，采取悬挂标语横幅、印发宣传单、当场讲解等方法，宣
传受益好处，讲解受益细则。年末参加生育保险女职工两镇共５１２人。２００１年９月，按照省劳动和社会保
障厅制定《关于扩大城镇企业职工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的通知》，两镇劳保所进一步加大生育保险的宣传

力度，印发宣传单，宣传到厂，送单到户。当年参加生育保险８４０人。２００７年郭庄镇执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句容市《关于调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定额标准的通知》，生育保险费由刚开始 １．２０％降为 ０．８０％，到
２００８年降为０．６０％。由于管理细化，宣传到位，全镇生育参保人数２０１０年２５１０人，２０１５年５２４１人。

第三节　住房保障

　　一、职工住房制度改革

实行计划经济时，郭庄乡、葛村乡住房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通过职工福利包下来。１９８６年郭庄乡职工
住房面积人均９．８０平方米，葛村１０．５０平方米。１９８８年，江苏省实施住房制度改革。１９９３年，县政府公布
《句容县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同时拟定５个房改配套文件，住房保障开始向商品化方向发展。

１９９５年，郭庄镇、葛村镇根据《句容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坚持“统一政策、配套改革、分段推
行”的原则，单位所建新的公有住房实行先售后租政策，个人购买时可分期付款（首付不低于５０％），产权归
个人所有，住用５年后可上市出售。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在郭庄粮站召开协调会，出席会议的有单位负责人、职工
代表，政府分管副镇长主持。经过三轮调解，至１９９８年郭庄镇职工购买公房１６８套，面积１．５４万平方米，葛
村镇出售公房１２４套。

１９９８年后，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职工解决住房主要靠个人购买，单位根据标准发
放购房补贴。发放对象是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无房职工和住房面积未达到标准的职工，依据全镇上年

度实用房平均价格、职工工资水平、职工工龄和补贴面积标准等因素计算，实行逐月发放住房补贴方法。

２０００年６月，根据上级要求，进一步调整住房政策，扩大售房范围。所有部门和单位自管房均向有购房意愿
的现住户出售，对各种不同结构的住房规定最低售价。机关工作人员由福利分房过渡为商品化购房。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全镇１３８套上市房改房出售完毕，结束单位公有住房的历史，职工住房全面实行商品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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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已建立健全职工住房保障公积金制度。

　　二、农村草危房改造

１９８７年，根据上级要求，两乡政府组织实施农村扶贫开发，草危房改造列入重要内容。年底两乡１２户
草危房改造完毕，结束有草房的历史。１９９１年，郭庄、葛村遭受特大洪涝灾害，许多居民房屋受损。年底两
乡修建灾民住房３１２户，６０５间，总投资１２１万余元。

２００３年，郭庄镇、葛村镇把解决困难群众基本住房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补助标准为三个等级，一等每户镇级补助５００元；二等每户镇级补助１０００元；三等每户镇级补助１５００
元。此外，市级分别对一等户、二等户、三等户各补助２０００元、３０００元、３５００元。为解决资金问题，建房中主
要采取“五个一”的方法，即政府补助一点、群众义务帮工解决一点、亲朋援助一点、建房户自筹一点、政策优

惠一点。全镇共补助资金５８０万元。至２００８年，先后为３００多户贫困家庭进行危房改造。
２０１０年，根据市委年度工作目标要求，就组织实施农村危房帮扶改造工程提出意见，把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作为为民办实事工程。所需经费采取政府补助和机关部门帮扶相结合的办法解决。按照危房改造标准，对全

镇所有房屋改造户逐一检查。２０１３年末，先后改造贫困家庭危房２９户，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基本扫除危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农村危房改造情况一览表

　表２０－２ 单位：万元、户

年份
投入资金

政府投入 机关单位帮扶
改造户数

２００８ ３０ ６ １８

２００９ １６．８０ ５ １５

２０１０ １４．２０ ４ 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１．５０ ５ ９

２０１２ ９ ３ ６

２０１３ １０ ２ ４

２０１４ ８．２０ ２ ４

２０１５ ８．４０ ３ ５

第四节　救灾救济

　　一、灾害救济

郭庄、葛村半丘半圩，多地低洼，是洪涝灾害频发地区。１９４９年前，灾情发生后，由灾民靠亲朋好友、邻
居自行互助解决，也有开明富户给予援助。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受灾，政府领导都下村视察灾情，落实抗灾

救助资金，用于解决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同时接受各类捐赠，为灾后重建提供物质基础，并及时做好灾

情的核查及上报工作。

１９８９年，郭庄、葛村两乡各有１家人保公司设立财产保险所，开展财产保险工作。１９９１年春夏之交，百
年未遇的洪涝灾害袭击郭庄、葛村。葛村乡６０％面积一片汪洋，２０多个自然村浸泡在水中，受灾人口２．５０
万，农作物受灾３．３０万亩，倒塌房屋６２间，直接损失千万元。洪水过后，两乡政府领导展开救灾救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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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依靠集体、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扶持”的工作方针，

加强统一领导，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互助互济和生产自救。当年政府投入救灾资金２８５万元，香港《文汇
报》读者捐赠１５０万港币，个人团体捐赠８２万元，人保公司及时启动保险赔付机制，两乡共计赔付４２万元，
使受灾群众度过难关。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间，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郭庄镇（乡）、葛村镇（乡）政府均根据民政部、财政部有关规
定，救灾款主要用于灾民建房和口粮救济，重点是特困户、五保户等缺乏自救能力的以及重灾民，严格拨付

程序，由民政部门提出具体补助方案，财政部门审核，镇政府批准后下达到个人。基层发放救灾款物坚持

“三公开一监督”，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公开发放，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审计监督和跟踪监督，确

保规范管理。１９９４年大旱之年，郭庄镇政府在财政困难之际，安排５万元和２．５０万公斤大米，救助１５９名“五
保”老人和９３户特困户群众。２００２年，葛村镇建造永盛灾民新村。采用统一规划、统一时间、统一格式、统一外
观设计及水电统一配套的办法建造，下拨建房资金２８万元，使３２户灾民搬入新居。２００４年９月，郭庄镇、葛村
镇依据《句容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使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２０１５年夏，郭庄发生水灾，百丈圩一片汪洋，水稻受灾１．２０万亩。镇政府领导深入一线核查灾情，专题
研究补种工作，科学制定和及时实施救济方案。共发放救灾救济款６７万余元。

　　二、困难户救济

一些家庭受因病残疾，缺乏劳力，无谋生技能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全镇困难群众总量较大。为解决困难

群众的基本生活，党委政府多渠道筹集资金给予生活救济，并积极组织村组群众帮助他们开展生产自救，形

成国家救济、社会救济和生产自救相结合的救助形式。１９９０年，郭庄乡困难户救济对象 ２６４户，救助资金
３２０万元，葛村乡救济对象２１５户，救助资金 ２．８０万元。２００８年 １月，市民政、财政、卫生、残联联合印发
《关于对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给予生活救助的通知》。郭庄镇根据“通知”，从当年１月１日起对全镇无固定
收入重残人员按低保标准给予生活救助。具体救助办法为：对已纳入低保对象的重残人员，其本人按低保

标准１２０％享受；对纳入重残人员生活救助范围的对象，其本人参照低保标准 １００％发放生活救助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郭庄镇解决生活困难人口１．２０万人次，安排困难救助款２４０万余元。２０１５年为９６４户困难
户发放慰问金５６万元，重残救助人员２４８人，年发放救助金１８万元。

因刑事被害人死亡而导致其赡养、抚养、扶养的父母、子女、配偶等家庭成员生活陷入困境，给案件审理

带来一定的难度。２００８年市民政部门会同市检察院、财政局、司法局制定《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实施办法
（试行）》。郭庄镇按照“办法”，以切实可行的措施对特困刑事被害人实施社会救助。至２０１５年全镇对特困
刑事被害人救助４８人，救助资金１２．６０万元。

第五节　农村“五保”供养

１９８３年前，郭庄乡、葛村乡实行“以乡统筹，合理负担，多种形式，联合供养”的办法，对农村生活无依靠、
无劳动能力的老、弱、孤、寡、残人员实行“五保”，即：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葬（或孤儿保教）。１９８３年１０
月，郭庄、葛村在两乡开展“五保”户普查工作，两乡“五保”对象１５６户，２３８人，全部建档立卡，发给“五保”
供养证。执行的是老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保障的责任主体是村级，保障标准处于较低水平。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各建敬老院１所，部分“五保”老人集中供养，有民政部门管理。当年入院供养
“五保”老人１１人（郭庄６人，葛村５人），主要负责吃、住、医。１９９１年葛村敬老院扩建，当年供养入院老人
１６人。２００６年，郭庄镇政府投资２００余万元，扩建郭庄敬老院，建筑面积２５００平方米。全镇入院供养“五
保”老人１１０余人。２０１０年，敬老院基础设施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有专用食堂、卫生间、卧室、电视室等，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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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２　２０１５年，老年保健服务基地　　

宾馆式敬老院。

１９９５年，两镇分散供养“五保”老人１９６人，全
部办理“五保”手续。２００２年人均生活费１５８７元。
２００５年，郭庄镇执行市民政局、财政局、发改委联合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通

知》，对申请享受“五保”供养对象的条件、办理程

序、供养内容、形式、经费管理都作了明确规定，经

费支付实行打卡发放。分散供养经费直接打卡发

放到个人，集中供养的由财政下拨到敬老院。２００８
年，全镇共有“五保”户３２２户，全年发放“五保”经
费７０．８０万元，人均生活费２２００元。年底，修订农

村“五保”供养标准增长机制，按照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４０％比例确定“五保”供养标准。２０１５年，全镇
入院供养“五保”老人１２３人，年人均生活费８２４０元，分散供养“五保”户１４２人，年人均生活费用７３０８元。

第六节　其　他

　　一、福利企业

１９８７年，郭庄镇兴办福利企业———郭庄精细化工厂。１９９２年招收职工２８人，其中残疾人１５人（男１２
人，女３人）占生产职工总数一半以上。１９９６年，福利企业由原来免税改为先征后返，当年返还税金１２．５０万
元。年底，郭庄精细化工厂对１５名残疾职工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统筹，每人每年２５０元，共计３７５０元。２０００
年后停办。

　　二、福利彩票

１９９９年，郭庄镇开办福利彩票销售点，筹集社会福利资金。２０００年，销售金额５万余元。２００６年郭庄
集镇有２家福利彩票销售点，葛村集镇１家。２０１５年全镇共有５家福利彩票销售点，年销售各类彩票总额
４００万余元，筹集公益金４８万余元。

　　图２０３　２０１４年，免费为全镇老人体检

　　三、慈善事业

１９５８年前，郭庄乡、葛村乡慈善事业由各自然村、单位、个人对身边受灾困难户自愿给予捐物捐款，帮助
困难户渡过难关。１９６５年后，大多由单位、行政村组织
出面募集资金援助特困家庭。１９９１年发生特大洪涝灾
害，乡政府和县红十字会接收募捐款 １８０万元，用于郭
庄医院的改建，同时资助困难群众７０人。１９９３年，成立
郭庄红十字会、葛村红十字会。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捐
款１２０万元。２００９年郭庄小学教师夏兴贵患白血病，由
学校、行政村为之募集资金 １０万余元。２０１５年，为 １４
名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为３名聋人装上助听器，为１３４
名精神病患者免费供药，为下肢残疾者免费发放 ４５辆
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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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教育

１９５６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互助组和农业社创办托儿组（所），后因自然灾害影响，托儿组（所）停
办。１９７０年，郭庄中心小学增设一个幼儿混合班。１９７５年，葛东村小学附设一个幼儿班。２００３年郭庄中心
幼儿园、２００４年葛村中心幼儿园先后被确认为江苏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郭庄创立私塾堂。民国 ２６年（１９３７年）冬，句容沦陷，郭庄庙小学被烧光。１９５８
年，每个生产大队都创办小学，１９６２年，郭庄公社、葛村公社创办简易小学。１９６４年，境内有小学 ５１所。
１９８５年，普及小学教育。１９９６年，郭庄、葛村中心小学均通过国家级“双基”验收。２００２年郭庄中心小学、
２００３年葛村中心小学先后被确认为江苏省级实验小学。

郭庄的中学教育可追溯到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当时省立句容临时中学迁入郭庄乡汤巷村，１９４９年停
办。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期间兴办郭庄中学、葛村中学。１９６５年郭庄中学增设高中班。１９７８年后，逐步恢复和
健全学校各种规章制度。１９９３年底，全部实施九年义务教育。２００２年郭庄镇、２００３年葛村镇皆通过江苏省
实验教育现代化工程先进乡镇评估验收。２００８年起，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义务教育。

１９５２年，六区成立扫盲办公室，开展扫盲运动。１９９４年３月，郭庄镇、葛村镇完成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
通过镇江市验收。１９９７年建立成人教育中心校。２００５年葛村镇并入郭庄镇，保留葛村社区教育中心。２００９
年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被列为全省首批十家数字化学习社区联系点。

第一节　幼儿教育

　　一、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郭庄、葛村幼儿教育一直是空白。解放后，农村幼儿教育得到发展。１９５６—１９７０年，农
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起季节性幼托班，农忙组托，农闲停托。

１９７０年９月，郭庄乡幼儿班建立，附属于郭庄小学校内的一个混合班，６７名幼儿，１名教师。１９７５年，葛
村幼儿班建立，时称“葛村幼儿学前班”，附设在葛东村小学内（１９８１年划归葛村中心小学附属幼儿园）。

１９７８年起，幼儿教育开始稳步发展，农村各大队办幼儿班。郭庄有２３个幼儿班，２３名教师；葛村有２２
个班，２２名教师。每个班都附属在各大队小学校内，日常工作有小学校长兼管，幼儿教师工资由大队发放。
１９８０年，郭庄公社党委、葛村公社党委被镇江地区评为幼儿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为巩固和发展幼儿教育事业，县妇联在葛村召开座谈会，听取村集体办幼儿班

的意见，落实农村幼儿教师４种报酬形式：享受民办教师同等待遇；由大队统一解决与同等劳力靠工分；以自
然村为单位，生产队在公益金中支出；在大队企业中支付。１９８３年，葛村公社建立中心幼儿园，葛村农具厂
自制一架大型钢铁滑梯送给公社中心幼儿园。１９８４年，农村幼儿园实行乡办乡管，村办村管。葛村中心幼
儿园被省妇联评为少儿工作先进集体。

１９８５年，郭庄乡３—６周岁幼儿２０８０人，幼儿班２３个，入园幼儿６９３人，入园率３３．３２％，教师２３人。葛
村乡有幼儿班２２个，入院儿童７９１人，占全乡３—６周岁幼儿１４４９人的５４．５９％，教师２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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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乡中心幼儿园由乡政府接管，村办幼儿班由村委会管理，明确妇联和教育部门协调和指导的职
责。办学条件初步改善，体育游戏器具、幼儿玩具、图书、风琴、黑板、标准课桌凳、午睡床等基本配齐。郭庄

乡的金星村被镇江市少儿工作委员会评为幼儿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１９９０年，郭庄、葛村两乡教育办公室配备幼教专职辅导员，并兼任中心幼儿园园长。１９９１年，葛村乡投
资１５０万元，改善乡中心幼儿园教育设施。１９９２年９月，葛村中心幼儿园迁至葛村集镇西。１９９４年，郭庄镇
政府投入８０余万元，在南河边聚兴街征地３亩，新建中心幼儿园，建造两层建筑面积为５２０平方米的教学
楼，绿地４１０平方米，户外活动区１０８０平方米。９月，郭庄镇中心幼儿园从中心小学校园内迁至集镇聚兴
街，３个班，１６８名幼儿，７名教师。是年，郭庄镇、葛村镇共登记注册３４个幼儿园（班），注册率８９％。

１９９５年郭庄镇、葛村镇幼儿园（班）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１ 单位：个、人

幼儿园（班）名称 大班 中班 小班 混合班 合计

中心园 三班以上园 双班 单班 班 人 班 人 班 人 班 人 班 人

郭庄中心

幼儿园
— 金星、谢桥

端王、唐庄、汤巷、池汤、东

岗、甲山、孔塘、王夏、阳

巷、经戴、新安、新昌、下

塘、斗门、庄里、黄南、赵

巷、百丈、朱巷

４ １３８ ４ １４９ １ ２５ １９５７１ ２８ ８８３

葛村中心

幼儿园

东岗、虬北、

金山、百里

下葛、东湖、刘

巷、西地、方溪、

埝北、赤岸、东

方红

孙庄、祁庄、芦亭 ９ ２４５ ４ １０３ ４ １０９ １７４５１ ３４ ９０８

　　１９９９年，郭庄镇中心幼儿园由政府筹资９万元，征地６亩。葛村镇中心幼儿园由政府筹资４３万元扩建
９０５平方米教学楼。２０００年，葛村镇政府投入１８０万元，建成集学习、生活、游戏为一体的综合教学楼及配套
实施。

２００１年３月，句容市政府颁发《关于规范幼儿园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郭庄镇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幼儿
班布局，撤并池汤、甲山两个幼儿班，并入中心幼儿园，计划５年内撤并全镇农村幼儿班。

２００２年，郭庄镇中心幼儿园由政府投资１００余万元，新建３层教学楼１幢。设置科学发现室、图书室、
多功能室、保健室、手工室、美术室等幼儿活动室，设有小水池、小桥、山坡、沙地、５０米的塑胶跑道。全园占
地１０亩，建筑面积２２９６平方米，绿地面积９２９平方米。是年，通过江苏省实现现代化工程评估验收，达到省
定基本实现现代化标准。２００３年，葛村镇中心幼儿园由政府筹资４０余万元，扩征地３．７５亩，实施教育现代
化工程。全园占地１３．８０亩，建筑面积 １７３９平方米，绿化面积 ２０１０平方米。达到省定基本实现现代化标
准。是年，郭庄镇中心幼儿园完成二期扩建工程，扩建面积７２０平方米。１１月，郭庄镇中心幼儿园被确认为
江苏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２００４年，葛村镇中心幼儿园通过江苏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评估验收，被确认为
江苏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２００５年底，葛村镇并入郭庄镇，但葛村中心幼儿园仍保留，隶属原镇中心小学管
理。是年，葛村中心幼儿园被评为句容市绿色幼儿园，葛村百里幼儿园升格为镇江市二类园。２００６年，郭庄
镇撤并农村幼儿班，并入中心幼儿园，保留金星、谢桥、新安、百里４所农村幼儿园。是年，镇江市教育局对句
容市省级示范性实验幼儿园进行复审，郭庄镇中心幼儿园为合格。２００８年，郭庄中心幼儿园又向西征地扩
建，新建两层教学楼１幢、８９０平方米，增设绿地面积３２０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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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郭庄镇幼儿园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２ 单位：个、人

幼儿园名称 类别 班级数 幼儿数

郭庄中心幼儿园 省示范园 ９ ２８７

葛村中心幼儿园 省示范园 ９ ４１９

金星幼儿园 二类园 ３ １０９

谢桥幼儿园 注册园 ２ ８０

新安幼儿园 注册园 ２ ９０

　　２００９年，葛村中心幼儿园完成三期扩建工程，扩建教学楼面积６５０平方米，绿化面积８４０平方米，户外
活动场地２０８０平方米。１２月被评为镇江市绿色幼儿园。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被评为镇江市平安校园。２０１３年，
谢桥、赵巷两行政村拆迁，谢桥幼儿园并入郭庄镇中心幼儿园。２０１４年８月，根据镇江市幼儿园体制改革意
见，幼儿园独立建制，全部归市教育局管辖。２０１５年，葛村中心幼儿园“校安”工程在原址新建，园区占地１６．
０１亩，建筑面积５０５５．９２平方米。

　　二、学制　课程　教材

１．学制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应运而生的队办、村办幼儿班比较混杂，有的是幼托班，也有混合班，大都是起看管

幼儿的作用，学制不确定。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幼儿教育处于无序状态，幼儿班学制随意性很强，
有１年、也有半年。１９７８年，郭庄公社、葛村公社各生产大队组建幼儿班，附属在各村小学校内，学制１年，
入院年龄比较随意。１９９０年起，郭庄乡、葛村乡中心幼儿园开始规范操作，逐步向３年制过渡，农村大队幼
儿班学制仍是１年。

１９９６年，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学前班工作评估指导要点（试行）》，为保证３—６周岁幼儿受到完整、良
好的学前３年教育，搞好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郭庄镇、葛村镇中心幼儿园实行３年制的幼儿教育。
２０００年后，村办幼儿园逐步过渡到３年制，农村混合班也分小、中、大幼儿组，２００５年所有幼儿园分小、中、大
班，实行３年制，至２０１５年无变更。

２．课程
１９５８年，幼儿班课程基本上是传统游戏，唱成人歌曲，讲陈旧故事，作息时间由教师自主规定。１９６６—

１９７６年，幼儿班课程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语言课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政治性口号；图画课画大批判
画；体育课跳“忠”字舞；认识环境课批走资派、批孔子、吃忆苦饭；有的课名也改了，体育课改为“军体课”，音

乐课改为“革命文艺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幼教工作拨乱反正。１９７９年，郭庄、葛村政府贯彻《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精
神，集镇幼儿园开设体育、语言、计算、常识、音乐、美工课程。每周作业节数和作业时间开始规范，每周１２
节，由于幼儿班附属在小学校内，每节课时与小学同步。１９８６年，村办幼儿班的课程设置、上课节数、作业时
间逐步与集镇幼儿园统一。全乡幼儿班课程普遍开设语言、计算、音乐、美术、体育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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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幼儿班第一学期课程表

　表２１－３

星期

课程午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语言 语言 语言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语言 语言 语言

活动 活动 活动 活动 活动 活动

中午

下午

音乐 美术 音乐 常识 体育 —

体育 常识 美术 体育 音乐 —

活动 活动 活动 活动 活动 —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郭庄镇、葛村镇幼儿园（班）开设语言、计算、科学、艺术、社会和健康等课程，同时各幼儿
园利用地方资源、自然条件开设乡土气息较浓的活动课。郭庄中心幼儿园开设草编坊、竹园；葛村中心幼儿

园开设石磨坊、茶园等课程。让幼儿了解过去，知道今天，想象未来，增强感知性和趣味性。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
课程设置以主题活动为主轴，开展预设与生存、群体与个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综合活动课程。

３．教材
１９５８年，基本上没有教材，以自编教材为主，上课内容比较随意。“文化大革命”期间，幼儿班的主要教

材是《毛主席语录》、革命歌曲和革命故事。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郭庄乡、葛村乡幼儿园以镇江地区教材试用本为
主，自编教材为辅。

１９８４年起，采用全国幼儿统编教材。郭庄、葛村两乡中心幼儿园配备江苏省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行的语
言画册、《语言录音带》和配乐朗读《幼儿语言幻灯片》。农村幼儿班根据幼儿教师的特长自编一些舞蹈、游

戏、手工等。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郭庄、葛村幼儿园（班）采用江苏省教委编写的《幼儿教育活动画册》作为教材。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两镇幼儿班以南师大编写的《幼儿园课程指导丛书》为主，选用部分江苏省编、浙江省编以及
自编教材。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幼儿园全部采用江苏省编《幼儿园综合活动丛书》和综合主题活动教材。

　　三、教育活动

１９５６年，互助组、合作社期间，农村幼儿班（组），以看管孩子为主，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贫乏、枯燥。
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成立，幼儿园教育内容激进，方法简单化。郭庄公社、葛村公社村办幼儿班大都在祠堂、庙
宇或空闲的民房里，重复着单调的传统游戏和陈旧的说教内容。“文化大革命”期间，幼儿园把毛主席语录

作为主要教育内容，同时开展“学雷锋做好事”的教育。

１９７６年，幼教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幼儿教育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年１１月，郭庄、葛村两公社
共８名幼儿参加句容县第二届幼儿文艺体育表演会，郭庄有３名幼儿获奖，葛村有４名幼儿获奖。１９８１年，
两乡幼儿园教师组织学习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草案）》，进一步明确幼儿园的教育任务，应是向

幼儿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其身心健康活泼成长。教育内容为行为习惯、思想品德、体育、语

言、常识、计算、音乐、美术。教育手段为游戏、体育活动、上课、观察、劳动、娱乐和日常生活。

１９８４年，两乡幼儿园创办家长学校。郭庄乡中心幼儿园、葛村乡中心幼儿园及部分规模较大的村办幼
儿园每学期都制订家长学校的学习内容、形式、时间、人员、经费等，计划、授课、联欢交流等活动落实到人，

拓宽家庭教育内容。是年，葛村中心幼儿园家长学校被评为镇江市优秀家长学校。

１９８８年，葛村乡组织幼儿“六一”文艺汇演，表演项目：儿歌、朗诵、舞蹈、快板、讲故事，４６名幼儿参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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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是年底，葛村乡中心幼儿园被评为县幼教工作先进集体，１名幼儿教师被评为县幼教工作先进个人。
１９９０年，国家教委颁布《幼儿园管理条例》，再次明确幼儿园的保教工作应当促进幼儿在体、智、德、美诸

方面和谐发展。郭庄乡中心幼儿园发动教师学做多面手，自制教学玩具，鼓励教师加强弹琴、编舞、绘画、自

制教具等基本功练习。１２月，在郭庄中心幼儿园举办幼儿教师绘画、自制教具展示评比活动，３名教师获一
等奖，６名教师获二等奖。１９９１年１月，郭庄、葛村两乡８４％的幼儿教师基本功过关。

１９９６年，句容市分４片对幼儿园的早操进行检查评比，葛村镇中心幼儿园获优秀表演奖。是年，在市幼
儿故事演讲中，郭庄镇中心幼儿园１名小朋友获三等奖，葛村镇幼儿园１名小朋友获二等奖。１９９７年，葛村

　　图２１１　２０００年，幼儿园小朋友的课外活动

镇中心幼儿园１名小朋友在市举办的幼儿现场绘画赛
中获“小小画家”奖。

２０００年，郭庄、葛村两镇中心幼儿园利用地方资源
开展乡土特色教育。２００３年，两镇中心幼儿园有计划
地开展幼儿教育研究活动。１１月，葛村中心幼儿园参
与的镇江市课题《充分利用环境功能，培养幼儿自理能

力的研究》圆满结题，葛村中心幼儿园中心教研组被评

为句容市优秀教研组。郭庄镇中心幼儿园参与的镇江

市级课题《幼儿手工活动的实施研究》开始研讨，２００６
年６月结题。

２００７年，郭庄镇中心幼儿园、葛村中心幼儿园开始

　　图２１２　２０１５年，幼儿园小朋友的课外活动

利用计算机多媒体开展教学活动。同年，两园在市教

育局进行教育常规管理考核评估中，获优秀等第。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葛村中心幼儿园被评为镇江市巾帼文明
岗。２０１０年６月，葛村中心幼儿园申报的镇江市级课
题《在编织活动中，培养幼儿动手能力的研究》圆满结

题。２０１１年６月，郭庄镇中心幼儿园申报的镇江市级
课题《民间游戏在幼儿发展中教育价值的研究》顺利结

题。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郭庄镇中心幼儿园成功申报镇江市
级《幼儿行为习惯养成途径和方法的研究》教科研课

题。２０１５年３月，郭庄镇中心幼儿园被评为江苏省巾
帼文明岗。

　　四、卫生保健

５０年代，郭庄、葛村幼儿教师没有受过正规培训，缺乏幼儿卫生保健常识，只是“要洗手，讲卫生”的说
教。１９６２年，开始注意培养幼儿基本卫生和锻炼身体的习惯，但仅是简单的“勤洗手，常梳头，常换洗”之类
的一般性教育。户外活动和午睡随意性很强。“文化大革命”期间，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无组织管理。幼

儿参加社会活动时间较多，每日游戏时间减少，教学活动不符合幼儿特点。

１９７９年，认真贯彻执行《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把幼儿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的协调发展作为保育的
主要目标，各幼儿园（班）建立保育制度。１９８４年，郭庄、葛村中心幼儿园设立兼职卫生保健员，并参与县举
办的短期培训。１９８６年，两乡所有幼儿园（班）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各项制度，具体做法是：预防接种不漏人，
季节发病早预防；个人卫生天天查；健康保育定期查；一日生活有规律；上课教学卫生化；身边环境有“四化”

（绿化、美化、净化、儿童化）。１９９１年起，郭庄、葛村两乡卫生院组织专业队伍，对行政区划内幼儿园（班）进
行幼儿卫生保健定期和不定期的普查，内容有身高、体重、视力、沙眼、龋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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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市卫生局、教育局联合对全市幼儿园（班）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检查评估，郭庄镇、葛村镇中心
幼儿园未达到卫生保健要求，农村幼儿班７４％不合格。１０月，郭庄中心幼儿园组织全镇幼儿教师在金星幼
儿园召开现场会，对照卫生保健标准，研讨整改措施。至１９９９年，两镇共投资８４万元，改建硬件设施，如保
健室、午睡床、饮灶具、草坪等。两镇中心幼儿园均达标，农村幼儿班合格率９５％。２００２年，两镇中心幼儿园
卫生保健工作步入规范化，做到５坚持：坚持年度体检１—２次；坚持疾病以防为主；坚持卫生保健硬件标准
化；坚持两周用膳、点心种类不重复；坚持户外活动２小时。２００５年，市卫生局、教育局联合组织评审组抽查
一类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郭庄、葛村两镇中心幼儿园均为合格。

图２１３　２０１２年，幼儿园小朋友用餐　　

２００７年，郭庄镇两中心幼儿园进一步完善幼儿卫
生保健管理体系，健全幼儿健康档案，班班有幼儿卫生

保健兼职管理员，园内有分管幼儿卫生保健的副园长。

２０１２年，两园进一步完善幼儿卫生保健配套设施，配有
保健室、隔离室和常用药品、器械等设备，教学、生活活

动室达到标准化，厨房 ５室分开并配置整套标准美观
实用的不锈钢灶具，班班配有安全、卫生、方便幼儿使

用的生活用品和消毒设备。建立消毒及隔离、卫生保

健登记及统计制度；有入园检查、定期体检、晨检及全

日健康观察制度。对所提供场地、器械玩具等均有安

全防护措施，并有突发事故应急预案。２０１４年，郭庄中
心幼儿园有１人被评为“感动江苏教育人物———最美乡村教师”。２０１５年，加强幼儿园食堂管理，建立健全
食堂、用膳、环境卫生等各类人员的工作制度及考核细则和奖惩办法。年初，郭庄镇中心幼儿园食堂被镇江

市卫生局、教育局联合授牌为“Ｂ级食堂”。

　　五、重点幼儿园简介

１．郭庄镇中心幼儿园
郭庄镇中心幼儿园的前身是附属郭庄中心小学校内的１个幼儿班，建于１９７０年。１９９４年迁至集镇聚

兴街，建立中心幼儿园，征地３亩，建造两层建筑面积 ５２０平方米的教学楼，３个班、１６８名幼儿、７名教师。
２００２年，向西征地６亩，新建３层教学楼１幢。设置科学发现室、图书室、多功能室、保健室、手工室、美术室
等幼儿专用活动室。户外有小、中、大型组合玩具，设有小水池、小桥、山坡、沙地、５０米的塑胶跑道。全园占
地１０亩，建筑面积２２９６平方米，绿化面积９２９平方米。是年，通过江苏省实现现代化工程评估验收。２００３
年被确认为江苏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投资 １３万余元，用于添置保教设备和园地绿化。
２００８年，又向西征地扩建，新建２层教学楼１幢，８９０平方米，新增绿地３２０平方米。有９个班，２８７名幼儿，
１８名专任教师（其中本科毕业１人，大专毕业１１人、中师毕业６人）。２０１５年，有１１个班级，３９８名幼儿，教
职工４２名，专任教师大专以上学历达标率１００％。其中市兼职教研员１名，市学科带头人１名，市骨干教师
２名，镇骨干教师６名。

该园十几年来不断强化教育科研和教师队伍建设。镇江市课题《幼儿手工活动的实施研究》《民间游戏

在幼儿发展中教育价值的研究》分别于２００６年６月和２０１１年６月顺利结题，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成功申报镇江市
《幼儿行为习惯养成途径和方法的研究》教科研课题。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教师中有１０篇论文在省级刊物发表，
１８篇论文获句容市级奖，１９人次被评为句容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２０１５年３月，幼儿园被评为江苏省巾帼
文明岗。

２．葛村中心幼儿园
葛村中心幼儿园的前身是葛东村小学附设的幼儿班，创建于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１年划归葛村中心小学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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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３个班，１３０名幼儿。１９８３年定名为葛村中心幼儿园。１９９２年迁至葛村集镇。２０００年，乡政府投入
１８０余万元，建成集学习、生活、游戏为一体的综合教学楼及配套实施。２００３年，扩征地３．７５亩，投入４０余
万元，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幼儿园占地１３．８０亩，建筑面积１７３９平方米，绿化面积２０１０平方米。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园舍扩建，内外墙出新、封闭阳台共投入３０余万元。２００８年有９个班，４１９名幼儿，２６名教师（其中
大专学历１５人、中师１１人）。２００９年完成三期工程扩建，新增园舍面积６５０平方米。２０１５年校安工程在原
址新建，占地１６．０１亩，建筑面积５０５５．９２平方米，绿化面积６７８３．５０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８８４３．４１平方米。
有９个班，３２４名幼儿，３９名教职工，其中句容市骨干教师１名，片级骨干教师２名。

该园以“教科研求发展”为办园宗旨，坚持以科研促教研，以教研促教改，以教改促教育，全面提高保教

质量。２００３年镇江市课题《充分利用环境功能，培养幼儿自理能力的研究》圆满结题。２００４年，顺利通过江
苏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评估验收。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被评为镇江市巾帼文明岗。２０１０年６月，镇江市立项课题
《在编织活动中，培养幼儿动手能力的研究》圆满结题。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教师中有１４篇论文获省级奖，２６篇
论文获镇江、句容市级奖。该园先后有３名教师分别被选为句容市党代表、市人大代表，２９人次被评为句容
市级和镇级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幼儿园参加句容市绘画现场赛有３８人次获奖。

第二节　小学教育

　　一、发展概况

句容义学最早见于宋代。义学，又名义塾，是免收学课费的学塾，专门收教贫寒子弟。上容乡人周志

华，以善读书有学问而闻名于乡，立义学教授乡里子弟。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义学逐渐废弃，各地私塾

盛兴。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郭庄当地知名人士唐仲符借用郭庄庙两间庙宇４８平方米，创建私塾堂，这便是郭
庄中心小学的前身。当时来私塾读书的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女，学费每人每年２—５担稻谷不等。私塾堂一
开始以识字、写字为主，然后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郭庄汤巷村杨家训
先生在自家一间平房内设馆，招收学童，开办简易私塾堂。民国２０年（１９３１年），葛村私塾先生崔兆松创办
私塾堂，地点在葛村华家巷“孤息堂”两间平房内。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冬，日军侵占郭庄，郭庄庙小学１４间
校舍、６６套课桌及办公桌、图书、教具、文具等全部烧光，师生离散。抗战时期，学校停停办办，艰难维系。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省政府令，原有郭庄庙小学改称中心国民学校，农村公立初
级小学改称国民学校。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葛村华家巷私塾堂搬至集镇东面王氏宗祠，更名为葛村国民中
心学校。郭庄乡有２所国民学校，即：汤巷国民学校、朱巷国民学校。虬山乡有３所国民学校，即：塘坝头国
民学校、许家边国民学校、经村国民学校。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要求各地加强督导工作，以昭示学校和教师业绩。句容教育科２名督学受县政府之
托对全县视导，视导情况呈报县长。

２５９

第二十一章　教育



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郭庄、葛村教育视导奖惩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４

年份 校名 校长 奖惩事由 奖惩办法

１９４５

郭庄乡中心国民学校 魏锦福 精心经营、躬亲其事、辛苦备历 拟请传令嘉奖

郭庄乡第十一保国民学校 唐法馨 学生少、资历差、且患神经病 拟将并入原保学校

高阳乡第六保国民学校 张映忠 治校无方，不自整肃 拟请严予申斥

葛村乡中心国民学校 程德祥 勤劳创校、成绩斐然 拟请传令嘉奖

葛村乡第六、七保国民学校 周笃宽 教学有方，设备布置均称上乘 拟请传令嘉奖

虬山乡第五保国民学校 李中和 勤劳任教，成绩优良 拟请传令嘉奖

１９４６
郭庄乡第二保国民学校 任传治 敷衍从事，成绩毫无 拟免职

郭庄乡第十二保国民学校 陈毓华 敷衍从事，成绩毫无 拟免职

１９４７

郭庄乡中心国民学校 魏锦福 以身作则，合作分红，成绩显著 拟请传令嘉奖

郭庄乡汤巷国民学校 杨孝 精神欠振作，校务无改进 拟严饬，以观后效

高阳乡中心国民学校 夏仁俊 既不任课，亦不时常在校 拟易人办理

虬山乡塘坝头国民学校 许　琰 该校较诸上学期既少改进，且有逊色 拟严令整饬，以观后效

　　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郭庄乡中心国民学校有教员８人，校工１人，教员中有一人是地方筹给薪金。葛
村乡中心国民学校有教员 ９人，校工 ２人。郭庄乡有学生 ３４８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 ２６％，葛村乡有学生
３８５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２９％。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句容解放，政府接管各类小学。在“维持现状，全面开办”的办法下，部分停课学校很
快复课。郭庄、葛村中心国民学校分别更名为郭庄小学、葛村小学。土地改革结束后，贫下中农迫切要求文

化翻身，纷纷送子女读书，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年底，郭庄乡有１８所小学，４４个班，４８名教员；葛村乡有
２１所小学，４６个班，５１名教员。１９５７年，郭庄学龄儿童入学率５８％，葛村学龄儿童入学率６０％。

１９５８年，提倡“村村办小学，儿童都读书”，小学数量猛增，超龄、不足龄的儿童都进学校。由于教育发展
速度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加之片面理解“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教育方针，师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导致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处于
暂时困难时期，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小学结构作出适当调整。１９６０年，动员超龄学生回
家参加生产劳动。至１９６１年底，郭庄、葛村在校学生数比１９５８年减少１１７人。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镇江专署教育处会同句容县文教局在郭庄公社进行农村教育调查，按照公办、民办两条
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根据丘陵山区特点，开办简易小学。翌年，郭庄开办５所简易小学（汤巷、孔塘、高阳、谢
桥、金星），葛村开办６所简易小学（东方红、刘巷、百里、五渚坊、下葛、芦亭），后改称耕读小学。耕读小学办
学形式多样灵活，有全日制、半日制、早班、午班、晚班、巡回教学、农闲班等，并允许带弟妹上学，适应当地生

产情况和农民生活水平，很受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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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郭庄、葛村小学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５ 位：个

乡名
校名 学校数

完全小学 初小 计 其中初小

郭庄
郭庄、蔡村、金星、谢

桥、黄南、高阳

唐家庄、池头、华家边、五鉏头、端王赵、庄上、朱巷、汤巷、西释、王夏、庄
里、赵巷、赤山、戴家边、夏塘、杨家、邱家边、端王

２４ １８

葛村
葛村、西地、蒋家边、

东岗

塘坝头、东方红、西高坪、刘巷、城边、方西、长塘岗、珠庄、祁庄、孙庄、刘

庄、山前、百里、陈庄、王达、西岗头、前村、五渚坊、埝北、下葛、赤岸、芦

亭、五里

２７ ２３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学校设置因地制宜，大村设班，小村设点；教时安排因时制宜，跟着生产走，随着季节转
换；教学形式因人制宜，向女童开门，帮放牛娃入学。郭庄乡小村设点８个，葛村乡小村设点１０个，方便儿童
入学。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起，师生被卷入“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课闹革命，部分教师外出串联。１９６７年春，小学
先后复课闹革命。１９６９年，执行“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管”，提出“上小学不出村”的口号，强调教师回本大队
任教。小学学制缩短为５年后，部分小学开始办７年（加初中２年）一贯制“五七”学校。郭庄公社有７年一
贯制“五七”学校３所，即：谢桥、孔塘、朝阳。葛村公社有此类学校３所。１９７３年，为适应学生数增加的形
势，办学规模逐步扩大，郭庄小学在政府大院内增盖两排平房，建筑面积扩大４８０平方米，添置课桌凳２６套。
１９７５年，各大队小学逐步开始在小学增设初中班。１９７６年秋，郭庄公社有 １５所五七学校，葛村公社有 １６
所。是年，郭庄小学在集镇西南征地１４．０１亩，新建两排平房，校舍面积２１２８平方米，砌围墙４００米，并整体
搬迁。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增办初中班，学校更名为郭庄五七学校。

１９７６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面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１９７８年底，郭庄小学被确定为句
容县重点小学（全县５所之一）。１９７９年，恢复中心小学建制，郭庄小学、葛村小学分别更名为郭庄中心小
学，葛村中心小学。１９８３年，恢复小学六年制，全乡撤销各小学初中部。各大队小学统一归中心小学管理，
教育教学全面走向规范，两乡儿童入学率为９８．５０％。

１９８０年４月，葛村中心小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成绩优异，受到江苏省人民政府嘉奖。１９８４年，葛
村中心小学被句容县人民政府授予“句容县教育先进集体”称号，１９８５年，被评为镇江市先进学校。是年９
月，葛村西地小学被定为江苏省名校。

１９８５年郭庄、葛村小学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６ 单位：个、人

乡名 中心校

校名 学校数 班级数

完全小学 初级小学校 计
其中

初小
计

其中

复式

学
生
数

教职工

计
其中

民办

郭
庄
乡

郭庄中

心小学

端王、唐庄、金星、汤巷、池汤、

百丈、东岗、甲山、孔塘、王夏、

经戴、朝阳、新昌、朱巷、庄里、

谢桥、黄南、赵巷

阳巷、夏塘、陡门、赤山、新社

里、望湖岗、邢家边、邱家边、花

茂、山南、潘家边

３０ １１ １０４ ２２ ３０７１ １８１ １４３

葛
村
乡

葛村中

心小学

下葛、东湖、东方红、刘巷、方

溪、西地、孙庄、百里、虬北、五

渚坊、埝北、赤岸、芦亭、东岗

刘庄、祁庄、芦亭、岗北、高坪、

刘巷、神边、珠庄、长塘岗、赵北

庄、王岗、山前、陈庄、王达、

前村

３０ １５ １０９ １２ ３４９３ １３２ １０１

　　１９８９年，葛村中心小学完成易地新建与整体搬迁。新校区占地３０亩，教学楼１幢、校舍面积１２８０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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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围墙５６８米，操场３２００平方米，竖旗杆１根，学校全部搬迁至新校区。１９９１年２月，葛村西地小学被句容
县命名为首批规范化学校（全县５所之一）。８月，郭庄中心小学拆掉平房翻建教学楼１幢，办公楼１幢，建
筑面积２８１８平方米，扩建操场１０８０平方米，翻建厕所７８平方米。政府出资１０万元，维修谢桥、庄里、朱圩
等学校设施。是年，葛村地区发生洪涝灾害。葛村小学教师成立一支抗洪队伍，参加抗洪抢险，奋战西河，

排险保堤，９月，被评为江苏省抗洪抢险先进集体，２０多名教师受到县政府的表彰。１２月，教办助理周道钧
被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育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１９９２年，葛村西地小学被评为镇江市常规管
理先进学校（全县４所之一）。１９９３年，郭庄乡、葛村乡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一行７人到郭庄中心小学考察。１９９６年，郭庄中心小学通过国家级“双基”验收，被句容市教育督导
室评为句容市规范化学校。是年９月，郭庄镇、葛村镇小学布局调整，先后撤并１１所完全小学的高年级班，
成为初级小学。

１９９６年郭庄、葛村小学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７ 单位：个、人

镇名 中心校

校名 学校数 班级数

完全小学 初级小学 计
其中

初小
计

其中

复式

学生数

郭庄镇 郭庄中心校
端王、唐庄、金星、百丈、孔塘、东岗、经

戴、新昌、新安、谢桥、黄南、汤巷

池汤、甲山、王夏、陡门、朱

圩、庄里、赵巷、夏塘
２１ ８ １１０ ８ ３６０６

葛村镇 葛村中心校
东岗、赤岸、下葛、东湖、东方红、百里、

方溪、刘巷、虬北、孙庄、西地、五渚坊
祁庄、刘庄、埝北 １６ ３ ８３ １１ ２８２８

　　１９９９年８月，郭庄镇、葛村镇教育办公室建制撤销，原教育办公室成员并入中心小学合并办公，教办助
理兼任中心小学校长，仍负责全镇教育管理，原中心小学校长为副校长。

２０００年，郭庄撤并池汤小学。葛村中心小学被评为第三届镇江市绿色学校。２００２年，葛村撤并下葛、埝
北小学，郭庄撤并端王、新昌、夏塘、庄里等小学。８月，镇江市教育现代化先进乡镇现场会在郭庄中心小学
召开。郭庄镇通过江苏省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先进乡镇评估验收，同时，郭庄中心小学被确认为江苏省级

实验小学。２００３年，学校布局进一步调整，郭庄镇撤除农村小学教学点４所（唐庄、汤巷、赤山、东岗）。葛村
镇撤除西地、东湖２所教学点。是年，葛村中心小学绿馨楼（池塘、雕塑）全部完工。葛村镇通过江苏省实施
教育现代化工程先进乡镇评估验收，葛村中心小学被确认为江苏省级实验小学，同年被评为江苏省绿色学

校。２００４年，郭庄撤并朱圩、百丈、经戴小学。因农村小学教学点撤除，开设校车接送小学生，郭庄有校车６
辆、葛村有校车４辆。是年，郭庄中心小学被评为镇江市第四届模范学校，郭庄金星小学被评为句容市规范
化学校，葛村中心小学被评为镇江市文明单位、镇江市“六有”和“校校通”工程先进集体、句容市规范化

学校。

２００５年，随乡镇区划调整，葛村并入郭庄镇，保留葛村中心小学，隶属市教育局管理。８月，撤并孔塘、黄
南、东方红、刘巷小学。郭庄镇中心小学被评为镇江市绿色学校，葛村东岗小学被评为句容市规范化学校。

２００６年３月，葛村中心校成功举办镇江市“六有工程”现场会，镇江市副市长王萍主持会议，各市区分管
教育的副市（区）长、教育局局长、中小学校长等２００多人参加会议。６月，举办葛村中心小学６０周年校庆活
动，参加活动嘉宾有市领导，教育局、镇政府、各兄弟学校领导，知名校友和社会知名人士。８月２６日，由中
国慈善总会和茅山道院捐赠２万元，镇江殷沛君先生个人捐资３５万元的葛村中心小学宗慈楼竣工，建筑面
积７６２平方米。市镇领导、中国慈善总会领导、茅山道教学会会长出席竣工仪式。９月，五渚坊、虬北、方溪
小学撤并到葛村中心校。２００６年秋季起，郭庄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是年，郭庄镇中心小
学、葛村中心小学被确认为镇江市教育信息化先进学校，郭庄镇中心小学、新安小学、谢桥小学被评为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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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范化学校，郭庄镇中心小学被评为江苏省绿色学校。２００７年２月，句容市首届中小学校园网站评比，葛
村中心小学获三等奖，３月，被市教育局评为优秀家长学校，８月，被评为句容市规范化学校。由邵氏基金会
捐款５０万港币的郭庄镇中心小学逸夫楼竣工，楼高４层，建筑面积８４０平方米。葛村中心小学２００米环形
塑胶跑道完工。９月，葛村赤岸、百里小学撤并至葛村中心小学。２００８年秋，全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
费提供教科书。金星小学撤并到郭庄镇中心小学，葛村东岗小学并入葛村中心小学。２００９年，由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捐建的“中国平安希望小学”教学楼在郭庄中心校内竣工，３
层，建筑面积６５８平方米。９月，２００米环形塑胶跑道完工。同时，谢桥、新安教学点撤并到中心校，至此，全

　　图２１４　２０１２年，郭庄中心小学百年校庆

镇有郭庄、葛村两所中心小学。２０１０年，郭庄镇
中心小学搬迁民房３户，征地２０００平方米，实施
校园扩建，新建球类运动区，增设 ２个篮球场，１
个排球场。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１日，郭庄中心小学举行百年
校庆活动。市政府发来贺信，市、镇领导出席开

幕式，知名校友江苏省组织部六处处长杨震，南

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庆葆发来贺信，镇江京口区区

长黄万荣为中心校筹资 １０万元。２０１５年，郭庄
镇西北新校区破土动工。葛村中心校绿缘楼和

绿馨楼拆除重建工程开工。１１月葛村中心校在
争创“镇江市教育现代化先进学校”中通过验收。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小学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８ 单位：亩、平方米、个、人、％

校名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绿化面积 活动场地 班级 学生数 入学率 教职工

郭庄镇中心小学 ３１．５５ ８２３０ ５２３０ ８５００ ２７ １０３２ １００ ８１

葛村中心小学 ４６．０６ １１１０４ ９８００ １０５６８ １８ ６４５ １００ ６４

　　二、学制

民国初期，郭庄、葛村各小学执行教育部“壬子癸丑学制”之规定：初等小学校４年，收７—１０岁儿童；高
等小学校３年，收初小毕业生。同时根据教育部令《学校学年学期及休息日期规程》，一学年分为３学期，８
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为第一学期（为学年之始），１月１日—３月３１日为第二学期，４月１日—７月３１日为第
三学期，暑假休业日定为３０日以上５０日以下，其起止日期，各校自定。民国１０年（１９２１年），两乡小学根据
江苏省通令，多级小学改用学科制，小学日课采用分数制，每学年改为两学期（即８月１日起至次年１月３１
日止为第一学期，２月１日起至７月３１日止为第二学期）。次年小学执行“新学制”，初小４年，高小２年（四
二制）。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年），郭庄、葛村短期小学执行教育部颁发的一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规程，招收年满
９—１２岁的儿童，其学习编制采用半日或全日二部制，分上午、下午教学或间时教学。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句容解放。小学学制根据“维持原状，逐步改善”的教育方针，小学仍沿用“四二制”，
分初级４年，高级２年。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初等教育修业年限为６
年。郭庄、葛村各小学仍用“四二制”。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郭庄、葛村兴建一批简易小学，后改为耕读小学。其
学制不等，形式多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有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农忙放假、农闲上课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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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耕读小学转为全日制小学。长时间没有正式教材，学制混乱。１９６９年，根据毛泽东
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小学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１９８３年，小学恢复六年制。截至２０１５
年全镇小学学制无变更。

　　三、教育教学

１．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１１月，教育部制定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规定：初等小学年级均设修身、国文、

算术、手工、唱歌、体操，高等小学增设历史、地理、第二学年增设农业（或商业）、第三学年增设英语。但郭

庄、葛村的私塾堂难以正常实施，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由先生自主设定，较随意，大多以读书、识字为主。民

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年），郭庄、葛村执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高级课程均设国语（由国文更改）、算术、常
识、音乐、体育。授课以分计，不以小时计。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年），民国政府实施三民主义教育，规定小学设
三民主义、公民、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自然、乐歌、体育、童子军、图画、手工等１３科。高小还可加授
职业科或其他科。次年，课程由１３科缩减为 ９科（党义、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工作、美术、体育、音乐）。
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年），郭庄、葛村公私立小学第一学期起，遵照教育部小学课程标准，取消党义，增设公民训
练和卫生，改工作为劳作，课程由９科增至１０科。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年），郭庄、葛村短期小学执行教育厅抄
发的《一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规程》之规定，短期小学每日每班授课３—４小时，每节课４５分钟，课程为国语、
算术、公民训练及体育四种。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７月，教育部公布《修正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小学教学科目
及每周教学时间。

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郭庄、葛村小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间一览表

　表２１－９ 单位：分钟

时间

科目年级

公民

训练
国语

社会 自然 算术 美术 劳作 音乐 体育 总计

（常识） （工作） （唱游）

低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６０ ４２０ １５０
６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８０

１０２０

１１１０

中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６０ ４２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２１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３０

１５０ １２９０

高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６０ ４２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１８０ １３８０

　　抗日战争期间，汪伪教育部规定小学增设日语、读经、公民等科，小学强制使用“和平反共建国”“大东亚
共存共荣”等课本。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小学注重政治（抗日时事）、音乐（抗日歌曲及文娱）与体育中

的军事训练，强化抗日救国教育。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抗战胜利后小学课程恢复战前设置，有公民训练、国语、算术（四年级起加珠算）、
常识（高年级为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唱游（中、高年级为音乐、体育）、工作（中、高年级为美术、劳作）等，

另有童子军训练、儿童自治团体活动等则在课外活动时间内安排。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郭庄解
放、小学课程取消公民、童子军训练。

１９５１年，郭庄、葛村开始执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四二制”小学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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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郭庄、葛村“四二制”小学周计划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１０ 单位：节

科目

节数年级

语文

（国语）
算术 自然 历史 地理 体育 音乐 美工 总计

初年级

一 １２ ５ — — — ２ ３ ２ ２４

二 １２ ５ — — — ２ ３ ２ ２４

三 １２ ６ — — — ２ ３ ２ ２５

四 １２ ７ — — — ２ ３ ２ ２６

高年级
五 １０ ７ ３ ３ ２ ２ １ １ ２９

六 １０ ７ ３ ３ ２ ２ １ １ ２９

　　１９５５年，教育部颁发《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和《关于小学课外活动的规定》后，郭庄乡、葛村乡各小
学教学计划作适当调整。每学年实际上课时间３４周，每节课４５分钟，珠算在四、五年级教学，每周各１课
时，课外活动包括校会、班会、少年先锋队活动、体育锻炼、生产劳动、学习小组和社会活动等。１９６１年，小学
三年级以上学生每年放农忙假２１天，适当参加轻微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课程设置较混乱。四、五年
级增设政治。

１９７４年郭庄、葛村小学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安排一览表

　表２１－１１ 单位：节

周时数

年级

科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合计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６ ２６

政治 — — — ３ ３

语文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０

数学 ７ ７ ７ ７ ７

常识 — — — １ １

音乐 ２ ２ ２ ２ ２

美术 １ １ １ １ １

体育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９８３年，小学恢复六年学制，教学计划作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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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郭庄、葛村六年制小学周教学计划一览表

　表２１－１２ 单位：节

周课时

年级

科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备注

思想品德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

语文

小计 １１ １２ １１ ９ ９ ９ —

讲读 １０ １１ ８ ６ ６ ６ —

作文 — — ２ ２ ２ ２ —

写作指导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

数学 ６ ６ ６ ７ ７ ７ —

自然 — — ２ ２ ２ ２ —

地理 — — — ２ — — —

历史 — — — — ２ ２ —

体育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

音乐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

美术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一、二、三年

级为美工

劳动 — — — １ １ １ —

并开科目 ６ ６ ７ ９ ９ ９ —

每周总课时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７ ２７ —

课
外
活
动

自习 ３ ３ ３ ３ ３ — —

科技文娱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

体育活动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

周会班队活动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

晨会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每天１０分钟

早操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每天２０分钟

眼保健操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每天１０分钟

每周在校活动总量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１ ４１ —

　　１９９５年实行“双休日”后，教学计划有所调整。１９９６年春季，小学依据省教委指定的《健康教育》教材，
开足开好健康课。１９９９年，随着乡镇区域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实施，两镇小学逐步开设计算机课程。２０００年，
小学三年级以上开设外语课，计算机课程改为信息技术。２００２年３月，省教育厅制定《江苏省义务教育课程
设置实施方案》。郭庄镇、葛村镇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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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郭庄镇、葛村镇小学教学计划安排一览表

　表２１－１３ 单位：节

周课时

年级

课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品德类课程
品德与生活 品德与社会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科学 — — ２ ２ ２ ２

语文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数学 ５ ５ ４ ４ ５ ５

外语 — — ３ ３ ３ ３

体育与健康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音乐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美术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信息技术 — — １ １ １ １

综合实践活动 — — ２ ２ ２ ２

地方与校本课程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周课时数 ２６ ２６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学年总课时数 ９１０ ９１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２００７年 ２月，郭庄、葛村中心小学执行江苏省教育厅制定的《江苏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修
订）》，增加学生活动时间。至２０１５年无变更。

２．教学活动与教法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强调把政治活动、党的中心工作贯穿到各科教学中去，提倡学习老解放区教

学经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在教学内容中，有机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社会实

际，引导师生面向社会开展文娱宣传活动。１９５６年，葛村西地小学王梦老师在教育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
获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授予“省优秀教师”称号。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浪潮冲击教学，田头场头是课堂，组织师生搞深翻，种试验田，整天劳动，上课放卫星，
要求学生苦战一天一夜消灭２分，实现满堂红（５分），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违反教学规律。１９６３年，改进
教学内容，小学高年级增设农业知识（常识）、珠算、农村应用文，向学生系统地传授生产知识和农村生活需

要的应用文知识，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农村的需要。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批封资修，背毛主席语
录，讲“三史”（家史、村史、社史），“泥腿子”（不识字的农民）上讲台，打乱正常的教学活动，教学质量下降。

１９７２年后，全县曾几次组织试点学校小学数学教师到武进等地学习“三算”（口算、笔算、珠算）结合教
学的教法，分别在葛村小学等地试点、推行，不久停止。

１９８３年，针对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状况，开展改革课堂教学结构的研究。县教育局在葛村等小学培养
典型，组织观摩教学，郭庄、葛村的语、数教师的课堂教学程式、方法得到改进，师生双边活动受到重视。１９８６
年，县教研室在葛村中心小学召开小学语文、数学教学研讨会。４月１６—１８日葛村中心小学承担镇江市级
小学语文、数学研讨会。１９８９年，葛村中心小学王新华老师获省教委、省人事厅、省教育工会授予的“省优秀
教育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３年，葛村乡教育办公室张远根助理获省教委、省人事厅、省教育工会授予的“省优秀
教育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４年，葛村西地小学确定为全县复式教学实验学校。１９９９年，郭庄、葛村中心小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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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市教育局倡导的“导学、精讲、勤练”六字课堂教学法，积极探索“课堂教学素质化”的新途径。

２０００年，多媒体技术开始运用到教育教学，素质教育得到进一步深化。２００３年，两镇教师全部参加信息
技术培训，要求教师掌握现代化教学技能，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２００６年，郭庄、葛村
中心小学加强教育教学管理，坚持开展教学“六认真”（备课、上课、作业批改、辅导、考查、教研）调研，同时抓

好学生“五认真”（预习、听课、作业、复习、考试）的教育工作。葛村中心校被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市教

育局公布为科技教育先进学校。２００８年，全镇两中心小学以课题研究为引领，邀请有关专家到中心校讲学，
解答教师们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难题。以“六认真”调研为抓手，将调研与监测结果与教师评优、晋级、年度综

合考核挂钩，促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中心小学在全市农村小学率先提出“高效课堂”课题，先后举办３届“构建高效课堂，
提高课堂效益”省级教学开放研讨活动。葛村中心小学开设“趣味教学”、课外经典诵读、英语情景剧、体育

学科的《武韵》等校本课程。

３．思想品德教育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私塾堂教育学生以忠孝为本。民国２０年（１９３１年），教育青少年“信仰三民主义”，

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公民的公德。
１９５３年，“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以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青少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
作好”为努力方向，争做“三好生”。１９６０年，郭庄、葛村两公社各小学开展“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
子”活动，四川省合川县小学生刘文学为保卫公共财物同反动分子搏斗而英勇献身的事迹激励了所有小学

生。１９６３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两乡小学积极响应，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活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１９６５年，两公社学校开展学习王杰的活动，要求学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革命精神。１９６７年，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红小兵组织代替少年先锋队，小学生读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开忆苦会。１９７０
年，学校执行五七指示，开展“学工、学农、学军”等开门办学活动。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校恢复学
雷锋活动，一个个学雷锋小组活跃在校内外。

１９７８年，一至五年级增设思想品德课，教育学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年底，开始
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为主要内容。１９８２年，两公社各小学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
“文明礼貌月”活动，并与创“三好”、贯彻《小学生守则》结合，从治理脏、乱、差入手，校风明显好转。１９８５
年，把学习邓小平的“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指示与创建文明单位结合起来，

广泛开展创建活动。郭庄中心小学、葛村中心小学均被评为句容县“文明单位”。１９８８年，学校认真试行
《小学生德育纲要（试行草案）》，把贯彻实施《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作为学校德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图２１５　２００８年，户外活动　　

１９９０年，各小学开展“学雷锋、学赖宁”“五星
红旗在我心中”活动。葛村中心小学被评为全国

“向赖宁那样‘心中有祖国’主题教育活动”先进集

体。１９９１年，小学狠抓《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
实施，培养学生良好习惯。葛村中心小学被评为江

苏省“抗洪抢险”先进集体。１９９５年，各校纪念抗
战胜利５０周年，开展“中国精神”读书活动和“雏鹰
行动”等活动。组织小学生观看有关电影，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郭庄中心小学获省“红旗雏鹰大队”

称号。１９９６年，郭庄中心小学周道祥老师获团省
委、省教委、省少工委授予的“省优秀少先队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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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称号。１９９７年，根据镇江市下发《一九九七年镇江市中小学德育工作要点》，全镇开展争创“文明单位”
“文明班级”活动。郭庄中心小学、葛村中心小学被评为“镇江市文明单位”。１９９８年，葛村中心小学梅蓉老
师获省教委授予的“省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９年，依照《江苏省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实施细
则》，两镇各小学完善“社会、学校、家庭”三结合教育网络。

２００４年，在“创建平安校园”活动中，葛村中心小学被评为“江苏省平安校园”，郭庄中心小学被评为“镇
江市平安校园”。２００５年，在全国青少年“民族精神代代传”读书教育活动中，葛村中心小学获优秀组织奖。
２００７年３月，葛村中心校被句容市教育局公布为优秀家长学校。２０１０年，郭庄镇中心小学开展“绿色环保、
热爱劳动、感恩教师”等一系列教育活动，举办班级汇报表演和庆国庆、庆元旦歌咏会４场，受教育者４０００人
次。２０１４年，葛村中心小学开展“祖国在我心中”“校园是我家”等系列活动。１０月，邀请关工委老师讲座，
题为《美丽中国，我的中国梦》，受教育学生１２８人。２０１５年，郭庄中心小学开展“感恩老师书画展”“每个队
员做一件美化校园的实事”等活动。是年１２月，邀请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有关老师作讲座，题为《学法崇
德、“真善美”伴我行》，听讲座学生１４０人。

４．体育　卫生　艺术
体育　民国９年（１９２０年），郭庄、葛村私塾堂无正规的体育教学，仅是适宜的户外运动。抗战胜利后，

集镇２所中心国民学校有正常的体育教学，农村国民学校因场地小无设备难以正常开展。
１９５２年，小学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确立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把每周２节

体育课作为必修课，学校体育得到发展。１９５４年小学推行第一套少年广播体操。“文化大革命”期间，体育
课改为军体课，有队形、队列、田径、投弹、射击等体育训练内容，高年级增加“野营拉练”项目。１９７５年９月，
郭庄小学代表队参加县举办的基层小学生小篮球邀请赛。１９７６年，郭庄百丈小学组建“小武术队”，队员１２
名，先后４次参加县表演，１９７８年底停办。１９７８年秋，郭庄公社举办小学生田径运动会，２个组别 １０个小
项，２５０多名运动员参赛。是年，汤巷小学代表队参加县乒乓球比赛，获第三名。

１９８０年，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上好两课（每周两节体育课），开展好两操（广播操、眼保健操）、两活
动（每周两节课外体育活动）。１９８７年，县举办中小学生运动会，郭庄中心小学有５名学生获奖，葛村中心小
学有６名学生获奖。１９９０年，贯彻国家《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做到每天安排课间操，每周安排３次以上课外
体育活动，保证学生每天有１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含体育课）。１９９６年，组织开展冬季三项锻炼（长跑、踢
毽、跳绳）体育活动，年末举行比赛，并组织验收、评比，推动学校的体育工作。２００２年，在市第五届运动会
上，郭庄中心小学取得儿童组团体总分第１０名，３名学生获奖，葛村中心小学有２名学生获奖。２００７年，葛
村中心小学２００米环形塑胶跑道完工。２００８年，全镇小学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奥运年”宣传教育活动。
郭庄中心小学代表队、葛村中心小学代表队均参加市第六届小学生篮球比赛。２００９年，郭庄镇中心小学开
设中国象棋课，１—２年级，每周一课时，学校组建小学生象棋队。同年９月，２００米环形塑胶跑道完工。２０１０

图２１６　２０１２年，小学生学下象棋　　

年，在句容市小学生年度乒乓球比赛中，郭庄镇中

心小学代表队获女子团体第一名，男子团体第 ３
名。同年１０月，组建韵律操表演队。２０１２年，郭庄
镇中心小学象棋代表队（１８名小学生），参加市第
一届中小学生象棋比赛，获团体第二名。乒乓球队

获男子团体第三名，女子团体第二名。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郭庄镇中心小学象棋队在市比赛中均获第二

名。乒乓球队先后获团体三、四、六名。

卫生　民国期间，讲授卫生常识，使学生养成
必需的卫生习惯，常剪指甲，食前便后要洗手，定时

洗浴，常换衣服，手指和物品不放在嘴里。学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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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期大扫除，班级每日打扫。每学年须接种牛痘，或进行其他防疫。

解放后，重视学校卫生工作，学生在校时间不超出６小时，建立夏季午睡制度，小学设立保健药箱，由短
期培训的教师兼卫生保健员。１９６３年后，各校执行中央关于《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加强卫
生常识教育，添置卫生设备。大力开展保护学生视力的宣传教育，逐步推行眼保健操，纠正学生不良的看

书、写字用眼习惯。１９７７年，省革委会教育局、体委、卫生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意见》，
郭庄乡、葛村乡各小学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卫生运动。８０年代，把卫生工
作纳入文明单位内容之一，各校重视治理脏、乱、差，建立卫生检查评比制度，促使学生个人卫生和学校环境

卫生的好转。９０年代，各小学和地方卫生部门联合对学生进行预防传染病的教育。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５—６日，
两镇小学开展第三次消灭脊髓灰质炎、强化免疫活动，１８００名儿童接受免疫接种。

２００３年，根据句容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建立健全非典防治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非典
期间，各小学每天一次对教室喷药消毒，对食堂卫生工作进行督查、整改。１２月在全市学校食堂（米、面、油、
酱油、醋等食品）专项检查中，郭庄、葛村学校食堂为合格。２００８年，根据句容市教育局、卫生局联合下发《关
于加强手足口病等肠道病毒感染性疾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认真贯彻落实防治工作，学校要求班主任每日一

查，登记汇报，确保全镇小学无重大疫情出现。２０１２年，学校通过小广播站、宣传站、黑板报、校刊等进行广
泛宣传，学生卫生知识和卫生意识大大增强。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中心小学，葛村中心小学是无吸烟学校。

艺术　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７月，教育部公布《修正小学规程》，小学音乐课与体育课合并为唱游，郭庄、
葛村集镇小学唱游课每周低、高年级分别为１８０分钟，三年级为１２０分钟，四年级为１５０分钟，农村私塾堂较
随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唱歌）、美工（图画）为小学必设科目。郭庄小学、葛村小学还排演文艺节

目配合时事宣传。“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小学都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教唱语录歌和样板戏，学跳“忠”字

舞。公社还不定期组织中小学生革命文艺汇演，有时会选出代表队参加县文艺汇演。１９７３年，郭庄汤巷小
学在三年级组建小乐队，１２名小学生组成，放学后业余时间练习。演奏的乐器有二胡、京胡、板胡、小提琴、
扬琴、笛子、打击乐器等。多次外出演出，在公社汇演、县汇演中５次获奖。１９７８年秋停办。

１９８０年后，小学课程中每周美术、唱歌课不但有专门教材，中心小学还配备专职教师，学校的艺术教育
得到重视。１９８７年，在县文教局组织的中小学生文艺汇演中，郭庄中心小学代表队获三等奖，葛村中心小学
代表队获二等奖。

１９９２年，句容县教育局组织教职工文艺汇演，郭庄中心小学有１２名教师参加，１个节目获２等奖，葛村
中心小学有１４名教师参加，２个节目获奖。１９９８年，郭庄中心小学有１８名学生、６名教师参加教育局举办
的首届全市师生文艺汇演，表演５个节目，２个节目获奖，葛村中心小学有２８名师生参加，４个节目，１个节
目获２等奖。１９９９年，随着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实施，两镇中心小学开设音乐、美术专用教室，并配置必要的
设备。１１月郭庄中心小学代表队在市师生文艺汇演中获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１个，葛村中心小学２个节目
获奖。２００３年，郭庄中心小学有２８件、葛村中心小学有２５件作品参加市首届中小学书法、美术作品竞赛，
郭庄中心小学获一等奖２个、二等奖４个、三等奖１个，葛村中心小学获一等奖３个、二等奖４个、三等奖２
个。２００７年，葛村中心小学在句容市教育局举办的第五届中小学生美术、书法比赛中获得４个一等奖和组
织奖，被评为句容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２００８年，郭庄镇中心小学、葛村中心小学共有７８名学生参加市教
育局举办的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暨小学生歌舞比赛，获一等奖２个、二等奖３个，葛村中心小学１名教师获
优秀辅导员奖。同年两校有５６件作品参加市中小学师生美术书法比赛，获一等奖９件、二等奖１４件、三等
奖２５件。２０１１年，郭庄镇两小学有６名学生参加镇江市中小学生书法、美术现场创作比赛，获书法一等奖１
个，三等奖３个，美术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２个。同年，有２名学生参加市小学生器乐比赛，１名学生古筝演奏
《战台风》获二等奖。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两中心小学在市文艺汇演中有３个节目获奖。少儿故事创作演讲比赛
中２名学生被评为优秀选手，美术书法比赛中有８件作品获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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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点小学简介

１．郭庄镇中心小学
郭庄镇中心小学前身是私塾，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由本地知名人士唐仲符借用老庙宇两间约４８平方米

的平房而创建。民国７年（１９１８年）改办国民学校，抗战时期遭日军毁坏，抗战胜利后改称郭庄中心国民学
校。１９４９年更名为郭庄小学。１９７６年学校整体搬迁至集镇南，１９７８年被确定为全县 ５所重点小学之一。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学校更名为郭庄五七学校，增办初中班，１９７９年学校更名为郭庄中心小学。１９９１年学校建教
学楼、办公楼各１幢，建筑面积 ２８１８平方米。１９９６年着力进行全镇小学布局调整，扩大中心校办学规模。
２００２年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并创建成江苏省级实验小学。２００５年，两镇合并，成立郭庄镇中心小学。２００８
年香港邵氏基金会捐建的“逸夫楼”竣工。２００９年“中国平安希望小学”工程完工，８月，建成２００米塑胶跑
道。２０１５年郭庄空港新校区工程破土动工。

学校以美术与手工劳动相结合为突破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高效课堂为抓手，提高教学质量。１９９６
年被评为句容市规范化学校，１９９８年被评为句容市文明单位，２００４年被评为镇江市模范学校，２００５年被评
为镇江市绿色学校，２００６年被评为江苏省绿色学校。

２０１５年，学校占地３１．５５亩，建筑面积８２３０平方米。２７个班级，１０３２名学生，教职工８１人。
２．葛村中心小学
葛村中心小学前身为私塾，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建葛村乡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在华家祠堂。１９４９年更

名为葛村小学，１９７９年更名为葛村中心小学。１９８９年学校完成易地重建，实现整体搬迁，校址位于集镇南。
２００３年，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创成江苏省级实验小学，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争创“镇江市教育现代化先进学校”通
过验收。

学校坚持求实创新，不断取得教育成果。１９８０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成绩优异，受到江苏省人民
政府嘉奖，１９８４年被句容县人民政府授予“句容县教育先进集体”称号。１９８５年被评为镇江市先进学校。
１９９０年，少先队大队部被评为全国少先队活动先进集体。１９９１年被评为江苏省抗洪抢险先进集体。１９９７
年以来，学校先后４次获得全国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组织奖，２０００年被评为镇江市绿色学校，２００３年被评为
江苏省绿色学校，２００４年被评为镇江市文明单位、镇江市“六有”和“校校通”工程先进集体。

２０１５年，学校占地面积４６．０６亩，建筑面积１１１０４平方米，绿化面积９８００平方米，有１８个班级，学生６４５
人，教职工６４人，其中句容市骨干教师１３人。学校立足“基础扎实，个性鲜明，体魄强健，人格健全”的培养
目标，本着“建设生态教育环境，营造师生精神家园”的宗旨，着力构建新型的生态校园。

第三节　中学教育

　　一、发展概况

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省立句容临时中学迁入郭庄乡汤巷村，１９４９年底停办。
１９５８年８月，创办郭庄初级中学，校址在集镇东，占地１５亩，１０间平房，２个班，当年招收１１０名学生。

同年９月，郭庄简易农业中学开办，校址在镇西陵塘岗，１个班，１名教师。翌年，郭庄中学新盖１０间平房，增
设学生食堂和宿舍，教职工６名。葛村初级中学始建于１９５８年８月，地处镇南金山寺，６间平房，１个班，当
年招收５８名学生。是年１０月，创办葛村农业中学，地址在镇西关帝庙，１个班，４２名学生。１９６０年，葛村中
学新建校舍１０间，增设食堂，有４个班，７名教职工。

１９６４年后，继续发展中学，兼顾乡村农忙。郭庄有５所农业中学（简称农中）：郭庄农中、郭庄第二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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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庙）、孔塘农中（魏家祠堂）、谢桥农中（窦家边）、高阳农中（尼姑庵）。葛村新增４所农中，地址分别在
五渚坊、周家边、百里庄、赤岸村。因学生岁数偏大，农闲全日制，农忙隔日制。１９６５年秋，郭庄中学新建６
间平房，增设高中部，成为完全中学，当年招收高一新生１个班，５４名学生，同时扩建操场２２００平方米。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学停课闹革命，部分师生外出串联，学校陷于混乱状态。次年底逐步复
课闹革命。

１９６９年春，郭庄、葛村农中停办，并入公社中学或村完小办初中。同年小学学制缩为５年，初中学制缩
为２年，部分完小办成了七年一贯制（小学５年，初中２年）学校。１９７２年，葛村初级中学新建一排教室（８
间），增设高中部，成为完全中学，当年招收高一新生２个班，１２０名学生。１９７４—１９８１年期间，葛村中学停办
初中（初中由各“五七”学校承办），只办高中双轨４个班。１９７４年，继续发展中学教育，进一步要求“初中不
出队，高中不出社”，各农村大队完小增设初中，至１９７６年，郭庄有这样的“五七”学校２０所，葛村有１８所，
普及率达９９％。由于盲目办学，造成中学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降。１９７７年，中学逐步恢复和健全学校的各
项规章制度，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１９８０年，葛村中学撤销高中部（随学生毕业自然结束），１９８１年秋恢复
为初级中学。

１９８２年后，中学布局继续调整，郭庄农村大队“五七”学校初中部相继撤掉１８个并入郭庄中学，保留孔
塘、谢桥、朝阳３个初中点。葛村撤掉１４个初中点，保留五渚坊、周家边、百里庄、赤岸村４个初中点。是年，
郭庄中学增办高中职业班，４２名学生，１名专职教师，聘请社会技术人员授课，１９８６年停办。１９８５年，孔塘初
中部撤并到百丈完小。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中学分布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１４ 单位：个、人

校名
班级数 学生数

初中 高中 初中 高中
教职工数

郭庄中学 １２ ６ ５７４ ３２５ ７０

朝阳初级中学 ５ — ２４７ — １７

谢桥初级中学 ６ — ３４３ — ２０

百丈初级中学 ２ — ７９ — ８

葛村初级中学 １２ — ７２０ — ４７

金山初级中学 ６ — ３１６ — ２１

东岗初级中学 ２ — ８４ — ６

百里初级中学 ２ — １０４ — ７

赤岸初级中学 ２ — ６７ — ６

　　１９８７年，创办郭庄二中，校址在集镇西陵塘岗，新建２排教室，６２８平方米。当年招收２个班１０８名学
生，教师６名，校工２名。撤销朝阳、百丈初中部，并入二中，保留谢桥初级中学。１９８８年，葛村东岗、赤岸初
中部撤并到葛村中学，保留金山初级中学。

１９９０年，郭庄中学由乡政府出资８０万元，翻建２幢教学楼，１６个教室，建筑面积１１２６平方米。１９９２年，
郭庄二中新建教学楼１幢，６个教室，建筑面积７４２平方米。谢桥初中部撤并到郭庄中学和二中。

１９９５年，葛村镇政府投入１１０万元，新建葛村中学教学楼，１２个教室，建筑面积１２７４平方米。是年９月
撤销金山初级中学并入葛村中学。两镇结束初中点的历史。

１９９６年８月，郭庄中学综合楼竣工，建筑面积１８４０平方米。是年１０月，经多次协商，向西征地１４亩，扩
建操场，建围墙４０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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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郭庄、葛村中学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１５ 单位：个、人

校名 校址
班级数 学生数

初中 高中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合计

郭庄中学 郭庄集镇（东） １６ ４ ２４８ ２８６ ２２３ １０９ ８４ ６５ ９０６

葛村初级中学 金山寺 ２４ — ３０１ ３５６ ３２７ — — — ９８４

郭庄二中 集镇（西） １４ — ２２６ ２７２ ２２５ — — — ７２３

　　１９９８年，郭庄二中阶梯教室楼竣工，建筑面积５６０平方米，同时改建食堂，完善教学设施，总投资８２万
元。是年秋，郭庄中学结合新轨发展综合高中。２０００年，郭庄中学停招高一新生（随学生毕业，自然结束）。
２００１年８月，郭庄二中撤销并入郭庄中学。９月，郭庄中学科技楼、男生宿舍楼竣工，建筑面积２１８０平方米，
总投资１８０万元。同年，葛村中学新建食堂和学生宿舍楼，住校学生２１０名，结束无住校生的历史。

２００２年，随着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实施，两镇政府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郭庄中学新建女生宿舍楼，改建
食堂，建筑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７月，最后一届高中生毕业。同年１２月，郭庄中学教育现代化工程通过验收。
年底，葛村中学阶梯教室综合楼竣工，建筑面积７８０平方米。

２００３年，葛村镇政府投入５０万元改善葛村中学教育实施，新建教学楼１幢（３层）。１２月，葛村中学教
育现代化工程通过省级验收。是年，郭庄中学被江苏省教育厅确认为江苏省示范初中。２００４年，郭庄中学、
葛村中学实施“三新一亮”工程，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９月郭庄中学被评为“镇江市教育收费规范学校”，
１２月被评为“句容市文明单位”。同年，葛村中学被江苏省教育厅确认为江苏省示范初中。

２００５年，葛村镇撤销并入郭庄镇，保留葛村中学，隶属教育局管理。１０月，郭庄中学、葛村中学实施“六
有”工程和“校校通”工程，全面建成有整洁的校园，有满足师生的卫生食堂、冷热饮用水、水冲式厕所、安全

宿舍（１人１张床）的现代化学校。２００８年，中学布局再作调整，葛村中学停招初一新生，学生并入后白中学
和郭庄中学。２００９年，全部撤并，至此，郭庄镇仅存 １所初级中学，有班级 ２３个，学生 １０２４人，入学
率１００％。

２０１４年，郭庄中学再次征地１５亩，扩大操场面积，操场总面积占地２７亩。是年８月，新建环形塑胶跑
道４００米。郭庄中学历经５７年（至２０１５年）的发展，占地面积７０亩，建筑面积１．４８万平方米，校园绿化面
积１．１６万平方米。配有理化生实验室、语音室、微机室、多媒体教室、演播室、音乐室、图书阅览室、标准化运
动场等现代化设施。有班级１５个，学生５８８人，教职工６４人，骨干教师１２人。２０１５年度中考２４名学生考
入省句中，超过指标２人，在全市乡镇中学名列前茅。

　　二、学制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郭庄中学、葛村中学执行省教育厅规定，初中学制３年。部分农中因地制宜农闲全日
制，农忙隔日制。１９６５年秋，郭庄中学增设高中部，学制为初中年，高中３年（三三制）。

１９６９年，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郭庄、葛村中学由六年制改为四年制，实行二二
制，即初中２年，高中２年。１９７９年秋季，初中由二年制向三年制过渡，高中从１９８１年秋季由二年制向三年
制过渡。至１９８４年中学完全恢复三三制，至２０１５年无变更。

　　三、教育教学

１．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
１９５８年，在“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中学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有较大变化，劳动课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初中各年级每周授课２学时，并规定学生全学年参加体力劳动１４—２８天，参观时间为６天。汉语、文学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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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文一科。三角、代数、几何合并为数学学科。政治课改为社会主义教育课。１９５９年下半年起，初中逐步
开设英语课。受“大跃进”的影响，出现劳动过多，忽视文化课教学的偏向，违反教学常规。１９６４年，改进课
堂教学，要求从实际出发，加强“双基”教学。注意对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和灵活训练，以发展学生智力；

注意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初中教学计划也作了部分调整。

１９６４年秋季郭庄、葛村中学教学计划安排一览表

　表２１－１６ 单位：课时

周课时

年级

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一 初二 初三

政治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语文 ８ ７ ７ ７ ６ ６

外语 ７ ６ ６ ６ ６ ６

数学
代数 ７ ３ ２ ６ ６ —

几何 — ３ ４ — — ６

物理 — ３ ３ — ３ ２

化学 — — ３ — — ３

生物 ２ ３ — ３ — １

历史 — ３ ３ — ４ —

地理 ３ — — ３ — —

生产知识 — — ２ — — ２

体育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音乐 １ １ — １ １ —

图画 １ １ — １ — —

每周总课时 ３３ ３４ ３４ ３１ ３０ ３０

　　“文化大革命”期间，课程设置混乱，语文以毛主席语录为主，搞大批判，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
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讲三史（家史、村史、革命斗争史），取消物理、化学、生物，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

业基础知识，历史、地理合并为史地。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教改停止，教学质量下降。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学逐渐恢复１９６６年前的课程设置。１９７８年执行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
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之规定，中学设置１４门课程：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
物、农业基本知识、生理卫生、体育、音乐、美术。

１９７９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但又出现片面追求升学率，把学生分成快慢
班，试图因材施教，结果放松慢班，违背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的原则。１９８１年，中学逐步对教学课程作调整，取
消农知科课，政治课改上《青少年修养》（初一），初二开设《法律常识》，初三开设《社会发展简史》，高一开设

《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二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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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秋季郭庄、葛村中学教学计划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１７ 单位：课时

周课时

年级

科目

初中 高中 上课总时数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政治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８４ ３８４

语文 ６ ６ ６ ５ ７ ４ ８ ４ １２０８ １０００

外语 ６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４ ９９４ ９６６

数学 ５ ６ ６ ５ ３ ６ ３ ６ ９０６ １０８６

物理 — ２ ３ ４ — ４ — ５ ２９２ ５６０

化学 — — ３ ２ ３ ４ — ４ ２５６ ４００

历史 ３ ２ — ３ ２ — ２ — ３８６ ２６６

地理 ３ ２ — ３ ２ — ２ — ３８６ ２６６

生物 ２ ２ — — ２ ２ ２ ２ ２３２ ２３２

生理卫生 — — ２ — — — — — ６４ ６４

体育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８４ ３８４

音乐 １ １ １ — — — — — １００ １００

美术 １ １ １ — — — — — １００ １００

每周上课时数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２８ ２９ ２６ ２９ ５６９２ ５８０８

劳动技术 ２周 ４周 — —

　　注：（一）为侧重文科的选修，（二）为侧重理科的选修。

１９８５年，教学计划作出适当调整，增设课外活动，加大学生在校的体育活动量。两乡中学把教学方法的
改革逐步引向深入，积极探索新教学法的科学性、可行性，从教育学、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其理论根据，进行再

实验，以形成自己的特色。１９８９年，郭庄中学倪守俊老师获省教委、省人事厅、省教育工会授予的“省优秀教
育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０年，中学劳技课教学要求科目、教材、师资、课时、实验基地五落实。１９９２年，郭庄中

　　图２１７　２００３年，开设多媒体课程

学、葛村中学开始运用“两机一幕”（幻灯机、收录

机、银幕）进行教学。进行课堂结构、课堂教学、评

估体系三大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１９９５
年，郭庄中学季明老师获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

育工会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２００１年，随
着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实施，两镇中学开始运用多媒

体教学，学生学得自主轻松，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

新型教学模式逐步完善。

２００６年，郭庄中学荣获句容市教育科研先进单
位。２００７年在，首届句容市中小学校园网站评比
中，郭庄中学获初中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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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中学教学计划安排一览表

　表２１－１８ 单位：课时

周课时

年级

课程

初一 初二 初三 课时合计

学科类课程

思想政治 ２ ２ ２ ２００

语文 ６ ５ ５ ５３４

数学 ５ ５ ５ ５００

外语 ５ ５ ５ ５００

历史 ２ ２ ２ ２００

地理 ３／２ ２ — １５３

物理 — ３ ３ １９８

化学 — — ４ １２８

生物 ２／３ ２ — １５３

体育 ２ ２ ２ ２００

音乐 １ １ １ １００

美术 １ １ １ １００

劳动技术 ２ ２ ２ ２００

活动类课程
夕会 每天１０分钟

班队活动 １ １ １ １００

科技文体 ４ ４ ４ ４００

地方课程

专题教育 １ １ — ６８

计算机 １ １ — ６８

自习 ２ １ ３ １９８

周课时总数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郭庄中学围绕深化课程改革，以课题研究和校本教研为引领；以“六认真”调研为抓手，进一步
优化以“高效课堂”为目标的教学管理，应对上级调研工作和中考改革。９月被镇江市教育局授予教科研先

图２１８　２０１１年，化学实验　　

进单位。２０１２年，学生吴桐雨荣获第２４届“国际科
学与和平周”江苏赛区金钥匙科技竞赛个人一等

奖，刘惠同学荣获二等奖。毕业生考入省句中在全

市农村集镇中学排名第一。学校坚持遵循科研兴

校思路，以教育部重点课题《团体心理辅导的理论、

应用与推广研究》为龙头，带动各学科的教学科研。

至２００８年，有１个教育部重点课题、７个镇江市级
立项课题顺利结题，另有７个镇江市级课题正在研
究中。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有 １０个镇江市级立项课题
顺利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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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思想品德教育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期间，向师生进行“思想插红旗，教学劳动齐跃进”教育，重点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

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教育。

１９６３年，各学校普遍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通过举行雷锋事迹报告会，教唱学雷锋的歌曲，使
雷锋同志爱憎分明、公而忘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的学风，很快变成学生的实

际行动，班级组织学雷锋小组，涌现出一批雷锋式的好学生。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思想政治教育以阶段斗争为纲，原有的政治教材停止使用。１９６８年，贫下
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学习毛主席语录，批判“封、资、修”为主要内容。

１９７０年，学校普遍开展“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１９７４年，抓住张铁生交白卷和河南马振扶中学事件，大
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

１９７７年，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步入正轨。同年秋，中学政治课开设《社会发展简史》《科学社会主义常
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４门课，统一教材。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力拨乱
反正，普遍整顿校风校纪，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８０年
代，中学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贯彻《中学生守则》，治理脏、乱、差，转变校风。开展礼貌用语“您

好”“对不起”“再见”和做“三好学生”活动，使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管理进一步系列化、科学化。１９８８年８
月２６日，首次组织高一新生军训，以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国防观念。１９９０年，中学贯彻省教委《进一步
加强我省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和措施》，开展“迎亚运、庆国庆”“五星红旗在我心中”等主题系列教育

活动。

１９９６年，郭庄中学评出市级三好学生１２名，优秀学生干部２名，葛村中学评出市级三好学生８名、优秀
学生干部１名。是年，葛村中学被评为镇江市德育先进学校。

１９９８年，郭庄中学、葛村中学相继成立“家长学校”，并坚持常年活动，初步实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
双向优化目标，进一步完善学校、社会、家庭的教育网络。２００１年，两镇中学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健康的
生活和思维方式，作为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以主题班会、学校橱窗、校园广播电视、班级小报等为阵

地，开展“学会交往”“诚信是金”“规范言行”“民族精神”“公民道德”“遵纪守法”等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是

年１２月，两中学评出镇江市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２１名。２００２年，郭庄中学朱臖老师被省教育厅、省司法
厅评为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先进个人。２００４年，中学贯彻省、市德育工作会议精神，注重学校与社区
德育资源的整合，开展“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月”“祖国明天更好”读书教育等活动。是年，郭庄中学被评为

镇江市德育先进学校。２００７年，中学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互动机制，创设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和
氛围。开展“感动校园”主题教育活动。是年１２月，郭庄中学、葛村中学被评为镇江市中小学生行为规范示
范学校。２００９年，中学开展“和谐共发展、祖国在心中”教育活动。是年底，郭庄中学荣获句容市《“书城杯”
祖国在我心中》中小学生读书征文大赛“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２年，学校开展“关爱生命，远离毒品”教育活动。
是年１０月，郭庄中学被评为镇江市“毒品教育预防示范校”。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郭庄中学连续两年被句容市教
育局评为“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３．体育　卫生　艺术
体育　１９５８年，中学每周设两节体育课，因场地限制，无专职体育教师，体育课只是简单的操练。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护青少年身体健康，减少激烈活动，改体育课为保健课，课外体育活动停
止。１９６３年起，学校体育工作逐步正常。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学体育以学军、学农为主。１９６９年，体育课改为军体课，以军事操练、投
弹、野营拉练取代体育课。１９７２年，中学加强篮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的课程短训。郭庄、葛村两中学组建
校篮球队、乒乓球队和田径队，并组队参加县级比赛。１９７３年，郭庄中学乒乓球队在句容县中小学乒乓球赛
中获中学男子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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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９　２００４年，课外活动　　

１９７６年，中学体育工作开始进入新的发展
期。１９７８年，学校统筹安排学生的文化学习和体
育锻炼，合理施行《体育锻炼标准》。１９８０年，开
始贯彻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颁布的《中小学体育

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积极推进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上好“两课”（每周两节体育课），开展

好“两操”（广播操、眼保健操），“两活动”（每周

两节课外体育活动）。１９８３年，郭庄中学、葛村中
学均通过“暂行规定”的县级验收，达到合格标

准。１９８６年，郭庄中学代表队在句容县中小学生
田径运动会上获 １枚金牌、２枚银牌、４枚铜牌。

葛村中学代表队共获８枚奖牌。
１９８９年，执行《江苏省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实施办法细则》，自夏季起，非毕业生凡体育不合格，不予升

级；毕业年级学生达不到体育合格标准的只发结业证书，不得报考高一级学校。体育工作得到更进一步重

视，学生身体素质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１９９０年，中学贯彻国家《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每天安排课间操，每
周安排３次课外体育活动，保证学生每天１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含体育课）。是年，郭庄中学胡景祥老师
获国家教委、国家体委授予的“全国农村优秀体育教师”称号，１９９１年又获省教委、省体委授予的“省农村优
秀体育教师”称号。１９９２年，在句容县第十五届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上，郭庄中学有９名运动员参赛，４人获得
奖牌，葛村中学有２人获得少年乙组季军。

１９９６年，贯彻执行《１９９６年镇江市中考体育考试方案》，初中毕业生凡报考高一级学校者均须考试体
育，不参加考试者（批准免试者除外）均不得升入高一级学校。是年１０月，郭庄中学征地１４亩，扩建操场，
建围墙４００米，投入２０万元，增设体育设备，改善训练条件。２００４年，两镇中学贯彻省教育厅、体育局《体质
健康标准试行方案》，把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作为体育工作的标准。是年１１月，郭庄中学举行“两操”比赛（课

图２１１０　郭庄中学女子足球队抓紧训练备战２０１４年镇江市
“市长杯”校园足球阳光联赛

间操、眼保健操），评出优秀班级 ８个，良好班级
１２个。

２００８年，中学广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奥运
年”宣传教育活动，认真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开足上好体育课，确保学生每天有１小时体育
锻炼时间。２０１４年，开展“享受阳光，增强体质”教
育活动，让学生走进大自然，释放学习压力，身心得

到舒畅。是年，郭庄中学再次征地 １５亩，扩大操场
面积，达到２９亩。８月，新建环形塑胶跑道４００米。

卫生　１９５８年，各中学开展除“四害”、讲卫生
活动，重视除害防病和环境卫生，郭庄、葛村两中学

建立分区包干的清洁卫生制度。

１９６４年，卫生部、教育部《关于试行〈中小学保护学生视力暂行办法草案〉的联合通知》下发后，学校开
展防治学生近视眼的工作。主要措施为：广泛对学生用眼卫生宣传教育；注重学生读写卫生，要求做到“四

个一”（眼离书本一尺、身离桌一拳、手握笔杆离笔头一寸、两肩要求一字形）；坚持上下午各做一次眼保健

操；改善学习环境，适度采光，更新照明设备，调整课桌，调换座位；定期检查视力。

１９７７年，贯彻教育部《关于在学校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学校广泛开展“爱清洁，讲卫生”活
动，设定班级卫生包干区，制定班级卫生值日表，环境卫生有了较大改善。１９８１年，中学全面贯彻执行《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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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制定卫生工作计划，组织安排学生体格检查，建立学生卫生档案；开展卫生宣传教

育，督促学生注意身边卫生和个人卫生。在“五讲四美”活动中，治理学校脏、乱、差，建立卫生检查评比

制度。

１９８８年３月，国家教委关于《中小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方案（试行）》下达后，各校结合实际情况，开展
“普查学生视力，建立视力档案，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加强用眼卫生教育”等活动。

１９９１年，郭庄中学、葛村中学、郭庄二中分别配有兼职保健教师。１９９２年，中学开设《青春期教育课》，
每年对学生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加强预防接种，防治各种疾病的流行，常见病防治覆盖率达９２％。１９９４年，
根据县教育局、卫生局联合制定《１９９４年句容县学校卫生工作意见》，中学建校卫生室，配齐必要的医疗用房
和用品（包括２０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诊察床、药品柜、体重秤、血压表、听诊器、视力箱等）。２００３年，“非典”
期间，两镇中学严格执行上级有关规定，每天２次普查登记汇报，每日１次班级消毒，教育学生尽量不要外出
流动。是年，郭庄中学被评为句容市教育系统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学贯彻《镇江市学校食堂、仪器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实施方案》，建立健全食堂卫生管
理制度，责任到人，投入５万元完善食堂卫生消毒保洁设备，各室仪器设备设专职责任人。学校卫生保健工
作从硬件到软件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２０１０年，郭庄中学注重抓学生常规的卫生教育工作，增强学生
的卫生意识，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疾病的发生。突出预防手足口病和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是年，郭庄中学

被评为“镇江市控流先进学校”。２０１５年，学校强化重大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加强饮食卫生管理及食物中
毒事件的预防，开展学生健康状况的管理和监测。郭庄中学是无吸烟学校。

艺术　１９５８年，中学每周开设１节音乐、１节图画课。１９６３年，除正常的艺术类教学外，还教唱先进人
物歌曲，如《学习雷锋好榜样》。同时学校配合地方政府中心工作写标语、画宣传画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学的艺术类教学是唱革命歌曲、语录歌（毛主席语录）、学唱“样板戏”、跳“忠”字

舞、画批判专栏画。学校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使“最高指示”不隔夜而家喻户晓。以班级为单位，

开展歌咏比赛。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５—２９日，由１８人组成的郭庄中学代表队，在全县中小学文艺调演中，４个节
目演出２场，２个节目获创作奖。葛村中学代表队由２４人组成，５个节目中有２个节目获二等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学教育教学趋于正常，艺术类教学也逐步被重视，但专业教师难寻，教学大多

是其他教师兼任，教学水平低下，成绩平平。８０年代，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重视文化课，轻视艺术类课，音
乐、美术课常被文化课教师挤占，学校艺术活动只是应付，不能正常有效地进行艺术类的教育教学。

进入９０年代，开始实行教育“转轨”，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开全课程，上足
课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１９９９年，随着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实施，中学开设音乐、美术专用教室，并配置必要
的设备。郭庄中学投入１２万元，葛村中学投入９万元完善艺术类教学设备。艺术类专职教师教学覆盖面达
９０％以上。

　　图２１１１　２００８年，开展艺术类教学

２００２年，在镇江市第六届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
读书活动“阳光下成长”摄影比赛中，郭庄中学杨勇

的《宇宙的奥秘》获初中组一等奖，宫晶晶的《和

谐》获初中组二等奖，经伟伟的《祖国在我心中》获

高中组一等奖。２００６年，在句容市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暨中学生文艺汇演中，郭庄中学、葛村中学均获

组织奖，郭庄中学的《少年梦》荣获声乐类三等奖，

《聪明人、奴才、傻子》荣获曲艺类三等奖，《五星红

旗》荣获舞蹈类三等奖，葛村中学获二等奖２个，三
等奖４个。２００９年，在句容市中小学生中华经典诵
读决赛中，郭庄中学荣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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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郭庄中学获句容市教育局“文艺汇演组织奖”。２０１３年，郭庄中学石梦瑶同学荣获“彩绘中国
梦，大写中国人”句容市中小学生美术、书法比赛初中组书法一等奖。郭庄中学获句容市教育工会“书法比

赛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４年，郭庄中学获镇江市教育局风采大赛三等奖以及风采大赛优胜单位。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郭庄中学在各级艺术类比赛中获奖５６人次。

　　四、重点中学简介

１．郭庄中学
郭庄中学创办于１９５８年，位于郭庄集镇东，占地１５亩。１９６５年，增设高中部。２００１年８月，郭庄二中

图２１１２　２０１４年，郭庄中学　　

并入。２００２年８月送走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年底
成功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２００３年创建成江苏省
示范初中。

学校遵循科研兴校思路，以教育部重点课题

《团体心理辅导的理论、应用与推广研究》为龙头，

带动各学科的教学研究。至 ２００８年，有 １个教育
部重点课题、７个镇江市级立项课题顺利结题，另有
７个镇江市级课题在研究中。２００８年９月，学校被
镇江市教育局授予镇江市教育科研先进单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有 １０个镇江市级立项课题顺利结
题。学校先后获得镇江市德育先进学校、镇江市中

小学生行为规范示范学校、镇江市文明校园、句容市平安校园、句容市规范化学校、句容市文明单位、句容市

教科研先进单位、句容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称号。

２００８年有班级２３个，学生１０２４人，教职工７３人，其中句容市骨干教师６人。２０１５年，学校占地面积７０
亩，建筑面积１．４８万平方米，校园绿化面积１．１６万平方米。配有理化生实验室、语音室、微机室、多媒体教
室、演播室、音乐室、图书阅览室、４００米塑胶跑道、标准化运动场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有班级１５个，５８８名学
生，教职工６４人，骨干教师１２人。

２．葛村中学
葛村中学始建于１９５８年８月，地处葛村镇南金山寺，创办时只有１个初一班级。１９７０年发展到双轨６

个班。１９７４—１９８１年期间，停办初中，只办双轨高中４个班。１９８１年秋恢复为初级中学。２００１年新建食堂
和学生宿舍楼，结束无住校生的历史。２００３年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２００４年创建成江苏省示范初中。

学校连续１０年获句容市文明单位、镇江市文明单位，连续５年被评为江苏省青少年科技竞赛先进集体，
先后获得句容市规范化学校、句容市基础课程改革实验先进集体、句容市德育先进学校、句容市社会综合治

理和平安创建先进学校、镇江市德育先进学校、镇江市绿色学校、镇江市中小学学生行为规范示范学校等荣

誉称号。

２００８年，学校占地４６．５０亩，校舍建筑面积９６６０平方米，绿化面积达４７％以上。拥有１２个班级，学生
５４５人，教职工６９人。２００９年８月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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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教育

　　一、农村扫盲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要求，郭庄乡、葛村乡在中心国民学校内附设“民
教部”建立成人班，给失学民众补学教育。１１月１５日句容成立教育会，会员团体４个，会员代表１２人，葛村
乡是其会员团体之一，２名代表。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农民教育工作随即开展。１２月，郭庄乡和葛村乡分别成立乡冬学会，以村
为单位办冬学，学校教师兼课，不收费，以识字为主，课本由政府发给。至１９５１年，六区开办冬学６４所，入学
学员３７３３人，冬学经费由各冬学班自筹，六区有些村以公碾出租３石米作为经费。

１９５２年，六区成立扫盲办公室，开展扫盲运动。１０月，开办２个速成识字法实验班，１２月发展到６个，
学员２０８人。全区有冬学教师３２人，兼职８人，冬学学员１０８２人。次年，县扫盲办公室公布《农民扫盲毕业
测验办法》，１２月，六区被测学员１２０人，达到扫盲标准７８人，占６５％。１９５４年，六区有３６名（女１名）冬学
教师参加县冬学教师训练班培训。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六区１３个乡，以社办学，开办９９个识字班，学员２６２４人。
１９５７年３月，句容扫盲协会开展写字比赛，葛村乡、郭庄乡所有学员参加预赛，选出６２人参加乡赛，合格率
８５％。１９５８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按县扫盲协会要求两次集中突出扫盲，郭庄脱盲４５４８人，占青壮年文盲
总数４９４６人的９２％，葛村脱盲４６８２人，占青壮年文盲总数５１２３人的９１．３９％。

１９６４年，郭庄、葛村两公社分别设立不脱产业余教育辅导员，负责冬学和民校的辅导工作，每月每人补
贴７元。办学方式采取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办学，小学附设冬学班。办学经费由生产队从公益金中开支
（灯油费）。

１９６６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扫盲工作无人过问。１９７２年３月，句容县扫盲办公室复设，两公社再
次掀起扫盲和业余教育的群众运动，政治夜校、识字班、组，遍及每个村庄。郭庄公社、葛村公社７０％的青壮
年文盲、半文盲参加学习，人数达到３２００多人。

１９７８年，郭庄公社、葛村公社分别配设专职扫盲干部２人，季节性扫盲辅导员４人，大队扫盲教师３名，
使扫盲工作得到强化。１９８２年，郭庄乡、葛村乡参加各种业余学校学习的近４００人，３０个大队已有２８个大
队基本扫除文盲。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乡１２—４０周岁人口为２７８４２人，其中非文盲人数为２３８００
人，占少年、青壮年总数８５．５０％。按国务院扫除文盲指示的规定，郭庄乡已完成扫盲任务。

１９８５年后，郭庄乡、葛村乡相继建立成人教育中心校，其任务之一是继续扫除剩余文盲，巩固扫盲结果。
年底，两乡扫除文盲１８４人。次年，两乡推行以包教保学为主的扫盲合同责任制，经镇江市两次统一考试验
收，两乡３０个行政村，村村达到国家规定的扫盲标准。

１９８８年，按照江苏省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扫除文盲条例＞的通知》，郭庄乡、葛村乡组织３８名中小学
教师进行农村文化普查，根据“有盲必扫”的原则，制定扫盲规划，要求消灭“空白点”，当年扫除文盲３８人。
同时全乡举办各类长短农民培训班４２期，参加培训人员３２００人次，广播讲座８２次。

１９８９年４月，文教局设立成人教育股，进一步完善包教保学责任制，下达各乡镇扫盲任务，郭庄、葛村共
９８人，两乡党政部门领导负责，村领导带头，团委、妇联协助，学校负责实施，村长包村，教师包户，五年级以
上学生包人，签订合同，立责任状，层层承包，责任到人。全乡共签订包教保学合同９８份。经教育局脱盲考
试，有９８人达到脱盲标准。

１９９３年初，两乡共有４２人参加扫盲班学习，４２人脱盲。全乡非文盲率达到 ９７．２０％。次年 ３月，郭庄
镇、葛村乡高标准完成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并通过镇江市验收。１９９６年，郭庄、葛村两镇青壮年非文盲率

２８１

第二十一章　教育



９９．５０％。此后社会教育主要内容由扫盲工作转为农村实用技术和岗位技术的培训。

　　二、成人教育

１９８５年郭庄乡建立成人教育中心校。１９８６年葛村乡建立成人教育中心校。１９９０年，葛村成人教育中
心校经县政府验收合格。１９９２年郭庄成人教育中心校经验收合格。

１９９３年郭庄乡、葛村乡成人教育中心校情况一览表
　表２１－１９ 单位：人、亩、平方米、套、件、册

单位
管理干部 教师 校舍面积 教学设备

专职 兼职 专职 兼职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教学用房面积 课桌凳 教学仪器 图书资料

郭庄乡 ２ １ ６ １１ ０．３５ １９６ １７５ ５０ ３ ７６０

葛村乡 １ ７ １ ５ １ ２０８ １７６ ５０ １ ８００

　　１９９４年９月，郭庄成人教育中心校举办财会中专班（职高班），当年招收３０名学员，２名专职教师，财会
专业聘请有关技术人员兼课，１９９６年财会班学生全部学成就业。１９９７年，郭庄镇政府投入６４万元，在集镇
迎河路征地５．２５亩，新建成人教育中心校，建筑面积９００平方米。９月郭庄成教中心校从中心小学搬迁至新
校区。是年底，郭庄镇、葛村镇成教中心校全年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８２个，参加培训５８００人次。

２０００年，郭庄、葛村两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全年举办的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７２期，共培训６３２１人次，推
广农业技术项目２个。是年１０月，郭庄镇百丈行政村被镇江市教育局认定为镇江市示范村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２００１年，省教育厅提出了“５１１２”教育富民工程，两镇１８个行政村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２１期，
实用技术培训９２０人次。农民致富骨干培训 ４期，受训人数 １２０人次。农村劳动力文化指数上升到 ９．４０
年。２００２年，郭庄镇、葛村镇３０个行政村业余文化技术学校完成各类培训７５２４人次。１２月郭庄镇成人教
育中心校通过省级教育现代化工程评估验收。次年９月，郭庄成人教育中心校从迎河路迁回郭庄中心小学
校园内。

２００４年，郭庄镇、葛村镇成立社区教育中心。完成各类培训５４８０人次，农科教结合基地２个。是年１１
月，郭庄镇金星行政村、葛村镇东岗行政村被镇江市教育局认定为镇江市示范村（企）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２００５年，葛村镇并入郭庄镇，保留葛村社区教育中心。全镇１８所文化技术学校完成各类培训１１０１５人
次。６月，葛村社区教育中心校被确认为第二批镇江市社区教育中心。是年８月，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校完
善教学设施：建筑面积２４５平方米，教室２个１００平方米，课桌９０套，图书２０００册，增设现代化教学设备（电
脑、录像机、ＶＣＤ）。至２００５年底，郭庄镇从业人员 ３１４９７人中已培训 １１０１５人次，培训率 ３４．９７％，劳动力
４４０７２人中受教育总年限４２１４４３年，人均受教育年限９．５６年。

随着乡镇区划调整，２００６年，葛村成人教育中心校撤销并入郭庄镇成人教育中心校。１０月郭庄成人教
育中心校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农村技术骨干培训，１２８４人次受训。是年１２月，谢桥行
政村创建成镇江市示范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２００８年，郭庄镇成人教育中心校从中心小学迁入原金星小学内，与镇社区教育中心合并办公。８月，镇
政府投入４０万元进行装修。学校占地面积１３．４９亩，建筑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拥有专用培训室６个，电脑室１
个，另有图书室、阅览室、接待室、文化活动室、健身房各１个，图书６０００册。成立以分管教育的副镇长为校
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为委员的７人教务委员会，３名专职教师。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学校举办“百场讲座进乡村”
活动，还举办培训班１５２期，培训２１５００人次。在实施省“５１１２”富民工程中，农村新增剩余劳动力培训３３７７
人次。农村致富骨干培训１０８７１人次，培训后农村劳动力转移１４８４人，建乡镇农科教结合示范基地１个。

２００９年，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通过省级专家组的评估验收，成为省级社区教育中心。在句容市区域教
育现代化的验收过程中，专家和各级领导给予高度评价，被列为全省首批十家数字化学习社区联系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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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１１３　２０１５年，成教培训

次年，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举行数字化学习社区建

设的启动仪式。

２０１４年，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开展从业人员培
训７９期，有创业、实用技术、劳动力转移、职工岗位
等培训班，受训１７０１１人次。社区活动５７期，参加
人员１５１２１人次。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领
导由镇长担任，１２家部门负责人为成员，３３名志愿
者，聘任２０名村官，开展从业人员培训９１期，受训
１８７７１人次。社区活动 ８１期，参加活动 １６１５２人
次，上报参赛论文 ３篇，微课程 ５部、乡土教材
１本。

　　三、郭庄镇成人教育中心简介

学校创办于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７年，在集镇迎河路征地５．２５亩，投入６４万元，新建建筑面积９００平方米的成
人教育中心校。２００２年通过省级教育现代化工程评估验收。２００３年学校迁至中心小学校园内。２００４年，
成立镇社区教育中心。２００６年８月，葛村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并入。２００８年，学校迁入原金星小学（与镇社区
教育中心合并办公）。学校占地１３．４９亩，建筑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拥有专用培训室６个，电脑室１个，另有图
书室、阅览室、接待室、文化活动室、健身房各１个，图书６０００册。成人教育中心校成立以分管教育的副镇长
为校长、成教校长为副校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为委员的７人校务委员会，并配有３名专职教师，制定教育教
学、后勤财务、学员守则等各项规章制度。

１９９４年，学校举办财会中专班，３０名学生。１９９６年财会班学生全部学成就业。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学校共

图２１１４　２０１４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举办培训班１５２期，培训２１５００人次。全镇青壮年
非文盲率达１００％，劳动力文化指数９．５６年。指导
百丈、金星、谢桥行政村创建成镇江市示范村（企）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在实施省“５１１２”富民工程过
程中，农村新增和剩余劳动力培训３３７７人，农村致
富骨干培训１０８７１人次，经培训后农村劳动力转移
１４８４人，建乡镇农科教结合示范基地 １个。２００９
年通过省级专家组评估验收，成为省级社区教育中

心。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学校共开展从业人员培训１７０
期，社区活动１３８期，上报参赛论文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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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科技　科普

郭庄既是句容的“粮仓”，又是镇江市商品粮生产基地。在科技的推广及应用上，以推广良种良法、示范

试验为主，引进粮、油、棉、旱谷良种。在上级农业科技人员的指导下，乡镇科委、科协带领全镇科技人员，结

合本镇地区特点，积极探索栽培模式、植保、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新技术。凡在句容地区试种、推广的粮、棉、

油、旱谷品种，差不多在郭庄、葛村都试种过。引进的优良农作物品种约有２００种。
１９９０年后，两乡镇大力实施“科技兴镇”战略，优化推进科技进步体制和机制，大力组织实施科技项目，

鼓励和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兴农政策，使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份额逐年提高。科技人员在两镇

（乡）推广运用科学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和发挥引领作用，产生一批科技示范基地、科技企业

和科技产品，涌现出一批乡土人才队伍，成为乡镇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１９９５年，郭庄镇创建成“江苏省科技工作先进乡镇”。

第一节　科技

　　一、机构

６０年代末，郭庄、葛村两公社先后创办农技（科）站，８０年代初定为公社社办公助单位，８０年代末、９０年
代初通过考试定为招聘干部。承担乡镇（公社）范围内植物栽培、植保、种子、肥料等新技术推广和县下达的

试验项目。每站配有乡农技员４—７人。
１９７９年底，郭庄乡、葛村乡分别成立乡科学技术协会，设科协主席１人。１９９５年，郭庄镇、葛村镇相继成

立科学技术委员会，有专职科技助理１名，负责全镇的科技工作。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和葛村镇合并，葛村镇科
协撤销，并入郭庄镇科协。设立专职科协助理１名。郭庄镇科协成立现代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协会会员有镇
农科站科技人员和各行政村专业农技员组成；成立林业水产服务协会，有会员２０人；成立赤山湖水产专业合
作社，有会员１２人。

　　二、科技推广

１９９４年，郭庄乡、葛村乡建立科技情报组，以获取更多的农业、乡村工业的科技情报、供需信息、新品种、
新技术、新经验等。

在新品种引种上，郭庄、葛村先后引进的优良水稻品种有南粳系列的南粳 ５２号、南粳 ５０５５号、南粳
９１０８号等；武运系列的有武运粳２３号、武运粳１８号等；镇稻系列的有镇稻１０号、镇稻１１号、镇稻１８号，宁
粳７号等。市（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多次到郭庄、葛村向农民传授如“水稻旱播小苗条寄”“杂交粳稻栽培
法”“单季稻高产栽培叶龄模式图”“群体质量体系栽培”“塑盘抛秧栽培”“水旱直播栽培”等新技术。镇科

技助理、科技情报组、科协在全镇范围内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水稻直播技术、抛秧后的管理。２００３年在
葛村镇示范推广“稻鸭共作无公害栽培”；２００４年在郭庄镇实施“精确定量与超高产栽培”。２００６年市农委
在郭庄镇百丈行政村搞５亩攻关田试验，经镇江市农林局、财政局实产验收，亩产达８６２公斤，获镇江市一等
奖；２００７年郭庄百丈圩丰产方经省农林厅实产验收，平均亩产７６８公斤，获省高产创建三等奖。小麦品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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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系列的有：扬麦４号、扬麦７号、扬麦１５８号；宁麦系列的有：宁麦１３号、宁麦２０号等；小麦推广板茬麦、免
耕麦、套播麦技术，麦田稻草覆盖技术。

油菜品种有：秦油７号、秦油１０号、宁杂８号、宁杂１８１８号、丰油７３７号等；推广低芥酸油菜种植育苗技
术要领、板茬油菜栽培、油菜田化学除草、晚栽油菜高产、油菜根外喷硼等栽培技术。１９９７年，郭庄、葛村的
油料单产高出全县单产１５公斤。

棉花品种有：泗棉２号、苏棉８号、苏棉１２号、科棉１号、科棉３号等；１９９７年，郭庄、葛村两乡种植棉花，
皮棉单产５３．５０公斤，比全县平均单产高出１４．５０公斤。

薯类有：徐薯１８、凉薯等。玉米品种有：隆平２０６，还有之豇２８－２号、巨峰葡萄、刺梨、甜叶菊、草莓、平
菇、蓝莓、圣果。蚕桑业推广蚕研二号增丝剂、速生桑一步成园、丘陵地区密植速成桑栽培技术和小蚕共育

技术，获得当年蚕茧的效益。郭庄、葛村处赤山湖圩区，水面多，水域广，镇科技助理、科协积极推广水产养

殖新技术和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网箱养鱼、池塘高产养鱼和稻田养殖等，改变过去“白水养鱼靠天收”的养鱼

方式，使养鱼向精养高产方向发展。养殖业有：家庭密集养鸡法、樱桃谷鸭的养殖，四季鹅的提纯复壮。草

莓、蓝莓、圣果、西瓜等各项先进种植技术和其他多种经营的新技术。

１９９６年赤山村村民搞反季节苹果生产，镇政府不仅给予财政补贴，还帮助成立“赤山苹果协会”。２００６
年，实施园艺类作物的农业科技入户试点，有２５户承担科技入户的实施项目。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郭庄有２个
科技示范园区在２０００年被认定为句容市级科技示范园区：一是郭庄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园区主导产业是
水产、禽畜果品；二是句容市赤山湖万亩稻田养殖科技示范园，主导产业是稻田养殖珍珠、河蟹。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建立县乡村三级科技工作领导体系，推行科技目标管理责任考核。１９９５年５月，句容市
创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市；８月，郭庄、葛村两镇召开本镇创建动员会，落实措施，两镇财政安排科技经费１１
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１．７４％。１０月，对照标准自查并报市科协验收。１９９５年底，郭庄镇创建成江苏省科
技工作先进乡（镇）。从１９９９年起，全国科技进步考核每两年考核一次。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间４次考核，市科委
与郭庄、葛村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郭庄、葛村新立科技项目２个，即水产养殖，在稻田里养河蚌育珍珠，在水
网地挖水池养河蟹；果树种植，在全镇岗坡丘陵地区大面积种植。

科学技术给全镇工业腾飞注入强劲动力，汽车工业迅猛发展，格瑞德汽车改装厂能改装现代需求的各

种车辆，清洁能源的利用———光伏企业，落户工业园区的东癉中友光伏太阳能厂是镇江市最大的光伏厂，有

职工５００多人，年产值４０亿元。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纷纷落户郭庄空港新区。如江苏省电科电气设备有
限公司（制造）、江苏省齐光玻璃有限公司、江苏省金门能源装备制造厂、江苏省金钿实业有限公司、江苏时

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和正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等。

　　三、科技人才

１９９０年后，两乡镇重视和加强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乡镇科学技术协会，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００年后，在本土人才培养方面，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形成一批稳定的乡土人才队伍；在人才
引进方面，注重选拔任用，逐步形成市场招聘、专项招聘和赴外地招聘的人才引进新格局。各类人才的培

养、使用和引进，大大地促进两镇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推进学科研合作，引导人才智力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给企业的跨越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科技人才支撑。提升企业市场的竞争

力，加快科技兴企、科技兴镇的步伐。至２０１５年底，全镇各类科技人员７７５人，其中农业技术人员３５人，文
教卫生专业人员３３７人，会计统计专业人员１０１人，乡土技术人员９６人，工程技术人员２０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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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科普

　　一、科普宣传

１．组织发行《句容科技报》
《句容科技报》宣传党的科技政策、普及科学知识，以农业和多种经营实用技术为宣传重点，帮助群众开

拓致富门路，是农民致富的好帮手。郭庄、葛村两乡每年订阅量都在４５００—５０００份之间，超过全县平均每４
户农户拥有一份《句容科技报》的普及率。

２．组织收听对农广播
县广播电台为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开设《科普天地》节目。这档节目的“田老师谈生产”

“紧要农事”“本周农事”等栏目，实用性强，在农作物各个生产阶段的节点上，在病虫害防治期间，特别是水

稻、三麦、油菜的病虫害防治期间，乡科协都组织农户收听，根据广播播出的指导措施和对策意见办。时间

久了，每到节目播出时间，农户都要留心地听，或是互相交流听到的内容。

３．开展科技咨询
自１９８６年以来，坚持定期举办以宣传党的科技政策、普及科技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科普宣传日。两镇

（乡）科协多次组织人员收集、整理与本镇有关的农业、工业、社会发展和生产方面的传统经验，结合本地的

实际情况，在生产中运用科技带来的变化和效益情况。为镇（乡）的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生活提供技术知识，帮助人民群众开拓致富门路。镇（乡）科协在各行政村、社区广场和街道路口设立

“科技与信息”“农村天地”“科技兴农”等专栏，及时向全镇（乡）人民传播科技知识。镇（乡）科协每年举办

一次科学技术报告会，邀请市（县）科技人员为镇（乡）科技人员上课，传授前沿科技信息和生产生活相关的

科学知识，提高全镇（乡）科技人员的科技意识和科技水平。同时邀请各行政村有关人员参加，为科学技术

在全镇的普及和推广运用提供更好平台。

镇（乡）科协每年举办一次科技成果展示会，向全镇（乡）人民群众发放科普宣传材料１万多份。每年当
地庙会期间，邀请市（县）科协、市（县）农学会、林学会等科技人员到庙会市场“摆摊设点”，接受群众就种植

业、养殖业方面的技术咨询，提供科技资料。

４．开展科学文明单位创建活动
郭庄、葛村科协在全镇（乡）开展科普文明村、科普文明社区、科普文明街道和科普文明户的创建活动。

每个创建单位都有科普宣传员，每个行政村都有电教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科普画廊和黑板报。社区和街道

的科普画廊和黑板报，定期更换科普内容。两镇（乡）的科普宣传不间断，常态化。科学技术的广泛推广和

运用，有力地推动全镇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全镇（乡）的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４６．３０％。

　　二、科技培训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县科协引进香血糯和内酯豆腐，在孔塘村试种、试验，获得成功，并在当地小面积推广。
两镇（乡）科协根据乡镇实际情况，利用乡镇成人教育中心，社区行政村的电教活动室等场地，从１９９０

年到２０１５年先后多次举办水稻、油料、棉花、水产、甘蔗、西瓜、草莓、葡萄、家禽养殖等多种多样的培训班
１５０多期，全镇参加培训达６０００多人次。

　　三、建设科技示范园区

１９９７年，郭庄镇、葛村镇科协发挥自身优势，选定经济薄弱村，结合农村实际，开展结对科技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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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端王村无偿引进广东优良甘蔗品种，指导部分农户试种甘蔗。开始试种１００亩，当年收入较好，每亩纯利
润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次年端王村百分之七八十农户都种植甘蔗，最少的农户种１—２亩，最多的农户种植１０
多亩，家家种甘蔗，户户有钱赚。

１９９８年按照市委、市政府“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农业产业化要求，两镇科技助理和镇科协积极参与创
建活动，２０００年，创成句容市级科技示范园２个。此外，还有郭庄草莓园、端王蓝莓园、金星茶叶园、孔塘圣
果园、庄里葡萄园、庄里河蟹养殖园、百丈四季鹅和精养鱼区、新安养鸭区等科技先进单位。

２０００年，郭庄镇科协为王夏村引进优良西瓜品种“京兴一号”，是江苏省农科院研制的当家品种，质优、
耐旱、耐渍、抗病虫害、早熟、高产量，每亩３０００—３５００公斤，每亩纯利润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元。王夏村盛行种植西
瓜，每年种植５００—６００亩，王夏西瓜质量好，在句容、江宁、溧水、南京颇有名气。

２０１５年底，全镇农民专业合作社９６家，建成虬北３５０亩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成为全镇现代高效农业
的示范基地。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乡土人才情况一览表

　表２２－１

姓名 住址 从事项目

张海波 金星行政村 应时鲜果种植

吴长府 金星行政村 葡萄种植

吴太明 金星行政村 高档苗木种植

黄　强 孔塘行政村 茶叶种植

刘自年 端王唐家庄自然村 蓝莓种植

陆金男 东岗自然村 生猪养殖

李长江 刘巷行政村 草坪种植

李祖祥 刘巷行政村 草坪种植

杜才恒 方溪行政村 蔬菜种植

易善兰 东岗村上顶自然村 花卉、苗木种植

叶金娣 刘巷西地自然村 草坪种植

张连喜 刘巷行政村 农作物机械植保

俞元兆 百里行政村 花卉、苗木种植

刘广忠 东岗行政村 畜禽养殖

叶再强 五渚坊行政村 花卉、苗木种植

蒋家森 郭庄行政村 家禽养殖

张远明 虬山西麓虬北村 苗木、鲜果种植

蒋士新 葛村行政村 蔬菜、鲜果种植

吕　斌 五渚坊行政村 花卉、苗木种植

周建国 方溪行政村 花卉、苗木种植

李　强 金星行政村 花卉、苗木种植

唐建州 方溪行政村 休闲农业

任扣宝 东岗村祁庄自然村 花卉、苗木种植

宋新领 虬北行政村 花卉、苗木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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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乡土人才情况一览表

　表２２－１（续）

姓名 住址 从事项目

端家胜 端王行政村 休闲农业

吴共发 郭庄行政村 休闲农业

蒋世荣 金星行政村 中药材种植

沈计鸿 金星行政村 葡萄种植

顾　群 庄里行政村 花卉、苗木种植

李　春 东岗行政村 核桃种植

王小平 百里行政村 花卉、苗木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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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卫　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郭庄、葛村两地卫生状况很差。由于地处圩区，与水、蚊虫有关的疾病以及当

时常见的天花、流脑、疟疾等时有发生，麻疹、白喉、伤寒等疾病蔓延。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赤山湖周围地区
及赤岸村一带，发生吐泻病人很多，当时郭庄只有一个私人诊所，设备简陋，医药匮乏，医技水平低下，多数

百姓患病无力医治，仅靠道观施医舍药、游医郎中、民间祖传秘方等，或祈神求佛，许多家庭家破人亡。

１９５５年３月，郭庄创办私人诊所，１９５６年创办葛村卫生所。
１９５７年，人民政府接管私人诊所。１９５９年，成立郭庄公社医院和葛村公社医院。１９８５年，郭庄、葛村两

卫生院共有医务人员５１人，病床５４张。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郭庄中心卫生院门诊科室设备基本齐全，医
疗水平在全市乡镇医院中名列前茅。１９９１年，葛村卫生院周翔被省卫生厅授予“抗灾防病先进个人”，１９９２
年１月，卫生部授予葛村乡方溪村村医夏兆庆“抗灾防病先进个人”称号。２００８年，郭庄卫生院获镇江市“人
民满意基层站所”称号。２０１２年郭庄中心卫生院被江苏省卫生厅授予“省示范卫生院”称号。２０１５年，郭庄
中心卫生院被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授予“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多次受江苏省、镇江市表彰。

第一节　卫生机构

　　一、郭庄中心卫生院

郭庄中心卫生院的前身是１９５６年成立的郭庄联合诊所，１９５９年更名为郭庄公社医院，１９７１年更名为郭
庄卫生院，设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科、放射科等。

１９９１年，郭庄地区遭遇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郭庄卫生院２２间医疗房屋倒塌，部分医疗器械和药
品报废。香港《文汇报》读者捐赠１５０万港币，重建郭庄卫生院，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落成，总面积２８７６平方米。为
铭记香港人民赈灾义举，在院内立功德碑１块。

　　图２３１　郭庄中心卫生院

１９９５年，经镇江市卫生局评审，郭庄卫生院评为“一级甲等”卫生院。２００４年４月７日，市卫生局组建以
市人民医院为核心的句容人民医院集团，郭庄卫生院是４个乡镇卫生院成员之一。是年底，郭庄卫生院被镇
江市评为“文明单位”。２００６年，郭庄卫生院占地
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有职工 ４７人，其中医技人员 ３９
人，副主任医师 １人，中级职称 ５人，１１个临床科
室，８个医技科室，１个疼痛特色专科。２００８年，郭
庄卫生院获镇江市“人民满意基层站所”称号。

２０１１年８月，郭庄卫生院、葛村卫生院、郭庄防保所
３家合并，成立郭庄中心卫生院。郭庄中心卫生院
是江苏省卫生厅“三个代表”学教联系点。２０１５
年，郭庄中心卫生院被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授予

“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１９９０年开设五官科，１９９９年开设儿科，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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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２　２００１年３月，省卫生厅赴句容郭庄卫生院“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调研会

增设病理科，病区２个，配有美国 ＧＥ公司 Ｂ超、日
本产奥林巴斯胃镜、澳大利亚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尿液分析仪、钾钠分析仪、２００毫安 Ｘ光机、胎心监
护仪、透乳仪、全电脑妇科宫颈治疗仪、英诺华全自

动生化仪、ＤＲ２００１酶标仪、五分类血球仪、心电图
机、心电监护仪、全自动洗胃机、进口心脏除颤仪、

呼吸机、麻醉机、数字化影像机（ＤＲ）、耳鼻喉内窥
镜、全套病理设备、床边 Ｘ光机、床边 Ｂ超、红外线
透乳仪、ＤＲ日本进口东芝纳米彩色Ｂ超、ＴＣＤ手术
床等一批大型高档医疗设备，拥有全市乡镇卫生院

唯一的１０万级层流手术室。

　　附：功德碑碑文

　　图２３３　１９９１年，功德碑

一九九一年夏，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造成特

大洪涝灾害。地处圩区的江苏省句容县郭庄乡卫

生院损失惨重，全院大部分医疗用房倒塌，医疗器

械、药品报废，郭庄乡及邻近数十万民众就医面临

严重困难。正值万民忧虑之际，省抗洪救灾总指挥

部及时拨来了香港《文汇报》读者的赈灾款一百五

十万港币，重建郭庄卫生院。

为了永远纪念香港各界同胞、香港《文汇报》读

者的骨肉深情和赈灾义举，数十万父老乡亲为表达

对香港同胞的感激之情，特立此碑，作永久纪念。

江苏省句容县郭庄乡人民政府敬立

公元一九九一年十月

图２３４　２０１２年，为患者做Ｂ超检查　　

　　二、葛村卫生院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成立葛村卫生所，１９５９年成立葛村公社医院。１９６４年，葛村卫生所被卫生部组织的医疗
卫生工作队确定为中心医院。１９６５年１２月，葛村医院、虬山医院合并为葛村地区医院，有医护人员２８人，

能开展简单的下腹部手术。１９７３年，葛村地区医院
更名为葛村中心卫生院，添置Ｘ光机，增设防疫科，
能独立开展下腹部手术和三大常规化验，设病床７
张。１９８２年新建门诊楼 ７８０平方米，１９８５年开设
口腔科，１９８７年增设心电图、Ｂ超、生化室。１９９２
年后开设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针灸科、胃镜

室。１９９５年后，购置高频电刀、脑血流显示仪、５００
毫安Ｘ光机、电子胃镜、美国ＧＥ－２００大型Ｂ超、多
功能心电监护仪、无影灯、万能手术床、半自动生化

分析仪、全自动血球计数仪。设病床２０张，能开展
胃癌、乳腺癌、甲状腺、脾脏、腰椎间盘突出等难度

２９０

郭庄镇志



较大的手术以及颈部肿块、子宫肌瘤、盆腔包块、剖宫产、鼻息肉、白内障、倒睫、翼状胬肉等手术。１９９６年８
月被评为“一级甲等”卫生院。１９９８年创成“爱婴医院”。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合并，葛村中心卫生院保留隶
属于郭庄卫生院。２００６年，医院搬迁至新址，总建筑面积６６００平方米。职工３２人，其中本科４人，专科７
人，中级以上职称２人，初级职称２１人，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眼科、针灸科、放射科、化验科
等。年门诊量２万余人次。病床使用率６７％，其中眼科、五官科、骨科是医院的特色专科。

１９９１—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卫生院基本建设情况一览表
　表２３－１ 单位：平方米、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面积 总投资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郭庄卫生院

医疗综合楼 ５７５４ １５１ １９９１－０８－０１ １９９２－１１－０１

办公楼 ４８７．３０ ３６ ２００２－０３－０１ ２００２－０７－０１

购谢桥卫生室 １３２ ６ ２００２－１２－０１ ２００２－１２－０１

建供应室 １１０ ２ ２００４－０６－０１ ２００４－０８－０１

葛村卫生院
职工宿舍楼 ９００ ４２ １９９５－０４－０１ １９９５－１０－０１

新医院购建政府办公楼 ６６００ ３５０ ２００６－０４－０１ ２００６－０５－０１

郭庄中心

卫生院

建食堂（郭庄卫生院） ８０ ３８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建食堂（葛村卫生院） ６０ ６ ２００９－０３－３１ ２００９－１０－３１

郭庄卫生社区工程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０－０５－１０ ２０１０－０８－３１

郭庄卫生院改造工程 ６６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葛村卫生院门诊楼出新工程 ２００ ３３ ２０１３－０４－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郭庄中心卫生院数字化门诊室强弱电工程 １２０ １．８０ 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２０１５－０５－３１

　　三、郭庄预防保健所

郭庄预防保健所（简称郭庄防保所）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４日，由郭庄卫生院、葛村卫生院的防保人员剥离
组成。所址设在郭庄卫生院办公楼１楼，共１０间用房４８０平方米，设预防接种点３处，设有卫生监督科、计
免综合科、财务科，工作人员１２名。防保所承担郭庄全镇传染病预防、计划免疫、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公共
卫生、职工卫生等预防保健、管理监督。２００３年，实现全镇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覆盖率１００％，完成审发食品
卫生许可证４３２张，从业人员健康体检５７４人次。在预防非典型肺炎期间，郭庄防保所共出动人员４９６人
次，使用消毒物资５００公斤。２００６年，郭庄防保所结核病督导和预防工作通过江苏省专家组检查验收，全镇
完成审发食品卫生许可证４６３张，从业人员健康体检６９３人次，“四苗”覆盖率９５％。同年建成葛村计划免
疫门诊室。

２０１０年，郭庄防保所分别在郭庄、谢桥、葛村设立计划免疫门诊接种点３个。谢桥门诊点用房面积１２０
平方米，葛村门诊点用房面积２０５平方米，是镇江市甲级计划免疫门诊室。自防保所成立至２０１５年，所辖区
域内未发生传染病暴发疫情。

２００３年，郭庄防保所获句容市“非典型肺炎防治先进集体”。２００６年，获“镇江市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先
进镇”称号。

　　四、社区卫生服务站

郭庄、葛村原有１５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因成立赤山湖管委会，谢桥和芦亭卫生服务站划归赤山湖管委
会，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共有１３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其中郭庄境内有郭庄、朝阳、甲山、端王、金星、孔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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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７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葛村境内有方溪、虬北、东岗头、五渚坊、东方红、东湖６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有２５
名社区医生，男１３人，女１２人，有卫生部门发放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社区卫生服务站担负所在社区
人民的传染病预防和监督，及时医治患者的常见病、多发病，保障群众的身体健康。

１９９１—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中心卫生院所获荣誉一览表

　表２３－２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获奖单位或个人

抗灾防病先进个人 卫生部 １９９２年 句容县葛村乡方溪村村医夏

兆庆

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抗灾防病先进个人 江苏省卫生厅 １９９１年 葛村中心卫生院　周翔

省示范镇卫生院 江苏省卫生厅 ２０１２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 江苏省卫生厅 ２０１３年 金星村卫生室、方溪村卫生室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防治先进个人 江苏省卫生厅 ２０１３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李勇

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 东岗头村卫生室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人民满意基层站所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９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先进基层党组织
镇江市卫生系统争先创优活动指导

小组
２０１１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镇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群众满意示范站所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镇江市“健康卫士”
镇江市文明办、作风建设办、镇江市卫

生局、镇江市文广集团
２０１２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殷久伟

镇江市爱国卫生先进单位 镇江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镇江市放射防护管理示范点医院 镇江市卫生监督所 ２０１４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镇江市“我最喜爱的卫生卫士”
镇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总工会、卫

生局
２０１４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宫学梅

镇江市第十二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消
费者信得过单位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 ２０１４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镇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先进个人 中共句容县委、县政府 １９８３年 郭庄卫生院　戚忠浩、刘基英

先进个人 中共句容县委、县政府 １９８３年 葛村卫生院陈年新

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先进集体 句容市卫生局 ２００３年 郭庄防保所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句容市文明单位 中共句容市委 ２００５年 郭庄卫生院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句容市文明单位 中共句容市委 ２００５年 葛村中心卫生院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句容市文明单位 中共句容市委 ２００５年 郭庄防保所

２００７年度人民满意基层站所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巾帼文明岗 句容市妇联 ２００９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妇产科

五一文明号 句容市总工会 ２０１２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护理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度句容市文明单位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先进个人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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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中心卫生院所获荣誉一览表
　表２３－２（续）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获奖单位或个人

群众满意基层站所 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社会管理综合站治理和平安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
中共句容市委、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五一劳动奖章 句容市总工会 ２０１３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李勇

信访稳定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句容市卫生局委员会、句容市卫

生局
２０１３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句容市文明单位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党务公开示范点 中共句容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

先进单位
中共句容市委、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先进个人 中共句容市委、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李勇

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句容市委、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年 郭庄中心卫生院

第二节　卫生建设

　　一、村级卫生建设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郭庄、葛村两乡每个大队推荐１名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参加江苏省举办的为期一
年“半农半医”培训班。共有４２名青年参加培训学习，结业后回原大队担任大队医生，时称“赤脚医生”。
１９６９年，大队卫生室实施统筹合作医疗制度，融入全县三级医疗网络。到１９７２年，两乡参加农村合作医疗
的社员共有５３２１８人，占农业人口９５．９５％。１９８１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卫生室性质也发生变化，合作
医疗停办。１９８４年，“赤脚医生”更名为“乡村医生”“保健员”。１９９８年，根据市级编制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和
实施办法，组成以郭庄卫生院为重点，葛村卫生院为支撑，１３个社区、村卫生服务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
网。１９９９年，两镇全面推行新型农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并对农村卫生室进行建档整顿。２０００年，对村卫生
室实行分类管理，被核准的村卫生室３２个，镇村一体化卫生室８个，村级诊所６个，全部获取“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２００５年，全镇村卫生室撤并组成村级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３家，服务站业务由镇卫生院管理，医护
人员由市卫生局管理。２００６年，每个服务站用房达８０平方米以上，建有诊疗室、观察室、换药室、药房、健康
教育室、计划生育室。建立健全各项医疗、管理制度，并张贴上墙。２００８年底，１３个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全
部通过江苏省标准社区卫生服务站考核，注册乡村医生２５人。

２０１３年，金星、方溪卫生室获省级“示范村卫生室”。２０１５年，东岗头卫生室获省级“示范村卫生室”。

　　二、镇卫生院建设

２０００年，郭庄卫生院、葛村中心卫生院实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５名业务骨干通过公开竞争，走上中层干
部岗位，单位内部实行全员聘用制，改革分配制度，实行成本效益核算，实行工资总额动态包干和岗位工资

系数分配方法，体现优劳优得、多劳多得的原则。药品采购进入市场采购管理中心，联合招标采购，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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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站进药由镇卫生院统一代理。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两卫生院主要医疗设备情况一览表
　表２３－３ 单位：台（套）、辆、张

单位名称

心
电
图
机

Ｂ
超
机

２００
毫安

及以

上Ｘ
光机

洗
胃
机

麻
醉
机

半自

动生

化分

析仪

全自

动生

化分

析仪

分
光
光
度
计

光
电
比
色
计

心
电
监
护
仪

血
球
计
数
仪

尿
液
分
析
仪

胃

镜

救

护

车

胎
儿
监
护
仪

妇
科
治
疗
仪

综
合
手
术
床

产

床

郭庄中心卫生院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葛村卫生院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 — １ １ １

　　注：郭庄卫生院２００５年１月购置的日本东芝纳米彩超，价值５８万元，系５０万元以上医疗设备。

１９９８年，郭庄、葛村两卫生院共有 ２８人参加市卫生培训中心举办的在职人员学历转换培训班。２００２
年，有５６人在市卫生培训中心脱产培训，获得结业证书。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有１２名乡村医生完成医学类培训
教育，获得中专文凭，郭庄中心卫生院有１名副主任医师，２名主治医师，１名主管检验师；葛村卫生院有３名
主治医师，医疗业务范围不断拓展。１９６２年１１月，郭庄医院能开展下腹部手术，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两医院能
独立开展胃、脾、直肠、甲状腺、乳房、肝胆、前列腺、小儿疝气、四肢骨折、剖腹产、子宫肌瘤、卵巢肿瘤及五官

科、头颈部疾病等难度较大的手术，内科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逐步提高。两院都创成“江苏省爱婴医院”，

评为“一级甲等”医院，“优抚三老”（老烈属、老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卫生院等。

第三节　疾病防治、食品安全与卫生保健

　　一、疾病防治

郭庄、葛村两院紧跟市（县）防治部署。每年儿童各类疫苗接种率都在９５％以上，四苗（卡介苗、脊灰糖
丸疫苗、百白破三联疫苗、麻疹疫苗）覆盖率、建卡率、计免保偿率等均达到国家规定控制指标。寄生虫病在

句容南部感染率较高，郭庄、葛村两地加强农村群众的集体驱虫及改水改厕等综合防治措施，寄生虫病的发

病率控制在５％以下，对地方性甲状腺肿的防治，向居民宣传食用碘盐的作用，对７—１４周岁在校学生发放口
服碘油丸。在抗击“非典”期间，郭庄防保所在郭庄交通卡口设立留检站，共体检过往旅客近万人次，郭庄、

葛村境内未发现非典患者或疑似非典病人。

　　二、食品安全管理

每年组织食品行业从业人员定期体检，不合格者不准从业。组织岗前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者发给培训

许可证，审核食品经营单位（个人）环境和基本卫生条件，发放卫生许可证。郭庄、葛村自来水的供应是由南

京供应的，郭庄水厂经常和南京供水单位联系，查询阶段性自来水水质状况以及相关卫生指标，南京方面也

会随时向郭庄、葛村通报，以确保全镇人民饮水安全。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４日，因南京市发生“汤山群众早餐食用油条中毒”事件，郭庄因与南京接壤，镇党委、政府
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全镇进行地毯式检查，特别是食品行业，以防此类事情发生。２００５年春节前夕，接到
群众举报，葛村镇葛东村王某家中储存有毒狗肉，镇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会同相关执法部门立即查处，销毁

有毒狗肉５７７公斤，执法部门依法作出卫生行政处罚。葛村镇政府举一反三，再次组织人员严格检查全镇食
品卫生，取缔无证生产经营单位，对所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实施经常性卫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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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庄、葛村有２所幼儿园、２所小学、１所中学，学校都有食堂，加强对学校食堂饮用水、学生饮用奶、
以及学校周边饮食店、向学生销售盒饭的流动摊贩、冷饮、饮料、小吃、零食摊点的清理整顿和监督管理。

学校内部，定期开展学校食品卫生安全检查，对食堂人员进行定期体检，开展“学校食堂卫生达标建设”

活动，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严把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准入关，着力提高对食品中毒的预

防控制和应急处置能力。２００５年，句容市卫生局命名金星村为“卫生示范村”。２００６年，郭庄镇被评为
镇江市食品管理先进镇，市卫生局授予谢桥村“食品管理示范村”。至 ２０１５年，全镇未发生食物中毒事
故。郭庄中心校食堂、郭庄幼儿园食堂、郭庄中学食堂、葛村中心校食堂、葛村幼儿园食堂被评为“镇江市

食品卫生 Ａ级食堂”。

　　三、初级卫生保健

１９９２年起，启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郭庄、葛村两乡全面实施妇幼保健政策和规定，推动住院分娩、
科学接生、母乳喂养。两乡严禁村医和个体医生接生，要求孕妇一律住院分娩，到２０１５年底，全镇孕产妇住
院分娩率１００％。对怀孕３个月以内的孕妇建立预产期保健卡，实行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和产后访视。产前
检查需达５次，产后４２天母婴健康访视，产后３次访视和７次健康体检。至２０１５年，全镇未发生孕产妇死
亡病例。两院都设有妇科，对常见的４种妇科病（宫颈炎、子宫脱垂、宫颈癌、盆腔肿瘤）开展调查和治疗。
到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两卫生院共为１万多人次妇女普查治疗４种疾病２万多人次，患者收治率１００％。两
卫生院各有１名兼职保健医生做儿童保健，定期为儿童体检，健全０—７岁年龄组明细账和儿童系列管理保
健卡。在幼儿园培训兼职保健老师，推行入园儿童“一人一巾一杯”，流水洗手和晨检制度，对儿童开展计划

免疫工作，免费接种１１种疫苗。
１９９４年，郭庄、葛村两卫生院分别签订“２０００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管理责任状。郭庄镇、葛

村乡坚持“循序渐进、主攻重点、突破难点、平衡发展”的工作思路，结合郭庄、葛村水乡的特点，把农村改水

改厕，地方病防治（郭庄、葛村境内主要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在７—１４周岁儿童中，郭庄儿童患病率８．１５％，葛
村儿童患病率１１．７７％），农民集资医疗保健等，作为重点工作来抓。１９９７年，郭庄镇、葛村镇组建创卫办公
室，制定创卫方案，创卫标准。２０００年后，在全镇开展“清洁环境、美化家园、增进健康”活动。在集镇、社区、
机关、学校、企业、医院、街道路口等处，共设立健康教育宣传专栏展板 ３００块，免费发放《居民健康知识读
本》等卫生宣传资料，利用“全国爱卫月”“省健康教育宣传月”“艾滋病防治日”“世界无烟日”等特定时间节

点，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咨询和义诊活动。在集镇组织对五小店（小饮食店、小浴室、小旅馆、

小网吧、小美容美发厅）行业的有关人员进行创卫标准培训，对照创卫标准主动整改，对卫生设施不全、卫生

状况差的单位限期整改。坚持环境综合整治，用物理、化学消杀结合的办法，开展除四害活动。发动单位和

家庭搞好环境卫生和家庭卫生，迁移填平露天粪缸，家禽家畜一律圈养，疏通清理污水沟，组织专业保洁人

员清扫街道，全面实施垃圾袋装化和日产日清，减少四害孳生地，建设垃圾箱和垃圾收集房，全面清理农村

积存垃圾，农村生活垃圾逐步实行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模式，落实镇村环境改造，治理污水塘、露天粪

坑，硬化镇村道路。利用空闲土地栽花栽树种草，全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８．３０平方米。加强完善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综合整治环境脏、乱、差的状况，改善农村饮水条件，做好粪便、垃圾卫生管理，改善全镇人民生产

生活环境。

１９９９年，两镇全面推行新型农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村集体实行各种形式的集资医疗保险制度占
９７９９％，安全卫生覆盖率９３．７０％，其中自来水覆盖率８０．９７％，卫生厕所覆盖率５８．９３％，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受检合格率９９．５１％，婴儿死亡率６．３０‰，儿童疫苗接种率９９％，孕妇住院监护分娩率９９％，传染病发病率控
制在０．５０％。到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省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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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爱国卫生运动

　　一、除“四害”

１９５２年，郭庄乡、葛村乡家家户户订立爱国卫生公约，张贴上墙，各村建立爱国卫生组织，带领群众大搞
爱国卫生运动。１９５６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制定除害灭病计划，消除四害（灭蝇、灭蚊、灭
鼠、灭麻雀，后改为灭臭虫、蟑螂）。１９８６年后，按不同季节适时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１９９６年，开展冬季农田灭鼠活动。２００７年，集中开展消灭老鼠、蟑螂、蚊蝇数次活动，并通过句容市考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每逢春、夏在镇村开展卫生大清除和灭鼠、灭蚊蝇为重点的除“四害”行动。

　　二、健康教育

１９８６年以来，坚持开展以普及健康教育，推行农村改水、改厕、除害灭病和治理脏、乱、差为主要内容的
爱国卫生运动。１９９２年，在乡村小学开设健康教育课。１９９３年在２所中学及教学点，开设健康教育课。各
中小学通过班会、晨会、少先队会、广播、橱窗、黑板报、游戏、儿歌、文艺表演、早上进校前的个人卫生检查等

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树立学生的健康意识，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社区、村委会，以卫生室为阵

地，向居民、村民发放与季节相关的健康教育宣传单，向老年居民、村民发放常见老年病的预防、老年保健等

相关资料，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通过办卫生知识培训班、健康宣传专栏等形式在公共场所设立健康知识

宣传橱窗，张贴禁烟标识、健康图片等。对食品饮食行业从业人员实行每年一次卫生知识培训，每年一次健

康体检。２０００年，两镇进行基础健康知识知晓率检查，检查结果，学生知晓率９８．２０％，居民９７．４０％；健康行
为形成率，学生９２．５０％，居民 ９２％。两镇卫生室覆盖率 １００％，村卫生室中甲级卫生室 ５个，合格卫生室
８个。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１３日，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周珉到句容检查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在郭庄卫生院召开“省
卫生厅赴句容市郭庄卫生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调研会”，调研“三个代表”学教活动措施落实

情况。

２０１５年，郭庄中心卫生院被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授予“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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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文化　体育

郭庄、葛村两乡镇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民间体育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体事业发展很快，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区群众文体活动更为活跃。文化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成为集镇主要文体活动

场所，在全市组织的广场舞比赛中，连续３年获得较好的名次。郭庄镇残疾人胡鹏参加第十四届伦敦残奥
会，勇夺男子７５公斤级卧举铜牌，为国争光，被省政府记一等功。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阳地二龙戏珠，被列入
江苏省第一批非遗保护名录，并获得江苏省和全国舞龙大赛金奖，还有２３项列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东岗头村遗址考古发掘，在“湖熟文化”体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孔塘遗址扩大了良渚文化的影响范围。全

镇广播电视同步发展，共缆传输，到２０１５年，全面实现数字电视整体转换。１９９２年，葛村文化站被省文化厅
表彰，获“抗洪抢险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１３年，郭庄镇获“江苏省乡镇公共文化示范镇”荣誉称号。

第一节　文化站

　　一、机构沿革

１９５０年９月在六区建立中心俱乐部，工作人员２人。１９５３年改名为区文化站。１９５６年撤区并乡后，全
县保留葛村等６个文化站。１９６９年秋，文化站被撤销。１９７２年，葛村文化站恢复活动。１９７４年，建立郭庄
公社民办公助文化站。１９７８年，文化站设专职人员１人，有图书室、阅览室等设施。１９８６年，郭庄乡、葛村乡
把文化站、影剧院、电影放映队和广播站合并成立乡文化中心。但由于乡文化中心没有编制，经费不能统一

使用，人员不能统一管理，组成单位仍各自为政，至８０年代后期，乡文化中心自行解体。１９９１年，郭庄文化
站、葛村文化站维持“一人、一站、一室”状况。２００４年，文化站与广播站合并为文化广播服务中心。２００５
年，葛村文化广播服务中心与郭庄文化广播服务中心合并为郭庄文化广播服务中心，２００７年，根据省里要求
恢复建立乡镇文化站。

　　二、设施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葛村文化站属公办文化站，处境比全县其他１５个民办文化站要好些，文化站为庭院式
结构，占地面积约１０００平方米，站内藏书４０００余册。为实现“以工养文”，郭庄文化站办文化服装厂，后由
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原因，文化服装厂于 １９９３年前后停办。２００１年，郭庄文化站用房面积 ３００平方米以
上。葛村文化站藏书５０００册以上，郭庄文化站藏书３０００册以上。随着活动用房的扩大，葛村文化站、郭庄
文化站增设舞厅、电子阅览室、录像厅等。２００４年，郭庄镇文化站、葛村镇文化站活动用房被卖、被拆迁３００
平方米，图书室藏书流失，损失过半。

２００５年，在全省开展创建合格文化站活动中，句容市与郭庄镇签订目标责任状，建成全省合格文化站，
政府给予５万元经费补助。郭庄镇把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建在金星小学内，占地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活动用房
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文体中心内设图书室、阅览室、书画室、音乐室、健身篮球场、乒乓球室等１０多个活动场
所。２００７年郭庄文化站建成江苏省合格文化站，２０１３年，郭庄镇获“江苏省乡镇公共文化示范镇”荣誉称
号，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份，因金星小学场地改为其他用途，镇文化中心迁移到原郭庄镇中心小学内，活动场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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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配套等超过金星小学内规模。

　　三、影剧院

郭庄万年台是座古戏台，系瓦木结构，造型美观大方，建筑风格独特，毁于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１９８２
年１月，郭庄大会堂改建成郭庄影剧院，拥有座位７９８个。葛村影剧院于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建成，拥有座位９９８
个。两乡影剧院都使用１６毫米放映机，全年放映场次、观众人次、放映收入等指标在全县乡镇影剧院排名中
均名列前茅。随着电视和家用文化电器的普及，文化娱乐项目日益增多，至９０年代末，正常放映已无人问
津，影剧院难以维计，不得不息业转行，退出历史舞台。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址和古迹

１．非物质文化遗产
２００５年，在全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三阳地的二龙戏珠舞龙表演，流传已有 ４００多年历

史。２００６年，句容市启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市文体局申报领导小组成员对三阳地二龙戏珠的起源、
历史、传承及发展，进行走访、挖掘、梳理、总结归纳，被列入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２００７年３月，
被列入江苏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与此同时，郭庄镇还有２３项列入句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红土山的传说、上葛下葛村名的由来、赤
山的传说、葛村狗肉的故事、舞龙的来历、葛村狗肉制作技艺、赤山湖圩区治水、五渚坊香会、经村

#

叠罗汉、

五渚坊跳鼓、百里村与娘娘坟、地方鬼为什么脚上栓大钉、小龙望娘蒋家边、人死了为什么要烧纸、陈子三独

造天王寺、朱巷的传说、望湖岗上乌金塘、坛培村的传说、望仙桥村、郭庄的传说、茅山菩萨照远不照近、赤山

的传说、舞龙《二龙戏珠》。

二龙戏珠　二龙戏珠是郭庄镇三阳地自然村开展的一项民间舞龙表演活动，流传已有４００多年历史，
１９８８年被纳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１９９９年，进行挖掘整理，创新编排。

三阳地的二龙戏珠，以“珠引龙舞、云随龙翻、龙云穿插、二龙戏珠”为主要内容，队型主要有龙筐、二龙

吐水、龙井、上水波形、下水波形、二龙戏珠、龙穿梅花、螺蛳单结顶、龙戏尾、龙戏情、八瓣花等。每条龙身长

１９米，１０人一条龙，共２０人舞动表演。１人持龙珠领舞，另有数十人举旗打伞、敲打锣鼓、表演云片。出行
时，锣鼓开道，龙旗龙伞、浩浩荡荡。进入场地，在热烈的锣鼓声中，两条巨龙高跃如龙腾九霄，低游似蛟龙

翻海，或依偎交缠，或分飞云天，在翻、滚、转、穿、跳、跃间，完成１０余个套路及眼花缭乱的几十种队型。１０—
２０名姑娘的云片表演，更衬托出巨龙的矫健。尤其使人惊喜的是由龙体构成“中”“国”“龙”三个字。二龙
戏珠展现出一幅双龙闹海的画卷，场面壮观。

图２４１　２０１５年，舞龙展演　　

１９９９年，三阳地的二龙戏珠分别赴南京、北京参加江苏省和全国舞龙大赛，均获金奖，并被选派参加在
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喜迎澳门回归大型广场庆祝

活动。

本地龙灯还有高架龙和滚地龙两种，在色彩上

有黄龙、白龙、青龙等。表演时每人手持一节，另有

一人持彩球引舞。随着彩球和龙头的翻腾，每节随

着翻滚，形成特定的套路。有的还配备多人，手拿

云片，配合起舞，形同一条巨龙在云中翻滚。玩火

龙时，从龙嘴中还可喷出五色火焰，非常壮观。

跳鼓　流传于葛村乡五渚坊村一带。在清咸
丰（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年）以前，该地已兴此舞，每年正月
二十七至二月初八为活动日期。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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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鼓多在乡村万年台演大戏的间隙表演，表演者计４８人。道具有两面开道锣、十面小京锣（代表该村
五大姓，每姓两面）、一只大鼓、一只头锣、两把铳、两只喇叭、四面牌、四只手提锡香炉、四把帷伞、一只领路

灯笼、一幅挑盘、一尊“佐大禹治水功臣”张祠山的神像；还配有打击乐器二组，每组七人。表演时主要有两

名赤膊大汉（下穿白色短裤），蹲抬大鼓，蹲着呈坐马式，有节奏地起舞。有跳上拐、跳下拐、跳四方（开四门）

等十套动作。此舞粗狂热烈，亦极累人，最壮的汉子也只能跳三四分钟。两人为一组，哪村坚持的时间最

长，就为优胜。表演时，数十里外的大汉也特地来参赛，以决雌雄，五渚坊的青年往往是胜者。故当地有“不

打你，不骂你，五渚坊的跳鼓死你”的俗话。县文化馆的信维毅，将跳鼓整理加工后，参加镇江市“金山之

春”文艺调演，获创作、表演二等奖。

叠罗汉　流传于葛村乡经村
#

村，历史悠久，远近闻名。表演者由身强力壮之年轻人化装成各路神仙

形象，如大头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观音菩萨、童男童女等。表演时，在锣鼓声中，每叠阵式前，先表演一

套武术，如罗汉棍等。大头佛则活跃于台前台后，阵式共１０８套，“十八罗汉”最精彩，层层叠起，顶端站立一
人，底层只一人，技巧甚高。新中国成立后曾参加苏南民间体育比赛，获奖旗一面。

舞蹈　郭庄、葛村的舞蹈以民间舞蹈为主，如郭庄乡端庄、窦家两村的采茶灯，原系茶农田头即兴歌舞，
歌无定词，舞无定姿。传说明正德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路过茶山，见青年男女载歌载舞，形同接驾，大悦，

返京后便下旨召演，流传下来，２０１５年仍保持原有特色和活动方式。１９８４年，王立春、信维毅、程尊平、汤思
银等，根据葛村乡三阳地村的《龙舞》整理绘编的《二龙戏珠》，已编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江苏卷》。

２．遗址
句容有“京畿首县”之称。郭庄紧邻南京，文物的发掘和保护，使得句容古县历史文化得以传承。１９７１

年上半年，郭庄公社清理晋墓一座，为砖室墓，已残，出土文物有青瓷罐、双鱼铜洗、双耳铜鉴。另有“晋元康

五年”“晋元康乙卯”两块字块。现收藏于镇江市博物馆。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０６年５月，配合宁杭高速公路
建设，对郭庄东岗头村湖熟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标本３０００余件。东岗头村大山边遗
址２００８年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有虬山遗址、下山地遗址、甲山村遗址、孔塘遗址等。

虬山遗址　位于虬山脚下，俗称蒋家乌龟墩，遗址面积约４０００平方米，高６米。全墩椭圆形，北部向外
突出如龟头，顶平。地表散见有商周时期的夹砂红陶豆片，黑皮磨光陶瓿片、印纹陶片以及原始青瓷残片。

还有汉代印纹硬陶罐片、泥质灰陶瓿、盘、碗、豆等残片。

下山地遗址　位于下山地村，四周为水田及池塘，墩近圆形，面积约３２５０平方米，高１米，顶平。采集到
的遗物有商周时期石锛、夹砂红陶鬲、飌、泥质红陶、灰陶、黑衣陶瓿、罐、杯、盆、钵、豆等残片，以及汉代的印

纹硬陶罐、泥质红陶瓿、盘、罐等残片。

甲山遗址　位于甲山村松树山地段，２００５年发掘出大量的陶片、铜器以及骨头。该地属先民聚居生活
遗址，已有六七千年历史，为良渚文化发源地之一。

孔塘遗址　位于孔塘埂村以北 ４００米，Ｇ２５长深高速西侧约 ２００米处，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北纬
３１°４７′４０″，东经１１９°０′２０″。遗址地貌为高于地表２—３米不等的土墩，文化层堆积深厚，经过钻探，深度多在
２米左右，表面及剖面随处可见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陶片，内涵较为丰富。２０１４年因当地建设取土被发现，
随即遭到盗挖破坏，市博物馆会同当地政府对遗址进行及时保护，并收缴一批盗挖所得，有夹砂红陶三足带

把鼎、泥质灰陶豆、双鼻壶、石锛、石钺等，均为遗址墓地所出。为防止遗址进一步遭到破坏，２０１５年４月开
始，南京博物院考古所与句容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发掘，确定此处为新

石器时代墓地遗址，墓葬堆积密集，发掘面积约３７５平方米，出土墓葬１７０余座，随葬器物组合包括杯、鼎、
豆、壶，偶见小玉珠、玉镯等。该遗址文化内涵复杂，出土有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双鼻壶、豆，又与良渚文化

有着明显差异，出土器型多样。该遗址的文化性质是良渚文化的地方类型亦或是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碰撞

交融的产物，宁镇丘陵地区内鲜有发现良渚文化因素，此次发现，发掘众多的墓葬，为研究史前人类的丧葬

习俗和体质信息提供大量的宝贵材料，扩大了良渚文化的影响范围。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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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庄境内有周代土墩墓群３处１２座；邱家边村３座，五渚坊村４座，处于赤山湖南岸平原，甸岗村５
座，处于岗脊。

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古遗址一览表

　表２４－１

遗址名称 所在位置

神仙墩 郭庄窦家边村西北

甲山村遗址 郭庄甲山村松树山

魏家墩 郭庄魏家庄村北

小沈头山 郭庄望仙桥东南

大沈头山 郭庄望仙桥东南

大山墩 郭庄小花茂村东北

蟹子山 郭庄小花茂村东南

大山边 郭庄岗头村南

小山边 郭庄岗头村南

窦家小山墩 郭庄窦家边村西北

遗址名称 所在位置

孔塘遗址 郭庄孔塘埂村西北

蒋家乌龟墩 葛村虬山东北山脚下

下山地墩子 葛村下山地村东

北蟒台 葛村虬山水库内

猴墩 葛村山前村南

刘家神墩 葛村刘家庄东

南便山 葛村东坪村北

牌坊山 葛村枕头山南

培墩 葛村盛家边村南

—
—

　　３．古迹
古桥梁　清乾隆《句容县志》载，郭庄、葛村尚有古桥梁１３座：高平桥，宋哲宗元一年（１０８６年）建，在

县西４０里上容乡；红鹤桥，在县南４５里望仙乡；湖西桥，在县南３０里临泉乡；先桥，在县西４０里上容乡刘巷
村；西沟桥，南宋孝宗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年）建，在县西４０里上容乡刘巷村；谢家桥，南宋孝宗乾道四年（１１６８
年）建，在县西４０里上容乡；荆干桥，在县西４０里上容乡；后白桥，在县西４０里上容乡；溪桥，在县西４０里上
容乡；高阳桥，清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水没，在县南临泉乡５０里；葛村新桥，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建，
龙德桥（明末建造）；望仙桥，清乾隆４４年（１７６２年）建。

古戏台　郭庄万年台，为瓦木结构，座落在郭庄庙，１９４０年毁于战火；西地土台，座落在葛村乡西地村，
为土砌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拆除；塘坝头土台，座落在葛村乡塘坝头村，土砌而成，１９５８年拆除。以
上３个古戏台建筑年代已无从考证。

古树名木　据《句容县志》记载，葛村乡下葛村有一棵当地村民称为“龙树”的木梨树，高约１５米，胸围
约３米，树冠形如巨伞，有两颗小树盘绕树身，春开白花，结小梨，生长良好。此树何年种植，无从查考。２０１５
年还在。郭庄庙香堂２株圆柏，树龄３５０年，毁于１９７６年。经达里一株黄连木，树龄５１０年，它是一级古树
名木，２０１５年还在。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古树名木分布一览表

　表２４－２

树名 树龄 分布 株数

黄连木 ５１０ 郭庄经达里 １

圆柏 ３５０ 郭庄香堂 ２

龙树 无从查考 葛村下葛村 １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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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广播电视

　　一、机构沿革

１９５３年，六区在葛村建六区收音站，区文化干事兼管收音工作。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８日，县有线广播站正式
开播，六区收音站撤销，１９５８年建郭庄广播放大站，１９７０年建葛村广播放大站，放大站属县属集体性质，站址
设在乡政府院内。１９８８年，葛村广播放大站改称葛村乡广播电视站，郭庄广播放大站改称郭庄乡广播电视
站。２００４年，广播站与文化站合并为文广中心。２００５年，郭庄、葛村文化广播服务中心合并为郭庄镇文化广
播服务中心。２０１０年，郭庄镇广播服务中心更名为“句容市广电网络中心郭庄服务站”，作为市广电网络中
心派驻在郭庄的分支服务机构。２０１５年，有工作人员１４人。

　　二、设备

１９５３年，葛村收音站有２×７５瓦收音机１台，自发电设备１套。１９５８年，郭庄广播放大站有５５０瓦收音
机２台，自发电设备１套。

１９８６年，郭庄乡广播站有工作人员４人，葛村乡广播站有工作人员４人。１９９０年，句容县广播局投入３
万元，更新郭庄乡、葛村乡广播站机房设备，使广播喇叭的入户率达９０％以上。１９９６年，郭庄、葛村两镇投资
１０万元开通有线电视，光缆联网。２０００年，郭庄、葛村有标准村广播室４０个，调频音箱３６０个，广播音柱２０
个。２００８年，广播电视同步发展。２０１５年，光缆架设到每个自然村。

　　三、广播

郭庄、葛村两乡广播站播出节目以转播为主，主要转播县站的自办节目，初期转播县站的自办节目有

《句容生活》（综合性），１９６１年增加“句容新闻”，还根据不同季节，转播专题节目和农业技术辅导讲座等。
至１９８５年转播县站自办节目有“新闻”“专题节目”“文艺”“科技与信息”等节目，还有不定期的“紧要农事”
“学习讲座”等。除转播外，还及时地把乡党委、乡政府的决策、决定向全乡发布，在１９９１年抗洪时，两乡都
通过广播调遣劳力、发布汛情。葛村站当时为维修线路，顺杆线往前游，杆子上爬的都是蛇，但广播站的工

作人员义无反顾，克服困难，保障线路畅通，喇叭通响，为抗洪抢险赢得时间。

初创时的有线广播，传输讯号用县邮电局的电话线，广播时切断电话，广播结束恢复通话。７０年代初，
根据江苏省有关规定，公社放大站到所属大队的广播线路，由公社架设和维护，大队以下广播线路由大队、

生产队和用户自筹。１９７６年开始，郭庄、葛村两站用县站生产的６．３０米长度圆形专用水泥杆，逐步更换公社
到大队间的各种材料代用电线杆，投资７０．６０万元，更换１４１２０根专用水泥杆。

１９７８年以后，广播专用线建设步伐加快，至 １９９０年底，郭庄、葛村站至村广播主杆线有 ７０．６０千米。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对两乡广播站全面更新改造，改用全固态扩大机和播控桌。与此同时，播音设备也随着传输
网络的建设逐步得到改善。１９７０年以后，两公社放大站各有１台５５０瓦扩音机，配制自发电设备，郭庄公社
有广播喇叭１４２００只，入户率８０％，通响率８５％，建成动圈喇叭村２个。至１９９６年底，两乡镇广播喇叭通响
率１００％。１９９７年，郭庄、葛村两镇机房播出设备在乙级以上，达到甲级，符合文明机房要求。２０００年，１８个
村实现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共缆传输。２００２年后，部分村广播室消失。２０１５年，８个行政村有广播喇叭。

　　四、电视

７０年代末，部分机关单位及少数农户有黑白电视机，１４—１７英寸。进入８０年代，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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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２　２０１５年，广电网络服务大厅　　

户拥有电视数量大幅增加。１９８８年，两乡农户拥有
电视达７０％。９０年代初，实现电视普及，部分家庭
有大屏幕彩电。２０００年，开展创建广播电视先进镇
活动。２００１年，郭庄镇、葛村镇有线电视通村率
４０％，入户率２０％，２００２年，郭庄、葛村所有行政村
开通有线电视。２００３年，郭庄镇成功创建有线电视
小康镇。２００４年，郭庄镇开展有线电视进村入户工
作，全年新装有线电视２２００户，有线电视用户４２００
户。２００８年末，全镇有线电视用户８６００户。

２０１０年，根据市政府文件精神，镇文广中心调
整为市广电局垂直管理。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启动

农村有线电视数字化工程。全面升级广播电视设备，实现电视传输从模拟到数字的飞跃，广播电视装备从

模拟到数字的飞跃。同年投资４００万元、征地５亩，建设郭庄广电网络服务站综合楼，楼址位于南河北侧，建
筑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综合楼三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拥有标准化服务大厅和数字电视标准机房，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建成投入使用。２０１３年，投资１００万元，更新郭庄主机房和葛村二级机房，葛村营业厅装修一新投入使
用。２０１４年，网络改造工程投入８００万元，共架设光缆２５０千米，电缆１８０千米，光缆设备箱３４６台，率先在
全市完成数字电视全覆盖，村光缆信号接入每一个自然村，全镇数字电视入户率７１％。２０１５年，与省网络公
司合资运作，全面实施农村分配网络双向化改造，以户户通创建为抓手，全面完成全镇数字电视整转。每天

２４小时向观众转播中央台１７个频道、省台３０个频道及其他台８５个频道，共计１３２套电视节目，基本满足群
众了解国内外大事、探求科技知识、加快经济发展和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求。２０１５年末，全镇有线电视
入户率７１％，互联网宽带上网用户７９６１户。

第三节　群众文化

　　一、群众娱乐活动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两乡先后成立文化站，增添文化设施，贯彻“业余、自愿、

小型、多样”的原则，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活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郭庄、葛

　　图２４３　新悦乐队演出

村地区群众娱乐生活丰富多彩，集镇上有影剧院，民间有龙船、玩狮子、龙灯，三阳地舞龙表演，倍受群众欢

迎。春节期间，请外地戏班子，在本村搭建舞台，唱

上几天，搞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２０００年，集镇商
业楼、酒店、网吧相继开办歌舞厅，歌舞活动曾一度

风靡。全镇有书刊摊点 ６家，新华书店连锁店、代
销点２家，销售的书刊门类也随着文化和科技的进
步逐步增多。２０１５年，有网吧 ５家，设有电脑
１５００台。

　　二、参加文艺比赛

１９８６年起，郭庄、葛村两乡镇先后组队参加市
（县）举办的大型文艺汇演，有“田野之春”农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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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歌手比赛、迎亚运庆国庆影视歌曲大奖赛、庆祝建党７０周年“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迎香港回归”歌咏
比赛、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红太阳颂”歌咏比赛、“奉献者之歌”“迎接新世纪”“庆祝建党８０周年”等
汇报演出。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团市委举办青年文化节，郭庄、葛村两乡镇积极组团参加，展现青年朝气蓬勃、奋
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丰富和活跃青年的文化生活。１９９８年，郭庄、葛村两镇幼儿园中心小学参加市首届少儿
才艺比赛、“闪闪童星”评选活动、幼儿教师舞蹈大赛，比赛内容有民族舞、现代舞、体育舞蹈等。２００２年参加
农民艺术节、２００７年参加社区文化艺术节、两镇中小学定期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至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已举
办４届广场舞比赛，连续４年获句容市前３名，举办一次“百姓大舞台”文艺汇演。

　　图２４４　２０１５年，广场舞表演

　　三、特色文化活动广场舞

２０１２年，广场舞的流行成为群众体育活动的最
大亮点，每天晚上在集镇跳广场舞的人有几百人，

全镇有２支广场舞队伍，跳舞点在镇东雕塑广场。
２０１３年郭庄镇组队参加市广场舞比赛，荣获第三
名。２０１４年广场舞的队伍发展到 １２支近千人参
加，不仅集镇上有，农村也有广场舞队伍，广场舞爱

好者越来越多，在全市第三届广场舞比赛中荣获第

二名。２０１５年广场舞队伍发展到 １６支，在参加句
容市第四届广场舞比赛中，荣获小组赛第二名的好

成绩。

第四节　民情风俗

　　一、传统节日与习俗

１．春节
春节是一年四季中最大的节日。按传统习俗，进入腊月门人们便开始制作新衣、置备年货，之后便开始

蒸馒头、打年糕、磨豆腐、买鱼肉等各种食品。入冬之后过了“小雪”，家家户户就开始腌制“咸货”的工作。

因为新春正月要接待多批次的亲朋好友，在没有冷冻设备的年代，备制“咸货”就成了家家户户一桩重要的

年事。早年间镇村居民腌制“咸货”可谓种类繁多，除了腌制猪肉外，还有鸡、鸭、鹅、鱼、猪头猪爪猪内脏等。

除了腌制，制作风制咸货也是本地人一大传统，风制的咸货主要是风鸡、风鹅，也有少数人家会用上好的白

鱼、青鱼制作风鱼，别有风味。９０年代后，一些商家已将风鹅创成地产风味食品的一个知名品牌。郭庄、葛
村两地居民除了腌制“咸货”外，每家每户灌制香肠也是过年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传统。改革开放后，市场

供应丰富、家用电器逐渐普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年根岁底各种菜肴、腌制品等都可购买成品，不一定要

亲手制作。但是，年仍然要热热闹闹地过，过年的准备明显比过去简单了许多。人们不再需要提前备制大

量腌制食品，但是“咸货”那种风味仍让人难以忘怀，家家户户仍旧会适量准备一些。

过了腊月二十三，传统的祭灶、送灶仪式已不复存在，但家家掸尘打扫除，开始做过年的紧张准备工作。

家用器皿中添加茶杯新碗新筷，补齐平时的损耗，不影响过节家中待客，并喻示人丁兴旺。

年三十是旧年最后一天，通常称为除夕。人们很早起来，男人洒扫庭院清除垃圾，妇女忙着准备年夜

饭。旧时在上午九、十点钟有个辞年习俗，将桌案放在堂屋中间，放猪头、整鸡等供品，家主面向大门外磕

头，燃放鞭炮向年辞别，这一习俗在解放后逐渐消失。

３０３

第二十四章　文化　体育



除夕祭祖又称敬祖宗，这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一次祭祖，将祖先的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香几上，桌子紧顶

香几，左右摆放凳椅，桌上摆供品，菜、饭、碗、筷、酒杯都是单数九，所有食品都是没有动用过的，以示对祖先

的尊重。祭祀习惯仍然沿袭，但程序已大大简化。

年夜饭又叫团圆饭，平时在外谋生的都已赶回家，一家人欢聚一堂，实在回不来的，家人会多放一套碗

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年夜饭都是很丰盛的。但用整条鲢鱼烧成的碗头鱼（又称元宝鱼）一般不吃要留

下，象征年年有余。进入２１世纪城里有些忙于生意或经济富裕人多的大家庭改在酒店宾馆吃年夜饭，价格
虽比平时贵些，但图个享受。年夜饭的高潮是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因为“岁”与“祟”谐音，压岁即压祟，晚

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安度过一岁，孩童得到压岁钱最为高兴。有的饭后发，也有的在孩子睡着时，由家长

悄悄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吃过年夜饭，孩子们奔出去放爆竹，这是小孩子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

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守岁，这是多年不变的传统。旧时不少人家为守岁所备的糕点瓜果都有一定

的喻意：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好生活节节高，这些

习俗基本流传至今。１９８３年后，收看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各家各户大年夜守岁的重要形式，大家坐在电视机
前边吃花生瓜子边看丰富多彩的晚会节目。直到零点时分新年钟声敲响，家家户户鞭炮齐鸣辞旧迎新。

大年初一即新年第一天，男人起来烧早饭下饺子，饺子含意“更岁交子”的意思，又因为饺子的形状像银

元宝，一盆盆端上来象征着“元宝滚进来，新年发大财”之意。正月初一女人不上灶，女人一年忙到头，年初

一这天休息，有的人家男人还将饺子端到床边给女人吃。大年初一，新年开始。为了祈求新的一年能够大

吉大利，旧时这一天有很多禁忌。比如这一天不能动针线剪刀之类，免得口舌之争，不动菜刀以免杀身之

祸。俗传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动用扫帚，会把“扫帚星”招来，招至霉运。假如非要扫地不可，要到

傍晚须从外往里扫，以免财运被扫出门外，这一天也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连洗脸水都不向外倒，怕“肥水外

流”而破财。至今还有许多老人仍保持这一习俗，解放后出生的人多数已不再讲究。这一天，大人小孩都不

准打骂，连说话也需格外小心，不能说“破”“死”“穷”这些不吉利的字。如小孩不懂事，说了这些不吉利的

话，大人就得用“百无禁忌”之类话加以补救。也不可以打碎杯盘之类，若粗心打碎了，得赶快说声“岁岁

（碎）平安”或“满地开花。荣华富贵”之类的话来冲一冲不祥的气氛。

春节期间文化娱乐活动最为活跃。有唱大戏、舞狮子、耍龙灯、玩船、跑驴、跑马灯等。

新年拜年是一主要习俗，从初一开始。初一早晨吃过早饭，男人要向本族长辈和邻居长者拜年，初二外

甥给舅舅拜年，初三初四拜姑姑年，初五拜岳父母年，初六拜姨母年，旧时拜年除拜岳父母全家都去外，一般

由男人带男孩出门，让家中后代认识亲戚家门。拜年所带礼物一般有红糖包、桃酥包、京果包、蜜枣包等，桂

圆已是高档礼品。到１９８０年后这些基本淘汰，改送市场上出现的麦乳精、中华鳖精等各种营养品。进入２１
世纪，送富硒康、脑白金等更高档营养品，有的改送礼金。

相传正月初五为财神生日，是祭财神的日子，清晨家家户户放鞭炮，本地人又叫接财神，祈求财神爷能

把财富带来。接财神时尽量起早，不落他人后，称“抢财神”。民间关于财神的传说不一，较普遍的以赵公明

为财神菩萨，赵公明又称赵公元帅，是道教的护法神之一，武将打扮，顶盔披甲，着战袍，黑面浓颜，左手托元

宝，右手执钢鞭，身跨黑虎，威风凛凛，神像周围还绘有金银珠宝、聚宝盆等，以示神能送财。民间亦有将赵

公明及四位部下合称为“五路财神”一并祭祀，祈求“路路通财”。旧时，富家商户还有在家中摆香案，点红烛

设“三灶”称“供财神”，有的人家还到财神庙去进香祭拜，这一习俗在进入２１世纪后又被一些商户重续。
拜年时长辈招待晚辈，拜年结束后，晚辈回请长辈，平辈亲戚之间互请，称之为吃年酒。有的人家亲戚

多一直要请到正月底。之后便是要好的朋友和同事之间互请。

２．元宵节
春节后正月十三“上灯”，十八“落灯”，灯期６天。期间大街小巷挂满各式各样花灯，布满卖花灯的民间

艺人和小贩，到了夜里小孩子手提花灯满街比试嬉戏。男女老少观灯、赏灯，最具乐趣的是猜灯谜，旧时在

店铺门前，现时在超市里和广场上，谜面悬于花灯上，供人猜射，射中有奖，令人兴奋流连。上灯团子落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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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郭庄、葛村两地的又一习俗。

正月十三有送灯的习俗，“灯”与“丁”古音相谐，“送灯”就是“添灯”即“添丁”的意思。新婚媳妇娘家人

在正月十三这一天送花灯到新嫁女儿家，以期盼早日“添丁”。

正月十五闹元宵是我国从南到北都有的传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重大民俗节日，也可以说是春节的最

后一天。吃元宵、赏花灯、猜谜语、舞龙、舞狮子等是郭庄、葛村两地正月十五闹元宵的主要活动，古今如此，

这些活动将“过年”的气氛又一次推向高潮，这天过后春节正式结束，人们又开始为生计忙碌起来。

３．清明节
农历清明节主要活动是祭祖。郭庄、葛村两地传统，民间每年有过年、清明、中元、冬至四次祭祖活动，

尤以清明为重。由家族男丁先到祖先的墓地祭扫（称上坟或扫墓），上坟帽、挂纸（白式剪纸），顺便清理杂

草。若人在很远的外地工作来回不便，则委托当地本家或亲戚代上坟，上坟归来进行家祭。如先人葬在公

墓，扫墓无须再挖坟帽挂纸，备点心、纸钱、鲜花到公墓祭拜以示纪念。清明扫墓在清明前后三四天内均可

进行，但新坟一般在清明之前或当天祭扫。

４．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是传统习俗。黄梅季节过渡到暑天，往往阴雨连连，古时民间以做粽“补

天”以祈求老天不再下雨。相传吃粽子又源于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屈原投汨罗江而死，人们为免大诗人

被水族吞噬，以粽子投水喂鱼。

端午节这一天居家门口挂菖蒲、艾草，传说唐太宗依毒龙所请，留宴魏徵，魏徵在午宴后小睡中仍能以

艾叶为剑，梦斩毒龙。据说端午这天是毒日，蒲草亦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有提神通窍、杀虫灭菌之功效。端午

孩童要穿老虎鞋、额头上用雄黄酒书写“王”字、手腕要戴端午线（五颜六色的丝绒结成）、颈挂端午饰品（各

种布袋饰品内有香料雄黄，也有用网袋包一个咸鸭蛋的，因为蛋黄与雄黄的“黄”同音）。

旧时端午有饮雄黄酒之俗。因雄黄酒避邪驱毒，但雄黄中含有砷的化学物质本身有毒，雄黄酒不能多

喝也不能长期喝，小孩喝了伤脑，现在已基本无人再喝。但午餐桌上有“五红”（红烧肉、红烧鱼、红烧虾、红

苋菜、咸鸭蛋等）习俗仍延续至今。

端午节有长辈送晚辈、晚辈送长辈的双向长节习俗。旧时长辈送晚辈的有：外婆送外孙桃子、粽子、烤

果、老虎鞋、老虎兜、绿豆糕等；干爹干娘给干儿子干女儿送端午线、老虎布兜、手镯、锁片；寺院僧尼要给“寄

名”的孩子送符、端午线。晚辈送长辈的有：私塾学生给先生送粽子；女婿给丈人、小辈给长辈送夏令营养

品等。现时这些长节礼品已变（废），多数仅送些夏令用品和食品。过了端午便是入夏，本地自古有“送夏”

习俗，是指女儿出嫁后第一个夏天的端午节前，娘家给女儿女婿送去夏令用品和时令食品。９０年代之前、一
般为凉席、凉枕、扇子、阳伞、凉鞋、夏衣、粽子、咸鸭蛋等。送夏时女方娘家人挑着礼担，当走进男方家时放

鞭炮，男方婆家人听到鞭炮声，就会在家门口燃放鞭炮迎接。“送夏”习俗延续至今，已悄然发生些许变化，

部分人家直接送些钱让女儿女婿根据需要自行置办。

５．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是汉族的中元节，佛教称盂兰盆节，传统习俗这一天是祭祖与祭祀亡人之日，亦称“鬼

节”，俗称“七月半”，七月半祭祖都很受重视，在外忙碌的人在这一天中午要尽可能赶回家中叩拜。同时各

家要到道口路边去焚烧些纸钱、施饭食，赈济游荡的孤魂野鬼。中元祭祖可在当日也可提前三五日进行，此

习俗城乡一致，多年延续传承没有什么变化。

６．中秋节（八月半）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又称八月半，是仅次于春节的大节，十分隆重。旧时中秋节最主要活动是团圆、拜

月和吃月饼。月饼有店铺买的，也有自家做的，月饼所用馅料多种多样，桃仁、杏仁、豆沙、芝麻、火腿、蛋

黄等。

现时，中秋拜月习俗已废。但全家吃团圆饭，吃月饼尝时鲜却一直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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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有晚辈给长辈送节礼的风俗。旧时多为送月饼，现在经济条件好了，除了月饼还兼送其他营

养品。

７．九九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重阳民间一直有吃重阳糕、登高望远之俗。１９８９年国家将重阳节定为老人节，

也叫敬老节。每年重阳节前，各社区都组织老人召开茶话会发放慰问品和敬老金。有的单位工会召开本单

位退休老人座谈会，以各种方式表示对老人的关心和敬重。

８．冬至
冬至，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传统节日。《汉书》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

贺。”冬至之后，白天时间越来越长，是一个新的循环开始，所以值得庆贺。民间就有“冬至大似年”的说法。

冬至也是祭奠先人的日子，俗称“鬼年”，家家户户都十分郑重地按照祭祀形式祭奠祖先。

　　二、现代节日

１．国家法定节假日
公历元旦、“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国家法定节日，按规定放假休息或举行纪念活动。

８０年代以前，这些法定节假日放假天数少，人们仅以休息处理家务或走亲访友的方式来度假。９０年代后，每
周实行双休日，法定假日时适当调整工作时间，就形成最长可达７天的“小长假”，人们利用“小长假”出门旅
游现已成为度假常态。

元旦、五一、国庆三大节日也是人们举行婚礼、做寿庆生首选日子。

３月８号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简称“三八”妇女节，是世界各国劳动妇女争取和平、平等、发展的纪念日。
郭庄、葛村两地各单位，有的为妇女放假一天或半日，有的组织妇女短途旅游，有的为妇女发放慰问品，这些

庆祝活动已成为惯例。

５月４日为中国青年节，是为纪念“五四”运动而设立的节日。每年５月４日，中学的团组织会在每年的
“五四”之前发展一批新团员，并对全体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一些相关的纪念活动。

早在民国 ２１年（１９３２年），国民政府曾规定 ６月 ６日为教师节。解放后废除了 ６月 ６日的教师节。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０日是国家恢复建立的第一个教师节。每年教师节这一天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都会以各种形
式举行庆祝活动，表彰和奖励有突出表现的教育工作者。

２．西方节日习俗的传入
改革开放后，西方一些节日和过节习俗传入中国，尤以情人节为甚。

２月１４日情人节，恋爱的或互有好感有意发展恋爱关系的男女青年互赠鲜花和礼物。不少酒店应时推
出情人套餐、烛光晚餐等服务项目，为情侣们营造浪漫的节日气氛和情调。近年来农历七月初七被包装为

中国情人节，俗称七夕节。

１２月２５日是基督教的“圣诞节”。９０年代后，赠送圣诞卡悄然流行。商家也乘此机会搞促销活动。
在圣诞节前一天晚上的平安夜，大商场装饰漂亮的圣诞树、广告招贴，歌舞厅灯光炫目，吸引路人。

此外，西方节日中父亲节和母亲节也受到年轻人不同程度的追捧，尤以母亲节为甚，他们在这一天给自

己的母亲送上鲜花，有的给母亲买衣服、首饰或是请母亲到酒店聚餐，在外地工作的往往会给母亲发短信打

电话，表达问候，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

西方节日的逐渐流行，一方面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商家借机采取的促销活动也起了助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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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婚丧喜庆

１．婚嫁
订婚与备嫁　旧时婚约是由媒人根据男女双方年龄相貌门户相当从中说合。如果“八字”相合，双方父

母同意，则由男方择日备礼金、红条糕、女红、姑娘服饰到女方“下订”，双方各自办订婚酒，向亲朋街邻公布

双方订婚事宜。解放后，提倡自由恋爱，也有部分男女青年是通过他人介绍相识恋爱，但“订婚”这一仪式仍

被部分家庭采用。

两家订亲后，男方将择定的结婚日期通知女方（俗称通信），并议定彩礼。女方在收到男方彩礼后，开始

为女儿准备嫁妆，一般女方嫁妆价值远多于彩礼。结婚前一天晚上，女方家办酒宴请亲友，叫“待嫁酒”，由

父母双全的“全福”少女作陪待嫁女。

结婚的前一日或当日，男方派人到女方抬嫁妆（旧时人抬、现时用车拉），媒人率行人数为双，礼单上所

列钱物一并交于女方，女方设宴款待。女方嫁妆一般有八大件和八小件（箱、柜、桌、椅、面盆、脚盆、马桶及

床上用品），嫁妆多少有别，但马桶（俗称“子孙桶”表示婚后子孙兴旺）不可少。床上用品和子孙桶里放上红

蛋、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意即“早生贵子”。子孙桶由一童男背取，女方家长付酬金。８０年代陪嫁讲究
“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洗衣机、收录机）和“三十六条腿”（指有九件四条腿的家具）。进入２１世纪，
嫁妆除床上用品外，往往有全套电气设备，一些家庭还陪小轿车。

迎娶　男方在娶亲的前一天，从亲戚、近邻中邀请父母双全、身体健康、配偶健在、多子多福的妇人缝被
铺床，以求她们将好运气传给新人。新铺的婚床当晚请一两名父母双全童男陪新郎睡一晚，称为压床。床

四角垫被下有熟鸡蛋，由压床男童自行翻找，这既是给他们的酬谢，也增加压床的情趣。晚上男方办酒招待

亲朋，叫“暖房酒”。

结婚当日上午，旧时男方要备花轿接新娘，到６０年代花轿已不见踪影，路近的步行，路远租用汽车，８０
年代用面包车接新娘，９０年代后，用小汽车（习惯上还是称为轿）。离家前要将所有小汽车上扎鲜花、贴双
喜、燃放鞭炮，至女方家门前，女方亲友关门不让新郎进门，叫“耐性”（以防新郎以后欺负新娘），也有哄抬嬉

闹气氛之意。并要新郎给了开门钱方可进门，开门有大开门（宅门）和小开门（新娘房间门）。中午女方办出

嫁酒，招待亲朋和新郎等。嫁女卧床不起，叫“赖床”，长辈、兄长给“起床钱”。嫁女由父兄抱上车，叫“抱

轿”，上轿前母女不舍哭别，叫“哭嫁”，轿至男方新娘不肯下轿，男方要给下轿钱，晚上男方办喜酒招待亲朋。

１９８０年后，女方的“待嫁酒”及男方的“暖房酒”都已简化或取消，女方的出嫁酒也减化，改由结婚当日
晚上，由男方在大酒店宴请双方宾客。进入２１世纪后，出现婚庆公司，由专门的司仪主持，场面宏大热闹，婚
礼上双方家长、新郎、证婚人依次发言，拜堂改为新郎新娘拜见双方父母并改口叫爸爸妈妈，长辈给晚辈改

口红包。席间司仪唱歌、分发小红包和各种小玩偶调节气氛，双方亲朋登台献唱祝福新人。新郎新娘及双

方父母依桌向来宾敬酒表示感谢，主人敬完酒，客人便可离席。

会亲　结婚当日，男方父母邀请女方主要亲属（一般为新娘的父辈、同辈、晚辈三代人）与男方主要亲属
见面，称会亲。旧时会亲，一般在新娘新郎进了洞房后晚宴开始前，男方在家门前的路口放炮迎接新亲到

达，进屋吃三道茶（鸡蛋、桂圆、蜜枣）。少顷即开办酒席。新亲都安排在每桌的上席由男方主要亲戚作陪，

新亲父子不同席，每桌男方安排一有酒量者陪酒，新亲一般都矜持不畅饮，以免酒多失态。酒毕，新郎家长

邀请新亲全部进入新房落座敬烟茶，与男方主要亲属会面交谈，此时女方家长通常谦虚称小女年轻不懂事，

希望公婆多多指教，把她当女儿待，同时嘱咐女儿要孝敬公婆，和丈夫和睦相处。男方家长则表态请亲家放

心。会亲结束，新亲即可告辞，男方放炮相送。第二日邀请新娘与新郎上门做客会面。８０年代后大多婚礼
改在大酒店进行后，会亲则一般安排在当日下午，男女新亲同时会面，之后到酒店参加婚礼。

闹洞房　结婚当晚会亲结束新亲告辞之后亲友们开始闹洞房，尽可能闹，花样百出闹新郎、闹新娘、闹
公婆、闹大爷子（新郎之兄）等，无论怎么闹，被闹之人都不能生气。俗话说“三天无大小”“闹发闹发，越闹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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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此风从古自今一直流行。但从婚礼移至酒店举行，宴席后大多数客人就不再去洞房，闹洞房改为在酒

店闹。在新郎新娘敬酒过程中闹他们面对面同时吃一个肉圆等，敬酒结束后闹公婆，在婚宴现场，往往有男

方客人将公婆尽情嬉闹，令公婆和女方亲属十分尴尬。随着时代的进步，婚礼的助兴节目更加丰富，洞房仍

然是要闹的，但更加讲究文明。

回门　旧俗婚后第三天回门，新娘偕新郎回娘家，看望父母，娘家设宴款待新姑爷，午后（太阳下山前）
夫妇俩辞别回家，因“婚后一个月不空房”即婚后一个月内新娘不在娘家宿。如婚礼在酒店举行，结婚当日

下午已会亲结束，或工作人员婚假短，也有在第二天回门。回门习俗流行至２０１５年未变。
２．庆生　祝寿
催生与报喜　孕妇产前娘家人备一份礼择日送往女婿家，俗称“催生”。催生物品传统一般为红枣、红

糖、馓子、鸡蛋、尿布（尿不湿）、尿垫、婴儿衣服等。对孕妇表示慰问，希望产妇生得快一点顺利一点。旧时

婴儿出生后女婿要带着鸡、蛋、钱等去娘家报喜，丈母娘在见到女婿手上提的是公鸡，说明生了男孩（小公鸡

头），拿的是母鸡说明生了女孩。鸡蛋送给参加会亲的亲属家。进入新世纪后，第一代独生子女纷纷结婚生

子，从待产时男女双方家人都在一起参与忙碌，催生与报喜似乎都成了不必要的程序，所以都已简化，但红

鸡蛋还是要送的。

送月礼　婴儿出生后收到红蛋或喜之郎的亲朋好友纷纷送礼表示祝贺，一般多为红糖、小米、鸡蛋、馓
子、老母鸡、鲫鱼、婴儿衣物等。９０年代后，除外婆家送婴儿衣物外，多数直接送红包，现今网络时代，使用微
信红包送礼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做法。

坐月子　产妇在生产过程中体力消耗过大，身体虚弱，须在家休息一个月不出门，称为“坐月子”，民间
认为产妇与婴儿一样娇嫩，产妇“坐月子”的好坏，至关重要，做的好可治愈产妇痼疾，若调养不周，则会带下

“月子病”。坐月子期间居室的门窗关闭，以防漏风，在一个月内，不做事、不吹风、不能洗吹头，不能流眼泪、

不吃生冷食物，民间认为月子里易致病，致病后不易恢复。忌串门，产妇在未满月前不能去别人家，以免给

人家带去血光之灾，家人之外的男人不能进产妇房间，以免给其带来晦气。现在科学发达，坐月子门窗关闭

等一些习惯已改变。但月子中落下病难治愈的说法倒是深入人心。坐月子期间。产妇吃白米粥、红糖、鸡

蛋、猪蹄汤、鲫鱼汤、老母鸡汤，利于滋补和下奶。随着时代的改变，这些传统的产后调养方式也渐渐被打

破，但产妇在饮食上适当“忌口”，仍然为人们所信守。

做朝与满月　婴儿出生第三天为“三朝”，七天为“七朝”，九天为“九朝”。做“朝”的仪式是向送子娘娘
进香感谢送子，祭祖向老祖宗报告家中添人进口祈求保佑平安。设酒宴待客。婴儿要在“做朝”这一天洗

澡，更衣，见客，有的还在这天给孩子取名。参加仪式的主客是外婆，做朝日，外婆家准备鱼、肉、鸡蛋、衣服、

爆竹、小孩用的金银首饰等，同时蒸馒头、打糕前来道喜。婴儿出生一个月叫“满月”，家长要请人为婴儿剃

头，办“满月酒”宴请所有送月礼的众亲友，赴宴的爷爷奶奶辈一般会给婴儿见面礼。产妇满月后，一般要抱

着孩子再到娘家调养、居住一段时间，现今“做满月”习俗仍为城乡人家所沿袭，“做朝”则已渐渐简化。

百岁　孩子生下来满１００天，民间称之为“百岁”，有庆贺活动。城乡习俗在九十几天提前做百岁。小
孩的外婆与姑姑送来小车、小床、衣帽、鞋袜、鞭炮、香烛等来为小孩做百岁。预祝婴儿无病无灾、长命百岁，

民间有“外婆家鞋，姑姑家袜，一直活到八十八”之说，外婆家要做糍粑、打寿桃、做寿面，用挑盘送到外孙家。

孩子要剃头，叫剃百岁头，发型有四周剃光留头顶一撮或脑后一撮的，不能剃光头。后脑留下的一绺长发叫

百岁毛，可编成小辫子，至１０岁时剃去。旧时“做百岁”，有的人家还给小孩打“百岁锁”，挨家挨户索要铜钱
一文，然后将这些铜钱打成一个锁，正面镌“百家宝锁”，反面镌“长命富贵”给孩子戴上，以图吉祥。现在做

百岁已简化，仅有外婆、姑姑等准备些糕点买些小孩子的服饰以示庆祝。

抓周　婴儿出生满一周岁时过“周岁”生日，俗称“抓周”。除办酒宴外，还要行抓周礼。旧时抓周由外
婆家为小孩购置鞋帽、衣服、爆竹、馒头、米糕、面条等，用挑盘挑至女儿家。行抓周礼时，在桌上置一竹匾，

内放葱、糕点、书、笔、纸、砚、印章、算盘等，如是女孩子还要加摆剪子、尺子、绣线等，让小孩任意抓取，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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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卜他长大后的志趣和前程，如抓书、笔，日后可成为秀才，抓印章能做官，抓算盘会做生意等。现在“抓周”

中的这一习俗已不多见，但抓周酒还是必办的。

生辰　庆祝生辰，由来已久，民间以农历计算为多，生日分大小，每年一次为小生日，逢十为大生日。小
生日以前一般不做，现有部分家庭小庆。大生日以虚岁计１０年一庆，１０岁、２０岁生日由父母为儿女做。外
婆置办鞋帽、衣服、爆竹、馒头、米糕、面条等礼物。本地区习俗，女不做三（十），男不做四（十）。男人三十岁

进入而立之年一定要做，俗称三十不做四十不发，由岳父母家为女婿置办礼物。

一般六十岁以上生日才叫“寿辰”，为老人祝寿从六十岁开始，按照传统的说法，六十满一个花甲，预示

着新的轮回开始，年满“花甲”儿孙绕膝，齐来贺寿。

老人生日旧时习惯逢“九”庆贺，如八十岁生日在七十九岁时做，因“九”与“久”谐音，取天长地久之吉

利。九十岁、一百岁均提前做九不做十。因十有实、满的意思。

做寿要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亲戚备礼（寿幛、现金等）前来祝寿，女儿女婿寿礼最重，要同时为两个老

人置办衣服、鞋帽、蒸馒头、寿桃、寿糕、寿面，还要有猪头、公鸡、鲤鱼等，连同爆竹、香烛一并装入寿盘，于正

日前一日挑去，现在已有所简化。

以前寿酒有两顿，生日前一天晚上办“暖寿”酒，酒后拜寿，寿堂设在堂屋，堂屋的正面墙上挂寿字与寿

星图（男寿挂南极仙翁，女寿挂瑶池王母），两边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贺联，中央的几案上摆放寿桃、

寿果、寿糕等礼品，张灯结彩，红烛高照，鸣放鞭炮之后晚辈亲属开始拜寿。寿星及配偶坐在正中，晚辈按照

长幼亲疏，轮流磕头跪拜，寿星给晚辈发红包。拜寿仪式热热闹闹，一大家子有说有笑，共享天伦之乐，因此

“暖寿”又称“闹寿”。正日，早上或中午吃寿面，寿面须有“浇头”光面不吉利。中午有“贺寿酒”。大摆寿

宴，亲朋好友前来祝寿吃“贺寿酒”，过去村里富有人家还要请乐舒班（或戏班）唱戏。酒毕客人临走时，主家

按户回送一份糕点（馒头、寿桃、寿糕），对挑担子出重礼的还要加回糖包。

现今生活节奏加快，或因家人亲戚多在外地工作等原因，城里人生日宴多在酒店举行，两顿酒并作一

顿，时间上也多不在生辰之日，而选在之前的双休日或元旦、五一、国庆等节假日，回赠给客人的礼品，也不

再局限于馒头、寿桃、寿糕老三样，而是漂漂亮亮配有八样十样之多的糕点盒。

３．丧葬
报丧　吊唁　亲人去世，举家悲哀。人近断气时，请邻人帮忙迅速穿好“老衣”，通常为“五把领、三把

腰”或“七把领、五把腰”。断气时在门前放三个大炮送行（亦是向街邻报丧）。将遗体移至厅堂一侧头向外

停放于门板上（现今如死在医院则有灵车送至殡仪馆）。同时向亲戚报丧，如系母亲去世，须长子亲自到舅

舅家跪报。把舅舅接到家中，重大丧事安排须征得舅舅同意。在外地工作的直系亲属赶回家奔丧，出嫁的

女儿、侄女闻耗请吹鼓手（现在已改成民间乐队），登门吹奏哀乐。亲朋好友及近邻闻讯纷纷备丧礼前来吊

唁，近亲送丧礼有祭担（祭菜、糕点、一瓶酒、纸钱、香等物）或钱，其他亲友送花篮、花圈、孝幛、挽联、草纸或

钱。吊唁者戴孝向逝者行跪礼，孝子跪地还礼，女儿媳妇哭丧。孝子孝女要披麻戴孝外，凡来吊唁的平辈和

晚辈也要戴孝，分发黑纱或孝帽不能手传手互接（忌讳接孝），要抛于地让吊唁者自捡。孝帽按男女和辈份

分有不同的式样或颜色，与逝者平辈只发黑纱或一白布条。今报丧有的已从简，以电话或者在电视、报纸上

发讣告代之。但“吊唁”“戴孝”习俗未废。

守灵　人死后在家停放三日，日夜都由儿女轮值守在逝者旁，叫守灵。灵堂中悬挂女儿女婿送的挽联，
逝者头前放一供桌，上面供放遗像、香烛和供品，点有长明灯烛，若有人来吊唁或看望，守在外面的吹鼓手吹

哀乐，值守的女儿儿媳立即哭丧，孝子跪地还礼。夜里吹鼓手有一人值夜每更吹哀乐提更，值守的孝女跟着

恸哭。政府提倡丧事从简、移风易俗，城乡居民有不少将哀乐、值守等都免去，直接到殡仪馆设灵堂。

入殓　旧时用棺木装殓逝者叫入殓，俗话叫“下材”。逝者至亲到齐后入殓，现场庄严肃穆，亲人一一瞻
仰遗容作别。入殓后，要盖棺上钉，叫“刹钉”。停柩期间，富裕人家请和尚放“焰口”、请道士做“道场”“打

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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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殡　出殡即出材，一般都在上午进行，出材时头向前，逝者之长孙趴在棺材头上出大门，称“押材”，又
叫“爬材头”，寓意会升官发财。起棺后孝子女婿搀材，亲人紧随，哭声一片。送葬道中要停棺三次，亲人跪

拜致哀。抬棺至墓地前按男左女右停棺，抬棺人要吆喝“冲棺”，即将抬杠向某一方奋力冲掷。挖墓坑时由

风水先生选定方位。抬棺人用柴草、芝麻杆烘坑，再由女儿在坑中睡一下为逝者暖坑，然后下棺，阴阳先生

定向校准，孝子铲三锹土覆于棺盖，然后持伞捧遗像率众缓慢绕墓穴顺三圈逆三圈，谓之“招魂”，之后另路

返回，送葬人挨个跨火，进门后每人喝一口糖水，吃一块糕点，表示苦尽甘来。孝子率先进家，放好遗像。众

人再行叩拜，葬礼到此结束，中午酒席招待众亲友，席毕众归，对挑祭担的回赠礼包。

火化　８０年代后期实行火化后，遗体停放到第三日送往殡仪馆火化。灵车上有子女、媳、婿及孙直系亲
属护送。其他亲属分乘其他车辆护送。火化后送入坟山或公墓安葬。不论是旧时还是现在，丧事都要置办

酒席招待来吊丧的亲朋，以前是请街邻帮忙烧饭，现今有专门的丧事操办一条龙服务。正酒有两餐，安排在

出殡前一天晚上和出殡后的当日中午或晚上，逝者如高寿，饭后可将碗带走，谓之“讨寿”，现今多由家属事

先订购好大批“寿碗”，丧事毕后分送亲友街邻。

圆坟　祭七　逝者埋葬第三天，子女到坟上看一看坟墓修的是否完好，叫圆坟。圆坟时带一木椅和一
把伞（鬼魂不能见天），请逝者出来小坐，然后由子女为坟墓培土平复后，再请逝者入住。

“祭七”又叫“做七”，指人死后每隔七天为一祭，共有七个祭日，郭庄、葛村习俗一般只祭五个七。死者

出殡后设灵供奉，靠墙放一桌上置灵幡，幡前竖灵位牌。幡边贴阴阳先生事先写好的“七单”，上有祭七的日

期，桌上摆供品，桌下放一双逝者以前穿过的鞋子，挽幛、挽联排列两侧，每日供洗脸水早上中午敬饭菜，晚

上敬香烛纸钱，早上将鞋尖向外，晚上将鞋尖向里。第一祭为头七，一至三七由女儿祭奠，四七不祭，“五七”

最为隆重，是尽七辞灵日，主要亲属亲戚大多到场，摆供品、香和纸扎（即用纸做的房屋、金元宝、摇钱树、马、

牛、轿、聚宝盆、箱柜等）。哭吊祭奠结束，撤除祭品，将灵幛、挽联、纸扎等送到坟上焚烧，至此丧事毕。

至９０年代，丧葬习俗已逐渐改变，家人去世后自觉送火葬场火化，不睡棺材。有些在医院病故，送至殡
仪馆存放三日，火化前由殡仪馆整容师整容后，至亲好友向遗体告别，火化后由长子捧骨灰盒，送葬的队伍

紧随其后，送至公墓安葬。安葬后也有部分在家设灵堂的，大部分仪式皆已从简。

４．乔迁
昔时，村里人有建房的，如今大多购置商品房，无论建房或购房，主人搬进新居后，叫“进宅”，亲友前来

祝贺曰“乔迁之喜”。乔迁搬新居要选取吉日。入宅前，要在吉时燃放鞭炮，说吉利话，然后才能将家具、灶

具、衣被搬进新宅。主人搬进新居头天开伙，岳丈家送来豆腐、鱼、肉、芝麻杆、茅柴等礼物，叫“滑锅”，豆腐

喻示富裕且滑溜顺溜象征往后的日子也顺；鱼喻示有余；肉喻示生活美好；芝麻杆喻示日后生活象芝麻开花

节节高；茅柴喻示发财。“滑锅”有“发锅”之意。岳丈家及兄弟姐妹赠送贵重礼品，以前有匾、中堂、喜帐等，

如今已水涨船高送空调、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电器，其他亲戚朋友也送来贺礼，主人家置办酒宴招待亲友。

５．升学贺礼
古代考取功名，亲朋送礼相贺，具体情况已不可考。１９７７年后，每年高考拓宽了广大青年的奋斗之路，

每年考取高校的学生逐年增多。子女考取大学是一件可贺之喜事，往往做父母的都要置办酒宴庆祝，于是

城乡悄然兴起为亲朋子女考取大学送贺礼的习俗。开始只是考生父母邀请亲朋好友在家中小聚，近年已发

展成酒店摆宴动辄十几桌甚至更多，一些商家也趁机推波助澜，推出“状元宴”“谢师宴”等名目，推高消费

档次。

　　四、生活习俗

１．饮食
主食类　郭庄、葛村的主食为大米，辅之面食、杂粮等。早餐以稀饭为主，配以包子、油条、牛奶、豆浆、

鸡蛋等补充营养，中晚餐也多是米饭，面条饺子调剂生活，多数人家为一稀两干（早上稀饭、中晚干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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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２１世纪后，大多单位有工作午餐。年轻人早上也多在外面有选择性买自己喜爱吃的早点，饮食可谓是丰
富多样。

蔬菜类　居民常吃的蔬菜有青菜、萝卜、胡萝卜、芹菜、菠菜、芫荽、茼蒿、茄子、韭菜、苋菜、大蒜、洋葱、
土豆、空心菜、包心菜、大白菜、花菜、西兰花、木耳菜、地瓜、黄瓜、菜瓜、冬瓜、丝瓜、瓠瓜、佛手瓜、西红柿、毛

豆、扁豆、豇豆、蚕豆、茭白、莲藕、竹笋、芦笋、豌豆头、食用菌、面筋、海带等；豆制品有豆腐、豆干、百页、豆

芽、豆腐果、豆腐片、腐竹、素鸡等。

水产类　主要有鲫鱼、鲢鱼、鲤鱼、青鱼、草鱼、鳊鱼、鳜鱼、白鱼、黑鱼、鲶鱼、昂刺鱼、小杂鱼、鳝鱼、泥
鳅、甲鱼、青虾、螺蛳、河蚌、毛蟹、海产鱼类等。

禽及禽蛋类　主要有鸡、鸭、鹅、菜鸽、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等。
肉类　有猪肉、牛肉、羊肉，平时以食猪肉为多。
副食类　８０年代以前常见的副食有糖果、饼干、桃酥、麻花、京果等，以后品种逐渐增多，现在超市中的

副食品有数十百种之多。

极富地方特色的是欢喜团与炒米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直至上世纪末，大街小巷经常见到有人叫

卖，炒米糖是用粳米，直接用火炒，伴以麦芽糖颜色有点焦黄，而欢喜团是糯米用沙炒，米粒像爆米花，拌以

麦芽糖，做成直径约５公分圆形食品，人人都爱吃，故称“欢喜团”。可干吃，也可用开水冲泡吃，可待客可馈
赠亲友。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超市、商店各种副食品应有尽有，人们已不再用家里做的炒米糖和欢

喜团来招待客人了，但上了年岁的人对昔日的炒米糖和欢喜团子的情怀却迟迟未变，许多郭庄、葛村旅台乡

亲回大陆探亲仍会恋恋不忘儿时所恋———炒米糖和欢喜团。

２．饮茶
郭庄、葛村两地自古产茶，茶叶店众多，居民喜爱喝茶，且多喜欢饮绿茶、花茶、鲜有饮红茶者。来客泡

茶是人们待客的基本礼仪。７０年代之前，集镇有茶馆多家，一些上年纪的人（男士居多）闲暇之余喜欢到茶
馆泡上一壶茶，边喝茶边聊天。改革开放后经济改善喜爱喝茶的人更多，人们随身自备茶杯。有些饮茶讲

究者，每年茶叶上市时将一年所需的茶叶采购回来，放冰箱冰柜保存，以防走气变质，影响茶水的口感。当

地人饮茶偏爱本地茶叶，现在物流方便，普洱茶、铁观音等外埠名茶成为人们交往的礼品，相互赠送。

　　五、其他习俗

１．探亲访友
闲暇时间，亲朋好友互相走动，对方有小孩或老人的带些适合他们吃的食品，没有老人和小孩的，带些

应时水果或茶叶烟酒等礼品，双方走动频繁后则不再刻意。旧时亲友间一般不“送钟”，因“送钟”与“送终”

谐音，不吉利。也不送橘子，因“橘子”与“绝子”读音相近，大多送苹果，寓意“平平安安”。

２．探望病人
郭庄、葛村探望病人一般都在上午，此时朝阳高升，喻示病人早日康复，下午探访为一大禁忌，有日落西

山之嫌（日衰），更不会在晚上探望，礼品通常送适合病人吃的食品和水果，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开始送高档

营养品、花篮、现金。

３．探望产妇
探视产妇者都为女性。时间在产妇坐月子阶段，故称“望产妇”或叫“长月礼”礼品大多为红糖、馓子、油

条、鸡蛋、鲫鱼、老母鸡等。９０年代后，“望产妇”礼品档次升级，多以送礼金为主，还有送花篮、送婴儿饰
品的。

４．餐饮礼仪
就餐　无论大人小孩吃饭时不应有不好的行为习惯，如不能对着饭桌大声说话；咀嚼食物不能有太大

声响；不能将筷子插在饭碗的中间（像供饭）；不能用筷子敲打碗边（像乞丐）；不能用手心托碗底（像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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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一手扶碗（象征人人都需要饭碗）一手握筷；不能用筷子在菜碟里翻来翻去，只能拣靠近自己一侧的

菜，不能将自己喜欢吃的菜放在自己面前，不能只盯着一样菜吃，要照顾到别人。如果家中有客人吃饭，主

人除了热情让菜外，会在客人吃饱放下碗筷后再放下碗筷。这些都是本地代代相传的就餐基本礼仪。

请客　郭庄、葛村两地热情好客，请客吃饭是经常之举。无论是婚嫁、生日寿诞、乔迁升学还是平时的
朋友聚会，请客需要预约。婚嫁一般提前半个月以上发请帖。过去是两张红纸，表示一请一邀请夫妇二人

和全家参加，且口头再三关照要全家参加以表示热情和诚意。改革开放以后是比较精美的封贴，又称请柬，

请柬上写请夫妇二人和全家（单身除外），邀请人也是夫妇双双署名，生日寿诞之庆，事先不发请帖，先由自

家定好日期，再由家中热心的亲戚口口相传，得知消息的亲戚事先送去贺礼，届时主家再相邀。现在这一习

俗已改变，生辰宴有事先请柬相邀的也有电话或用短信邀请的。如是请朋友同学同事聚会，一般提前三五

天相约，不论是何种请客，宴会当天，主人都会电话或口头再邀，以示对客人的重视与礼貌。

入座　客人就坐前，先排定座次，主客先落坐，然后再依次入坐。旧时８席方桌为多，现今圆桌为多，１０
席或１２席，如果是家宴，主位面向大门，桌缝横向，有的主位上单放两把椅子，余者凳子。如果是２桌以上，
排列不同，桌子有上下，座次也有大小。就２桌而论，有横放两桌主桌在东“上岗子”靠席为大，有竖放２张，
上方桌子为大，下桌“上岗子”背向大门，对席大。如果桌数更多就更复杂。如“三星席”“四方席”“梅花席”

等，总之是上大下小，东大西小，外大里小。

婚宴席次比较讲究，头天晚上的暖房酒，上座要安排舅舅和姑父及介绍人。正日婚宴首先考虑安排新

亲上座。以往在家举办宴席，地方小，几席一开，开两批或三批，称“流水席”。第二批客人入席，通常自行客

套入座，不论尊卑。改革开放后，婚宴多在饭店举办，主桌放主席台口正中位置，安排新郎新娘和双方父母

及伴郎伴娘介绍人等，女方亲友席放左，其他席位在右，席卡放桌上客人对号入座。

上菜　冷盘率先放好，接着分批次上炒菜、红烧、蔬菜，最后上鱼说明菜已完。鱼放桌子中间鱼头对席
上。酒毕用饭时上汤。改革开放后，在饭店宴客，先摆冷盘，再红烧、汤羹、热炒、蔬菜。上菜有间隔有点心。

最后上果盘。

敬酒　俗称“无酒不成席”，待客酒水主要是白酒，开始主人讲几句“祝酒辞”。以前在家请客用的是小
酒杯，一桌人先同干两杯，然后再相互敬酒。主人主动端杯敬酒。敬酒必须干杯，敬酒一般为双数，至少两

杯，叫好事成双，一桌人之间相互要互敬两杯，称礼貌酒，礼貌酒喝完可自找对象。如主人或者一方量小，可

少斟一点，让客人喝好是郭庄、葛村人待客之道，敬酒不饮或浅斟便开始劝酒。现今在酒店请客，都用大酒

杯，同干两杯之俗已无，以同举杯两次代之，之后便由主人先敬主客，其他人自找敬酒对象，劝酒之风胜于往

昔，有用数字劝的，如“一杯酒叫一路顺风，二杯酒叫好事成双…”也有用俗语押韵劝的，如“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舔一舔”等。还有用豪言壮语劝的。如“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等。生活水平提高了，注重健康养身的

人多了，喝酒讲究适度为宜，既营造气氛又不伤身体，过度劝酒的现象也少了许多。

５．逛庙会（物资交流会）
每年农历三月十七至三月十九日，是郭庄庙的传统庙会。农历四月初四至初六是葛村传统庙会。逢庙

会日，天一亮，十里八乡的人涌向会场，路上、山坡上、田野里到处是人，天大亮时已是万头攒动，会场上熙熙

攘攘，人声鼎沸，玩木偶的、踩高跷的、变魔术的、占星问卜的、卖狗皮膏药的、看西洋镜的、耍猴的，更多的是

卖农具、家具、玩具、竹器、服装的，锄头钉耙锹、犁耙水车应有尽有，还有贩骡卖牛的，农人都盼着这一天添

置家中缺失的农具，女人则关注夏令衣、帽、席、枕。孩子们吃了这样吃那样哪里热闹往哪里跑，姑娘小伙有

相亲的也有看热闹的。

唱戏的万年台是古戏台，建于嘉庆年间，带有祈望长久太平的意愿，附近村社的民间戏班子，从下午一

直唱到深夜，接连几天场场爆满。

６．认干亲
认干亲大多为经算命先生测算小孩五行缺失其一或不足，会遭受灾难而难养，故需认一位在属相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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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有互补的人为干亲。旧时认干亲要举行过继仪式，请证人书写“过继纸”，内容为“茶礼过继，某姓为子，

取名某某”之类。一般以认干爹干娘的居多，有的在过继后另起名字，在过继纸上写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拜干亲要办酒席互赠礼品。逢年过节被过继者给干爹干娘送礼品，被过继者每逢整生日、结婚等干爹干娘

办礼担。如所过继的干长辈膝下无后，被过继者一般要尽赡养义务，也有继承其遗产的权利。

也有认大树、大山、桥梁为干老子的。如被过继者五行缺木，认树；五行缺水，认桥梁；五行缺土，认山。

第一次拜认由父母抱着或跪着向大树、大山、桥梁焚香跪拜，并连呼三声“干老子”，然后燃放鞭炮。从此以

后，每逢整生日或除夕都要举行一次类似的仪式。有认干姊妹的，两家交好以此增进友谊。解放后认干亲

渐淡，８０年代后此俗已少。
７．搭同年
“同年”又称“同庚”，意即两人在同一年出生。旧社会，“搭同年”很流行，如同结拜弟兄。双方情趣相

投，贫富相当，职业或相同，搭同年混社会可互相帮衬，男性多于女性。同年之间亲属称谓前加“同年”两字，

如“同年爹”“同年娘”等，书面文字称“庚父”“庚母”。解放后搭同年逐渐减少。

８．看香头
看香头是民间一种迷信活动，香头多为中年妇女，求者也以女性为多，求者因自己或家人身体常期不适

经医院检查未诊断出确切病因，于是去看香头。看香头时，当求香者点燃一炷香，香头口中念念有词，长呼

一身，大仙附体，眼睛一闭，突然大喊大叫，手舞足蹈说有何鬼神在求香者家中或家人身上作祟，香头为其驱

妖捉怪，帮助退送，向求香者索取钱财。待见好后再去“还香”，备份礼物和钱钞再次去香头家烧香磕头。还

有的说因为砌房造屋、开门、打井、修猪圈等犯了天罡和地煞或改或由香头为你作“解”，其实就是一种迷信，

借此敛财，也可能有心理安慰作用。

９．上茶馆
郭庄、葛村两集镇茶馆自古有之。集镇上中老年人，有进茶馆的喜好，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馆也为茶

客提供一个喝茶聊天交流信息的场地。客人泡一杯茶，久坐不限。茶馆门口有卖瓜子、烧饼油条、茶鸡蛋、

糕点、锅贴和大煮干丝的小商贩，这些副食是茶客们常选休闲食品。

茶馆里有老虎灶，兼卖开水。旧时，茶馆的燃料是砻糠。茶馆实力一看门面，二看库房。大的茶馆库房

里面堆满砻糠，逢连日雨雪不愁。茶馆里的茶沏在小盖碗里，后改为小紫茶壶，一客一碗（壶），续水不限。

茶馆还兼书场，为招揽生意，茶馆请民间艺人来说书。茶客一边喝茶，一边听书、听唱，十分惬意。有的茶馆

前后两进可供茶客打牌。牌是硬长纸条做的，玩法有“洋麻雀”和“吊花”。

上茶馆不一定都是老茶客，有的是去“吃讲茶”的。“吃讲茶”即上茶馆调解矛盾，遇到矛盾纠纷，双方往

往约好到茶馆，请人主持公道。开始双方茶壶的壶嘴相对，若矛盾化解了，则由“中人”把两只茶壶的壶嘴相

交，表示和好。茶钱由理输的一方付。还有的是去谈生意，有的是去会面谈事。

时过境迁，因受现代文化的冲击和休闲方式的改变，８０年代前后，集镇内茶馆多数悄悄关门。
１０．澡堂泡澡
旧时老年人喜爱到澡堂泡澡。“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即指早上起来去茶馆泡一壶茶，而晚上去

澡堂泡个澡。泡完澡后生活清闲之人喜欢躺躺，品尝糕点、喝茶聊天，有人带上一瓶酒，一包花生米，在澡堂

从中午躺到晚上。澡堂门口拎篮卖小吃的川流不息，有五香蚕豆、茶叶蛋、芝麻糖、炒白果、回卤干等。

冬天泡澡成了男人们的习惯，到澡堂泡澡的除了老年人外，还有相当多的青壮年。过去，乡村穷，干苦

力的多，泡澡解乏。早期的澡堂最大的特色是用大锅烧水。那时澡堂子是烧柴草的，大锅上面铺有木头格

子，热水在下面翻腾，人可以躺在上面接受水蒸气的滋润，筋骨有老伤的、伤风感冒的可以缓解病情。澡池

池台大都用汉白玉石砌成，分为大池与小池，大池又称为“温水池”，小池又称为“烫水池”，多用于脚痒之人

烫脚。澡堂里一般设两个等级，雅座与普座。另有擦背、修脚、捏脚、捶背、捶腿的。

９０年代后，许多人家都装了热水器，在家洗澡方便又省钱。但仍有许多人习惯到澡堂里泡澡，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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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割舍不了那一份泡澡所带来的惬意。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曾经的老澡堂被更高档沐浴中心和社

区浴室所取代。集镇上大街小巷有数１０家浴室，服务对象也由原来的男宾发展为男女宾，不但只在冬天开
业，不少是常年营业。

１１．倒药渣
旧时，有病都是看中医吃中药，将药渣倒在大路上，此俗仍见。民俗认为将药渣倒在路上，路过的人踩

了药渣，可以带走病人的晦气，踩的人越多，病人也好的越快，寓意“药到病除”。

常年吃药，药罐子是家中必备品。很多人家是不备这种物品的，不生病谁也不会买一个放在家里，因此

有的人家偶尔染疾吃中药会到别人家去借。借别的东西用后要立即归还人家，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

难”，但是借人药罐子，是不作兴还的，主家需要用时可上门讨要。因为主家希望随着药罐子被借走，“晦气”

也跟着被带走，若主动归还则喻示物主家还有人要生病吃药，遭忌讳。

现今，西医西药占据医疗主导地位，但仍有不少人喜欢中药，有不少疑难杂症和慢病需要中药医治，将

药渣倒在路上的旧习俗已经不符合现代文明要求，影响环境卫生，大部分村民开始将药渣用塑料袋包好扔

进垃圾箱。

１２．吃乌饭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佛教的浴佛节，当地农村都有吃乌饭的习俗。据民间传说，吃乌饭是为了纪念“目

连救母”的孝行（目连救母的故事是戏曲和评书的重要题材）。乌饭是用乌饭草汁水和糯米蒸煮后的乌黑发

亮的米饭，乌饭草是一种落叶灌木，又名牛筋草、青精树、南烛树叶，嫩叶鲜亮，绿里泛红，常见于山坡或石隙

灌木丛中。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他的巨著《本草纲目》中记载到：“此饭乃仙家服食之法”“茅山道士多于四

月八日食之”。李时珍还将句容制作乌饭的方法收录其中：“摘取南烛树叶捣碎，浸水取汁，蒸煮粳米或糯

米，成乌色之饭，久服轻身明目，黑发驻颜，益气力而延年不衰”。

由此可见，乌饭是道家吃“??”追求长生不老的仙方，传入民间流传至今。

１３．腊八粥
农历腊月初八，当地人自古有吃腊八粥的习俗，一般做成咸的，材料有粳米、花生、莲子、青菜、红豆、芋

头、荸荠、茨菇、红枣、百合、咸猪头肉丁、咸鹅肉丁之类，一般凑成八样即可。过了腊八节，年关已近，各家各

户就开始置办年货，准备过年了。

腊八粥的由来，传说不一。一般认为源自佛教的“佛祖成道纪念日”。相传释迦牟尼在游历修行途中，

因饥饿昏倒在地，一牧羊女以杂粮掺以野果，用清泉煮粥将其救醒。释迦牟尼复苏后继续修炼，终一日在菩

提树下彻悟得道，所以佛门定此日为“佛成道日”，这一天正是中国的农历腊月初八，天下寺院都在此日用米

和各种果物煮粥，施舍饥饿之人，中国称之为腊八粥。旧时很重视腊八节，到这一天家家熬制腊八粥。现代

社会生活节奏快，腊八这样的节日已渐渐被忘却，只有少数老年居民，还记得在这一天煮上一锅色香味俱佳

的稠稠的腊八粥，重温一下逝去的岁月。

第五节　群众体育

　　一、民间体育活动

解放前，郭庄、葛村两乡镇没有公共体育设施，但是老百姓有练武强身的习惯。５０年代，群众练武大部
分是玩石锁、石爪、石哑铃、举石担。也有练武功的，如郭庄村杨达里自然村的赵康颐是一个武术高手，长期

练习武爪功夫，七八个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在当地很有名气。他带了很多徒弟，能成名的徒弟不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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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４５　２０１５年，太极剑表演

多数人武术都会两招，但功夫不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庄、葛村的群众体育活

动，大都借助学校体育场地，开展单双杠、哑铃、沙坑及

打篮球、打乒乓球等，并建造平房 ２间，作为存放器材
与办公之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很多村在生产队打谷

场设置篮球架，经常开展小型竞赛。

１９５９年，郭庄、葛村公社组队参加县体委举办的句
容县农村篮球选拔赛。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８年期间，上山下
乡知识青年给农村体育活动增强了活力，篮球、乒乓

球、象棋等得到广泛开展，尤其是象棋，在本镇有不少

　　图２４６　２０１５年，乒乓球比赛

选手参加过县组织的象棋比赛，并取得好的成绩。

１９８３年４月，郭庄、葛村公社组队参加句容县第一
届运动会，参赛４个项目；田径、象棋、乒乓球、篮球，这
次参加县首届运动会，有力地推动了全公社的体育事

业的发展。９０年代初期，除学校开展的体育活动外，社
会流行呼啦圈，当时，此项体育活动风靡一时，大人小

孩个个参加，人人活动。２０１２年，广场舞的流行成为群
众体育活动的最大亮点，每天晚上在集镇跳广场舞的

人有好几百人。

　　二、残疾人体育为国争光

残疾人体育运动在郭庄很受重视，得到党委、政府及社会热心人士的关注、重视和支持，以金星村胡鹏

为代表的体育健儿多次在国家级、省级举重项目上获奖。２０１０年７月，胡鹏在参加马来西亚吉隆坡残奥会
上，勇夺男子７５公斤级举重银牌。２０１２年９月，胡鹏在第十四届伦敦残奥会上，勇夺男子７５公斤级卧举铜
牌，被江苏省政府荣记一等功。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胡鹏参加国内国际残运会获奖一览表

　表２４－３

参赛时间 赛事名称 参赛项目 荣誉称号

２００６年９月 江苏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 男子６０公斤组别举重比赛 第一名

２００９年６月 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 举重锦标赛男子举重６７．５０公斤级 第一名

２０１０年４月 全国残疾人锦标赛
举重锦标赛男子组７５公斤级成绩：２０５．５０
公斤

第一名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５日—３０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残奥会 世界锦标赛举重７５公斤级 银牌

２０１０年８月 江苏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南京） 举重７５公斤项目男子组决赛 第一名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广州） 举重男子７５公斤级 银牌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浙江杭州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 举重比赛男子７５公斤级 第一名

２０１２年９月 十四届伦敦残奥会 男子举重７５公斤级 铜牌

２０１３年 全国残疾人锦标赛
“晟大华健标”全国残疾人（３０岁以下）举
重锦标赛举重７５公斤级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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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７　２０１４年，老年人户外健身　　

　　三、老年体育活动

郭庄镇１８个行政村和 ２个社区，村村建起老
年活动室和体育健身点，群众体育活动在集镇健身

点有１８处，开展体育项目有老年健身操、广场舞、
功夫扇、秧歌、腰鼓、太极剑、刀、枪、棍、棒等，每天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 １２００人次左右，特别是晨
练，成为郭庄集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六节　传闻轶事

　　一、郭庄的来历

句容西南郭庄镇，过去有个大庙，叫圆教寺，据说与明初朱元璋的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有关，有着一段

传奇故事。

那年，朱元璋的大将军郭英率军在郭庄一带与陈友谅打仗，郭英兵少将寡，突然遇到陈友谅大军包围，

寡不敌众。突围时，郭英负了重伤，行至郭庄南河小桥，由于桥面不平，他被战马颠跌桥下，昏死过去。

第二天清晨，圆教寺的小和尚去挑水，听到桥下有人在哼，他走下去，只见一人身穿战袍，混身污血，躺

在水边，一息尚存。小和尚慌忙回庙，告诉长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长老想救人性命要紧，带了五

六个力大的和尚，匆匆赶到桥下，长老见那人身负重伤，不能说话，叫和尚们赶快把他抬回庙里。

长老亲自为那人清洗伤口，上药敷药。由于长老的精心照料，三天后，他开口说话了，长老与和尚们此

时才知道，他是朱洪武的大将郭英。长老赶紧派人到南京给朱元璋送信，朱元璋得知爱将郭英身负重伤，为

圆教寺僧人所救，十分感动。立即派人带了金银来到圆教寺，重赏所有和尚，并接走郭英。

郭英伤好之后，心想：圆教寺是一座孤庙，香火太少！如果靠庙建一条街道，和尚们不仅买东西方便，而

且香火也一定会旺盛！郭英拿出钱财，对圆教寺进行维修，又紧靠寺庙建造一条街道。圆教寺旁有了街道，

香火果真越来越兴旺，不久，进入鼎盛时期。

从那以后，人们把圆教寺叫成郭庄庙，郭英造的那条老街还在，就是现在郭庄镇的“扁担街”。

　　二、赤山与甲山

相传，句容西南的赤山和甲山，原来是两个又高又大的山神。北面的叫吃神，南面的叫夹神。吃神和夹

神各有一套惊天动地的本领。夹神呢，有把大夹子，能把一座大山夹得粉身碎骨；吃神呢，有张大嘴巴，能把

一座大山一口一口吃掉。

多少年来，这两个山神称兄道弟，你来我往，相处得很好，从来没有红过一回脸。

有一天，一个天神闲得无聊，想看看吃神和夹神到底谁的本领大，他先跑到吃神那里说：“我听说夹神明

天要来夹死你！你在他对面，不夹掉你，就不显得他高大。”

吃神耳朵根子软，一听这话，就相信了。他本来脸就红，这下更红了，气呼呼地大骂：“这个畜生东西，真

不讲理！明天我等他一上午，不来的话，下午我去找他！”

天神又跑到夹神那里，说道：“我听说，吃神明天要来吃掉你！他说你在他对面，不吃掉你，就不显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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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

夹神也是耳朵根子软，一听这话，也相信了。夹神本来脸就白，这下更白了，恶狠狠地大骂：“这个畜生

东西，真不讲理！明天我等他一上午，不来的话，下午我去找他！”

第二天上午，吃神和夹神各自在家，耐住性子等了半天，始终没有见到对方的影子。下午，他们等不及

了，匆匆上路去找对方。

在半路上，吃神和夹神相遇了。夹神见吃神红着脸，怒气冲冲；吃神见夹神白着脸，杀气腾腾。他们也

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大打起来。一个张着血盆大口，到处乱咬；一个舞着五大八大的夹子，到处乱夹。他咬

你一口，你夹他一下，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从下午一直恶战到深夜，两个山神打得浑身是伤，力气几

乎耗尽，还未见高低！

最后，他们拼命了！吃神咬住了夹神的颈项，夹神夹住了吃神的腰。吃神被夹得鲜血直冒，夹神被咬掉

了一口又一口。两个山神鲜血淋漓，皆受重伤。他们精疲力竭，无力再战下去，只得罢战。

吃神和夹神回去后，不久都死了。吃神死后，变成了又矮又小的赤山，赤山的土，为什么一大片一大片

红的呢？相传那是吃神的鲜血染红的。夹神死后，变成了一小截一小截的山梁———也就是现在的甲山。甲

山的土，为什么一大片一大片白的呢？因为夹神的血，被吃神咬得滴完了。

　　三、金杯牙筷

相传某日上午，八仙去东海路过甲山，他们被风景如画的山景所陶醉，下了云头，在山上玩了起来。

不知不觉，午时已过。铁拐李说：“哎呀，肚子在唱空城计了！”。

何仙姑说：“甲山风景名不虚传，我们就在这里吃吧。”

曹国舅说：“好啊！既填饱了肚子，又可以多玩一会！”其余众仙都云：“甚好！”

八仙们来到深山，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停住了脚步。他们开始各司其职，施展法术，看中身边的一

块大石头，七斩八削，不久，一张大圆桌，呈现在众人眼前。

韩湘子见有了桌子连忙拿出仙笛，对着山上岩石绕了绕，说了声“来”，只见八个圆鼓溜溜的石凳，滚到

石桌旁不动了。

曹国舅取出玉板在不远处地上比画了几下，地面出现了灶台，眼看着灶台上有了锅和锅盖，不多时，锅

里飘出了一阵阵饭香。

蓝采和手托花篮，微微转了一圈。接着从花篮中端出十几样时鲜果蔬，山珍海味。

汉钟离把扇子“呼”地打开，说了声“酒杯”，眼睛一眨，八个金光闪闪的金酒杯，一字排开站在扇面上。

铁拐李抱住他的酒葫芦摇了摇，说了声“酒”，顿时一阵阵扑鼻的酒香从葫芦口飘出，直钻鼻孔。

何仙姑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伸手在空中拈了一下，同时说了声“筷子”，一把象牙筷到了她的手中。

她一摊派，不多不少，正好八双。

张果老找到一处蒿草，把小毛驴栓在那里。等他赶过来，石桌上酒菜已经摆好。他走到剩下的空位子

跟前，边坐边说：“我就不客气了！”

众仙都说：“你什么事都没做，该罚酒三杯！”

张果老说：“我不胜酒力，这酒嘛就不要罚了。要罚，你们使劲喝，谁醉了，我负责用小毛驴驮！大家说，

可好？”

众仙答道：“好！依你的！”

八位仙家边吃边讲，酒多话也多，好不热闹！直到太阳西下，一个个酒足饭饱，方才散席。

临走前，大家正在收拾，吕洞宾发话了：“今天我们在甲山玩得开心，吃得也开心，留点东西在这里，做个

纪念吧。”

大家都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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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仙姑把刚刚收起的金杯重新放好了。

张果老说：“有杯必有筷！”他变了一个筷笼，放到杯子旁边。

曹国舅说：“我的锅，就原封不动啦！”

何仙姑有些不放心地说：“金杯牙筷这样放着，人家来看到，还不拿走？”

汉钟离说：“我有办法！”他说完，用扇子将金杯、牙筷、筷笼、锅台———压了一下。谁知这一压，这些东西

一起压到了石头里，地面上什么也没有了。只能看到七大八小的石洞洞。

那些大小不等的石洞洞，直到今天，还依稀可见呢！

　　四、乌金塘

明朝时候，望湖岗有位赵先生，很有学问，他中过进士，做过宛平县知县。由于赵先生为人耿直，不喜欢

巴结讨好上司，上任不到一年便弃了官。

赵先生到乡里后，仍以教书为生。赵先生不会做官，可是教书的名声倒蛮大，那新科状元李春芳，还是

他的学生呢！李春芳在朝中做官，极力向皇帝推荐赵先生，皇帝准了李春芳的奏。赵先生被召进皇宫，为两

个皇子教书。

大皇子笨得像猪，他学习不中，野蛮倒是第一，动不动就把小皇子打得鼻青脸肿。赵先生讲他几句，他

的拳脚连先生也照样不客气。一次，赵先生实在忍不住，把这些事告诉了皇帝。谁知皇帝大怒，反说赵先生

无能，罚了五十大板！

有一天，大皇子见赵先生不在，又欺负小皇子。小皇子挨了打，怎么也不肯罢休，他抓起凳子，照着大皇

子的脑瓜就是一下，擂得大皇子眼里金星四冒。大皇子长这么大，哪里吃过这般大亏？他恶狠狠地扑过来，

摁倒小皇子，抓起石头把小皇子砸死了。皇帝追查这事，大皇子不但不认账，反而诬赖是赵先生砸的。皇帝

听了，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定了赵先生死罪。

李春芳得知这事后，赶紧上朝奏本。他说斩赵先生，还不如发配充军到望虎岗让老虎吃掉。因为这样

两全其美，能让天下知道皇帝宽宏大量，还能人不知鬼不觉地将赵先生处死！皇帝一听，觉得有理，准奏！

临行前，李春芳花了许多银子，买动押送赵先生的差人，取下木枷，换了副黑铁大铐。李春芳偷偷告诉

赵先生，别把大铐弄丢了，它是乌金的！赵先生从来没见过乌金，不识货。他嘴上没说，心里骂道：畜生东

西，还戏弄我临死之人！老夫就要被老虎吃掉，你还舍得送我这么多乌金？

差人押着赵先生走了两个多月，一天来到一座山岗上，他们叫道：“赵先生，望虎岗到了。你就在这里升

天吧！”差人走后，赵先生抬头一看，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原来，李春芳用计把他送到了家乡“望湖岗”。赵先

生急忙找来石头，砸开手铐，他站起身，随手把那副又大又重的大铐，甩进了身旁的大塘中。

过了两三年，李春芳私访，特意来看望赵先生。他见赵先生家中仍一贫如洗，不觉提起大铐，说是乌金

的。赵先生听了，恍然大悟，赶紧请人下塘打捞，捞了好多天，什么也没捞到。

从那以后，望湖岗村后的这个大塘，被人叫成了乌金塘。

　　五、轶事择录

戴家边杨氏家族与兴化“万顺号”南货行

据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续修的《句容四知堂杨氏家乘》记载，明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江南句容县
戴家边（今句容市郭庄镇）商人杨宜卿来兴化寻找市场，开设南货店、“元顺”油店及“和丰”“和泰”两爿当

典。不久，杨氏族人杨彦秀（字伯星）、杨达斯（名时和）父子二人亦迁往兴化。他们先依附杨宜卿，后在北城

外南上河边创立“万顺号”南货店。由于杨彦秀、杨达斯父子经营有方，生意逐渐做大，资产也雄厚起来，遂

在东城外大尖上购置铺面房，住房加以改建、扩建，然后将“万顺号”南货店从北门移至东门，同时改南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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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搞批发为主的南货行。这样，杨彦秀和杨达斯便成为“万顺号”南货行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业主。

清咸丰年间（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席卷大江南北。湖南、江西许多巨
商怕受战火牵连，纷纷将纸张、桐油等物资以低廉价格向相对平安的江苏北部倾销。此时，“万顺号”南货行

第五代业主杨启葆（字春华，号蔼堂）紧紧地抓住这个难得一遇的商机，大批吃进湘赣等省转来的货物。不

久，太平军占领南京，接着攻下江宁、句容、丹阳、苏州等江南广大城市和苏北扬州，各地交通受阻，苏北纸

张、桐油、皮油、食糖、干果、海味、祭祀用品、“五洋”等南货严重紧缺，唯独“万顺号”南货行货源充足，装满

“杨家大院”中的若干进货栈，“价因以涨，利市逾三倍”，赚得个盆满钵满，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数十万金巨额

利润。

清代著名学者徐珂（字仲可，浙江杭州人，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根据寓居上海从事文献整理和著

述的兴化籍国学大师李审言提供的史实资料，将“万顺号”南货行业主杨启葆发迹过程及其产业记入《清稗

类钞》一书中。徐珂在《农商类·杨?华设肆兴化》开篇中写道：“兴化钜富，首推?华杨氏。杨，句容籍。”近

人李帆、黄海燕在《中国历代富商大贾名录·宋元明清时期》中，将杨启葆事迹载入与明代苏州昆山县周庄

富商沈富（万三）、清代浙江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等全国顶级富豪并列。此外，《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兴

化县续志（民国志）》均记载了杨启葆及其家族人的情况。《兴化县续志》云：“杨启葆及从弟启菘、启荃俱句

容人，商于兴，地方公差皆捐助不吝。”

由于杨启葆创办实业有功，清廷于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赐郎中衔，加五级，封通奉大夫。配偶徐氏（江南
溧水人）、王氏均封诰命夫人。同时，同治皇帝御书“龙文衔庆”匾旌表，令其奉旨回祖籍句容县郭庄戴家边

创建“杨氏大宗祠”。６０年代末，宗祠被拆。
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冬，杨启葆病逝，“万顺号”南货行业务由第六代业主杨世盛（字子仪，号企椒）

掌管。杨世盛自幼受到祖辈和父辈的教导和潜移默化，长大后逐渐成为一名儒商。他巧于理财，善于经营。

杨世盛锐意扩大市场，派人在湖南洪江、常德、安徽六安、黄山、湖北武汉，江西吴城，浙江杭州及上海、镇江、

南京等地设庄（即今办事处）收购、加工货物，同时建立庞大货行船队，来往于长江及里下河一带商埠之间。

在清末“光绪新政”时期，“万顺号”南货行又一次得到空前发展。据时人估价，其资产约今人民币亿元

之巨。此时，“万顺号”南货行由第六代业主杨世盛掌控。杨世盛不仅是位典型的儒商（著有《悔饮轩诗稿》，

建有兴化及周边地区较早的私人藏书楼“经畲堂”，藏书达数万册），而且是位官商。他以优廪贡生被封为光

禄寺署正衔、仅先用训导，封中宪大夫。为了旌表杨世盛兴办工商有功，光绪皇帝敕封子爵，命其建子爵府，

钦加道台衔，赏顶戴花翎。

杨世盛胞弟杨世沅（字芷湘，号蘅皋）一边经商一边从政，官内阁中书、徐州府儒学教谕，封中宪大夫，著

有《寄鸥馆诗集》、《止庵词》、《句容金石记》等，并出资刊刻古籍，如重刻《乾隆句容县志》、《至顺镇江志》等，

资助修纂《续纂光绪句容县志》，抄录、修订和准备重刻“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恩师陆种园的《陆仲子遗

稿》，亲自题跋。其子杨浣石“性好美术，喜绘图画、雕刻、治印。”从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甲骨文被发现
至今，以甲骨文入印的纂刻家迄今寥若星辰，而在民国７年（１９１８年）前后杨浣石即以甲骨文入印，被誉为以
甲骨文入印的先驱。

由于“万顺号”南货行几代业主善于经商，并致力慈善事业，故先后得到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及慈禧等

帝后的旌表、敕封和召见。

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万顺号”南货行传至第七代业主杨柞山（名祚蒶，字柞山，号秡生，１８８２—１９５５
年）。其后，抗战爆发，战火纷飞，民不聊生，中国民族资产受到极大的摧残，加之广大农村经济破产，市场萎

缩，“万顺号”南货行在劫难逃，上亿的资产、家财渐渐消弭于无形之中，甚至部分房产也转入外人之手，随之

易姓换主。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及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时，“万顺号”南货行及其主人杨氏家族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兴化经商、定居的杨氏家族几代人一直不与兴化本地人通婚，也不聘用当地人担任货行要职，而且所

做的大宗批发生意的货源、加工坊和主要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因此，“万顺号”南货行经营状况与主人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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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渊源鲜为人知，一直充满传奇色彩而显得十分神秘。直到抗战期间，日寇占领兴化，杨氏家族和他们所经

营的工商金融企业受到沉重打击而由盛转衰。这时，杨氏族人才渐渐走出“杨家大院”和兴化本地人联姻，

并逐步融入兴化社会。至此，“万顺号”南货行及其六、七代业主的兴衰史才在世人面前露出其冰山一角。

“万顺号”主体建筑由府第、商铺、货栈、楼宇及与之相配套的大小庭院、花园、家庙（供奉“山大帝”即西

汉句容县治水英雄张渤及杨氏列祖列宗塑像）等上千间房屋构成，占地近４万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明清徽式
建筑风格。由于“万顺号”的主人是兴化的巨商、首富，所以其建筑群被称之为“杨家大院”或“杨家大楼”。

“杨家大院”占地之广阔、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合理、结构之精巧、配套之齐全、保存之完好，为苏中、苏北

地区所罕见，完全可以与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相媲美。由于“万顺号”南货行主体建筑地处金东门边缘地

带，又“隐藏”在大片居民住宅之中，加之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起长期被许多单位占用，所以躲过无数次劫难
而幸存下来。２００９年，兴化市人民政府将“杨家大院”列为兴化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审报江苏省文物保护
单位。

第七节　方言　歌谣

　　一、方言

１．人称用语
我连各———我　　　　　　　　　　　　　　　我各———我们
瓦———我 瓦各———我们

里———你 里连各———你

里们———你们 连各妈———你妈

他连各———他 他各———他们

２．亲属称谓用语
大迈（ｍāｉ）———大妈 大歪———大叔

娘———婶婶 大娘———大婶

良良（ｌｉāｎｇ）———姑母 媳妇———儿子的妻子

新娘子———刚进门的儿媳 老大———长子

老尾巴———小儿子 姑爷———女婿

爷呀———爷爷 舅爷呀———舅爷爷

阿嗲（á　ｄｉā）———爸爸 老子———父亲

迈（ｍāｉ）———妈妈 老儿———丈夫

马马———妻子 嘎离（家里）———老婆或丈夫

大大———伯父 大爹———大伯

３．特殊人称谓
小俺（àｎ）各———未成年男孩 小闹侠（ｘｉà）———小男孩
惯宝宝———备受宠爱的小孩 光蛋———单身汉

火头军———烧饭的 厨子———厨师

剃头的———理发的 告花子———乞丐

窝里鸡———同伙 三花脸———扮演小丑的人

船娘子———玩花船的人 亲家———男女方父母辈互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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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边人———失去丈夫的女人 矮马马———矮个妇女

拖油瓶———妇女改嫁带去的儿女 够部———干部

老爷各———结过婚的男人 奶奶各———结过婚的女人

马马各———妇女 二搭毛———短发妇女

对象———未婚夫妻 相好的———未婚夫妻或情人

阿兜（ā　ｄōｕ）———女孩 阿兜（ā　ｄōｕ）各———女孩
酒德子———女儿代称 奶奶精———婆婆妈妈的男人

４．身体用语
面子———脸面 给老脸———给老面子

太阳心———太阳穴 赖腮胡子———连鬓胡子

颈巷（ｈàｎｇ）———脖颈 心门口———胸口

隔支窝———腋窝 肚瓜———肚子

巴掌———手掌 手指喀（ｋà）———手指甲
指喀（ｋà）棚子———指甲缝 腿瘤播播———膝盖

脚孤拐———脚踝 甲巴啊———脚丫

甲板心———脚心 冬瓜垛子———个子太矮

身胚———身材 把把揪———妇女挽在脑后的头发

卵直（ｌｕǒ　ｚì）托塘灰———小时候
５．衣着用语
背褡子———背心 小褂子———衬衫

马嘎（ｇà）———背心式套衣 呷袄———夹衣

棉袄———棉衣 被单———棉被

帐子———蚊帐 床单———单被

席子———草席 抱裙———小儿抱被

裤甲子———裤脚 袋袋———口袋

孩子———鞋子 覣（ｓà）孩———拖鞋
手捏子———手帕 围腰子———围裙

６．饮食、生活用语
册（ｃè）饭———吃饭 册（ｃè）点心———吃中饭
册（ｃè）酒———喝酒 册（ｃè）死酒———喝喜酒
册（ｃè）零嘴———吃零食 打打馋———解解馋

塞牙齿缝———吃了很少一点 死撑活胀———使劲吃

吃饭怕我（碗）响———小气 支桌子腿———赶来吃饭

骨骨侠侠———东西难咬 上果店———上饭店

长尾巴———做生日 打伙———出钱粮与他人合吃

七掠（ｌｕě）———吃肉 七弯———吃饭

七哑饭———吃晚饭 烧饭———做饭

烧菜———做菜 搛菜———夹菜

打酒———买酒 斩（ｚｈāｎ）肉———买肉
弄菜———做菜 多饭———端饭

赶面———木棍压面条 包饺儿———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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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饺儿———用水煮饺子 打糕———做糕

赶菜———理菜 缸底朝天———米缸无米

死衣裳———洗衣服 水滚了———水开了

子儿面———挂面 公鸡蛋———老卤炖面水

沾（ｚｈāｎ）肉———豆腐圆 千张———豆腐百页

肚货———动物内脏 半桩子饭仓子———少年人饭量大

饿死鬼投的胎———要吃或贪吃 三天吃六顿穷开心———不烦贫困

罗呵（蚯蚓）拱屁耳———吃面条

７．房屋、用具用语
门向———大门朝向 朝罗（南）———房屋坐北朝南

进深———房屋深度　　　　　　 开干（ｇāｎ）———间屋宽度
房干里———房间里　　　　　　 灶伙———厨房

翔（ｘｉáｎｇ）拐上———墙角　　 翔（ｘｉáｎｇ）肚里———墙里面
灶门口———锅塘门口　　　　　 搭步子———台阶

衣主（ｚú）———衣橱　　　　　 八仙桌———坐八人的大方桌

镜支子———梳妆镜　　　　　　 饭我———饭碗

调羹———羹匙　　　　　　　　 缸缸———杯子

茶吊子———烧水的水壶　　　　 瓶塞子———瓶盖

砧板———切菜板　　　　　　　 钢精锅———铝锅

杀板子———木拖鞋　　　　　　 奋箕（ｆèｎ　ｊｉ）———簸箕
甲炉———脚炉　　　　　　　　 代斧———斧头

塞（ｓè）子———凿子　　　　　 俺镜———眼镜

薄膜———塑料膜　　　　　　　 果店———饭店

澡堂子———浴室　　　　　　　 猪登———猪圈

茅斯———厕所或粪坑　　　　　 马子———马桶

料勺子———粪勺　　　　　　　 台子———桌子

抛掀———扬稻掀　　　　　　　 连该———连枷

凳凳———稻草编织的烤火用具

８．瓜果、植物用语
罗瓜———南瓜　　　　　　　　 洋瓜———香瓜

脖兮———荸荠　　　　　　　　 地瓜———山芋

洋柿子———西红柿　　　　　　 所豆———蚕豆

窝豆———豌豆　　　　　　　　 刚豆———豇豆

旱菜———苋菜　　　　　　　　 带锁（ｓｕò）———大蒜
细菜菜———荠菜　　　　　　　 胡椒———辣椒

蓬蒿———茼蒿　　　　　　　　 菊花兰———菊花头

稻菠菜———黄花菜　　　　　　 花儿草———紫云英或红花草

粑子———稗子　　　　　　　　 索索米———玉米

勾蔗———甘蔗　　　　　　　　 麦长呵了———麦子因太肥而倒伏

竹狗———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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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动物用语
家鱼———白鲢　　　　　　　　 连滑捞———鲶鱼

乌巴子———黑鱼　　　　　　　 昂几几———身黄带刺的鱼

王蚬———黄鳝　　　　　　　　 螃海———螃蟹

歪姑姑———窄小的河蚌　　　　 鱼共———蜈蚣

啥（ｓá）———蛇　　　　　　 叫油子———蟋蟀

癞蛋鼓———蛤蟆　　　　　　　 田鸡———青蛙

罗呵———蚯蚓　　　　　　　　 喜蛛马马———蜘蛛

扎不螂———蚂蚱　　　　　　　 伢猪子———种公猪

牯牛———公牛　　　　　　　　
(

牛———母牛

菱各———菱角　　　　　　　　 新新———蜻蜓

老蛙———乌鸦　　　　　　　　 白鸪鸪———鹧鸪

天鸡麻雀———云雀

１０．常见动作用语
逮（ｄáｉ）马马———娶妻子 初红———定婚

息盼———休息　　　　　　　　 歇歇———休息一会

刮刮———拉拉呱　　　　　　　 港话（ｈā）———讲话
关照———嘱咐　　　　　　　　 打边边鼓———说话旁敲侧击

抬杠———争吵　　　　　　　　 吵死———吵架

别经———吵嘴　　　　　　　　 抬酱缸———争辩谁是谁非

睡告———睡觉　　　　　　　　 困告———睡觉

铳等———打瞌睡　　　　　　　 搓衣裳———穿衣服

打扮———化妆　　　　　　　　 上该———上街

上活———上学　　　　　　　　 跌高———跌跤

躲猫猫———捉迷藏　　　　　　 争上游———打扑克

拈个大元宝———摔了一大跤　　 接子———玩小石子

摆啊嘟嘟———小孩玩石子　　　 赶面———用长圆木棍压面

迟鱼———杀鱼刮鳞　　　　　　 敲狗———杀狗

来气———生气　　　　　　　　 顶真———计较

渐紧———抓紧　　　　　　　　 赌嫌———赌钱

进花园———定数额的赌博　　　 砌墙———打麻将

掉茅缸———赌输一定的钱　　　 进账———收入

连夜赶———开夜车　　　　　　 拉倒———算了

死脸———洗脸　　　　　　　　 蛮快———很快

马上来———立刻来　　　　　　 各么慢———这么慢

１１．劳动用语
迁水———车水　　　　　　　　 下秧———撒播稻种

开秧门———开始栽秧　　　　　 薅（ｈāｏ）稻———乌头除草
耘耥———为水稻除草　　　　　 爬行———跪在水稻里除草

来草———除草、拔草　　　　　 打舀———在田里挖沟

扎稻———割稻　　　　　　　　 稻铺（ｐū）———小把稻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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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油荡———抛塘泥　　　　　　 打农药———喷农药

打猪草———挖、割猪草　　　　 打草孩———编制草鞋

脱树枝———除去树枝　　　　　 锄山芋———锄山芋草

挖山芋———刨山芋　　　　　　 刀花生———在收过地上翻找花生

麦———种麦　　　　　　　　 扎菜籽———割菜籽

弄地———整地　　　　　　　　 养宝贝———养蚕

劁猪———骟猪　　　　　　　　 挑稻播菜———挖黄花菜

弄鱼———捞鱼　　　　　　　　 上圩———做圩

挑方———挑土方　　　　　　　 得地———用钉耙或锄头掘地

出猪登———出猪粪　　　　　　 惯稻———手捧住稻在掼盆上掼

１２．心理、褒贬用语
呵（ｈōｕ）死———喜欢　　　　 垒堆高兴———特别高兴

有两下子———有几下本事　　　 不露山不显水———不张扬

识相———能很好地约束自己　　 知趣———能很好地约束自己

刷刮———做事动作快　　　　　 板板一一———形容有条理

见心———放在心上　　　　　　 嘴一张手一双———能讲会做

手敞———出手大方　　　　　　 大头马———大方，不计较

拉倒———不在乎　　　　　　　 霉死了———倒霉死了

煞气———生气　　　　　　　　 不晓得———不知道

雾燥———憋闷不舒服　　　　　 不快活———不舒服

册（ｃè）不消———受不了　　　 累煞人———十分劳累

裸（ｌｕǒ）死了———热死了　　 抬举———故意给面子

手紧———小气　　　　　　　　 大手大脚———不在乎，大方

花头巾———玩花样　　　　　　 萨哒子———说话嗦

碍事———影响他人做事　　　 胡洋工———做事不认真

碍手碍夹（脚）———影响做事　 假充大公鸡———不懂装懂

推般———不太好　　　　　　　 洋西洋西的———形容做事敷衍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做事说话杂乱

１３．排泄物用语
俺里水———眼泪　　　　　　　 俺屎———眼屎

肤皮子———皮屑　　　　　　 坑（ｋèｎ）———身体上赃物
鸟鸟（ｌｉàｏ　ｌｉàｏ）———小便　 撒赊（ｓà　ｓｕｉ）———小便
出恭———大便　　　　　　　　 拉屎———大便

把把———小孩大便　　　　　　 改手———大便或小便

身上来了———月经来了

１４．医药、卫生用语
伤风———感冒　　　　　　　　 槽心———胃难受

打摆子———疟疾　　　　　　　 发烧———发热

羊儿疯———癫痫病　　　　　　 搭脉———切脉

押店———药店　　　　　　　　 押水———药水

香茶———中药　　　　　　　　 煨药———煎药

３２４

郭庄镇志



照镜子———拍片子、透视　　　 扎针———针灸

死兜膏———洗头液　　　　　　 石赶———碱块

清爽———干净　　　　　　　　 拉呱———不干净

邋遢———不干净　　　　　　　 窝糟———极不讲究

息热———退热

１５．打人、骂人用语
皮辊子烧肉———棍子打小孩　　 球（ｑｉǔ）身和———挨打
挨球（ｑｉǔ）———挨打　　　　 十三拳头高———个子太矮

挨整———挨打　　　　　　　　 婊直儿———婊子生的儿子

骚公鸡———骂男人用语　　　　 贱货———骂女人用语

猪胚———不通情理　　　　　　 煞害———凶狠，不讲理

孽畜———畜生　　　　　　　　 八败———败神

败家星———败家子　　　　　　 歇屁股———指没有儿女

路倒———死在路边　　　　　　 翘辫子———死掉

灰销———骂人语　　　　　　　 习奔心———血奔心

躲命佬———短命鬼　　　　　　 炸骨扬灰———炸的粉碎

挨千刀———被砍千刀　　　　　 绍（ｓàｏ）命———死前挣扎
稻草包———小死人　　　　　　 挺尸———睡觉或贪睡

小棺材———骂小孩死　　　　　 扫帚星———败相，短寿

黑炭———人太黑　　　　　　　 册（ｃè）寿———短寿
黑心———心狠手辣　　　　　　 跌掐骨头———摔断了骨头

睁眼瞎———不识字　　　　　　 充军———到处乱跑

头老———乱讲或不谦虚　　　　 犟头———头老，不听劝告

五包六犟———固执，不听话　　 老枯榔———说话不顾忌

得头得脑———说话呛人　　　　 冲头冲脑———说话呛人

生姜———顽固　　　　　　　　 邪气———邪神

捣鬼———背后讲坏话　　　　　 尿布嘴———讲话不考虑

煞里八达———嗦　　　　　　 瞎劳———说话太多

不是省油的灯———喜欢吵闹　　 吵死精———爱吵嘴

孩丧———哭　　　　　　　　　 哭丧———骂人，或死人哭

叫嚎（ｈāｏ）———大声叫　　　 簈经———不好讲话

窝囊废———没用的　　　　　　 三拳头打不出一个闷屁———无用

尿布抱的头———怕出面　　　　 呆头挨老———不灵活

木瓜———笨蛋　　　　　　　　 贱胚———天生会偷窃

手长———会拿人家东西　　　　 打起脸去抢———死拿活要

手冷———借东西不肯还　　　　 巴结———讨好

舔屁股———过分拍马屁　　　　 死走———滚走

滚蛋———滚走　　　　　　　　 穴———倒霉

丁丁配二五———夫妻差配差　　 二五———素质差，无水平

二五三六———素质差　　　　　 吵死———吵嘴

十三点———素质差，无水平　　 蹬不稳———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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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世宝———不稳定，爱出丑　　 不一不当———不稳重

夯气———意气用事　　　　　　 楞气———傻子

浪荡———不稳重　　　　　　　 心血来潮———凭一时意气

不识抬举———不知收敛　　　　 装洋———故意装样

现相———看不惯的样子　　　　 兜售———显示自己

不胎嗨（ｈāｉ）———不争气　　 不识相———不知趣

捂鬼———不光明或做事不认真　 鬼画符———做事敷衍

铳等———打盹或骂人精力不集中 毛糙———做事马虎

走路怕踩死蚂蚁———走路太慢 二五郎当———素质差，无水平

血（ｘｕè）泡泡———女骂男用语 装样巴嗨（ｈāｉ）———故意装样
一根肠子通到屁耳沟———太直爽 册卡（ｃè　ｋà）佬———又奸又坏
叫该（街）———声音大，话多

１６．数量、方位用语
人手———人数　　　　　　　　 多得不得了———特别多

逮多———特别多　　　　　　　 垒堆———相当多

一俺俺———一点点　　　　　　 净光滑塌———全部

一塌刮子———全部　　　　　　 一底底大———一点点大

江江够———刚好够　　　　　　 太消———太薄

巴巴接接———凑合着够　　　　 不干不盖———缺少一点

在给赖（ｇｅｉ）———在这里　　　 上兜（ｄōｕ）———上面
在上兜（ｄōｕ）———在上面　　　 嫌兜（ｄōｕ）———前面
１７．时间、天气用语
根遭———今天　　　　　　　　 根遭各———今天

门儿———明天　　　　　　　　 门遭各———明天

傻（ｓá）遭———昨天　　　　　 后儿———后天

后遭各———后天　　　　　　　 大后儿———大后天

大后遭———大后天　　　　　　 根年———今年

门年———明年　　　　　　　　 开过年———明年

日连———白天　　　　　　　　 夜连———夜里

波（ｂò）天———半天　　　　　 早上———清晨

下波（ｂò）天———下午　　　　 多则满———什么时间

马上———立刻　　　　　　　　 开春———立春

高秋———立秋　　　　　　　　 天罗（ｌｕǒ）———天热
下水———下雨　　　　　　　　 得雨———淋水

鸦里———夜里　　　　　　　　 发水———洪涝

淋当子———冰锥子　　　　　　 下习———下雪

咚（ｄóｎｇ）子劳———女骂男用语
１８．其他常用语
黄历头子———旧称书形日历　　 行当———职业

窍门———做事方法　　　　　　 逼逼窍———做事方法

该（ｇāｉ）上———街上　　　　 山芋告直———山芋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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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印直灰———锅底灰　　　　　 啊（à）口———缺口
潮的———湿的　　　　　　　　 崩干———十分干

不划算———不合算　　　　　　 上所（ｓｕò）———合算
册（ｃè）亏———吃亏　　　　　 便当———方便

将人军———刁难人　　　　　　 抹煞———抹去功劳或成绩

不考叫———不讲究　　　　　　 不除疑———怀疑

天干———干旱　　　　　　　　 看破些———看开些

抬举———故意给面子　　　　　 花里匹啪———装饰或打扮的漂亮

做关目———做东西暗地害人　　 乌漆抹黑———十分黑

一阵去———一起去　　　　　　 不这信———不应该

姜姜巧———刚巧　　　　　　　 险大乎———好危险

打水不混———太少不起作用　　 正好———刚好

怎各———怎么　　　　　　　　 好得哇———好啊

听别跟子———暗地听他人讲话

　　二、歌谣

１．土地庙里把香烧（车水歌）
太阳出土没多高，土地庙里把香烧，土地奶奶你给我找个花大姐，一年的长香我来烧，给你装金又换袍。

土地爷爷一听把头摇，这个事情靠不牢，要给玉皇大帝晓得了，说我“牵马拉皮条”，千年的道行全丢了。

２．好女不嫁二婆家
东风不吹西风刮，燕子衔泥不衔沙，燕子衔泥高梁上，蜜蜂不采黄叶花，好女不嫁二婆家。

３．穷人不能穷到底
天上星星朗朗稀，地下河水分高低，十个指头有长短，莫笑穷人穿破衣，穷人不能穷到底。

４．十二月长工
正月里长工正月正，老板带信我上工，欠了人家一担还两担，我狠狠心肠去上工。

二月里长工二月里中，我打打包袱就动身，大大小小门口站，我眼泪汪汪去上工。

三月里长工三月里中，唱戏台边闹哄哄，大大小小都看戏，只有那个伙计在田中。

四月里长工四月里中，（扎）割麦田里闹哄哄，老板吃了白米饭，大麦糊腊子待长工。

五月里长工五月里中，栽秧田里闹哄哄，遇到老板来看水，看到水少骂长工。

六月里长工六月里中，薅稻田里闹哄哄，老板打着小洋伞，蓑衣凉帽待长工。

七月里长工七月里中，七月蚊虫闹哄哄，老板张的绫罗帐，活活叮坏小长工。

八月里长工八月里中，扎（割）稻田里闹哄哄，老板打的大箩筐，活活压坏我小长工。

九月里长工九月里中，糯米做酒闹哄哄，头交二交老板吃，三交四交待长工。

十月里长工十月里中，杀猪杀羊闹哄哄，老板吃了大肥肉，骨头骨脑待长工。

冬月里长工冬月里中，淘米洗菜闹哄哄，冻了手来不给焐，冻了脚来不给烘。

腊月里长工腊月里中，我打打包袱就下山冲，老板叫我帮一天忙，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哟，老子不欠儿

子工。

５．十杯酒
一杯酒清又清，请了人民解放军，你在前线打敌人，我们在后方好安心。

二杯酒请我的爹，我去参军你莫说，起早带晚要学习，一家大小要团结。

三杯酒请我的妈，我去参军不要怕，我到前线打敌人，打垮敌人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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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杯酒请我的哥，我去参军你生活做，家里的事情要搞好，各样工作要带头。

五杯酒请我的嫂，我去参军莫懊糟，家里事情全靠你，一家大小照应好。

六杯酒请我的妹，我去参军莫流泪，白天好好搞生产，晚上和你嫂嫂一同睡。

七杯酒请我的妻，我去参军莫着急，不久全国要解放，夫妻团圆是光荣的。

八杯酒请我的姐，有句话跟你说，娘家事情常来往，父母讲话记心上。

九杯酒请村人，我去参军该多欢喜，多亏共产党好领导，多亏领袖毛主席。

十杯酒都请完，武装整齐到前方，等到全国解放后，探亲回来一家团圆。

６．十八岁的大姐嫩娇娇
十八岁的大姐嫩娇娇，跨过田畎跌闪腰，放牛哥哥拉一把，耕田哥哥撑把腰，不要你的馒头不要你的糕，

只要你的小脚跷三跷。

７．十八岁的大姐周岁的郎
十八岁的大姐周岁的郎，晚上洗脚抱上床，不看在爹妈情面上，我捉着两条小腿撂过墙，叫你小命见

阎王。

婆骂媳来莫心焦，钵头熬肉慢慢熬，有那一日婆家去，幼年的夫妻赶上了。叫我不生焦来单生焦，黄皮

狼子长不大，虾蟆狗呀长不高，不等郎大姐老了。

８．五更今儿里
一更今儿里，月亮照花台，骂一声英国人做事大不该。你在外国就把生意做，大不该冲进中华大国来。

飘洋又过海，大船带过来，整船的鸦片烟土带到中国来。中华大国的人儿都来买，买烟土的人儿永世不太嗨。

二更今儿里，月儿节节高，想起吃鸦片的人心里好懊糟。想当初，不吃鸦片家中多好过，吃上鸦片烟两

手空捞捞。鸦片烟瘾一到，呵气打不了，托鼻涕、流眼泪走路腿打飘，走进那烟馆里快点把烟烧，一口两口烧

下肚，快活伸个懒腰。

三更今儿里，月儿正当中，倒一杯浓茶润润喉咙。想当初不吃鸦片精神多么好，吃了鸦片掉进了万人

坑。吃了鸦片烟，家产一场空，妻离子散一家无影踪，自己老婆旁人养，亲弟兄不认我做弟兄。

四更今儿里，月儿偏了西，吃会了鸦片烟人人看不起，碰见了生人我靠边走，碰见了熟人连忙躲起。大

街不敢走，小街跑得快，背街上有个人认我做兄弟，我认他做兄弟没有别的事，跟他借二百文再把鸦片吃。

五更今儿里，鼓打天涯明，吃下了鸦片烟腰无分文，浑身冰冷强于冷水浇，肚子饿上街讨饭去度命。左

手拿青竹竿，右手拿葫芦瓢，金丝绿网在手上绕，要到东、要到西，什么都要不到，还要喊姑老爷奶奶不知

多少。

第八节　谚语　歇后语

　　一、谚语

１．气象
十次东风九次下，就怕东风吹不大。

旱刮东风不雨，涝刮东风不晴。

二月初八风，刮到三月中。

西风四季都不下，唯有夏至半月家。

伏里北风雨倾盆，腊月南风雪纷纷。

天上鲤鱼斑，明日晒稻不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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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山戴帽子（云），圩里喊老子（下大雨）。

下得早，不湿草。

早上雷轰轰，有雨不到中。

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

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

日落火烧云，明天是天晴。

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东虹风，西虹雨，南虹北虹卖儿女。

久晴大雾必阴，久阴大雾必晴。

早晨地罩雾，尽管晒稻谷。

燕子低飞蛇过道，蜻蜓低飞大雨到。

鸡子上窝早，明天天气好。

干苍蝇，湿蚊子。

石板出汗，雨水煮饭。

春雾雨，夏雾晴，秋雾凉风，冬雾雪。

两春夹一冬，无被暖烘烘。

惊蛰闻雷，小满发水。

春寒必有雨。

小暑头上一声雷，半月黄梅倒转来。

重阳无雨看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

２．农事
谷雨前，好种棉，谷雨后，好种豆。

小满大麦黄，忙了蚕桑好栽秧。

大麦上场小麦黄，立夏十天
)

枷响。

清明断锄，谷雨断肥。

春肥银，腊肥金，春肥腊施银变金。

麦要抢，稻要养。

麦怕清明连夜雨，稻怕寒露一场霜。

处暑萝卜，白露菜；莳里芝麻，伏里豆。

七月葱，八月蒜。

棉花不打叉，光长火柴架。

秋前秋后，荞麦绿豆。

秧田得病，大田送命。

稻怕干，麦怕淹。

白露早，立冬迟，秋分寒露正当时。

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

养猪无巧，窝干食饱。

冬牛要窝，春牛要露。

家有百棵树，不愁吃和住。

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能赚钱。

猫三狗四猪五羊六（繁衍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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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树造林，不过清明。

３．生活
打来骂来，蚀本不来。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

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短。

身正不怕影子歪。

猴子不上树，多敲几遍锣。

人是衣装，马靠鞍装。

当面卖嘴，背后捣鬼。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茅缸不臭自搂。

五花肠子六花心。

人搀的不走，鬼搀的直跑。

人情大是债，头顶锅儿卖。

不怕不识字，就怕不识时。

人人要脸，树树要皮。

宁可做过，不能错过。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

大家马，大家骑。

黑影子上墙，奶孩子要娘。

虱多不痒，债多不愁。

六月债，还得快。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半夜里上杭州，天亮还在家门口。

墙头草，顺风倒。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桥归桥，路归路。

嘴呱呱，屎拉拉。

火要空心，人要虚心。

家无主，扫帚舞。

整瓶子不动半瓶子晃荡。

宁卯一村，不卯一家。

一个好汉三人帮，一个篱笆三根桩。

荷花虽好看，要有绿叶扶。

家宽不如心宽。

生姜还是老的辣，酒还是陈的香。

上街不吃饭，下街讨饭吃。

远亲不如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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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歇后语

打掉门牙往肚子里咽———忍气吞声

捆桶匠揽造天王寺———多事

竹篮打水———一场空

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裤裆里放屁———两岔气

阴沟里的鸭子———顾嘴不顾身

茅山菩萨———照远不照近

赶了茅山塌了九华———心神不定

大小姐的花鞋———样子好看

叫花子打架———有祸不大

绣花枕头——— 一肚子草

茅缸的石头———又臭又硬

灶老爷上西天———尽讲好话

屁股后面放尿勺———等屎（死）

颈项下挂钥匙———开心

三天吃六顿———穷开心

外甥子打灯笼———照舅（旧）

阴间里的秀才———坏才

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

脚底心抹油———溜之大吉

二十五的灶老爷———没位子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澡堂子的灯笼———天天挂

三十晚上看黄历———没日子了

外行拉胡琴———自顾自

孔夫子搬家———全是输（书）

阎王贴告示———鬼话连篇

八十岁老太做花鞋———老样子

黄鼠狼跟鸡拜年———没安好心

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坐在飞机上放双响———空响（想）

吊死鬼抹粉———死要脸

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帽子掉了边———顶好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小癞子打伞———无法无天

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实

土公蛇咬板凳———枉出毒气

小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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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哑巴睡一头———没话讲

擀面杖吹火——— 一窍不通

歪嘴吹喇叭——— 一股邪气

青石板上掼乌龟———硬碰硬

老鼠舔猫屁股———找死

麻袋里装菱角———个个想出头

王妈妈照应武大郎———没存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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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社会文明

郭庄、葛村两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

议》为指南，以《句容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八五”规划实施意见》及以后分别制定的“九五”“十五”“十

一五”精神文明建设规划纲要为主要内容，开展各种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逐步形成以“讲文明、树新

风”为主要内容，以创建文明镇、文明村、文明小区（社区）、文明行业为主体，以创建文明单位为基础，多种形

式创建活动共同发展的工作格局。

老龄工作按照“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工作方针，以实现老年人“六个老有”（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目标，加强组织建设，开展敬老宣传，依法维护老人权利，

不断提高老年福利标准。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点是把握青少年特点和成长规律，做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葛村、郭庄两乡镇涌现出江苏省文明村镇６个（次）；镇江市文明单位４个（次），镇江市
文明村镇３个（次）；句容市文明村镇４个（次），句容市文明单位６个（次）。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老龄委
连续五年被评为“句容市先进集体”，郭庄镇老年体协会跨入了镇江市老年体协“百强村”、省老年体协“示范

镇”行列。

第一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组织机构

１９８２年３月，郭庄、葛村两乡开展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并成立“文明礼貌月”活动领导小组，
后调整组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乡党委副书记任组长，宣传委员任副组长，成员

由相关单位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活动安排。

　　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１．文明礼貌月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１９８２年３月，郭庄、葛村两乡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是年 ３月 ２８

日，中共中央发出《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的通知，郭庄、

葛村两乡根据实际，开展各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文明礼貌月”活动连续３年，每年３月召开动
员会，结束后召开表彰会。倡导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后来“五讲四美”教育又增加“三热爱”教育。

２．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建活动
９０年代，郭庄、葛村两乡镇根据县委、县政府制定的《句容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八五”规划实施意

见》，具体指导镇、村（社区）文明建设。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郭庄镇金星村获“省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
称号。

２０００年开展镇江市第二届文明行业、文明村镇、文明小区审报迎检工作。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郭庄镇金星村
两次被评为“省文明村”。２０１２年郭庄镇被评为“镇江市文明镇”。２０１３年郭庄镇被评为“省文明镇”、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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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小学被评为“省文明单位”、百丈村被评为“省文明村”。２０１４年郭庄镇被评为“句容市文明镇”、郭庄财
政所、供电所、医院、中心小学、交管所、工商分局等单位被评为“句容市文明单位”、百丈村、郭庄村、虬北村

被评为“句容市文明村”。２０１５年郭庄镇被评为“镇江市文明镇”、郭庄镇市场监督管理分局、郭庄医院、郭
庄中心校、财政所等单位被评为“镇江市文明单位”、虬北村被评为“镇江市文明村”。

第二节　社会事务管理

　　一、烈士评定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郭庄、葛村两乡人民同子弟兵并肩作战，创造了支前助战的光

辉业绩。据《句容县志》“英名录”记载，郭庄、葛村两乡革命烈士５４名（其中抗日战争 １４人，解放战争 １７
人，抗美援朝１４人，１９５４—１９８４年间参加革命、在抗洪抢险、舍身救人牺牲 ９人）。１９８６—２００８年，葛村乡
（镇）在民主革命时期牺牲的经德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１９９１年，葛村乡周宜顺在抗洪抢险中英勇献身，被
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二、抚恤安置

１．抚恤
１９５０年，六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公布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残

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办理抚恤事

宜。办理过程中，民政部门对牺牲病故者妥善安葬和对其家庭生活予以照顾外，均按各个时期的抚恤标准

一次性发放抚恤粮食。１９５３年起改抚恤粮为抚恤金。１９８４年４月１日后，革命烈士的抚恤金按其本人４０
个月工资计发。１９８５年１月起，将定量补助改为定期抚恤，抚恤标准为：居住在农村的烈属１户１人者每月
２５元；１户２人以上者每人每月２２元；病故军人家属１户１人者每月２０元；１户２人以上者每人每月１８元。
享受抚恤的优抚对象病故后，一次性发给其家属相当于死者半年定期抚恤总额的丧葬补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句容县人民政府对革命伤残军人的抚恤，按其伤残程度及劳动能力程度分：特

等、一等、二等甲级、二等乙级、三等甲级、三等乙级。发放《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凭证享受抚恤和优待。

１９５０年，每人每年抚恤粮标准为４０—７５公斤。１９５２年，每人每年抚恤粮为７５—１４０公斤。１９５３年改为抚恤
金，抚恤标准根据伤残等级发放。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抚恤金逐年增加，２００８年，伤残军人抚恤标准为 １９１６４
元，月均１５９７元。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共有２８４名伤残军人、老复员军人、参战人员，享受优待金２９２．５０万元。

１９５５年，人民政府对年老无依靠的残疾烈军属实行定期定量补助。１９５７年，郭庄、葛村两乡对居民户口
无职业的烈属和患病的复员军人，实行定期定量补助。进入６０年代后，烈军属的补助工作进一步得到重视，
发放补助逐年增加。１９８５年１月起，对烈军属和因公牺牲、病故军人家属的定期定量补助，改为定期定量
抚恤。

２０１５年，全镇发放各种优待抚恤及定期抚恤款共５６０万余元。
２．安置
１９５０年，第六区（含郭庄、葛村、三岔、后白部分）设复员转业管理委员会，负责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工

作。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实行“原籍安置”和“行业对口安置”。至１９５７年郭庄乡、葛村乡
复员转业军人的其中一小部分，被安置到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部分被安置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１９５８年，安置工作本着“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做到随到随接待随安置。郭庄、葛村安置重点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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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农村安置中又以解决回乡后的生产、生活、婚姻等实际问题为主。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因工矿企业大批招
工，这两年所接受的退伍军人和１９６９年的部分退伍军人均由县政府安置就业。１９７２年后，郭庄公社、葛村
公社对退伍军人仍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进行安置。１９７３—１９８３年，郭庄公社、葛村公社共安置
退伍军人３００余人。１９８４年，县和乡创办军地两用人材介绍所，优先招聘安置了一批病、伤、残疾退伍军人。

１９８５年起，实行“征兵、优待、安置”三位一体的办法，做到入伍、进厂通知和优待证一并发放，提前做好
应征青年的退伍安置工作。２００１年后，对选择自谋职业有偿安置的退伍士兵，发放一次性安置补偿金。免
费提供技能技术培训、市场信息和推荐就业等各种服务，提高技能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三、婚姻登记与殡葬管理

１．婚姻登记管理
１９５０年５月，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１９５１年９月，郭

庄乡、葛村乡全面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行婚姻登记。１９５８年后，婚姻登记改在郭庄人民公社、葛村
人民公社机关登记。规定男２０周岁、女１８周岁可申请登记结婚。１９６２年３月１日起，离婚登记由县民政科
直接办理，一方要求离婚的转法院办理。１９７８年后，结婚、离婚、复婚登记均为公社办理。

１９８０年国家颁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将结婚年龄从原来的男２０周岁、女１８周岁改为男不
早于２２周岁，女不早于２０周岁。１９８５年，郭庄乡、葛村乡分设专职婚姻登记员。

婚姻登记程序是：申请登记，携带户口证件及所在单位或村委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填写结婚申请书

（离婚的持离婚证）；提出离婚申请的，需要填写离婚登记表；审查了解，婚姻登记机关首先对户口簿核对是

否达到法定婚龄，是否符合一夫一妻制。在了解情况中还包括男女双方是否自主自愿、恋爱时间的长短、是

否直系血亲和３代之间的旁系血亲，以及有无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等。在离婚审查时，还必须了解其
子女及其财产处理情况；登记发证，对于符合结婚法定条件的，准予结婚或离婚，发给结（离）婚证，结婚证收

领证费３元，离婚证每对收２０元。如进行复婚登记，必须将原离婚证收回注销；管好档案，做好婚姻登记的
统计工作，交市档案局保管待查。

２００２年，成立句容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全市婚姻登记工作实行集中办理。郭庄镇、葛村镇不再办理婚
姻登记工作。２００２年后，由于人口的变化和计划生育的大力开展，提倡晚婚晚育，晚婚率大幅上升，成婚人
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离婚率逐年上升，２００１年比１９９４年增加１．５０倍，每年以４％—９％的速度递增。

２．殡葬改革管理
郭庄、葛村两地沿袭土葬习俗。１９６４年，政府推行火化，但几经反复、执行不易。
１９８０年，县民政局发布《大力推行火葬，改革殡葬习俗》的布告。公社党委、管委会广泛宣传火葬科学、

经济、文明、卫生四大好处，作出了“全面推行火葬，不得搞任何形式土葬”的规定。

１９８４年９月，殡葬改革实施细则纳入乡规民约，把解决思想问题与推进殡葬改革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党员干部家庭带头执行火葬，积极引导群众实行火葬。

为了巩固殡葬改革的成果，１９９４年，葛村、郭庄各修建公益性公墓１座，墓穴共１５０座。１９９６年葛村镇
投入资金完善“桑海园”公益性公墓设施建设。１９９６年后，郭庄、葛村两镇火化率达到１００％。彻底改变了几
千年流传下来的土葬习俗。１９９８年市民政部门在郭庄进行规范化公益性公墓的试点工作，１９９８年９月建陵
岗公墓，占地１１亩，有６００个穴位；２００２年８月建赤山公墓，占地５亩，有穴位６２０个；２００６年６月建新华公
墓，占地１５亩，有穴位３００个。至２００６年，郭庄镇政府建立４处公墓，骨灰入墓率１００％。至２０１５年，郭庄
镇公墓接纳及迁移坟墓３８５０穴，节约土地３００亩。

１９８４—２０１５年，郭庄、葛村两乡镇在开展平坟还田和实现国道、省道两侧３００米内，以及可耕地、风景
区、河流堤坝两侧无坟头要求的工作中，共平迁坟墓３８００余座，还耕地面积４００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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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地名管理

５０—７０年代，郭庄、葛村未设立专门地名管理机构，一直沿用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地名。“文化大革命”期
间，大搞地名“一片红”，从而导致了地名混乱。

随着城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及新街道、新巷弄的建设，地名管理成为政府的专项工

作之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郭庄、葛村两乡的地名管理纳入民政工作，工作的重点是对每个村庄、街道、河流、道
路、桥梁、古迹等各地名的来历、沿革、含意以及“名”与“家”进行逐一调查，历时一年，基本查清和纠正了一

地多名、一名多地、用字不当、含义不妥以及地图上与实地不相符等问题。由县地名办将普查的成果汇编成

册，统一编入《句容县地名录》，从而为新闻报道、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国防、公安、城建等有关部门提供了地

名资料。

１９８５年１月，两乡政府根据句容县政府批转民政局地名委员会《关于正确使用标准地名、名称意见的报
告》，决定郭庄乡葛村乡境内的各单位使用印章、挂牌、商标、广告等，凡用非标准字和非标准地名的一律予

以纠正，并明确规定地名命名、更正的审批权限和手续。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郭庄、葛村两乡两次对行政村和集
镇路、街、巷的名称进行整顿，统一设置了村牌、路牌、巷牌、门牌。１９９８年后，新开辟的街道、巷、小区增多，
地名标志的设立，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形势，因此，不少新的居民对自己所居何街何巷尚不清楚。２００７年，
郭庄镇、葛村集镇对道路名称，住宅小区命名并挂牌，在３８条道路设置路牌８８块、路牌设置工作获得江苏省
民政厅表彰，先后接待省市参观学习者３５０人次。

　　五、界线的勘定

１９９６年根据国务院在全国开展勘定省、县两级行政区域界限工作的要求，全面启动行政区域界线勘定
工作。

２０００年与溧水县、江宁区交换边界走向说明书和边界走向图，埋设界桩，实施测绘。２００６年６月同溧水
县、江宁区对界桩联合检查，出示联检报告。２００７年，根据市下发《关于创建平安和谐边界的实施方案》，与
江宁区对双方境内４个界桩重新进行认证，与江宁区、溧水县达成《界线主管部门创建平安和谐边界协议
书》。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根据《句容市平安边界考核验收细则（试行）》，建立责任网络，维护郭庄镇与周边县、区
的和睦稳定。同时加强勘界档案建设，注重勘界档案的收集、保管和整理工作。

第三节　老龄事业

　　一、组织建设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分别成立老龄问题委员会。２０００年更名为郭庄镇老龄工作委员会、葛村镇老龄
工作委员会（简称镇老龄委），办公室设在民政部门，主任由民政部门负责人兼任，加大老龄工作的管理协调

力度。２００５年底，郭庄镇、葛村镇老龄委合并，成立郭庄镇老龄委。
为适应老龄事业的发展和老年人的需要，各类老年社会团体应运而生。２０１５年，全镇建有老年人体育

协会、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镇老年活动中心及各行政村老年活动室等。

　　二、敬老宣传

１９８６年，郭庄、葛村两乡老龄委工作按照“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工作方针，以实现老年人
“六个老有”（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目的，推动两乡老龄事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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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５１　２０１４年，“夕阳红———扶老上网”培训

康发展。从１９８６年起，每逢元旦、春节和敬老节都
开展敬老宣传。乡党委、政府及各单位、行政村党

支部参加敬老宣传活动，走访、慰问老模范、特困老

人和高龄老人，为老年人办实事，在社会上弘扬敬

老风气，开展敬老活动。积极参与市（县）举办的老

年人体育运动会。满足老年人的生活、学习等需

要。关心老干部学习，抓好老干部两月一次学习

日，使老同志思想学习与时俱进。组织老干部参加

养身保健知识讲座，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为他

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夕阳红—扶老上网”培训５次。

　　三、老年维权与老年福利

１．依法养老和维权
１９８６年，两乡推行社会保险以来，不断创新制度和机制。至２０００年建立起地税征收、财政监管、社保机

构发放的基金运行机制，养老金实现社会化发放。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子女与老人签订《家庭赡养协议

书》。２０００年之后，郭庄镇、葛村镇对于遗弃、歧视、虐待老年人的不孝子女，给予批评教育，对严重触犯法
律，情节恶劣的侵老行为，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公安、司法及法院都设立老年人维权示范岗，审查各类涉

老案件。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司法所调处赡养老人矛盾７２户。
２．老年福利设施建设
１９９１年，郭庄、葛村两乡有敬老院２所，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１１０余人。１９９４年，郭庄镇政府在大旱

之年财政困难之际，安排５万元和 ２．５０万公斤大米，救助敬老院１５９名“五保”老人和 ９３名特困户群众。
１９９５年开始办理农村养老保险，至２０００年，郭庄镇、葛村镇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４５００人，投保总额１０６万
元，自２００３年开始对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低收入特困老人实行低保供应。２００６年郭庄镇投资２００万元
新建郭庄敬老院，建筑面积２５００平方米，入院老人１１０余人。是年，郭庄、葛村两集镇分别成立老年活动中
心。全镇２个居委会、１８个村委会围绕落实“六个老有”的工作方针，在实施“星光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普
及村级老年活动室，活动室有图书阅览、象棋、扑克、麻将、乒乓球等，为老年人活动、学习提供必要条件。集

镇老年健身体操队开展太极拳、太极剑、功夫扇、气功、腰鼓、回春医疗保健操、广场舞等健身锻炼。２００８年
市政府出台《句容市老年居民养老补贴工作实施意见》，建立发放高龄老人尊老金制度，郭庄镇政府根据市

政府的意见，为全镇无固定收入的老人发放生活补贴。６５—８９岁老人每月３０元，９０—９９周岁高龄老人每月
６０元，１００岁以上老人每月１５０元。２０１５年全镇无固定收入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调整到１１５元，
高龄老人的生活补贴也得到相应提高。

第四节　关心下一代工作

　　一、组织网络

１９９２年底，郭庄乡、葛村乡分别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关工委”）。自 １９９３年开始，郭庄
乡、葛村乡关心下一代工作网络逐步向学校延伸。１９９６年，两镇２所中学、２所中心校成立关工委。随后，４０
个行政村２个居委会相继成立关工委，队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自愿投身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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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镇、村两级关工委有２３个，组成人员１１８人。

　　二、工作简况

镇、村关工委以“五老人员”为主体的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团，每年结合清明、“五四”“六一”“八一”“十

一”等节日，深入学校、工厂、单位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１９９２年，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为青少年作革命传
统教育４场，接受教育的青少年人数４５００余人次。

１９９７年，关工委以“香港回归祖国”为主题，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的开展，举办演讲会，中小学师
生参会人数５０００余人次。

１９９９年，以庆祝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为契机，在青少年中开展“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教育。

２０００年，开展以理想和信念为核心的主旋律教育，举办“展望２１世纪美好前景，争做新世纪合格人才”
系列活动，举办４场次报告会，５０００多名青少年受到教育。

２００１年，在青少年中开展“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为主题内容的法制教育活动。
２００３年，关工委开展“三学三帮”为主要内容的关心下一代工作。三学：学雷锋、快成长、弘扬民族精神；

学《纲要》，见行动，做文明小公民；学科学，快致富，农村青年带头奔小康。三帮：帮学，帮助辍学的学生重返

校园和贫困子弟入学；帮助困难家庭摆脱贫困；帮教，帮助失足青少年转变，使他们走上正道。

２００８年，在青少年中开展“迎奥运、颂改革、建设美好家乡”三项教育活动，以奥运会举办和改革开放３０
周年为主题，加强对青少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旋律教育活动。

２０１０年，关工委在青少年中开展《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系列活动，举办报告会４场，接受教育的青少年
人数５０００人次。

２０１１年，开展《颂歌献给党，当好接班人》系列活动，举办中小学生文艺演唱会。

图２５２　２０１４年，关工委活动　　

２０１２年，组织并开展《文明美德伴我成长》系
列活动，号召全镇各中小学校出一次展牌。

２０１３年，开展《复兴中华，从我做起》系列活
动，举办演唱会 ４场，参会青少年人数 ４０００余
人次。

２０１４年，关工委组织以《美丽中国，我的中国
梦》为主题，开展深入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举

办演讲会４场，参会青少年人数３０００人次。
２０１５年，组织开展《学法崇德，“真善美”伴我

行》系列活动，举办多场演唱会，青少年参会总人数

３２００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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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人　物

郭庄、葛村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古往今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革命英烈以及一些社会名流。他们

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本志分别对其中代表人物以传略、名

录的形式以彰其德，以示铭志。

第一节　人物传略

　　一、古代人物

１．郭璞

　　图２６１　郭璞像

郭璞（２７６—３２４），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两晋
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好古文、奇字，精天文、历算、卜筮，

擅诗赋，是游仙诗的祖师。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道教的术数学，是两

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出自《乾隆句容县志》）。西晋末，郭璞和北方大

族拥护镇守建邺（今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为东晋皇帝，咸康四年（３３８年）
置高阳侨郡。郭璞之家族在句容郭庄一带，依岗临水居住。东晋末，其后

人巨富郭祖琛（误传郭英）在此建庄园，故称郭庄。唐贞观年间，在郭庄建

有古圆教寺，人称郭庄庙。

２．包文学
包文学（１４２２—１４７６），字崇儒，句容县上容乡（原葛村乡）高平桥人。

明景泰元年（１４５０年），乡试举人，任湖广归州知州，平息境内虎兽和强盗
之患，深得民心。明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年），荡灭荆襄之地流寇，因功入朝为
官。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年），升江西饶州府同知，同年卒于官，子良辅扶柩
归葬故乡句容。句容市博物馆藏有其墓志铭。

３．戴仁

图２６２　戴仁书法　　

戴仁，字以德，句容临泉乡（今郭庄镇）人。明

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年）第三甲进士，成化辛丑（１４８１
年）授太常博士，升山西道御史，督北直隶学政，行

修政立，当时称之。容四牌楼在明代叫四桂坊，后

改为四面牌楼，其中一面为戴仁所立。戴仁也是名

噪一时的书法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戴仁跋范仲

淹《道服赞》，行楷书，纵 ３４．８０厘米。西湖中天竺
法净寺观音殿送子观音佛龛留有戴仁题字。戴仁

晚年归隐，留有《归山》诗四首，表达远离官场、宅心

山林的愉悦心态。

３３９

第二十六章　人　物



４．汤鼐

图２６３　汤鼐像　　

汤鼐，字用之，句容临泉乡（今郭庄镇）人。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考
中进士，授行人职，后又提升为广西道监察御史，后改广东道监察御史。

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年）受敕进阶文林郎。汤鼐为官清正，敢于直言。明
孝宗继位，汤鼐弹劾大学士万安欺君误国。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年）正月，汤鼐
又弹劾礼部尚书周洪谟。后受奸人所害，汤鼐贬戍肃州。被罚守边，因无

人援救，很久才释放回来。郭庄镇汤巷村为汤鼐世居之地，后迁居福祚乡

（原三岔乡张庙附近）。

５．杨世沅
杨世沅又名杨世源，字芷湘，又字芷香、子湘，号蘅皋，又号止庵，郭庄

戴家边人。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拔贡。杨世沅与胞兄杨世盛（兴化县
“万顺号”南货行业主）一起经商，代理“万顺号”从事兴化、东台、泰州等地

业务。同时从政，官内阁中书、前沛县教谕、拔贡，封中宪大夫。著有《寄

鸥馆诗集》《止庵词》《句容金石记》等，并出资刊刻古籍。重刻《乾隆句容

县志》《至顺镇江志》等。《乾隆句容县志》曾一度亡佚，清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年），杨世沅根据文澜阁藏本重刻，１９７４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
司据光绪重刻本影印。《乾隆句容县志》共１０卷，全书正文加卷首、卷末共９１目，清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刻
本，知县曹袭先纂修。杨世沅还资助修纂《续纂光绪句容县志》。抄录、修订和准备重刻“扬州八怪”代表人

物郑板桥恩师陆种园的《陆仲子遗稿》，亲自题跋（复抄本现存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入武新立《明

清稀见史籍叙录》）。

　　二、近现代人物

１．钱立三
钱立三（１９１９—１９５９），祖籍句容葛村乡赤岸村。生于徐州。抗战前，肄业于上海大厦大学。钱好考古，

曾在徐州附近搜集到一箱古石器和古陶片。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２月，日军侵犯徐州，钱携带考古器物去四
川避难，所乘船只在途径武汉江面时沉没，人遇救，而古器物遗失。后随父回句容赤岸村居住，在湖熟租房

开设源和酒店，苦度生涯。他不论门第，与赤岸村农家姑娘结婚，被人讥为“钱呆子”。１９４９年冬，在南京参
观《从猿到人展览》。回湖熟后闲步梁台，发现有一些古石器和陶片与展览的文物相似，就搜集保存。１９５１
年，他把搜集的古器物带到南京博物馆鉴定，引起考古界人士重视。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遹根据钱立三所

献古文物线索，与南京大学教授胡小石率一考古工作组到湖熟梁台、城岗头、老虎墩、前岗及鞍头岗等处考

察发掘，发现一批古遗物，有石镞、石斧、石纺轮、陶器及青铜器的箭头、削刀、鱼钩等。这些文物证实远在

４０００多年前秦淮河边就有原始人类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遂将其称为“湖熟文化”。嗣后，凡在长江中下游
两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类似遗物，都被称为“湖熟文化”，而钱立三就是“湖熟文化”的最早发现人。

１９５９年，钱病逝于葛村乡赤岸村。
２．赵治和
赵治和（１９０１—１９８２），又名煦春，化名执中，句容葛村乡西地蒋社村人。９岁入本村私塾读书，１７岁在

家雇工种田。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家乡大旱，外出谋生，在南京更新大舞台当招待，誊写剧本。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在江宁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动员各村扩武参军，做军鞋，向富户预借公款，劝募寒衣等。赵
为掩护新四军到茅山进行革命活动，经常送些钱财给南阳桥绥靖队，多次掩护新四军越过敌人封锁线。民

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４月，新四军罗忠毅、廖海涛率部驻葛村东岗头，被金坛、溧阳和天王寺的日军包围。赵向
罗、廖建议，迅速转移到西顶村北边小铜山潜伏，并带路摸黑行军１５千米，安全到达溧水县爱廉乡田家圩，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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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包围圈。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年）４月，陆纲带领皖南事变突围后的主要人员住在赵家里，此时，敌人已从三
面包围上来，赵即报告陆纲向南往浮山转移，穿过虾塘，突破敌人包围，使部队脱险。民国３１年（１９４２年）４
月，江宁县第五区六乡办事处成立，赵为办事处主任。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樊绪经
县长决定赵配合林德润留守当地，将埋藏的银元、铜板、储备券、布匹等保管好。次年２月，赵为免遭敌人迫
害，到广德誓节渡牌坊村避难。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年秋，回到葛村。

解放后，赵历任句容县副县长、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副主席等职。他一生“粗布衣服菜饭饱”，乐于助人，

只要自己有或者能借来的钱、物，总是毫不吝惜帮助别人；他不辞劳瘁，勤勤恳恳工作，孜孜以求，晚节可风。

１９８２年病逝。
３．魏今非
魏今非（１９０３—１９８３），又名魏仰之，句容郭庄乡高阳桥（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划江宁周岗公社）人。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年），在湖北蕲春县组织店员工会迎接北伐。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蕲春县总工
会秘书兼组织部长、县委委员、区委书记兼特支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因蕲春暴动失败，与党组织失

去联系，回家乡当小学教师。曾组织秘密党支部，开展党的活动。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
江句县筹组救亡协会，组织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魏曾任安徽定远县县长、鲁南三专署专员、陕南行署副主任、中原财办秘书

长、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秘书长。解放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副省长，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顾问，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

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魏今非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作出贡献。在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期，受到迫害。１９７７年重新工作，忠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他生活朴素，待人诚恳，联系群众，团结同志。晚年将收藏的有价值的古字画，大部分赠献给故宫博物院，１５
幅明清字画赠献给南京博物院。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７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４．王昌瑾
王昌瑾（１９４３—１９９４），郭庄端王王达里人，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１９８４年 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６９年７月至１９７２年４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１９７２年５月，在句容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１９８２
年３月，任教务副主任，１９８６年８月，任教务主任，１９８７年７月任副校长（主持工作）。１９８９年９月，调任句
容县高级中学副校长。他是江苏省逻辑学会、镇江市语言学会、镇江市诗词学会会员。１９８０年，增补为县政
协委员。先后被南京师范大学、镇江教育学院、镇江电大分校聘为辅导教师。１９７４年，参与编写《中师函授
语文试用教材》。１９７５年，他参与执笔编写出版《中学语文教法初探》，１９７８年，被省教育厅列为高师中文函
授教材之一。《关于＜中学语文教学法初探＞的介绍和使用说明》一文在南京师范大学《函授通讯》上发表。
１９８２年，撰写出版《怎样纠正小学生的错别字》，１９８６年，修改后再版，被江苏教育出版社列为八省一市小学
教师丛书之一。还编写《文章的逻辑分析》《句容县中学德育工作手册》《学子文萃》等。他平易近人，敢于

直言，关心师生，被评为１９８３年度县先进工作者、县先进教育工作者、县优秀共产党员。１９８９年获全国优秀
教师称号。

　　三、革命烈士

１．王妞妞
王妞妞（１９２０—１９４３），女，乳名留留，学名王温玉，句容磨盘乡白杨村人。民国１９年（１９３０年）随父在常

州卜弋桥读书，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冬，回白杨村。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日，侵华日军包围白杨村，抓
去７０多人，一齐押到马场杀害。妞妞的父亲也被抓去绑在树上，被敌人用刺刀挖去双眼后杀害。目睹亲人
和乡亲们惨遭杀害，妞妞悲痛欲绝，复仇怒火燃起，决心要为死难的父亲和乡亲们报仇。同年６月，新四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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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茅山抗日根据地，王妞妞被安排在一个以盐栈为掩护的秘密联络站工作，明做生意，暗为新四军转发文

件，递送情报。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夏，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茅山地区斗争环境恶化，盐栈撤销，王被送去
溧阳党训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不再囿于替父报仇的小圈子，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

分配在句四区区政府担任秘书兼做妇女工作。她手脚勤快，联系群众，特别会做“婆婆妈妈”的工作。教青

年唱歌识字，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不管份内份外，凡对抗日有利的事她总是抢着干。民国 ３０年（１９４１
年），新四军在茅山地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王妞妞被派到家乡白杨村搞减租减息工作。她的婶母从中作

梗，王妞妞毫不含糊，秉公办事，向婶母宣传政策，讲明道理，接着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使减租减息运动顺利

开展起来。王妞妞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女战士。

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３日，句四区政府领导和王妞妞在磨盘山下的神村葛家大院开会，布置扩大
地方武装工作。隐藏在区大队的内奸，暗中勾结国民党顽固派忠义救国军，袭击区大队，区长警卫员牺牲，

王妞妞不幸被捕。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妄图从王口中获取句四区政府的内部情况。王妞妞将个人生

死置之度外，拒不吐露真情。同年２月２日夜，被敌人杀害于葛村镇南的黄木岗，年仅２３岁。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句容县人民政府会同葛村乡人民政府一直在寻找王妞妞烈士的忠骨和遗物，于６０年代初在黄木
岗发现。随即移至五渚坊村东龙云观安葬，２００９年迁至葛村西地村南墓东烈士陵园内。每年清明节，全镇
和周边乡镇的机关干部及中小学师生万人前往吊唁祭扫，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２．刘正忠
刘正忠（１９２８—１９８４），句容郭庄乡黄南南陌村人。１９５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民兵排长、生产队队

委、保管员等，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为人正派，关心爱护集体财产，在群众中威望较高。１９８４年７月６
日下午１时许，刘正忠和本村８名少年在赤山湖圩堤上放牛，席地休息游玩。１４岁的刘泽兵见自己的牛下
水游过５０米宽的水面，到东岸堤上，跃身跳到河里，１６岁的徐春林也跟着下河，两人向对岸游去。因下游开
闸，水流湍急，徐春林刚上岸站定，就听见刘泽兵呼喊：“快拉我一把。”徐春林回头向刘泽兵游去，刘一把抱

住徐春林的头，两人缠在一起，在水中挣扎。眼看２名少年生命危险，刘正忠不顾长期患气管炎病，立即跳下
河中，奋力向２名溺水少年游去，把他们托推到离岸不远的一条牛背上。刘泽兵、徐春林得救了，而年老体
弱、精疲力竭的刘正忠却被激流吞没，沉入湖底，献出宝贵的生命。７月１７日，中共句容县委决定授予他“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句容县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并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学习他不怕牺牲、舍己救人的崇高

品德。江苏《新华日报》和《镇江日报》以《生为人民服务，死为人民献身》《激流丹心》为题，报道刘正忠舍己

救少年的英雄事迹。

３．周宜顺
周宜顺（１９４９—１９９１），句容郭庄镇（原葛村乡）人。他勤劳朴实，关心集体，乐于助人，当选县第八届人

大代表，与其他１０名代表一起就建设农贸市场和搞好山区电站泵改工作两个问题提出议案，并得到解决。
他还提出加固西河圩堤的建议，得到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１９９０年底，将预备盖房子的１０００多
元钱借给村里年终分配。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３日，７次下水堵塞西河圩堤漏涵，被洪水吞噬。同年６月１６日，县
委、县政府作出《关于开展向周宜顺同志学习的决定》；７月２４日，江苏省政府批准周宜顺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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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物表略

　　一、英名录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烈士情况一览表

　表２６－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家庭住址
参加革

命年月

牺牲简况

职务 年月 地点

李小玉 男 １９１２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８年４月 战士 １９３８年９月 句容茅山

唐明国 男 １９１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７年 通讯员 １９４０年 句容春城万家村

金国祥 男 １９１９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８年 战士 １９４０年 句容天王

雍永清 男 １９２１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０年 战士 １９４０年 句容天王白腊岗

潘纯钧 男 １９０９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０年 战士 １９４３年 江苏江宁

朱日荣 男 １９１２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３年 战士 １９４４年 句容郭庄汤巷

唐明福 男 １９２１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１年 副区长 １９４５年 句容茅山

陈儒康 男 １９２１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０年 战士 １９４５年 江苏江宁

吴贤业 男 １９１４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０年 战士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 江苏高邮

唐明根 男 １９１０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８年 战士 １９４６年 江苏如皋

吴克祥 男 １９２０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９年２月 连长 １９４６年 江苏涟水

徐力贵 男 １９２３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５年 战士 １９４６年 江苏东台

王二根 男 １９２０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８年 战士 １９４６年 江苏泰兴

王岗发 男 １９１６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８年 战士 １９４６年 江苏高邮

吴克金 男 １９２１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８年 连长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 江苏涟水

魏锦法 男 １９１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５年 战士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 江苏如皋

周康荣 男 １９２７月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５月 残军校

学员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 苏州

唐明友 男 １９２６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 战士 １９５２年１月 朝鲜

潘良金 男 １９３２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０年 战士 １９５２年 朝鲜

潘永金 男 １９３１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０年 战士 １９５３年 朝鲜

尹延才 男 １９３１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４月 战士 １９５３年６月 朝鲜

盖春山 男 １９２７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１月 副班长 １９５３年７月 朝鲜

方庆思 男 １９３３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４月 战士 １９５３年７月 朝鲜

戴国佐 男 １９３４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６年３月 训队学员 １９５６年９月 浙江宁波

张日发 男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 郭庄镇 １９５６年３月 战士 １９５９年２月 —

金炳六 男 １９４１年 郭庄镇 １９６２年８月 战士 １９６５年８月 江苏无锡

王信才 男 １９４９年 郭庄镇 １９６８年４月 副班长 １９７０年８月 安徽宣城

３４３

第二十六章　人　物



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烈士情况一览表
　表２６－１（续）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家庭住址
参加革

命年月

牺牲简况

职务 年月 地点

任宜东 男 １９５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７７年 战士 １９８０年４月 吉林梨树

杨一生 男 １９５７年 郭庄镇 １９７６年１月 战士 １９８０年５月 句容

刘正忠 男 １９２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 民兵排长 １９８４年７月 句容赤山湖

黄殿兴 男 １９２４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９年 战士 １９４１年 江苏江宁

闵天才 男 １９０４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０年 财粮员 １９４２年７月 句容三岔

房寿荣 男 １９１７年 郭庄镇 １９３８年 战士 １９４５年 江苏太湖

黄来喜 男 １９２４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４年 副班长 １９４６年１月 江苏新沂新安镇

李远志 男 １９２５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５年９月 班长 １９４６年６月 江苏泰兴

胡树贵 男 １９０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５年 战士 １９４６年７月 江苏涟水

王广顺 男 １９２７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６年５月 战士 １９４６年 江苏如皋

王龙喜 男 １９２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５年８月 战士 １９４６年 江苏东台

王昌富 男 １９２９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５年５月 战士 １９４６年 江苏如皋

冯金发 男 １９０２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４年 战士 １９４６年 江苏东台

吴开华 男 １９２３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８年 战士 １９４９年４月 上海

谷应发 男 １９１９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５年 营指导员 １９４９年 上海

王华平 男 １９３１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９年 班长 １９５０年 江苏无锡

张加芳 男 １９２７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７月 战士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 朝鲜

李家国 男 １９２６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１月 战士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 朝鲜

宋德发 男 １９２６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１月 战士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 朝鲜

丁大林 男 １９２７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 战士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 朝鲜

张知贵 男 １９２５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 战士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 朝鲜

陈瑞清 男 １９２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 战士 １９５２年３月 朝鲜

管生财 男 １９０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４月 战士 １９５３年５月 朝鲜

尚文良 男 １９２５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５月 战士 １９５３年 朝鲜

唐兴志 男 １９３３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４月 战士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 —

王其福 男 １９３２年 郭庄镇 １９５１年 战士 １９５５年 浙江一江山岛

尚佑云 男 １９５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７８年 副班长 １９７９年６月 —

周宜顺 男 １９４９年 郭庄镇 — 村民 １９９１年６月 葛村西河圩堤

经德栋 男 １９１８年 郭庄镇 １９４２年
新四军地

下组织冬

防队长

１９４４年冬 茅山被捕

　　二、红军战士

张兴华，男，１９１２年９月出生于句容郭庄金星邱家边村。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１日，在溧阳竹箦桥参加苏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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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曾任排长。１９４６年在兴化退伍，三等乙级伤残军人。１９８９年１０月逝世。

　　三、先进人物

１．受国家部委级表彰的先进人物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郭庄镇国家部委级先进人物一览表

　表２６－２

姓名 性别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时间 授予单位

顾秀英 女 葛村方溪 方溪大队 全国三八红旗手 １９７９年 全国妇联

端家兵 男 郭庄端王 端王大队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１９７９年 团中央

胡景祥 男 郭庄赵巷 郭庄中学 全国农村优秀体育教师 １９９０年 国家教委、国家体委

周道钧 男 葛村 葛村教办 全国优秀教师 １９９１年 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育工会

夏兆庆 男 葛村方溪 方溪大队 全国抗灾防病先进个人 １９９２年 卫生部

季明 男 郭庄汤巷 郭庄中学 全国优秀教师 １９９５年 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育工会

王和才 男 郭庄百丈 郭庄农技站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三等奖 １９９９年 农业部

华训松 男 郭庄百丈 郭庄计生办 全国乡镇优秀计划生育工作者 ２０００年 国家计生委

王建成 男 郭庄甲山 郭庄计生办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 ２００１年 中宣部、国家计生委

　　２．受江苏省委、省政府级表彰的先进人物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郭庄镇省委、省政府级先进人物一览表

　表２６－３

姓名 性别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时间 授予单位

王梦 男 江苏盐城 葛村西地小学 江苏省优秀教师 １９５６年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

杨孝明 男 郭庄汤巷 郭庄陶土矿 江苏省先进工作者 １９７７年 江苏省革委会

陈月海 男 葛村赤岸 葛村赤岸 江苏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８年 江苏省人民政府

王和才 男 郭庄百丈 郭庄农技站 江苏省劳动模范 １９９１年 江苏省人民政府

孙顺荣 男 — 葛村乡人武部 江苏省抗洪救灾先进个人三等功 １９９１年 江苏省人民政府省军区

赵盘根 男 — 葛村乡政府 江苏省抗洪救灾先进个人 １９９１年 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

张式源 男 郭庄庄里 郭庄乡水利站 江苏省抗洪救灾先进个人 １９９１年 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

张敬才 男 郭庄金星 郭庄金星村 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１９９６年 江苏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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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行政村

清乾隆《句容县志》载，临泉乡（原郭庄镇）有１５里（每“里”约１１０户），２９村；上容乡（原葛村镇）有１２
里，２６村。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乡以下改设闾、邻二级。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推行保甲制度，闾邻二级由
保甲替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村先后成立农会、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代行村内事务。

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下属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设生产小队。１９８３年春夏期间进行体制改革，生产大队改
称行政村，村辖村民小组。１９８６年初，郭庄乡有９８个自然村，葛村乡有８９个自然村。２００１年起，行政区划
多次调整。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和葛村镇合并成立新的郭庄镇。２００８年底，郭庄镇共１８１个自然村。至２０１５年
末，郭庄镇下辖２个社区１８个行政村（郭庄、葛村２个社区与行政村重名）４７１个村民小组。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两镇（乡）党委、政府领导下，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项社会事业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仅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７８年郭庄乡１１５元，葛村乡７４元，２０１５年全镇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８２７１元。到２０１５年末，各社区、行政村的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省定小康标准，全镇步入小康社
会行列。

第一节　郭庄村（居委会）

　　一、概况

郭庄村地处郭庄集镇东侧。东与金星村相交，南与端王村相邻，西与甲山行政村接壤，北与百丈圩相

依。宁茅、宁溧公路纵贯境内。南有南河，北有百丈圩水域，水资源丰富，属秦淮水系。水域水利占地２９４１
亩，土地肥沃，为典型的江南水乡。东西长３．６０千米，南北宽２—２．５０千米，整体南高北低，圩田平整、格方，
冲田坡地形体多样，高岗坡地的土质为黄粘土。居民居住较集中，１３个自然村村村相邻。２０１５年，全村总面
积８．８０平方千米，耕地５９３２亩，其中水田４３８６亩，旱地１５４６亩。共有１３５３户，户籍人口４０１６人，其中男性
１９５９人，女性２０５７人，１２８个姓氏，其中汤、杨、王、张、李等姓氏占４２％（少数民族１４人）。

图２７１　郭庄村办公楼　　

明、清时，郭庄行政村隶属临泉乡（今郭庄镇），民国时期，属郭庄乡，解放后，先后属郭庄乡、汤巷乡、郭

庄公社。１９８３年，属郭庄乡。１９９３年后，属郭庄
镇。１９５３年，境内成立 １１个初级社。１９５６年，合
并为郭庄、池汤、汤巷 ３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８年，池汤并入汤巷，成立郭庄、汤巷２个生产大
队。１９６２年，汤巷大队撤分成汤巷、池汤２个大队。
１９８３年，生产大队更名为行政村。２００１年，池汤行
政村并入郭庄行政村。是年，郭庄行政村与郭庄居

委会合并，也称郭庄社区。２００５年，汤巷行政村并
入郭庄行政村。村委会设在郭庄集镇宁茅路，辖郭

庄庙、蔡郎头、徐家、杨达里、山头上、汤家庄、池头、

荆巷、衙里、蒋家、汤家、杨家、陶家１３个自然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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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民小组。

改革开放后，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７６年的９３元，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８７２１元，人均住房面积均达到
或超过全镇５８平方米的标准值，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各项指标已达到省定小康标准。先后获得“镇
江市文明村”“镇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城乡社区校外教育优秀辅导站”等多种荣誉称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村民世代以农业为主，主产水稻、小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基本无力水利建设，农业技术落后，农

业生产大都是“望天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先后建起朝阳坝大型排灌站，郭庄村庙后

翻水站、池头电站、衙里翻水站、汤巷电站、陶家提水站等１２个水利工程，干旱年份可引秦淮河水进入百丈圩
冲田，冲田再经提水站翻水灌溉；水涝年份由朝阳坝大功率电机排水。６０年代，柴油机的运用，提高了农业
生产水平。７０年代，为方便机械作业，开展平整土地、格田成方、修筑机耕路为重点的农田整治，先后建成郭
庄村庙后８０亩冲田“丰产方”，修筑机耕路１２．８０千米。１９７６年，５．８０千米南河整治工程竣工，改造低产田
２４０亩。８０年代，农田大部分实施电力灌溉。９０年代后，朝阳坝增容改造，排灌能力提高，大部分翻水站停
废。２０００年，为便于大型农业机械作业，修整机耕路１８千米。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农田电网架设２４千米，电力
灌溉覆盖面９５％。陶家电站仍在使用，经过４次改造加固，灌溉面积４２０亩。

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优良品种的推广，粮食产量有较大提高。１９８６年，全村水稻亩产 ４９０公斤，是
１９７６年３１０公斤的１．５８倍，小麦亩产２００公斤，是１９７６年的２倍，油菜亩产１００公斤，棉花种植较少，大多
是农户自产自用。１９８７年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麦扩油，调粮扩经，部分农田转种甘蔗、西瓜、草莓等经
济植物。１９９７年，全村油菜播种面积２０００余亩，亩产２００公斤，各类经济植物种植面积５００余亩，亩产经济
效益翻番。水稻单产创历史新高，亩产６００公斤以上。全村粮食总产下降，但农户经济收入提高。２０００年
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涌现出一批水田承包、大棚草莓、大棚蔬菜种植等大户和养鱼、养

鸡、养猪等养殖大户。２００５年后，取消农业税，农田直补，田亩经济效益大幅提高。一些工商资本来村投资，
租赁荒坡、低产土地办起集种植、养殖、垂钓、餐饮、休闲为一体的农庄。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各类种植、养殖、农
庄１８家。２５００亩水田由７家大户承包，每亩租金３００—５００元，最大户５００亩。汤巷养猪大户年销售成猪
３００头。“东园山庄”占地４００余亩，“南河农庄”占地１５０亩。全村耕地平均亩产经济效益８７５元。

１９５８年，生产大队组建林业队，利用高岗、旱地种桑养蚕，少部分山地种植花生、山芋等旱谷植物。鱼塘
归自然村集体养殖，自产自食。１９７６年，全村桑林２６５亩。１９８３年后，桑地、池塘、河沟由农户承包。９０年
代，由于国际丝绸市场萧条，毁桑还田。２００２年，百丈圩低产田改造鱼池 １５００亩，由 ６家水产养殖大户承
包。２０１５年，鱼池每亩租金５００—７００元，其中养鱼２００亩，养虾５００亩，养蟹８００亩。全村林业４８０亩，郭庄
村甲山１２０亩山林有兼职护林员。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有油坊、砻坊、磨坊、槽坊、豆腐坊等小作坊，规模小，分布散。部分为村民

加工，部分产品运外销售。郭庄村地处集镇，商店较多，有杂货店、百货店、饭铺、理发店、茶水店、药店等大

小商店小作坊２０余家。汤巷村有２家杂货小商店，豆腐坊、卤菜、茶馆各１家。池头村有１家杂货小商店，
这些小商店为周围村民供应香烟、火柴、洋油、食盐、针头线脑等家常用品。部分农副产品，农户之间自由买

卖。１９５３年，实行统购统销，杂货店改为供销社代销店，销售日常用品和代购鸡蛋等少数农副产品。“大跃
进”时期，办过钢铁厂和土化肥厂。６０年代，大队创办加工厂，为农户加工大米、面粉、饲料等。７０年代后，
社队工业兴起，１９７６年，汤巷林业队创建土窑，烧制青砖、红砖。改革开放后，社队工业企业大发展，私营企
业也逐步增多，先后兴办眼镜厂、皮鞋厂、服装厂、五金厂、窑场、化工厂、橡胶厂、水泥预制品厂等一批集体

和私营企业。因市场开放，搞活经济，经商户迅猛发展，小商店、小超市遍及自然村，外出经商户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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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饭店、照相馆、建筑小队也随之兴起。至１９９０年，全村有各类企业商铺３６家。９０年代后，村办企业全部
改制成私营企业。２０１５年，郭庄行政村有私营企业１２家，规模较大的有宏亮汽车配件厂，九妹鞋业，固定资
产达千万元。各类商店３４家。郭庄村出租商铺年租金达６０万元，其中世纪华联超市面积最大，达２０００平
方米。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当地知名人士唐仲符借用郭庄庙两间庙宇 ４８平方米，创建私塾堂。民国 １８年

（１９２９年），汤巷蒋家村杨家训先生在自家一间平房内设馆，开办简易私塾堂。学童１５—３０人不等。抗战时
期，私塾堂时办时停。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省立句容临时中学迁入汤巷村蒋家祠堂，１９４９年底停办。１９５０
年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先后开办郭庄、汤巷、池汤、蒋家祠堂４所小学。有速成识字班３个，开展成人扫
盲。１９５５年，蒋家祠堂小学归并汤巷小学。６０年代中期，汤巷小学、池汤小学增设高小，同时小学设冬学班
扫盲。１９７０年９月，郭庄小学增设幼儿班。１９７２年，全村有３个政治夜校识字班，７０％的青壮年参加学习。
１９７５年秋，大队小学增设初中部，称“五七”学校。１９７８年，汤巷、池汤小学增设幼儿班。汤巷五七学校２名
男生考上中专。１９８３年，撤销小学初中部。１９８５年，郭庄小学有学生２４８人，汤巷１８２人，池汤１４２人，全村
儿童入学率９８％，成教达到国家规定的扫盲标准。１９９６年，撤并池汤小学五六年级，成为初小，是年底，全村
青壮年非文盲率９９．５０％。１９９９年，撤并汤巷小学五六年级。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先后撤并池汤、汤巷两初小，所
附设幼儿班也随其小学撤并。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大专以上学历３２１人，其中本科１２１人，博士生和硕士生２０
余人，毕业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名牌大学的有３０余人。

２．文化
郭庄行政村有丰厚的历史底蕴。郭庄村境内有始建于南宋的圆教寺、清代的祠山庙，规模宏大，十分壮

观。池头村建于清代的敞厅（９９间半）、汤巷村的古建筑，建筑考究，雕梁画栋。民间节日（如庙会）经常有
舞龙、舞狮、花船等表演，有钱人家请戏班唱堂会。１９４９年后，现代文体活动逐步取代传统文艺形式。“文化
大革命”中，大队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过《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等革命样板戏及其他文

艺节目，群众跳“忠”字舞、唱革命歌曲。７０年代，露天电影深受群众喜爱。１９８２年１月，郭庄村大会堂改建
成乡影剧院。１９８５年后，电视逐渐普及，村民的文化生活更丰富。２０００年后，实施社区体育健身工程，社区
开辟健身场所，安装健身器材，供居民娱乐、健身，棋牌室普及各村。２００８年，办起“农家书屋”藏书２０００余
册。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健身活动场所３处，广场舞表演队４个，居民在文化活动时，更注重身心健康。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差，常见病、多发病得不到医治，特别是儿童传染病，

多数村民只是烧香祷告，祈求逢凶化吉。１９４９年后，政府关心人民疾苦，重视发展卫生事业。医疗小分队到
村巡回医疗，开展“除四害”，打预防针控制传染病的扩大。１９５３年，境内有３名接生婆抽调集中培训，学习
新法接生。１９６５年，大队组建医务室，时有郭庄、汤巷、池汤３所医务室，每个医务室配有１—２名赤脚医生。
随后，各生产小队配备１名卫生员，并配置小药箱，方便社员看病吃药。儿童打预防针达９０％。１９６９年，实
行统筹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缴费０．４０元，由生产小队代扣，大病适当报销。１９８１年后，农村合作医疗停
办。赤脚医生变为个人行医，但本村儿童打预防针仍有医务室负责。１９８６年，全村儿童预防针覆盖面达
１００％。１９９０年后，学校学生定期体检。１９９９年，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减轻农民的就医负
担。２０００年，全村进行改厕改水，卫生条件得到改善。２００４年，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和“双清双美”活动，
废除露天茅厕，新建公共厕所，自然村建垃圾站，设保洁员，大部分家庭有卫生间。２００６年，汤巷村新建标准
村卫生服务站，设有医疗室、观察换药室和药房，并配备有职称的乡村医生２人。２００７年，全村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参保率为８６％。２０１５年，全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３８５２人，占应保人数的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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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基础建设
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经郭庄村的溧湖公路建成。村内少有石板路，村与村之间皆土路。村民饮用水来

自村边沟塘，靠肩挑手提。晚上照明用油灯。１９４９年后，基础设施日益改善。１９５８年，后郭公路通车，横穿
全村。１９５９年，郭庄村率先用上电，至１９７１年，汤巷、池汤先后通电，从此结束油灯历史，有线广播普及到每
户。１９７４年后，村里开始修筑机耕土路，逐渐连接各自然村，并向田间地头延伸，出村主路逐段铺垫石子。
１９８３年，郭庄村农户用上自来水。１９９４年后，汤巷、池汤相继建自来水塔，铺设管道共８千米，至此全村都用
上直供自来水。１９９５年，电话线杆架设到每个自然村，部分农户用上电话。１９９８年，实施农网改造，共用标
准电杆２８０根，解决用电不足的问题。２０００年，整修出村主路６千米，机耕路１８千米。２００４年，铺设郭庄至
汤巷、郭庄至池汤的水泥路，２条总长７．２０千米。２０１０年，全村自来水管网与南京接通，水质达国家饮用水
标准。２０１３年，村内主干道铺设水泥路。２０１５年，水泥路面覆盖村内每条小巷。电力扩容，新增变压器 ７
台，电源直达河边田头。自来水每天２４小时随用。电话、有线电视、网络接通家家户户。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数村民无生产资料，缺衣少粮、生活困苦，住房大多是平房土坯草房。１９５０
年后，农民分得土地，吃住有了基本保障。６０年代，部分农户开始拆除土墙草房扩建新屋，墙体里生外熟（外
砖内土）。７０年代，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人民生活有了改善。１９７６年，全村农民年均
收入９３元。很多农户拆旧翻新，建造砖木结构平瓦房，改善住舍环境。改革开放后，村办企业兴起，发展多
种经营，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许多村民经商，少数办起私营企业，大部分农民亦农亦工亦商，家庭收入

不断提高。１９８５年，农民年人均收入４６１元。１９８６年后，建楼房进入高峰期，至１９９５年，８０％的农户改建或
新建２—３层小楼，电视机、自行车普及到每家每户。１９９６年，全村农民人均年收入２１００元。２０００年后，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取消农业税，田亩直补，土地经济效益提高。水田转入大户承包，剩余劳力转移务工经商。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２日，郭庄村成为句容市第一个移动电话村。２００８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６０５元，饮食由温
饱型向健康型转变。农民住房质量进一步提高，套式楼房注重外型美观和内部装潢，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

应有尽有。电瓶车取代自行车，手机、数字电视、网络普及。２０１５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７１元。住房
注重舒适环保。部分农户有小汽车，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村内１４位（敬老院３人）“五保”老人得到供
养，３４户５２人享受低保，５３０位老人享受老年补贴。

　　五、特色选介

１．郭庄庙和扁担街
郭庄村原有两座大寺庙。一座建于南宋景定年间（１２６０—１２６４年）年间的圆教寺；一座是建于光绪年间

（１８７１—１９０８年）的祠山大帝庙，称为祠山庙。两寺庙一墙之隔，东为“大寺”西为“大庙”。
圆教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大寺进长１００米，宽４８米，分３进，前两进是大殿，主供如来、四大金刚、观

音、韦陀等菩萨塑像，后进为和尚念经房，另有生活大厢房，一口生铁铸造的大钟吊在中央，旁悬一木质钟

槌，撞钟时数里外能闻。大寺院中，有一棵高大的白果树，两人才能合抱，不远处还有一颗水桶般粗的冬青

树。大门口，两个近一人高的汉白玉石狮，一雌一雄雕刻精细，造型逼真十分威武。明代记载：圆教寺辖葛

村金山寺、赤山圆寂寺、高阳城隍庙。历史上有人把圆教寺、圆通寺、延福寺并称句容南门外三大寺。民国

元年（１９１２年），郭庄私塾堂设在圆教寺（郭庄小学）。
祠山庙俗称“张老爷庙”，建于圆教寺西面，规模较小，大门两边有２个青石鼓，造型古朴、端庄。庙前约

６０米处，建有万年台，６间房大小、瓦木结构，与庙宇遥相呼应。万年台为戏台，兼作祭祀。民间有重要活动
（如三月十八庙会），在万年台上祭祀、唱大戏等。万年台毁于抗战、古寺庙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弘治句容县志》记载，郭庄村属临泉乡，为该乡２８个古村落之一。郭庄老街地址选在岗陇上，顺坡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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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２　郭庄老街　　

而建造，街道北高南低，两端偏东，呈弯月形，被称

为“扁担街”。街长约２００米。宽约５米，一条石板
铺砌的路面，两侧是明清风格的古建筑，木楼造型

古朴、实用，各类店铺沿街排列，有杂货店、百货店、

药店、理发店、茶馆、客栈、饭铺、豆腐坊、染坊等２０
余家。扁担街南口称下街头，与祠山寺相接，北口

称上街头，北望百丈圩，街中西面有竹叶巷，圈堂巷

两个小巷。整体小巧紧凑，防范严密，设有上中下

三道券门，中门设在竹叶巷，三门皆为拱形，木质大

门厚实、坚硬，上下门造有更楼，打更人居住，二更

天关门，五更天开门，内有菩萨画像，称为“财神

楼”。扁担街的下水道设计合理讲究，窖井顺势而造，大小阴沟搭配得当，井口设在暗处，坚固、实用、巧妙。

雨过路干，百年来造福乡民。古往今来，扁担街已经数百年的岁月风雨，但变化不大，券门遗址尚可辨认，老

街地形尚在，古代老宅还有数家。

２．汤巷的巷子
汤巷是一个古老的大村，从村东杨家到村中汤家再到村西蒋家，全长１千米有余，一条有火山石条石铺

设的路面贯穿全村，两边住房形成一条长巷。汤巷村是明代古村之一，曾用名“仁墟村”。

清末民初，杨氏大户有１０子，分成１０房（户），建有４个敞厅，一个祠堂。占地面积较大，相对集中，形成
邱家巷、大巷、小巷三条主巷和一些小巷子。最长的是大巷，横贯杨家村，长约２００米，宽约３米，石板路面，
中间高，两头低，排水顺畅，小巷狭窄，相互连通。汤氏祖上有一位高官，生六子一女，后修七个敞厅，另有汤

氏祠堂，形成两条主巷，一条南北向，一条东西向，南北巷称为汤家巷，石板路面，北端偏西，呈镰刀形，约１５０
米，地下建有阴沟，雨天路面看不到积水。蒋家村经商户较多，建有蒋氏新、老２个祠堂，１个行宫，４个敞厅，
构成张家巷、十八巷、井巷３条主巷及数条小巷，张家巷较长，由村北向南直通出村大路，约２００多米，巷宽不
足３米。十八巷狭窄房高，井巷较短，小巷纵横交错，形态各异，蒋氏小巷弯弯曲曲。陌生人进村分不清东西
南北。大巷小巷皆石板路面，阴沟相互通连，雨天行走也很方便。三个村相互靠着，大小共有１８个巷子，因
此而得名“汤巷”。百年已过，多数古建筑已毁，但大部分巷子仍存。

　　六、其他

１．烈士英明录
尹延才，男，郭庄池头村人，１９３１年生，１９５１年４月参军，战士，１９５３年６月，牺牲于朝鲜战场。
方庆思，男，郭庄池头村人，１９３３年生，１９５１年４月参军，战士，１９５３年７月，牺牲于朝鲜战场。
张日发，男，郭庄蒋家村人，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生，１９５６年３月参军，战士，１９５９年２月，牺牲于沈阳。
２．先进人物
季明，男，郭庄蒋家村人，郭庄中学教师。１９９５年，获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育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教

师”称号。

杨孝明，男，郭庄杨家村人，郭庄陶土矿党支部书记。１９７７年，获省革委会授予“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３．百岁老人
高顺英，女，郭庄汤家村人，生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５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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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郭庄村（大队）历任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年份 主任 任职年份

邵孝忠 １９５８—１９８３年 刘克仁 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

陈义福 １９８３—１９９２年 李明华 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年

张士成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 陈义福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

章　杰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 张士成 １９８２—１９９１年

— — 章　杰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 — 王开春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

— — 章臣根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

— — 王开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

１９６２—２００１年池汤村（大队）历任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年份 主任 任职年份

汤德鸿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 汤德荣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

张立根 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 王志福 １９６５—１９７８年

王和才 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 晋地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

陈礼富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年 汤怡金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

张昌荣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 王再礼 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

翟忠喜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 张昌荣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

章成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吴永涛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

— — 井祖根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

— — 汤怡福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

— — 章成根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 — 汤德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１９５８—２００５年汤巷村（大队）历任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年份 主任 任职年份

杨祥顺 １９５８—１９７４年 蒋元顼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

蒋世才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 蒋世才 １９６４—１９７４年

汤德双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 严长凤 １９７４—１９７７年

３５１

第二十七章　行政村



１９５８—２００５年汤巷村（大队）历任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续）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年份 主任 任职年份

汤德鸿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 蒋世才 １９７７—１９８８年

汤德双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 汤德平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

马文根 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 杨友武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

汤德平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 杨学巧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张昌吉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 蒋泽荣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杨友义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 马文玉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

杨友清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 陈从付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

马文玉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 —

杨学巧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 —

第二节　端王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３　端王村办公楼　　

端王村位于郭庄镇东南部，南与南京市溧水区

东屏镇张塘冲，五十井自然村接壤，东与金星、虬北

村相邻，西靠郭庄村，北临集镇，宁茅公路从村西北

横穿而过。

全村共有 ７个自然村，即端庄、窦家、王达里、
新社里、郑家庄、唐家庄、丁塘巷，２１个村民小组，
２０１５年，全村８８１户，２４６１人，其中男性１２２２人，女
性１２３９人，辖区总面积 ６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５７５６亩，其中水田３７１０亩，旱地２０４６亩，村集体收
入来源于经营收入，２０１５年末，村集体收入 ７４．３７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６万元。

１９５０年８月，六区辖大路乡，其中新社里，郑家棚子自然村为大路乡管辖，１９５６年撤销大路乡，１９５８年
成立端王生产大队，唐家庄生产大队，新社里、郑家棚子属端王大队管辖，１９８３年体制改革，端王大队改为端
王行政村，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唐家庄行政村并给端王行政村。集中居住的姓氏有唐、端木、王、窦、邱、施、张等。
其中姓氏前５位为唐氏５６２人、端木氏２３１人、王氏１８２人、邱氏１６６人、窦氏１５７人。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生产
端王村属丘陵山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水利设施严重落后，生产力低下，病虫害、旱灾频发。

１９５０年后，生产关系发生改变，６０—７０年代，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格田成方，旱改水，全村格田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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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余亩，旱改水７０余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体制改革，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开始形成，１９７９年春，
生产队化成作业组，联产计酬。１９８０年又把大的生产队划成小的生产队，由原来的８个生产队划分为１３个
生产队。１９８３年起，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实行分离，农民按合同完成国家
粮食定购任务、农业税、集体积累和管理费用，实行自主经营、自由种植、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充分调动了

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１９８６年，全村水稻亩产５４０公斤，小麦亩产２３１公斤，油菜亩产
１０６公斤。

２０００年国家实行税费改革，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取消农业税，２００６年，对农民种粮实行政策性田亩直补，更加
激发农民种田的热情，加上科学生产力的发展，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实行机械化耕种，尤其是机械化插

秧，亩产经济效益又上新台阶，２０１５年，全村耕地亩产经济效益８７０元。
棉花种植　解放后按生产队的大小分配种植任务，产量低，价格不高，１９７８年，每亩收入２３０元，１９８１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因棉花采摘麻烦，种植面积逐年减少，至２００８年棉花种植基
本上结束。

林牧副渔业　１９５８年端王成立林业队，山地面积８６亩，有桑田７０亩。唐家庄林业队有山地９０亩，其
中桑田６８亩。养蚕所得收入归大队，各生产队也栽桑养蚕，当时的蚕茧收入占整个农业收入的１２％。１９９５
年，市场蚕茧价格下跌，农户毁桑种粮。

畜牧业主要以养牛、猪为主，牛以生产队集体饲养，作为耕种劳力。１９７８年，端王、唐家庄两大队有耕牛
１２４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１９９０年基本上结束了用牛耕地的时代。

人民公社化后，全县动员大办“千头”“万头”养猪场。１９６２年初，采取以公养和私养并举、私养为主的
方针，养猪业蓬勃发展。１９７５年，端王、唐家庄各生产队都养猪。１９８３年农村体制改革，家家户户养猪，有的
农户还养了２头以上。２０００年以后，出现养猪专业户。２０１５年全村农户养猪１５６头，养猪专业户２家，当年
出售肉猪３８６头，存栏１７９头。

饲养家禽是农民家庭的传统副业，１９７８年后饲养量不断提高，２０１５年该村有个体户养鸡场，年产鸡蛋
２５０００公斤，出售肉鸡５０００只，年纯收入８万—１０万元。农户养鹅１２００只，养鸭７５０只，农户家庭饲养收入
１２．３０万元，全村养禽专业户９户，年收入４５万元。

水利与抗灾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建起端王、唐家庄两条抗旱渠道，其中唐家庄渠道长７００米，端王渠道长
４５０米，汤巷电站至唐家庄电站渠道长３５００米。１９７８年，发生大旱，县、乡两级组织抗旱机械引长江水经秦
淮河、赤山湖进入汤巷、中学两电站，通过中学电站进入南河后，用机械提水从蔡郎头机台进入王达里；另一

路从南河入杨树坝，由端王电站提水输入王达里、窦家、端庄３个自然村；唐家庄从汤巷电站、金星电站两处
翻水。

１９９４年从夏季旱到秋季，端王、唐家庄的塘坝９０％以上干涸，连人、畜饮水都困难。较远的郑家庄和唐
家庄要通过六级、七级提水才能到位。由于灾情时间长，旱灾面积大，导致水稻大幅度减产，郑家庄十几户

农户家家缺口粮，其他自然村也有不同程度的缺粮现象，后由民政部门给各村下拨救灾粮。

旱灾以后，在丘陵山区大搞塘坝改造工程，清淤扩容，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全村建立小型水库１１座，河塘清
淤１６个，新建农桥７座，改造滚水坝５座。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乡政府组织几个村的百姓为端王村扩容引水，拓宽、加深杨树坝，使上游虬山方向的水经
杨树坝流入南河下游，解决端庄、王达里、窦家３个自然村的农田灌溉用水。２０１４年，村级对塘坝进行清淤
扩容改造，基本解决抗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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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端王村小型水库基本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 单位：平方米、立方米

水库名称 原面积 扩容后面积 容水量 位置

双塘 ４００２ ４８００ ２９０００ 唐家庄

谢塘 ７３３７ ７９４０ ８００００ 唐家庄

大南塘 １０００５ １０６５０ １８００９ 唐家庄

中塘 ９３３８ １０６７２ １９２０９ 唐家庄

过水塘 ２６６８ ３３４０ ９３３６０ 唐家庄

殷塘 ９３３８ １００３８ １９２０９ 丁塘巷

大墩塘 ５３３６ ６０１０ １８３００ 郑家庄

如固塘 ９３３８ １００３８ １６０００ 端庄

硬各塘 ８００４ ８８００ １５０００ 端庄

朱顺塘 ４６６９ ５３７０ １６０００ 端庄

史角塘 ５３３６ ６００６ ２４０００ 王达里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端王村河塘改造清淤基本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５ 单位：平方米、立方米

河塘名称 原面积 清淤土方量 扩容面积 增加蓄水量 位置

戴家塘 ３３３５ ２６６８ — ２６６８ 王达里

下贺塘 ５３３６ ３２０１ １３３４ ４６６９ 王达里

南北枣塘 １６６７ ２５００ ６６７ ３８３４ 王达里

双塘 ２３３４ １８６７ ６６７ ２８６７ 王达里

二塘 １６６７ １３３４ ６６７ ２３３４ 王达里

牛塘 ４３３５ ３４６８ — ３４６８ 端庄

六轴塘 ２００１ １８６７ — １８６７ 端庄

林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新社里

赔塘 １６６７ １３３４ — １３３４ 新社里

蚂蚁塘 １３３４ １０６７ — １０６７ 唐家庄

下村塘 ３００１ ２４０１ — ２４０１ 唐家庄

果塘 ２６６８ ２１３４ — ２１３４ 唐家庄

鬼塘 ２１３４ １７０７ — １７０７ 唐家庄

草塘 ２００１ １６００ — １１２０ 唐家庄

大路塘 ２００１ １６００ — １６００ 唐家庄

　　２．工业生产
１９７６年之前，大队在新社里上石坝办１座窑场。１９７８年后，端王村先后办起皮鞋厂、服装厂、采石场、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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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厂、选矿厂，唐家庄办起建筑站、五金电器加工厂。１９９５年后，部分工业企业停办。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至２０１５年，有个体五金厂２家，工艺品加工厂２家，年收入８８．６５万元。

３．商贸服务业
１９８６年，全村有农用运输车５辆。９０年代以后，农村向外转移剩余劳动力，到２０１５年，全村有１２１６人

在外打工，男的主要搞建筑、修理，女的做保姆、月嫂、钟点工，或到私营企业去打工，年产值４２５６万元。村里
有个体小商店４家，食品加工厂１家，建筑材料店铺５家，粮食加工厂１家，修理店铺３家，餐饮业２家，年收
入２５３万元。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里有 １所私塾。１９５３年后，新社里娘娘庙和端庄庙先后创办单班初小。

１９５８—１９６９年，在新社里娘娘庙办郭庄第二农业中学，学生半耕半读，教师半教半农，教学安排随着生产和
季节走，附近金星、唐家庄、芦亭村的农家子女来农中上学。“文化大革命”中，教学内容主要以毛主席语录

为主，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１９６９年，贯彻“五七”指示，小学学制缩短为五年。１９７６年，大队小学“戴帽
子”办初中，师资缺乏，小学教师教初中。１９８２年“戴帽子”初中班撤销，１９８３年秋，小学五年制恢复六年制，
１９８７年，端王盖１４间新教室，把新社里小学及端庄庙小学１—４年级的学生集中到新学校就读。１９９９年开
始，小学进行布局调整。２００２年，端庄小学并入郭庄镇中心小学。２０１５年，端王在校小学生１１４人。其中男
性５８人，女性５６人。全村大学生１９６人（其中研究生２名）。

２．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卫生状况极差，天花、麻疹、疟疾、霍乱等流行，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

１９６５年，成立端王大队卫生室，由赤脚医生为百姓防病治病。１９６９年，实行农村合作医疗，１９８１年，因赤脚
医生劳动报酬补贴难以统筹而停办。

８０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的健康水平大为提高，乡村卫生面貌焕然一新。１９９９年，恢复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撤销端王大队卫生室并入唐家庄卫生室。２００３年，建立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全村参保人数１２２１人。２００７年，由端王行政村投资３７万元建起端王村办公楼，下层１２０平方
米做卫生室。２０１２年，唐家庄卫生室并入端王卫生室，添置医疗器械，配有专职医生。至２０１５年，有３名医
生在村里有计划地开展防病治病工作，每年为妇女老人体检，９９％的村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２０１０年后，全镇实行农村环境整治，改水、改厕，实行环境长效管理，小的自然村设１名保洁员，大的自
然村设２名保洁员，配２名运输垃圾保洁员，有垃圾房、垃圾桶。２０１４年，郭庄镇在唐家庄兴建污水处理厂。

３．文化、广播、电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队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组织干群演唱革命歌曲。召开社员大会前，各生

产队啦啦队在会场上大唱革命歌曲，活跃会场气氛。公社放映队经常下乡到大队放映，深受群众的欢迎。

７０年代初，大队以下的广播网络由大队、生产队和用户自筹，每个自然村安装大喇叭，家家户户安上小
喇叭。大队部有广播室，室内配有扩音机，大队还配备１名广播维护员。１９９６年，村村通电话。２０００年，移
动电话（手机）上市，２００２年，村村开通有线电视，至２０１５年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网络电视覆盖全村。

端王村十分关爱老年事业，全村６０岁以上老人７１２人，占总人口的２７．１０％，在唐家庄建老年活动中心，
内设棋牌室。村委会有图书室、乒乓球室、篮球场等。

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与村之间都是土路、小路，车辆不通，出行不便。１９７１年，修建机耕路，铺石

子路。２００５年开始，结合新农村建设，对村主要干道、各自然村内道路进行硬化。至２０１５年，全村硬化道路
７０００米，除王达里自然村还有４％的地方未到位，其他自然村的水泥路面家家相连，合为一体，全村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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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个。１９７２年，全村通电。２００７年，农网改造、农田实行电灌化。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唐家庄大队，端庄、王达
里、窦家３个自然村，新社里、郑家庄２个自然村由农户自筹资金建造３座自来水塔，百姓户户用上自来水，
２００１年接通镇自来水。２０１０年，端庄村率先用上南京自来水。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生活是“吃的猪狗粮，干的牛马活，穿的补丁衣，住的茅草屋”。１９４９年后，
农民分到了房子、土地、农具、耕牛等，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农业合作化后，生活虽有改善，但仍只能解决温

饱问题。１９８２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羽绒服、保暖内衣、皮衣皮裤进入
农家，吃的讲营养，住房由原来的土坯墙、茅草房逐渐盖成外面是砖内是土基的“里生外熟”的平瓦房。到了

１９８６年，农民住房向楼房转型。２０００年，全村８５％农户都住上楼房，人均住房面积４０平方米。交通工具也
发生变化。２０００年后，摩托车、助力车、电瓶车取代自行车。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家庭有小汽车２２０辆（含运输
车），家家有电视，户户有手机，种田机械化（收割机、插秧机、拖拉机），农田电灌化，社会福利事业也快速发

展，全村有“五保”老人２１人，其中集中供养１３人，分散供养８人，低保户２４户３８人，享受老年补贴７１２人，
优抚对象６人，残疾人优待１４人，医疗保险覆盖全村，参加养老保险７７８人。

　　五、特色选介

１．蓝莓
蓝莓有“世界水果之王”的美誉，是世界粮农组织推荐的五大健康水果之一。

郭庄镇丰年山庄生态园位于端王村境内，于２０１０年开始种植蓝莓，面积２１００多亩，年产蓝莓１００多吨。
蓝莓既可生吃，还可以加工成蓝莓系列产品，如蓝莓饮料、蓝莓酒、蓝莓酱、蓝莓酵素等。蓝莓果品老少

皆宜，蓝莓能降低胆固醇，减少冠状动脉疾病发病的几率，预防心脏病及中风的发生，果中的花青素有抗癌、

防癌作用。能促进毛细血管微循环，增强血管弹性，消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改善血液循环，促进视红

素的再合成，减轻眼部疲劳，预防近视等功效。

２．句容市郭庄纪兵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于２０１２年底，位于新社里自然村宁茅公路北侧，占地５０００平方米。２０１５年开工建烘干房，

购置烘干机械，当年的１２月正式开机使用。厂房建筑面积１６００平方米，有烘干机１５台套，每天烘干粮食
２２０吨；大型翻耕机１４台套，每天可耕作面积７００亩；高速插秧机８台，每天插秧４００亩，所有机械运行起来，
服务面积２万亩。截至２０１５年底，纪兵合作社租赁农民２２００亩土地用于自己种植。

２０１３年８月，纪兵合作社荣获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授予的“江苏省三星级农机合作示范社”；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荣获江苏省农业委员会颁发的“江苏省五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２０１５年２月，荣获镇江市供销
合作总社授予的“２０１４年度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３．古建筑遗址
娘娘庙座落在新社里自然村，是明清时期道教建筑，座北朝南，前后两进１４间，中间天井、两旁厢房，供

道士宿食念经之用，建筑面积约５００平方米，庙内正堂供奉花娘娘莎娘娘雕塑，雕刻精细形象逼真（手臂能
活动），有高大的四大金刚和张老爷泥塑、墙壁上绘有各式各样神灵画像、十八房地狱等。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
年），进行维修并举行开光庆典。１９５８年，开办小学和农业中学。１９６９年，由经达里、大路西、新社里三村拆
除建大队小学用房。

４．古树名木
娘娘庙门前有棵白果树（银杏），树高２０米以上（出溧水城北门就能看见树顶），树径１．３０米，树胸围要

３人手拉手抱过来，树冠占地面积１．２０亩，树龄５５０年。１９６２年，由端王大队出售给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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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

１．先进人物
端家兵，男，端王、端庄村人。１９７９年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２．百岁老人
窦绪正，男，端王、窦家村人。生于１９１５年２月，２０１５年健在。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端王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６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王先仁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９６１年１２月 唐明潜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９６１年１２月

端义林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９６３年１２月 葛兴勤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９６３年１２月

葛兴勤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９７１年１月
端家海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９６５年１２月

王和礼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９７１年１月

王和礼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９７８年８月
葛兴勤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９７５年３月

施茂成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８３年４月

潘德进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９８３年４月 —

窦绪明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９８６年１２月 张映龙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９８６年１２月

张映龙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８月

窦宏清 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９９０年７月

端传元 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潘永龙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２月

邱龙俊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３年８月

邱龙俊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９９５年５月

邱洲 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窦长洪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张映龙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８月
施茂义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７年４月

邱龙喜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９９８年８月

邱龙喜 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端今天 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端今天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３月

邱　洲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施茂成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 — 唐法万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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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２００４年唐家庄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７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唐明潜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９８２年１２月

唐法钧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９６４年１２月

唐家钧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９７２年４月

唐兆华 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９８２年１２月

唐兆华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唐法庆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唐法庆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９９４年８月 唐家齐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９９４年８月

唐法亮 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５月

唐法孝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００４年９月
唐法万 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００４年９月

唐法万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唐法孝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第三节　金星行政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４　金星村办公楼　　

金星村位于句容市西南部，在郭庄集镇东面，

金星村东边和五渚坊村交界，南边与虬北村相邻，

西边和端王村连接，北面和赤山村山水相连，属丘

陵地区。２０１５年全村面积 ５．５６平方千米，辖邢家
边、望湖岗、大路西、张家边、经达里、前邱、中邱、后

邱、唐家、九里９个自然村。耕地面积 ４９４０．８５亩，
其中水田 ３５０３亩，旱地 １４３７亩。全村有 ８３４户
２６４６人，男性１２７７人，女性１３６９人。

金星村地形复杂，南高北低，中间落差较大，是

典型的丘陵地形。但村内交通便捷，资源丰富，宁

茅公路穿村而过，金赤路（金星—赤山）连接南北；

金星村东距１０４国道１０千米，西离２４３省道４千米，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１５千米，境内有两条公路可通往
南京。

１９５０年，金星村属芦亭乡，后属大路乡。１９５３年，划归郭庄乡管辖。同年成立金星村初级农业合作社。
１９５６年，成立金星村高级农业合作社。１９５８年，成立金星大队。１９８３年，更名为金星行政村，村委会设在宁
茅路边商业街内。自１９９２年起，金星村连续４年被句容市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１９９５年９月，镇江市
委、句容市委批准金星村成立句容市第一个村级党委。金星村曾获得“村级经济排头兵”“科普文明村”“文

明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１９９６年，村里拥有固定资产１．２０亿元，年工业销售４亿元，综合经济效益近２５００
万元。全村当年人均收入２１２３元。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收入１８２８９元。

３５８

郭庄镇志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金星村全境属丘陵地区，地形地貌较复杂，村民世代以种植农作物为主，水稻、小麦、玉米、山芋是金星

人的主要食物。境内田块零碎，岗?田多，塘小、沟坝狭窄。蓄水量很少，水资源十分匮乏。１９４９年后，党和
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兴修水利设施，粮食逐渐增多。１９７２年，在后邱
家村西北建造翻水站，引秦淮河支流水浇灌金星农田，又在经达村前老虎塘建翻水站，进行二级翻水，挖筑

两条水渠，总长３４００米，完成土石方９２万立方米，金星村受益面２７０８亩，基本解决全村农田灌溉问题，为大
旱之年夺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１９８６年，全村水稻亩产４５０公斤，是１９７６年的１．４８倍，小麦亩产２０５公斤，
是１９７６年的１．９５倍，油菜亩产１０３公斤，棉花、山芋、花生、黄豆，大多是农户自产自用。１９８７年后，调整产
业结构，扩大经济植物种植面积，部分岗坡田转种西瓜、甘蔗、黄豆等经济类植物。２０００年，全村各类经济植
物种植面积达１０００亩，水稻单产大幅提高，亩产达５５０公斤。１９９３年，村里投资１００万元，把零散小田、坡地
拉高填低，改造低产田３００亩，挖水塘１个，修建自流灌溉水渠１８０米，全村水利设施进一步配套，取得了明
显成效。２００５年，取消农业税，农民种田积极性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大增，村里把荒坡低产地租赁承包给个
人，办起种植、养殖、垂钓、餐饮、休闲为一体的农庄。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种植、养殖农庄８家，全村土地平均
亩产经济效益８９２元。

２．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金星村有磨坊、豆腐坊等小作坊。１９５８年，金星大队组建竹木业组，有职工８

人。１９６０年，关停。１９６４年，建砖瓦场，有职工２５人。１９６６年，关停。１９７１年，大队创办一座窑厂，烧制砖
瓦供村民建房，后关闭。１９８０年，创办金星皮鞋厂，产品销往南京、上海等城市。１９８４年，皮鞋厂年产值超百
万元，从事皮鞋工作的职工近２００人。１９８５年，村里引进浙江客商投资，在邢家边村后建轮窑场１座，烧制
红砖。１９９２年，皮鞋厂转产做“陶瓷娃娃”，和江苏省陶瓷进出口公司联营，成立“江苏省工贸联营高士达工
艺品厂”。是年，开办第一家外资企业———亿癉陶瓷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引进台资，开办“江陵实业有限公
司”。１９９４年，引进外资开办“八达塑胶礼品有限公司”“金彩红工艺品有限公司”“东佑陶瓷工艺品有限公
司”“健泰花边礼品有限公司”；中外合资开办“华达工艺品有限公司”“金达利工艺品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
引进台资开办“联德陶瓷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引进美籍华人开办“镇江格威服饰有限公司”。是年底，高士
达工艺品厂，年产陶瓷娃娃６００万件，产值达４亿元，产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从事陶瓷娃娃作业的近千人。
１９９６年，引进美籍华人开办“镇江格威服饰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引进常州客商在唐家村东南办轮窑砖瓦
厂。２００５年后，部分工业企业停办。２００８年，全村有工业企业１８家。２０１５年，有工业企业１２家。

３．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金星村境内没有小店，村民所需的针、线、肥皂等生活用品，只能到郭庄街上和

葛村街上去买，有时靠小货郎担子供应。１９５８年，乡供销社在经达里村开设一家代销点，供应糖、烟、酒之类
的生活用品。８０年代起，村里开始有个体小卖部，随着村里工业的发展，村内商业蓬勃兴起。１９９５年，在高
士达工艺品厂西边建成金星村商业街。２００３年，金星商业街有“三星超市”、“邻近超市”、“旺旺超市”、个体
菜场、“金星药店”、饭店、粮油加工厂、邮电分店、农业银行分理处等，金星宾馆，集会议、餐饮、休闲、娱乐为

一体。２００８年，全村有商店２８家。２０１５年，有商铺３１家。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民国时期，金星前邱自然村有一所私塾学堂，是黄埔军校军官邱承康回乡开办的。１９４９年后，改为邱家

边初级小学。１９５２年，创办邢家边初级小学。１９５３年，创办经达里初级小学。１９５８年，邢家边小学增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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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１９６２年，望湖岗增设简易小学（１—２年级）。１９６４年，邢家边小学中、高年级撤并到经达里小学，后称金
星完全小学。１９７３年，在后郭路金星段北侧新建两排平房，金星小学整体搬迁。１９７５年，金星小学增设初
中，称五七学校。１９７８年，邱家边、邢家边、望湖岗教学点全部撤并到金星小学。是年，小学增设幼儿班。
１９８３年，撤销小学初中部。１９８５年，金星小学有学生２１８人，全村儿童入学率９７％。１９９５年，金星幼儿园有
双班。１９９７年，由企业单位和村民捐资１５０万元，建造金星小学教学楼，３层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学校有
学生２３８人，教师１０人。因学区调整，２００８年９月，金星小学撤并到郭庄中心小学，保留金星幼儿园。２０１５
年，全园有小、中、大３个班，幼儿１０９人、教职工２５人，为二类幼儿园。

２．文化
金星村历史文化底蕴丰富，邱家边有３座周代土墩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里有走马花厅３座

（大房里、二房里、三房里），该厅设计独特、结构讲究、雕梁画栋、青砖墙体，屋面盖旺砖、小瓦，格扇门上刻有

人物，形态各异，花鸟走兽栩栩如生。前后共有四进，长达９８米。宽２３米，占地２２５４平方米。
１９４９年后，人民的文化生活形式多样，经达里每年正月里都请外地戏班来村里唱戏三天，丰富活跃节日

气氛。“文化大革命”中，大队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样板戏，跳“忠”字舞，唱革命歌曲。７０年
代，露天电影深受群众喜爱，村里经常放电影给群众看。２０００年，实施社区文体健身工程，在经达里和邢家
边开辟健身场所，安装健身器材，供村民娱乐、健身。行政村有老年活动室，各村有棋牌室。２００８年，村里办
起“农家书屋”，藏书１０００册。２０１５年，村村有健身广场，供村民们活动身体。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差，卫生状况差，常见病、多发病肆意横行，村民得病

不能及时医治。１９４９年后，通过打预防针、接种疫苗，疟疾、天花、流脑等一些传染病、常见病得到控制和根
治。１９６５年，村里办起卫生室，配备两名赤脚医生，做到“小病不出村”。１９６９年，农村实施统筹合作医疗制
度，每人每年缴费０．４０元，由生产队代扣，大病适当报销。１９８１年后，农村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变为个人
行医，仍在村里卫生室为病人治疗。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当年参保率８０％。２００３年，村民参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１００％。２０１３年，村投资２５万元建造新医务室，占地５００平方米，医疗设备较为
完善，镇医院配备两名医生，改善村民们就医问题。２００７年，金星每个自然村都有１名保洁员，负责本村的
环境卫生，路口设有垃圾箱，村有垃圾房，做到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的长效管理。村庄道路边栽树种花，

水塘漂浮物及时打捞，露天茅厕、灰堆全部消灭。

４．基础设施
１９５８年后，后郭公路（后白—郭庄）穿村而过。此后，各村开始修筑连接后郭公路的路段，铺石子路。

２０１３年，村的主干道铺设水泥路。２０１５年，水泥路覆盖村内每条小巷。１９６４年，金星村通电，每家每户安装
电灯，有线广播进村入户。１９７８年，电视机开始进入农村，有少数人家购买黑白电视机。１９８６年开始，彩色
电视在村里普及。１９９３年起，村民陆续装电话。１９９５年，电话线杆架设到每个自然村。１９９８年，实施农网
改造，彻底解决农村用电不足问题。２００８年，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网络宽带进村入户。２０１５年底，村中有线
电视和电信网络已实现全覆盖。１９９５年，村里建造自来水塔，铺设自来水管近万米，村民吃上自来水。２０１０
年，镇政府改水，全村自来水管和南京自来水管接通，村民２４小时随时用水，饮水质量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

　　四、人民生活

１９７０年开始，部分农户开始拆草房建瓦房，有农户建砖木结构小楼房，居住条件好转。１９７６年，全村人
均收入１１２元。１９７８年，村办企业兴起发展多种经营，部分村民开始经商，少数办起私营企业，大部分村民
亦农亦工亦商，家庭收入不断增多。１９８５年，村民人均收入 ４８２元。１９８６年后，楼房建设进入高峰期，至
１９９５年，８５％的农户改建或新建２—３层小楼。１９９６年，全村人均收入２１２３元。２０００年后，住房条件进一步
改善，家庭内部装潢及各项家用电器的配置也得到提高，有很多农户不仅在村上有房，城市集镇也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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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２００８年，全村人均收入８０６５元，饮食由温饱转向营养、健康转变。截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共有家庭小汽车
２３０辆，运输、农用汽车５０辆，人均房屋居住面积４８平方米，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８９元。村民养老、医疗保险体系
完善，村内“五保”８户９人得到供养，５人进入镇养老院，４人由村供养，低保３０户５１人生活有保障。村民
文化娱乐、健身休闲活动丰富多彩，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五、特色选介

１．句容市第一个村级党委———金星村党委
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先后有１２家外资、台资来金星村开办企业。金星村的经济规模是镇江市内第一村，是

镇江市引进外资最多的行政村。１９９５年８月，句容市委决定建立全市第一个村级党委———郭庄镇金星村党
委，下设工业党支部、农业党支部、老干部支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金星村党委书记一览表

　表２７－８

姓名 任职时间

葛龙兴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张敬才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杨福长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姓名 任职时间

张敬才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８月

冯正平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１４年２月

葛龙兴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江苏省生态村———邢家边
邢家边位于金星村东部，后郭公路穿村而过，村内有１５３户４９０人。
原来该村环境较差。２０１２年，郭庄镇政府投资４００万元对村庄进行整治，修筑硬化水泥路３０００米，砌

下水道，铺设污水排流管网１５００米，建公厕２座，消灭露天茅厕，清淤水塘３个，挖土方７００立方米，村内墙
体全部出新２４０００平方米，砖石驳塘埂１５００平方米，建停车场３个，休闲广场１个，占地２５００平方米，植树
５００株。破旧房屋拆除新盖。经过两个月整修，现在村中无杂草，路面整洁，水质清澈，岸边垂柳成行，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２０１３年，被评为江苏省生态村。

　　六、其他

１．先进人物
张敬才，男，生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６日，金星前邱村人，金星村党委书记。１９９６年，江苏省委授予“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２．奥运健儿—胡鹏
胡鹏，男，金星经达里村人，１９８９年１月生。自幼身体因病致残。２００１年，在句容体校开始练习举重。

２０１０年，在首届亚残会中获男子举重 ７５公斤级亚军。２０１２年，在伦敦残奥会中，获男子举重 ７５公斤级
季军。

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金星村获奖一览表

　表２７－９

获奖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农村现代化试点村 镇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４年７月

科普文明村
市委宣传部、农工部、镇江市科学技

术协会
１９９５年９月

九五年度五好示范村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 １９９６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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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金星村获奖一览表

　表２７－９（续）

获奖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镇江市九五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镇江市委员会 １９９６年７月

九六年度被评为先进党委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 １９９７年６月

计划生育规范化村 句容市计生委 １９９７年９月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显著，被授予省先进集体称号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在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中，被评为先进集体 江苏省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１９９７年８月

文明单位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江苏省农村现代化试点村 江苏省委、省政府 １９９８年７月

镇江市文明村 镇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８年９月

模范村民委员会 江苏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九七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 １９９８年７月

安全文明村 句容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１９９９年４月

九八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镇江市委员会 １９９９年４月

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１９９９年６月

在九八年度农业系统生态农业建设目标管理中，被评为先进集体 江苏省农林厅 １９９９年３月

创建省级文明村工作先进村（９７—９８年度）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１９９９年７月

江苏省百佳生态村 省环保局、农林厅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镇江市卫生村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年５月

镇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镇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江苏省文明村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镇江市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 镇江市政府 ２００３年５月

镇江市卫生村 镇江市爱委办 ２００３年７月

镇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村 镇江市关工委 ２００３年９月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度文明村 句容市委、句容市政府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度江苏省文明村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镇江市文明村 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全省财务公开先进村 江苏省财政厅 ２００４年９月

２００４年度特色农业村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５年３月

２０１４年度先进慈善工作站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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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金星村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０

书记姓名 任职时间 主任姓名 任职时间

杨位瑞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９年８月 唐法连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９年８月

吴如松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吴玉兴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王顺乾 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９７５年９月 经从旺 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９７５年９月

经从旺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王顺乾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张映诚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８５年６月 蒋士林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８５年６月

王顺乾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葛龙兴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９９３年１月

葛龙兴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王顺乾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张敬才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杨福长

葛龙平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９９８年１月
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杨福长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张敬才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８月

冯正平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１４年２月

葛龙兴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吴太明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第四节　甲山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５　甲山村委会

甲山村位于郭庄镇西南，东靠郭庄村，南与溧

水区东屏镇爱廉村接壤，西至孔塘、经戴村，北临集

镇。宁杭高速、宁杭高铁、宁溧公路穿境而过，南河

横贯村庄中部，由东向西流入秦淮河。甲山村以山

名“甲山”而得名。明《弘治句容县志》记载，“甲山

在县西南五十里临泉乡，宋景定间僧行昱爱其丛峰

竞秀，甲于左右诸山因名”。《句容地名录》称，甲

山由几座小山联成，中间有夹沟，故称夹山，后来叫

白了叫甲山。

全村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岗丘起伏属半丘陵地

貌。２０１５年，全村总面积５．８１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４４３６亩，其中水田 ３３１１亩，旱地 １１２５亩。山岭面积 １２００亩，林地覆盖率８０％，膨润土蕴藏量巨大。全村
８９４户，２６１８人，其中男性１３６２人，女性１２５６人，由大山头边、山南、小山头边、小开太、桑园里、端家、方家、
赵家、墩塘冲、城下、西岗头、东岗头、金家庄、庄上、三十石碑、窑上１６个自然村组成，３２个村民小组。主要
集中居住的宗族有端木、赵、方、王、李、戴、张等姓氏村民。前五名姓氏中戴氏４３５人，王氏３３７人、李氏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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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端木１６７人、张氏１４５人。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第六区所辖１８乡中端方乡即现在的甲山村。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３月，端方乡撤

销，属郭庄乡管辖。村设保甲制管理，原甲山村有６个自然村，东岗村４个自然村。金山有６个自然村，每个
自然村设一甲，有甲长负责，十甲为一保，有保长负责。

１９４９年后，村上有农会组织，有农会主任负责。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６年甲山、东岗、金山属孔塘乡管辖。１９５８
年，人民公社化兴起，甲山并入郭庄，属郭庄大队管辖。东岗、金山划入任阳大队（今经戴村）。１９５９年，东
岗、金山从任阳大队划出成立金山管理区。１９６０年，甲山大队成立。１９６１年１０月，金山、东岗分为两个大
队。１９６４年，“四清”运动，金山、东岗合并为东岗大队。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原东岗村并入甲山村。２０１５年，全村
粮食总产１９６４．０５吨，村民人均收入１８１７４元，人均住房５７平方米，医疗保险全覆盖。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生产
粮油棉生产　该村属于半丘陵半圩区地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生产技术落后，水利条件差，土质

贫瘠，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１９７８年，甲山、东岗两村粮食播种面积５６７４亩（其中小麦１９８２亩），粮食总产２０９６吨，约占全乡粮食总
产４．４０％，单产３２６．９０公斤，比全乡平均单产低５６．３５公斤。１９７８年，甲山、东岗两村油料播种面积１３８１亩，
总产１２５吨，单产１３４．７５公斤，比全乡平均单产高出４７．２５公斤。随着水利设施的完善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
广，１９９７年，甲山、东岗两村粮食播种面积５９８３亩（其中小麦２０１０亩），粮食总产２５５８．４０吨，约占全乡粮食
总产的５．１２％，单产３８５．２５公斤。２００７年，甲山粮食总产２４１２．７５吨，比历史最高年份１９９７年的低１４５．８５
吨。至２０１５年，粮食播种面积 ３５７１亩，亩产 ５５０公斤，总产 １９６４．０５吨。油料播种面积 ８４２亩，平均亩产
１４０公斤。历年来棉花种植面积较少，为农户自产自用。

林牧渔副业　１９５８年，大队成立林业队，封山育林，每年在甲山植树造林千株。原山南生产队沿甲山脚
下从东到西２００多亩山地全长上国外松。１９８０年，甲山、东岗两村有林地面积１２００亩（含山岭面积）。９０年
代起，广泛开展林、茶、果、桑的种植及水产家禽家畜的饲养。２０００年开始，注重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营造
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２０１５年，全村有林地５７２亩。

１９７８年，甲山、东岗有大牲畜２１２头，家禽４３５０只，全年生猪饲养量８９８头，当年出售生猪４０６头，自宰
３４８头，猪肉产量８９．８０吨，蔬菜总产１０６９吨，西瓜２００亩，总产４００吨，约占全乡西瓜总产的４．１８％，水产品
７５吨。１９８７年开始，甲山、东岗两村发展蚕桑业，栽桑２７亩，蚕茧产量１４８０公斤。１９９６年后，甲山、东岗两
村已无桑田。至２０１５年，甲山村９５户饲养生猪，存栏１２００头，４００户养鸡１．２０万只，养鱼专业户１０户，养
鱼水面２００亩，养牛专业户３户，养牛２５０头。

水利与抗灾　甲山村注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兴建２５００米主干道，２００米支干道，新建抗旱排涝翻水站
２座，解决山南、大小山头边、小开太、庄上、窑上等１１个自然村缺水问题。截至２００６年，完成农村道路改造
１５００米，改造新建电站３座，完成涵闸修建２座，河道清淤１条，塘坝改造４座，累计土方量２．３０万方，投入
资金１００余万元。

１９９１年洪涝灾害，甲山、东岗两村受灾１２００亩，赵家、端家、桑园里等自然村浸泡在洪水中，全村组织抢
险突击队，出动３００余劳力抗洪保河堤，筑堤坝排内涝，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１９９２年，人工围筑桑园
圩，圩堤长１５００米，宽６米，高３米，投入资金７万元。２０００年４月，建桑园里和赵家两座排涝站，投入资金
３０余万元。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东岗、甲山并村，从甲山四清桥到阳巷的王山段长２．５０千米高阳河圩堤加宽加
高，投入资金５０余万元。２００５年，山南水库改造，投入资金３０余万元。结束多年来山南自然村在抗旱年景
用１３道机械翻长江水的历史。２０１３年，建桑园里、赵家３座低涵站，投入资金６０余万元。２０１４年，对高阳
河进行全面整治，对河堤进一步加固加宽，对沿线排涝站重建３座，合并３座，加大排水能力，对沿线低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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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５座，圩堤上铺上石子，建立防汛通道。２０１５年６月，改建桑园里抗旱电灌站，投入资金１００余万元。
２．工业生产
村办集体工业　起步于７０年代。１９７８年起，甲山创办印刷厂、木器厂、吸尘器厂、铸造厂、钢窗厂、涂料

厂、陶土加工厂，东岗办起裱纸厂、五金厂、聚塑厂、粮食加工厂等，年产值达千万元。１９９５年后，实行体制改
革，集体企业转轨，个体私营企业增多。

２００６年，有民营企业１２家，初具规模的有甲山源丰陶土公司，２个砖瓦厂、永发机械有限公司、俊杰玩具
公司、南京强兴机械有限公司、镇江友协机械有限公司，东岗２家五金加工厂、２家聚塑厂等，这些私企多数
是以租赁形式，少数是买断经营权。２０１１年，销售额２００３万元，上交村 １００余万元。２０１５年，村内民营企
业、个体商户销售收入１２００万元。

３．商贸服务业
甲山、东岗两村临近集镇，集镇的运输、商贸等服务业为村民提供有利商机，村民在路口村头设点经商，

还有村民迁往城镇开店。２０１５年，甲山、东岗第三产业从业人员７７４人，产值３０９６万元。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清末民初，甲山村在赵家宗祠、桑园里在王氏宗祠、东岗村在庄上戴氏宗祠办起私塾堂。学生来源主要

是富人家子弟。私塾堂一般只有７—８人，最多时１０余人。教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幼学》《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塾师由学生家长合聘，酬金根据学生家境分摊，一般是１８—２０公斤稻
谷一年，膳食由家长轮流供应或由东家侍奉。私塾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２年后，甲山和东岗分别办起单
班初小，由县教育局指派教师任教２个班，２名教师，学生７０—８０人。

１９５２年秋，开展扫盲运动，小学教师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教扫盲班。１９６２年，创办耕读小学，学龄儿童
入学率由７０％提高９５％以上，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公社小学停课。１９６７年春，复课闹革命，学校由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
生。１９６８年，贯彻“五七”指示，全公社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小学教师回本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１９６９年，小学学制缩短为五年，甲山大队由初小办起高小，接着办起“戴帽子”的“五七”学校。１９７３年，学校
恢复秋季招生。１９７９年，“戴帽子”小学中的初中班划出。１９８３年，小学由五年制恢复六年制。１９８５年，甲
山村建起全乡第一家一幢两层２０间的小学教学楼。２００６年起，村小学并入郭庄中心小学。至２０１５年，甲
山村有小学生７８人，其中男生４０人，女生３８人。大学生１９２人（其中大专生１２２人，本科生５４人，研究生
１６人）。

２．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卫生状况很差，各种传染病流行蔓延，百姓发病率高、死亡率高。１９４９年后，通

过预防接种，遏制传染病的流行。１９６５年，大队建立医务室，配有赤脚医生。１９６９年，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后
因赤脚医生报酬得不到落实而停办。１９８０年，整治“脏、乱、差”，改善环境卫生。１９９０年起，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清理卫生死角、垃圾。１９９９年，恢复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３年下半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全村参保１３１２人，以后每年参保率均保持１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结合新农村建设，改水改厕，墙面刷新等
系列整治，对环境实行长效管理，每个自然村设保洁员，置垃圾箱、垃圾桶，实现垃圾日产日清。村投资新建

卫生室１５０平方米，添置医疗设备，配备专职医生，积极开展全民性的传染病预防和计划免疫接种等防治工
作，同时，加强妇幼保健工作。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村民医疗保险全覆盖。

３．文化、广播、电视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小队（自然村）群众大唱革命歌曲，学唱革命样板戏片段，甲山和东岗大队各自

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东岗大队挑选文艺骨干演唱锡剧《红灯记》，甲山大队演唱样板戏《智取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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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仅在本大队及周边大队演出，还被邀请到周岗公社、群力公社演出。学校组织文艺宣传小分队深入

田头、场头、村头宣传毛泽东思想。公社放映队深入大队露天广场放映战斗故事片和戏剧片，活跃农村群众

文化生活。

６０年代，大队设有广播室，大喇叭通到生产队，家家户户装有小喇叭。１９９６年，村村通电话。２０００年，
用上移动电话。２００２年，开通有线电视，全村有线电视入户率８０％。到２０１５年底，全部升级为数字电视，网
络电视。

２０１５年全村６０岁以上老人７０８人，占总人口的２７％。村开办老年文化活动中心２处（甲山和东岗）设
有棋牌室、图书室、体育健身点等。

４．基础设施
民国后期，境内有一段宁溧公路路基（抗战时期修建），不通汽车。村与村都是小路、土路。７０年代开始

修筑机耕路。１９７８年，甲山村有机耕路８千米，东岗有机耕路１２千米。８０年代后，村与村主道铺上石子。
２０００年后，开始村道硬化。至２００６年，主干道全部铺设水泥路面，全村有水泥路面２２千米。２０１５年，水泥
路面通到村中各个小巷。宁溧公路境内２条线均是沥青路面。

１９７３年，甲山、东岗通电。１９９８年，农网改造，甲山、东岗共用。架设标准电杆１７８根。２０１５年，电力扩
容，新增变压器６台，新架电杆４８根，电源到达河边田头。１９９５年，甲山接通郭庄集镇自来水，铺设管道１２
千米。东岗兴建自来水塔，供农户自来水，铺设管道１８千米。２００４年，东岗自来水塔关停，接通集镇自来
水。２０１０年，全村均用上南京自来水。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缺乏生产生活资料，靠帮长工打短工为生，住的是土坯墙茅屋，穿的是老

式粗布补丁衣裳。１９４９年后，农民分到了土地、耕牛、农具等。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互助合作化。１９５７年，甲山、
东岗、金山成立３个高级合作社，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民生活进一步好转。１９８３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推广后，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的穿着发生变化，少数农户开始建楼房。９０年代，人们的饮食，开始
讲究营养，荤素搭配，注重保健，穿戴讲究式样。进入２１世纪，摩托车、助力车、电瓶车取代自行车，少数家庭
购买小汽车。２００６年，甲山村定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试点之一，村投资４０万元规划新农村道路建设，浇筑
山南环山路１８００米，村道２０００米，实施道路硬化工程，建体育健身广场１３００平方米，兴建１５０平方米卫生
室，还建立商业网点和农资供应点。２００８年，村民人均收入７５２９元。２０１５年，村民人均收入１８１７４元，人均
住房４０平方米。全村有汽车２４０辆（含运输车）。有１４名“五保”老人，其中住进敬老院１人，分散供养１３
人，低保户３８户１１４人，享受老年补贴６２０人，优抚对象５人，残疾优待３３人，医疗保险全覆盖。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甲山（含东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１ 单位：元

年份 甲山村 东岗村

１９８６ ３２８ ２８８

１９８７ ３６９ ３１４

１９８８ ４２２ ３６８

１９８９ ５１７ ４２０

１９９０ ６０８ ５６７

１９９１ ８２０ ６８３

１９９２ １０４０ ８１０

年份 甲山村 东岗村

１９９３ １３８０ １０２０

１９９４ １５４０ １２４０

１９９５ １７６０ １３７９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８ １６６０

１９９７ ２４６２ １９１４

１９９８ ２６０４ ２２０１

１９９９ ２７８２ ２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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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甲山（含东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１（续）

年份 甲山村 东岗村

２０００ ２９５０ ２５３２

２００１ ２９８１ ２７１４

２００２ ３０３７ ２８６５

２００３ ３５６７ ３１０５

２００４ ３９０６ ３４７８

２００５ ４７１２ —

２００６ ５５６０ —

２００７ ６３８５ —

年份 甲山村 东岗村

２００８ ７５２９ —

２００９ ８４３０ —

２０１０ ９２７３ —

２０１１ １０６６４ —

２０１２ １３４３７ —

２０１３ １５５８７ —

２０１４ １６７６５ —

２０１５ １８１７４ —

　　五、特色选介

１．大山边和小山边遗址———湖熟文化的典型代表
大山边和小山边遗址位于甲山村东岗头自然村南１７０米，１９５７年，南京博物院文物调查时发现，后定为

句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处遗址连为一体，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上层为湖熟文化遗存，文化现象独

特，在《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卷上有明确标示。

２．甲山陶土矿
甲山陶土矿又名甲山膨润土矿，为一大型矿床，属火山沉积型，矿体长数百米到数千米，宽千米，厚１０

米，埋藏于地表浅部，矿床稳定，钙基占６０％，钠基占４０％，陶土储量约１．５０亿吨。矿石质量好，为全省第一，
全国第二（第一是东北黑山）。１９８５年，联合国、日本、芬兰、德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曾派专家来
此考察。

３．江苏省拥军优属模范村
郭庄镇甲山村素有爱国拥军的光荣传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甲山村农民方德良、端木和平将其子方宏伟送

到西藏边陲服役。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端木和平看守鱼塘时不慎落水身亡，方德良不久也因病去世。为

了让方宏伟安心服役，方家没有向他透露一点信息。方家的不幸遭遇和表现出的爱国拥军之情，引起了村

党支部、民兵营和全村群众的极大关注。在方德良生病、夫妇前后去世期间，村民自发轮流照看，纷纷上门

看望，镇村两级四次安排救济款。全村１８名基干民兵和方家合作社党员们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助耕队，专门
帮助耕种责任田，养牛、看护鱼塘、料理农活和家务，还按方宏伟父母遗嘱给方宏伟寄出一封封报平安家信。

甲山村这种一家有难、大家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和关心帮助军属的真挚情怀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社会

上产生较大反响。镇江军分区、句容市委、市人武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此进行深入调查。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和解放军报记者对此进行专访。７月，甲山村被省政府授予“拥军优属模范村”称号。８月 ２８
日，市政府在华阳宾馆举行“爱国拥军优属模范村”命名揭牌仪式大会，为获省“拥军优属模范村”和镇江市

“爱国拥军模范村”称号的郭庄镇甲山村揭牌。这在全省属首家。

　　六、其他

１．部委级先进人物
王建成，男，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生，甲山端家村人。２００１年被中宣部、国家计生委授予“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

活动先进个人”。

３６７

第二十七章　行政村



２．烈士情况
王信才，男，１９４９年生，甲山东岗头村人。１９６８年４月，参加革命工作，任副班长。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安徽

宣城牺牲。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甲山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２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端传猛 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９７６年５月

端家玲 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方宏谦

端传明

端和春

王建成

王廷勇

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９７２年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３年７月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王廷勇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李大林

张绍文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１９５８—２００５年东岗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３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戴立发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６１年４月 戴朝刚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６１年４月

唐明虎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４月 韩宣汉

王义厚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４月

吴开富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７９年１０月

谢国志

戴显宝

陈建华

戴国信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７３年１２月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
１９７５—１９７７年
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年

戴国信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９８６年９月 戴立宏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９８６年９月

戴立宏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戴相联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戴相联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戴相祥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戴相祥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张绍文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戴国林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甲山村获奖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４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授奖单位

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８日 爱国拥军模范村 中共镇江市委、市人民政府、镇江军分区

１９９７年７月 拥军优属模范村 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军区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句容市文明村 中共句容市委、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年３月 ２００６年度法治江苏合格市创建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句容市委、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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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甲山村获奖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４（续）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授奖单位

２００８年３月 镇江市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先进集体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年 江苏省新农村家庭计划生育示范村（居） 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句容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村 中共句容市委、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２０１３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先进集体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句容市老年人体育工作先进集体 句容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句容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第五节　孔塘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６　孔塘村委会

孔塘村位于郭庄镇西南，东与甲山村相邻，南

与溧水东屏镇爱廉村交界，北与西同江宁湖熟镇徐

慕村田地相连。距郭庄镇４．５０千米。宁杭高速、宁
杭高铁、郭夏公路穿境而过。交通便捷。２０１５年，
全村８０３户２４１０人，其中男性 １２７２人，女性 １１３８
人，主要民族汉族。全村６．３２平方千米，实有耕地
面积５３９８亩，其中水田３９６５亩，旱地１４３３亩。

１９５０年８月，属六区管辖的孔塘乡辖孔塘、王
夏、光明、西释、甲山、金山、东岗等村。１９５６年成立
孔塘、王夏、光明、西释 ４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６年４月，赤山区辖孔塘乡。１９５８年 １０月，郭
庄成立人民公社，原孔塘乡撤销，成立孔塘大队、王夏大队、光明大队、西释大队、甲山大队、金山大队、东岗

大队。１９６９年，光明大队、西释大队划归周岗人民公社。１９７３年，溧水县群力公社爱廉大队冲东村划归王夏
大队。１９８３年，体制改革，成立孔塘行政村、王夏行政村。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王夏并入孔塘行政村。孔塘行政村
辖蔡村、魏家边、小山上、孔塘埂、冲东、王家边、夏家边７个自然村，３４个经济合作社。主要宗族姓氏有蔡、魏、
吴、王、李、夏、陈、徐等，姓氏总人数前五位有魏氏３６６人，王氏３２６人，蔡氏３１４人，夏氏２９６人，徐氏１１０人。

自２１世纪开始，该村在计划生育、平安创建和谐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等方面多次获得上级部门表彰。
２００８年３月，蔡义明同志被镇江市计划生育协会评为优秀计划生育志愿者。２０１２年，该村被市政府评为和
谐社区先进集体。２０１３年２月，蔡义明同志在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中，被句容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个人。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该村被评为句容市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生产
粮油棉生产　１９４９年前，境内水利条件差，内涝、干旱、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作

物产量低且不稳。５０—６０年代，开展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科学种田普及，耕作制度上实行
“籼改粳”“高改矮”，农作物趋于高产稳产。７０年代，大规模格田成方、旱改水。小山上、蔡村等生产队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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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７０余亩。１９８３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粮油棉产量大幅提高。１９８５年，粮食播种面积２３５０亩，其中小
麦１０４３亩，单产２３３公斤，元大麦６１亩，单产１４０公斤，水稻单产５０８公斤。１９８６年，孔塘村无棉花播种面
积，油料种植面积９６２亩，单产８３．５０公斤。

１９９７年，粮食播种面积３９７４亩，其中小麦１６３６亩，单产２７０公斤，水稻２３３８亩，单产４４２公斤，粮食总
产１４２８．３５吨。油菜面积７０５亩，单产１１０公斤。２０１５年，小麦２５７６亩，单产２６３公斤，总产６７．６４吨，水稻
３９５６亩，单产５５０公斤，总产２１７５．８０吨。比历史最高年份１９９７年的１４２８．３５吨高出７１５．０９吨。

林牧副渔业　１９７８年，茶林面积２０亩，收入４００００元，牧业收入１５３６６０元，渔业收入１６０００元，蚕桑面
积３５亩，蚕茧３３３２．５０公斤，收入１２６５９元，西瓜３３亩，总产１６５０００公斤，收入１６．５０万元，水产品１４吨，大
牲畜７９头，生猪 ８６１头，出售 ８３头，自宰 ３５３头，存栏 ４２５头，家禽 ５８９０只，禽肉产量 １０３５０公斤，蛋类
１０００４公斤，蔬菜面积６５亩，总产３２５吨。

２０１５年，养猪专业户４户，７猪存栏２３４头，散养鸡户２８０户，养鸡１７３０只，养鱼专业户１２户，养鱼水面
７３２亩，养牛专业户２户，养牛１５６头。大棚蔬菜专业户４户。

水利与抗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郭庄地区岗丘地带易旱、圩区易涝的特点，从２０世纪５０—
６０年代起，兴修水利，开塘蓄水，开渠引水，筑机台，建造翻水站，１９５８年起，全村先后建立电灌排涝站７座。
新建浦塘至小山上翻水站，渠道长１６００米，西北口翻水站，渠道长２２００米，确保抗旱和排涝。１９８６年，郭庄
乡投入１０万元，完成王夏陈家圩加固工程，１９９５年，郭庄镇先后投入资金对陈家圩、孔塘圩进行复堤加固，
完成土方２４万立方米。

１９９１年春夏之交，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袭击郭庄，上游水流量大来势猛，加上暴雨不断，孔塘圩、王夏陈
家圩农田、村庄浸泡在洪水中，王夏村上至老人、下至小学生，手提肩扛，运送草包、土石，抗洪保堤。在驻句

部队的大力支援及全乡广大群众拼搏下，没有发生１起倒圩，灾后积极进行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对水利工
程建设常抓不懈，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并形成长效机制。２０１０年，在中圩、陈家圩、白土圩各兴建排涝站 １
座，在陈家圩建低涵站１座，共投入资金２０２５万元。２０１２年，投资２０万元在蔡村自然村建抗旱电灌站１座。
２０１３年，在王家边自然村建抗旱电灌站１座，在孔塘埂建低涵站１座，投入资金６０万元。２０１４年，在周岗
圩、神头山各建排涝站１座，投入资金４００余万元。

２．工业生产
１９８４年，村集体工业起步，孔塘村先后办起拉丝厂、水泥预制品厂、家具厂、服装加工厂、小轮窑厂。王

夏村办起五金加工配件厂、聚塑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村集体工业向个体私营转型。１９９８年后，多
数集体企业关闭。２１世纪初，个体和私营企业兴起，初具规模的私企王夏村有１０家五金厂，２家聚塑厂，年
产值超千万。

３．商贸服务业
随着经济大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乡村运输业和服务业日趋活跃。１９８９年，全村有８户农民购买农

用车搞运输，年创产值１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０年后，部分妇女外出做家庭保姆、清洁工、钟点工。２０１５年，全村
１２户有运输车，外出做家政妇女７２人。

个体私营经济有了快速发展，许多村民在村口路边办起个体经营商店。进入城镇购房经商的农户也日

趋增多，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个体经商户８８家，约占全村农户的１／１０，涉及经营餐饮、建筑材料、日杂百货、机
电修理、汽车修理、聚塑厂、服装、粮油加工销售，蔬菜批发、蛋禽销售、食品加工等行业。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孔塘村在孔塘埂魏家小祠堂开办私塾堂，由魏廷圣、魏廷如两位私塾先生任教，学

生来源除本村外还有东岗、城下、西岗头、庄上、甲山、桑园里、光明、东头、西释等邻村约３０余人，塾师酬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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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生家境分摊，一般是４—５斗米１年，膳食由东家侍奉，学生通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幼学》
《大学》《中庸》《孟子》等文章，学生定期背诵诗文，通用毛笔书写。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在魏家大祠堂办起
学堂，由县里派人任教。

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孔塘小学由１—４年级单班初小发展到１—６年级完全小学，教师由１人增加到５
人，学生由２０—３０人增加到１６０余人。１９５２年秋，开展扫盲运动，小学教师白天教学生，晚上协助村里办扫
盲班，给成人上课。１９６２年，创办半耕半读班，使学龄儿童入学率由７０％提高到９５％，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小学停课，１９６７年春“复课闹革命”，改春季招生。１９６８年，贯彻“五七”指
示，小学教师回本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１９６９年，小学学制缩短为五年，孔塘大队学校是公社片中心小
学，办起“戴帽子五七”学校，设初中班。１９７３年，学校恢复秋季招生。１９７９年，孔塘小学为孔塘片的初中
点，小学初中合办。１９８３年，小学由五年制恢复六年制。１９８５年，孔塘初中点撤销，并入甲山和百丈合办的
初中班，校址在百丈小学，１９８７年，并入郭庄第二中学。１９９９年后，农村小学陆续撤并。２００６年，孔塘小学
并入郭庄中心小学。

至２０１５年，孔塘村有大学生１８７人（其中大专生 １２６人，本科生 ６１人），中小学生 ７３人，其中男生 ３８
人，女生３５人。

２．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缺医少药，多数百姓患病无力医治。１９４９年后，开展预防接种，遏制传染病的

流行。１９６５年，村建立医务室，配有赤脚医生。１９８２年，孔塘村卫生室开办中西医门诊，治疗常见病，诊治儿
科、妇科形成特色。２００３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当年参保１０２０人，以后每年应保尽保，参保
率为９５％以上。２００５年以后，实施道路硬化，改水改厕，墙面刷新等系列整治，并对环境卫生实行长效管理。
２０１２年，投资２４万元，新建村卫生室２１０平方米，添置医疗设备，实现小病不出村。至２０１５年，每个自然村
设有垃圾箱、垃圾桶、保洁员，实现垃圾日产日清。

３．文化、广播、电视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小队（自然村）组织社员唱革命歌曲，社员大会上各自然村啦啦队十分活跃，歌

声此起彼伏。公社电影队经常深入大队在露天广场、大队会堂放影群众喜爱的影片。

１９６８年，公社建立广播放大站，大队设有广播室，大喇叭通到各生产队，家家户户装上小喇叭。２０００年，
有线电视入户率１００％，２０１５年，已发展到数字电视、网络电视。

孔塘村十分关爱和重视老年事业，随着人口老龄化，２０１５年全村６０岁以上老人６３０人，占人口的２６％，
村里开办老年活动中心，设有棋牌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体育健身点、娱乐广场等公共设施。

４．基础设施
５０年代初，境内没有公路，村与村都是土路、小路，坎坷不平。６０年代，道路裁直拓宽。７０年代，开始修

建机耕路，通往各自然村的机耕路铺上石子，改建公路。１９７５年，孔塘王夏村村通电。１９９５年，村里自办自
来水塔，户户通上自来水。１９９６年后，村里通上固定电话。２０００年，农村电网改造，电源通到塘口田头，便于
农户用电灌溉。２００４年村道实施硬化。２００８年数字电话、互联网进入农户。２０１０年，实施饮水改造工程，
家家用上南京自来水。至２０１５年，水泥路覆盖全社区每个巷口。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里多数农民缺吃少穿，无生产资料，靠帮工为生，少数家庭连孩子也帮富人

家放牛。１９４９年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生活有了基本保障。１９５１—１９５７年，村里组织起３２
个互助组、后办起１６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７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人民生活进一
步好转。１９８２年，实行联承包责任制。１９８３年，全村人均纯收入２６９元，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平时生活
以大米蔬菜为主，春节等节日以荤菜为主，穿着以的确良、化纤布料为主，２％家庭拥有１２—１４寸黑白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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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１２％的农民有自行车。８０年代末，人们的穿着发生变化，西服开始流行，滑雪衫代替棉袄，少数农户开始
建楼房。９０年代，多数农户建楼房。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发生变化，开始讲究营养、讲究保健、荤素搭配。进
入２１世纪，摩托车、助力车、电瓶车取代自行车，少数居民购买小汽车。至２０１５年，村民人均收入１８２９６元，
多数农民住进楼房，少数的还住进别墅。空调、电冰箱、电脑、太阳能热水器等，也快速在村里普及。全村人

均住房面积４８平方米。全村享受低保２２户４５人，五保户２０人，有８人进养老院供养，１２人分散供养。享
受老年补贴３１１人，优抚对象４人，重度残疾优待２１人，医疗保险全覆盖。生活水平总体达小康。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孔塘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５ 单位：人、户、元

年份 年末户籍人口 年末常住户数 年末常住人员 从业人员 人均纯收入

２００６ ２４６８ ９３７ ２５０４ １２１０ ５１１１

２００７ ２４３８ ７６８ ２４４０ １２４９ ５８５２

２００８ ２４２１ ９３７ ２５０４ １２６１ ６３２７

２００９ ２４７８ ８４６ ２４６１ １２８９ ７５２９

２０１０ ２４４５ ８２０ ２４５６ １５０９ ９３８２

２０１１ ２４２０ ８４９ ２３６０ １２８５ １０７９８

２０１２ ２４０３ ８５１ ２３５３ １２９６ １３５９４

２０１３ ２４０３ ８１３ ２２９５ １３１５ １５７６９

２０１４ ２４１１ ８０３ ２２９４ １３０８ １６７５２

２０１５ ２４１０ ８０３ ２２９４ １４１０ １８２９６

　　五、特色选介

１．孔塘遗址———良渚文化的传播类型
孔塘遗址，２０１４年因当地建设取土被发现，表面及剖面随处可见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陶片，有夹砂红陶

三足带把鼎、泥质灰陶豆、双鼻壶、石锛、石钺等，均为遗址墓地所出。２０１５年４月开始，南京博物院考古所
与句容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确定此处为新石器时代墓地遗址，该遗址出土有

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双鼻壶、豆，又与良渚文化有着明显差异，出土器型多样。是良渚文化的地方类型亦或

是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为研究史前人类的丧葬习俗和体质信息提供大量的宝贵材料，扩

大了良渚文化的影响范围。

２．孔塘圣果园
孔塘村圣果园农庄，建于２０１３年，种植面积１００亩，其中圣果栽培６０亩。
圣果原名八月瓜、仙人瓜、八月炸、香蜜瓜、千年藤、中华肾果、三叶木通果，是多年生半落叶缠绕植物，

属木通科。因果实形状像肾，“肾”与“圣”同音，故而得名“圣果”。圣果生长在中国亚热带各省区灌木林

中，是无污染的纯天然野果极品，有植物界“大熊猫”之称。

圣果营养丰富，乳白多汁，香甜滑嫩，清润芬芳，美味可口，品质和口感胜于普通水果。含多种可溶性果

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多种维生素、１７种氨基酸，以及人体不能合成的颉氨酸、蛋氨酸、异亮氨酸、苯氨酸、
赖氨酸等。据《本草纲目》记载，圣果对消化系统炎症和癌肿及高血压、高血脂等具有预防和辅助治疗功效。

圣果全身都是宝，果肉既可鲜食也可加工果酱、果汁、果酒、果醋；花、嫩叶、嫩梢、鲜果是营养丰富的野

菜佳品，果皮可以提炼果胶，其含量高，品质好，是食品加工中的重要原料，果子榨出的油是很好的保健食用

油；根、茎、叶、花、果、籽、果皮可加工成中药材，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是国家有关部门重点保护和开发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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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珍稀中药材之一。

圣果生命力旺盛，抗逆性强，耐旱，耐瘠薄、无病虫害，栽种过程禁用农药、化肥、除草剂、激素，不中耕锄

草，省工省本，管理粗放，易种易管。人工栽培挂果早，见效快，两年开花挂果，亩产５００公斤，４—５年进入盛
花期，加强水肥科学管理，亩产高达２５００—５０００公斤。成熟于中秋、重阳、国庆三大节日期间，按最低市场价
１６元／公斤，每亩产值４—８万元；按高档礼品价１７６元／公斤，每亩产值高达４４—８８万元，出口价更高达到
２９８元／公斤，国际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３．王夏西瓜
王夏村村民历来盛行种植西瓜，每年都有５００—６００亩，因为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高，在周边方圆几十

里颇有名气。

瓜田轮休种植，冬天耕翻冻垡，施肥以农家肥和菜籽饼肥为主，因栽种季节早，套用双层地膜，控制地

温。精选良种，省农科院研制的“西瓜京兴一号”是当家品种，质优、耐旱、耐渍、抗病虫害、早熟、产量高。

每年农历五月前后，早瓜大批上市，亩产３０００—３５００公斤，按市场价１元／公斤计，每亩可收入３０００元
以上。西瓜下市后，及时栽插瓜后稻，一般亩产４００—４５０公斤。

　　六、其他

１．村庄记忆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光明、西释划入江宁县周岗人民公社。１９７３年５月，溧水县群力公社爱廉大队冲东自然

村划入句容县郭庄公社王夏大队。

２．英烈记录
王以满，男，１９２３年生，王家边人。１９４６年参加革命，任排长。１９４８年在苏北高邮县牺牲。
３．百岁老人
刘正芳，女，王夏冲东自然村，生于１９１７年，卒于２０１７年，１０１岁。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０４年王夏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６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王以玉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９６１年６月

王宏玉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９６３年７月

王以玉 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９７３年７月

黄传松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９７３年６月

黄传松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９８２年 夏仁群

王伟荣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９７９年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

王伟荣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 夏承顺

夏仁政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

夏仁政

夏仁海

姚远成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６月（挂职）

杨家金

王道树

王以金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

王以金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００３年６月 夏兴宝

王晓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３月

夏邦贵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王善照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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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孔塘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７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成洪贵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魏太瑞 １９４９—１９６２年

戴国保 １９６２—１９８２年

魏太瑞

杨传志

魏夕金

姚远成

１９６２—１９７４年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

姚远成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
魏廷科

蔡正兴

陈春勇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

陈春勇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 魏廷科

张庆海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

刘　勇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 徐贵金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

戴国保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蔡正南

蔡义明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李松清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２月 蔡义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２月

蔡义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杨再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 — 蔡正刚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 — 夏邦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 — 蔡义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第六节　百丈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７　百丈村委会　　

百丈村位于郭庄集镇的西北边，东和汤巷、池

汤交界；南与郭庄集镇毗邻；西和东岗、经戴相连；

北与夏塘、朱巷接壤。

明清时期，百丈属临泉乡管辖。民国时期，属

郭庄乡管辖。５０年代初期，华家边、大、小五埃头、
大、小花茂和望仙桥属郭庄乡，塘西和大、小陡门属

朱巷乡。１９５６年４月，全县并区并乡，塘西和大小
陡门划入百丈，至此百丈村辖华家边、塘西、大、小

五埃头、大、小花茂、望仙桥和大、小陡门 ９个自然
村。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时期，成立百丈生产大队。
１９６２年，陡门从百丈划出，成立陡门大队，直到

２００１年区划调整时，陡门又划入百丈村，下辖原来的９个自然村。２００８年，耕地４２４２亩，其中水田４０３２亩，
旱地２１０亩。２０１５年，百丈村区域面积５．７２平方千米，总户数１０４９户，总人口３１７５人，其中男１６３０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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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５人。吴、戴、华、何、侯、张是全村人口较多的姓氏，占全村人口的７０％。
２００８年后，境内９个自然村先后全部拆迁安置。至２０１５年，百丈村全境是郭庄空港新区的核心工业区

（句容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有数十家工业企业进驻，句容市空港新城教育园也在境内。

百丈村南北长、东西短，境内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村民以种植水稻、小麦、油菜为主，以农耕、

打渔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百丈行政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调

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全村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全村人均收入由１９７６年的１１８
元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８３９６元，人均住房面积６０平方米，村民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村民生活达省定小康
标准。百丈行政村先后获得“江苏省文明村”、“镇江市文明村”、“句容市先进党支部”等１８项荣誉称号。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百丈村获奖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８

年度 获奖称号 授奖单位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句容市文明村 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句容市先进党支部 中共句容市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句容市重点工程建设、先进集体 句容市住建局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句容市文明村 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镇江市民主法治村、镇江市老年体育先进村 镇江市老年体协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江苏省计划生育先进村 江苏省计生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句容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达标村 句容市老年体协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句容市关心下一代、优秀校外辅导站 句容市关工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镇江市文明村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江苏省档案建设工作示范村 江苏省档案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江苏省文明村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句容市文明村 句容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镇江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示范村 镇江市计生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句容市养老保险先进集体 句容市人社局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句容市综治和平安建设先进集体

句容市关心下一代“五有五好”关工委

句容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先进集体

句容市综治办

句容市关工委

句容市农合办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句容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句容市委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百丈村以农业为主。１９４９年后，大搞水利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粮食逐年增

多，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后，修路筑渠，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８５亩。百丈、陡门两大队
处在百丈圩区，易受水灾。１９６０年开始，在境内选择９个关键地点，先后建造９个小型排灌站，开挖９条排
灌渠道，总长８千米，使全村每块田都流淌到水，基本改变易涝易旱的状况。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发大水时，全境
都遭受水灾，由于排涝及时，粮食生产未受太大损失。１９６８年开始，百丈大队进行全范围内农田整治，挖高
填低、小田并大田、格田成方３０００多亩，建造大小丰方２８个，修筑１２条机耕路，总长９千米，陡门格田成方
２８０亩，建丰产方３片１８０亩，为农田机械化耕作打下坚实基础。１９７０年，百丈大队栽种水稻４０００多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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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４６３公斤，是当年郭庄公社粮食总产量的１／１０（郭庄公社有２２个大队），是句容县水稻单产最高的大队。
全国农业专家陈永康到百丈大队传授农业技术。百丈村的农业是句容县农业战线的旗帜，当时农业学大寨

有“近学百丈”的口号。１９７６年，百丈村水稻亩产４８０公斤。１９８６年，亩产５０８公斤。１９８７年后，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改变单一粮食种植模式，村民开始种植西瓜、甘蔗、果桑等经济植物。１９９２年，全村各类经济植物
种植面积３００多亩，粮食总产减少了，但农户经济收入增多了。２０００年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
转型，农田承包大户３家、水面承包大户６家。２００５年，取消农业税，农田直补，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
土地经济效益大幅上升。２００９年，全村耕地经济效益每亩９００元。

１９６２年，村里组建林业队、渔业队，开办茶场、养猪场。１９７６年，旱地栽桑养蚕，百丈林业队有桑地８０
亩，陡门有桑地４６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些单位逐步停办。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只有私人开的小卖店 １户和熟菜店 １户，有碾米坊 ２处、豆腐店 ３户。

１９４９年后，工商业逐步兴起，１９５８年，郭庄乡供销社在毕家边村开设１家代销点，大陡门开设１家代销点，向
村民供应油、盐、酱、醋、糖、烟、酒等生活用品。村内曾经开办过饭店、浴室。１９７０年开始，先后开办纸盒厂、
皮包厂、手套厂、翻砂厂、五金厂、玩具厂等小厂。改革开放后，社队企业快速发展，１９８９年，台商来百丈投资
兴办塑箱厂，在村中心地带建造 ６０００平方米的标准厂房，１０００平方米的综合楼，招收员工 １００人，年产值
５００万元。私营小商店百丈有７家，陡门有３家，全村有建筑施工小队３个。１９９８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村办企业全部改制成私营企业，通过承包、转让、拍卖、租赁给个人经营。２０００年，行政村盘活村里闲
置资产，扩大经济来源，增加村级经济收入，至２００８年，村集体固定资产已达１２１．８０万元。２０１５年，全村有
６家私营企业，箱包厂１家、手套厂１家、五金厂２家、餐饮业２家。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村有华家边、五埃头２家私塾馆，主要是供富家子女读书。１９４９年后，教育

事业不断发展。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全村有华家边、五埃头、陡门３所初级小学。１９５８年，增办塘西、大花茂２个
复式单班教学点。１９６９年，在百丈村的中心地点新建百丈小学，盖２排２０间校舍，是郭庄公社第一个大队
建造的学校，塘西、大花茂２个教学点仍保留。１９７３年，塘西、大花茂教学点撤销并入百丈小学。１９７５年，百
丈小学增设初中班，时称“五七”学校。１９７８年，百丈小学、陡门小学附设幼儿班。１９８５年，百丈小学有７个
班（含初中），在校学生２９７人。１９８７年，百丈２个初中班并入郭庄二中。２０００年，陡门小学并入百丈小学。
２００２年下半年，百丈小学的五、六年级并入郭庄中心校。２００４年，百丈小学并入郭庄中心小学。至２０１５年，
全村有大学生３６名，本科毕业生２１名。

２．文化
民国时期，百丈村境内有１座尼姑庵，４座土地庙、４家祠堂、３座敞厅。尼姑庵座落在华家边村后；塘

西、五埃头、望仙桥、大花茂各有１个土地庙；塘西、五埃头、大花茂各有吴氏祠堂，华家边有华氏祠堂。华家
边有华氏敞厅，塘西有杨氏敞厅、大花茂有吴氏敞厅。这些大小敞厅建筑考究，雕梁画栋。每年清明，后生

们进祠堂祭祀祖先、宣读家训。华家边因在花塘边而得名；望仙村的得名具有传奇色彩，《句容地名录》载，

传说村北圩沟有座桥，清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年）建，因有８个神仙在桥上经过，故名望仙桥，以桥得村名；塘
西村名有历史渊源，明朝时，吴氏子孙吴德蛟任兵马都督，皇上御赐在其居住地建造一座武朝门，凡到江南

一带办事的官员，都必须到武朝门参拜。由于来此参拜的人很多，于是专门挖了一个蓄水池，让南来北往的

马匹在此饮水休息故取名“饮马池”。因为村庄在“饮马池”的西边，所以叫塘西村。

１９４９年后，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过年时，各村有玩花船，唱大戏的习俗，为群众表演传统戏曲。
“文化大革命”时，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沙家浜》《红灯记》，为群众表演样板戏。跳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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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学唱革命歌曲。百丈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在句容县有较高的知名度，先后到驻亭子部队“９４２４”工地和多
个乡镇演出。１９７０年，参加句容县文艺汇演，受到县文化部门的嘉奖。１９７０年后，村里每年放８—１０场电影
给群众看，群众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１９９８年，村里盖起综合办公楼。２００８年，建起文化活动室、图书室、乒
乓球室、篮球场和健身房，节假日举办书画、棋牌、乒乓球、篮球竞赛。２０１０年，村里组建老年健身队、广场舞
队，每天早上和晚上村里的中老年人到广场上进行健身锻炼，跳广场舞。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呈现多元化、

多层次的发展格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深入开展，以“文明户”“五

好家庭”评比活动为抓手，持之以恒地推动文明村创建活动，取得显著成效。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百丈行政村获
１８项荣誉称号，受到省、市表彰。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贫穷落后，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很差。１９５８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

疫工作逐步加强，医疗水平逐步提高。疟疾、天花、流脑等传染病陆续得到控制。１９６５年，村里配备赤脚医
生，办起医务室，村里有３名赤脚医生，基本做到“患病有人治，小病不出村”。１９６９年，农村实施统筹合作医
疗制度，每人每年缴费０．４０元，由生产队代扣，大病按比例报销。１９８１年，农村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变成
个人行医，仍然在村卫生室为群众服务。１９９９年，恢复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０３年，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制度，村民不再有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忧患。２００６年，村里新建卫生室１２０平方米，配备专职医生２名，有
输液室、病床４张。村里为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为老年人和妇女进行体检。２００８年，开展
村庄环境整治，清理垃圾，治理污染，消灭露天茅厕、灰堆，每个自然村都有垃圾收集点，安排保洁人员及时

清理。对村庄道路和主要地区的环境卫生建立“组保洁、村收集”的长效保洁机制。

４．基础设施
１９５８年，大队通上大喇叭广播。１９７０年，户户通小广播。１９７２年，村村通电，每家每户安装电灯。１９９８

年，实施农网改造，百丈、陡门改用标准电杆２４７根。随着国家电网的不断升级和改造，不但改善人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而且降低用电成本。２００８年，全村有变压器１２台。

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修筑宁溧公路，百丈段２千米。１９６６年，开始修筑机耕路，各村之间相互连接。
１９７０年，部分出村路段开始铺石子路，华家边连接塘西、望仙桥、大花茂的路段铺上石子，大队部连接宁溧路
浇筑水泥路。２０００年后，村相继修建水泥路，村内主要路段全部浇筑水泥路面。２００１年，陡门划入百丈后，
修建一条从华家边自然村至大陡门自然村的水泥路，宽４米，长３千米。２００５年，村庄道路硬化，村中小路
和每家门口都是水泥路。

１９９４年，百丈村在花塘边建造水塔，供华家边、望仙桥、大、小花茂村民饮水。１９９５年，塘西和五埃头建
造水塔，陡门建水塔，至此全村村民都用上直供水。１９９７年，郭庄政府实施饮水改造工程。２０００年底，百丈
村全部用上镇自来水厂的自来水。２０１０年，自来水连接南京水管，村民饮水达国家饮水标准。

１９９６年，村民开始装电话。有线电视、网络电视快速发展。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家家通电话，户户有数字电
视、网络宽带。

　　四、人民生活

１９５０年后，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到田地，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国家重视农业生产，加强农田
水利建设，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改善，村民住房条件逐渐改善。１９７０年开始，有村民建平
瓦房，屋面以平瓦取代草秸。１９８０年开始，部分村民建砖混楼房，使用砖石结构和水泥预制品。１９９０年后，
村民建楼房呈现高峰期，村民大都建成混凝土套式结构的楼房，盖起别墅，有的在城里买房。改革开放后，

村里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拓宽经济来源，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办厂，人民群众经济收入大幅提高，生活

水平不断提升。９０年代起，人民的饮食开始讲究营养，注重保健，吃的食品多样化，均衡搭配。至２０１５年，
百丈行政村９个自然村中有７个被拆迁安置（大、小陡门２０１７年拆迁）。百丈村民全部住进居民楼，过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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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人们出行由步行、自行车到电动车，现在小汽车也进入普通人家，有的人家有２—３辆。到２０１５年，
全村有小汽车３３９辆，农用车和货车４８辆。全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进一步完善，村中８户五保户１０
人全部进入镇养老院，低保户３４户７０人，全部生活有保障，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得到有效救助，文娱活
动、卫生保健、旅游观光已成为村民新的生活时尚。１９７６年，村民人均收入１１８元。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收入
达１８３９６元，人民生活进入小康。

　　五、其他

１．先进人物名录
王和才，男，生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日。１９９１年获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江苏省劳动模范。１９９９年获国

家农业部授予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三等奖。

华训松，男，生于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９日。２０００年获国家计生委授予的全国乡镇优秀计划生育工作者。
华训成，男，生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００８年获江苏省农林厅授予的江苏省农村系统先进工作者。
２．村庄记忆
百丈行政村所辖９个自然村因处在郭庄空港新区的中心地带，现已全部拆迁。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大、小五埃头、小花茂拆迁，安置在康居花园一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塘西、大花茂部

分拆迁，安置在康居花园二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日，华家边、望仙桥拆迁，安置在雅苑小区。（２０１６年５月６
日，大花茂全部拆迁，安置在雅苑小区。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３日，大、小陡门拆迁，安置待定。）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百丈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１９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曹大其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宗才亮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窦树安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９６１年１２月

王庚富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９７５年１２月
端义法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９７５年１２月

华先仁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９８２年８月 吴岐贵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９８２年８月

吴岐贵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９８４年８月 吴守安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９８４年８月

吴守安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８５年８月 戴佐权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８５年８月

戴佐权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９９６年７月 戴佐贵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９９２年８月

华训成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 华训成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９４年８月

戴重荣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蒋世庆 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９９５年８月

— — 戴重荣 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９９８年８月

— — 杨贤平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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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２００１年陡门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０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倪世文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９７４年３月 管兆华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９７０年１月

黄炳兴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９７７年１２月 何邦玉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９７６年８月

华存林 １９７８年１月—１９８１年８月 倪世文 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９８３年１１月

陈庆元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９２年１月 侯庆新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９２年１月

侯庆新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５月 何洪根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５月

何洪根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００１年９月 侯庆生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０００年３月

— — 朱永康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０１年９月

第七节　经戴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８　经戴村委会

经戴村位于郭庄镇西北，面积４．２５平方千米。
东和百丈村交界，南和甲山村的东岗自然村相邻，

西和朝阳村相连，北和百丈村的陡门自然村接壤。

２０００年，经戴村和阳巷村合并为经戴村。至 ２０１５
年底，全村６４９户２１６０人，其中男性１０２９人，女性
１１３１人，村民姓氏排名前五位分别是：戴姓４３９人、
杨姓２８９人、经姓２０８人，王姓１４１人、李姓１０３人；
全村水田面积２２３７亩，旱地２７０亩，水面３２０亩；全
村辖经家边、戴家边、小经家边、漳泗、阳巷 ５个自
然村，１８个村民小组，全村有党员８０名。２０１５年，
村集体固定资产１９５万元，人均收入１８０３８元。

解放初期，经戴和阳巷属高阳乡。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时期，经戴和阳巷从高阳乡任阳大队划出，分别成立
经戴大队、阳巷大队。１９６９年，阳巷的岗南村划入江宁周岗公社。

现在经戴村全境是句容市郭庄空港新城发展板块的中心，南京东郊奥特莱斯、东恒科技产业园、南京中

小型产业园、石墨烯金刚线产业基地、碧桂园时代城、郭庄镇污水处理厂以及即将建造的五星级酒店均落户

在经戴村境内。境内宁杭高速、宁杭城际高铁和２４３省道穿境而过，距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仅１２千米，交通
便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经戴村是半圩半平原地区，有肥沃的田地，村民世代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麦、油菜。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无力水利建设，加上农业技术落后，农业生产是“望天收”，经戴地区有首歌谣至今还萦绕在经戴人

的耳边，“小小经戴阳，本是个苦地方，淹起来变汪洋，旱起来喊亲娘”。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后，经戴村水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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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农田基本改造全面展开。１９６２年后，在经戴村和阳巷村各建造２座翻水站，修筑４条水渠，总长５．２千
米，受益面积１８００亩。１９７０年后，为了方便机械作业，村里修筑机耕路７条，长３千米，全村开展平整土地、
挖塘筑坝、降高填低、把旱地改成水田、把小田平整成大田。１９８０年，全村改造农田８９６亩。建成６个百亩
丰产方，农田大部分实施电力灌溉，种田效益增高。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优良品种的种植，粮食产量逐年提高。１９８６年，全村水稻亩产４６０
公斤，总产５１５吨，是１９７６年的１．４８倍，小麦亩产１８５公斤，总产２００吨，是１９７６年的２．１０倍，油菜亩产１００
公斤。１９８７年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粮扩经，部分农田转种甘蔗、西瓜、豆类等经济植物。１９９０年，全村
各类经济植物种植面积３００亩。２０００年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村里出现水田承包大户５
户，每户都在１００亩以上，水面承包大户３户，养鸡专业户２户。２００５年后，部分村民在农闲时，收购稻谷，
把村民家中多余的粮食收购后加工成大米，销往南京、镇江、上海等地。２０１２年８月，村里成立农业产业股
份制合作社，主要以水稻种植，大米销售、特色西瓜种植和销售为主，并在网上开设农产品直通商务平台，打

造新型农产品供销渠道。到２０１５年，在商务平台销售大米３００吨，为村民增收致富提供帮助。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有油坊、碾坊、小杂货店、铁匠铺、豆腐店等。这些家庭作坊规模小，分布

散，提供人们生活用品。１９５３年，村里有２个小杂货店，商品实现计划供应，出售油盐酱醋烟酒等生活用品。
１９６０年后，经戴、阳巷创办粮食加工厂，为农民加工大米、食用油、面粉、饲料等。１９８６年后，私营企业逐步增
多，村中养蜂专业户２户、卤菜店４户。１９８６年，阳巷村创办地毯厂，经戴村创办水泥预制品厂等一批集体
和私营企业。因市场开放，村内个体经商户迅猛发展，每个自然村都有小商店、卤菜店，外出经商户逐年增

多。至２０１５年，村内有废品收购站１户、经营建材户２户，收购粮食加工大米运到周边市县城乡出售８户、
贩卖鹅苗鸡苗３户、卤菜店４户、小饭店２户、农资代销店１户。村园林施工队在南京城里乃至周边地区都
有业务，施工队带动部分村民外出务工，人数达１２０人。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工商业实现总产值３８６万元，纯利
润达４０万元。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阳巷村有１所私塾设在戴氏承恩祠堂，经家边有１所私塾，招收的是富家子女，

私塾里有１名教书先生。１９４９年后，经戴和阳巷分别创办初级小学，招收１—４年级学生入学，村内有速成
识字班、成人扫盲班、夜校班。１９６０年，经戴小学从经家边搬到戴家边，随着经济发展，办学条件不断改善，
办学规模不断扩大。１９７０年后，经戴初小扩建成经戴小学，招收从幼儿园到６年级学生，阳巷小学仍是初
小。１９８０年，经戴小学有学生２８３人，教师１０人。２００１年，阳巷初小并入经戴小学。２００４年，经戴小学撤并
入朝阳小学。截至２０１５年，经戴村有大学生３６人，在读博士生２人，研究生５人。

２．文化、广播、电视
戴家边村建村年代较早，村中杨姓村民居多，村内建有杨氏宗祠，人称“天府”；村里有“八角庙”和“三官

庙”，里面供有“尧舜禹”三圣帝。境内有土地庙２座，娘娘庙１座。漳泗村以王姓村民居多，传说明洪武时
期，大将郭英在此圈地建城，因四周环水，取名漳泗，故得名“漳泗城”。阳巷村又称石坝村，戴姓村民居多，

村中十八巷，巷巷朝阳，这就是阳巷村名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戴家边村和阳巷村都建有大会堂，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学唱革命歌曲，排练

文艺节目，在大会堂为群众表演样板戏和文艺节目。１９７０年，有线广播普及到户。１９８３年后，大会堂改为放
电影的场所。１９９０年后，电视普及，村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１９９５年，有线电视和电信网络进村入户。２０００
年后，实施社区体育健身工程，村里开辟健身场所４处，安装健身器材供村民娱乐、健身。２００９年，村里办起
“农家书屋”藏书１０００余册。２０１５年，每个自然村都有停车场和健身活动场所，村民文体活动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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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差，常见病、多发病得不到医治。解放后，党和政府关

心人民生活，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全村开展“除四害”运动。定期为儿童打预防针，传染病、多发病得到

控制和治疗。１９６５年，经戴大队、阳巷大队各组建医务室，每个医务室配有２名赤脚医生。随后，各生产小
队配有１名卫生员，小病小痛不出村就能及时治疗。１９６９年，农村实施统筹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缴费
０４０元，由生产队代扣，大病按比例报销。１９８１年，农村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变为个人行医，仍在村卫生
室为病人治疗。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２００３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员都能从中受
益，重大疾病的报销费用比例逐步提高、报销范围逐步扩大，直接缓解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基本杜绝因病

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２００４年，全村进行改厕改水，村庄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全面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和
“双清双美”活动，清除露天茅厕和灰堆。各村前后建公共厕所，有专人冲洗，每个自然村设有垃圾收集站，

配有１名专职保洁员负责村里环境卫生。
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基础设施差，村与村之间全是土路，雨天是泥巴路，村民出行困难。村民

吃的是沟塘水，靠肩挑手提，照明靠蜡烛、煤油灯。１９４９年后，基础设施日益改善。１９５４年，溧湖公路（溧
水—湖熟）穿村而过。２００８年，２４３省道经过经戴行政村，衔接江宁段。１９７０年，经阳路（经戴—阳巷）贯通，
方便两村群众出行。２００５年，全村基本实现水泥路面村村通。２０１３年，村内主干道铺设水泥路。至 ２０１５
年，水泥路覆盖村内每条小路小巷，户户出门就是水泥路。１９６４年，经戴村阳巷村通电，家家户户安装电灯，
从此结束蜡烛、煤油灯历史。１９９５年，电话线杆架设到每个自然村，部分农户安装上电话。１９９８年，实施农
网改造，解决农村用电不足问题。２０１５年底，电信网络已实现全覆盖。１９９５年，经戴、阳巷相继建自来水塔，
铺设自来水管１２千米，至此全村人吃上自供水。２０１０年，全村自来水管网和南京接通，村民饮水质量达国
家饮用水标准。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数村民无农业生产资料，缺衣少粮、生活困苦，住房大多是土坯草房。１９４９
年后，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吃住有了基本保障，人民生活逐步改善。１９７０年开始，部分农户
开始拆除土墙草房改建成平瓦房。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１９８０年开始，有少数农户翻建砖木结构平瓦房。
１９９５年后，建造套式楼房、小别墅出现，冰箱、空调等高档家用电器应有尽有，电动车是代步工具，小汽车进
入普通人家。１９７６年，全村人均收入１１５元。１９８６年，人均收入４８２元。１９９６年，人均收入２０６０元。２０００
年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消农业税，农田转给承包大户，剩余劳动力转入务工经商。２００８年，全村人均收
入７５８６元。２０１２年，村里成立农业产业股份制合作社，主要以水稻种植和特色西瓜栽培为主，在网上开设
农产品直通商务平台，打造新型农产品供销渠道。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收入１８０３８元。村民养老、医疗保险体
系完善。村内“五保”老人１１户１１人，６人进入镇养老院，５人分散供养，低保户１４户２６人，生活有保障。
村民文化娱乐、健身休闲活动丰富多彩，人民生活幸福感与日俱增。

　　五、其他

１．革命烈士
任宜东，男，生于１９５８年，卒于１９８０年４月，因公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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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获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经戴村获市级奖一览表

　表２７－２１

序号 获奖日期 所获奖项 颁发单位

１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２日 ２００６年度先进集体 句容市政府

２ ２００９年２月８日 ２００８年度综合治理与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句容市政府

３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０日 “省级三星级康居村”（阳巷村） 江苏省住建局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００年阳巷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２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戴国良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 李秀斌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

李秀斌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 李凉和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

李凉和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

丁根保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
李秀斌 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

窦绵祥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 戴显根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

戴显根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 经美才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

经美才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 徐宏喜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

王克林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 戴相银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

杨仁保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 戴佐骞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

戴佐骞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戴立和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经戴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３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戴祖庆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 杨本善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

李秀明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 —

杨本善 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 戴华山 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

戴华山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李秀明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

杨再林 １９７６—１９８８年

戴吉友 １９６６—１９８２年

戴迪滨 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３月 杨基金 １９８２—１９９３年

俞正财 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俞正财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

— — 杨基群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 — 戴立和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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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朝阳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９　朝阳村办公楼

朝阳村位于郭庄镇西北部，东至庄里南班村，

西与江宁区湖熟镇的颜庄村相连，南和经戴村经家

边相交，北与江宁区湖熟镇樊家边接壤。至 ２０１５
年，该村总面积６．２７平方千米，下辖１２个自然村，
３０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 ５３６１亩，其中水田面积
４０６３亩，旱地及其他 １２９８亩。共有 １１９５户 ３５１６
人，其中男性１８８１人，女性１６３５人。全村共有１５０
余个姓氏，其中雍氏、石氏、杨氏、潘氏、吴氏占总人

口的４８％，少数民族１９人。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高阳桥建高阳镇。民国

２３年（１９３４年），高阳是乡政府所在地。１９５３年，
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６年，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成立新安
大队、新昌大队和夏塘大队。１９８３年，新安大队、新昌大队和夏塘大队分别更名为新安行政村、新昌行政村、
夏塘行政村。２００１年，夏塘行政村与新安行政村合并后，称为新安行政村。２００４年，新安行政村与新昌行政
村合并后，更名为朝阳行政村，下辖钱家边、沈家边、濮家边、桥北、高家边、石家边、潘家边、雍家边、小刘家、

夏塘、石涵头、曹拐上等１２个自然村和１个安置小区。
明清时期，隶属临泉乡。民国时期，先后隶属高阳镇、高阳乡、郭庄乡。解放后，又先后隶属高阳乡、高

阳公社、郭庄公社。１９６９年，高阳的桥南划归江宁周岗公社，桥北仍归郭庄公社。１９８３年，隶属郭庄乡。
１９９３年，隶属郭庄镇。境内属圩区，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属秦淮水系，盛产水稻、小麦。水产养殖、麻鸭养
殖较为优势。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家鸭养殖，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原则，推进农民

经济持续增长，加强民生工程，全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至２０１５年底，全村水稻单产５９５
公斤，小麦亩产３２５公斤，油菜籽１９０公斤，人均纯收入为１８２８３元，在全镇１８个行政村中排名第三。人均
居住面积５８平方米，全村从业人员１９６３人，先后获得２００６年镇江市农村财务管理示范村、句容市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度文明村、先进基层党组织、慈善之星等荣誉称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朝阳村地处圩区，村民世代以农业为主，产水稻、小麦，兼种五谷杂粮和油料植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有一些简易的水利设施，粮食产量低而不稳。１９６１—１９７５年，该村先后建立排灌站１２座，修筑水渠１２
条，里程数达８千米。特别是１９７０年，郭庄公社在该村的朝阳河兴建朝阳坝排灌站，使水灾得到有效控制。
１９７６年，农业机械快速发展，为方便农田机械下田作业，村里开展以平整土地，格田成方，修筑机耕路为重点
的农田基本建设。修筑机耕路９条，总长１０千米；新安、新昌、夏塘３个大队共平整土地、格田成方约２０００
亩。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品种、改革耕作和栽培方式，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至１９７８年，水稻亩产４００
公斤，小麦亩产２５０公斤。１９８３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被进一步提高。是年，水稻单
产５００公斤，小麦达３００公斤。进入２１世纪后，农村出现到外地打工潮，青壮年外出务工者逐年增多，务工

３８３

第二十七章　行政村



者的责任田基本上转让给少数村民种植。２００５年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村上少数农户
开始种植大棚蔬菜、绿化苗木及高档苗木。在种植草莓、葡萄、西瓜等时令鲜果的同时，发展家庭麻鸭养殖

（饲养麻鸭是该村的传统副业）。２０１１年，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朝阳村投资千万元，新建朝阳尚苑生态农业
示范区，并成功地招商租赁，每年上交集体租金 ５５万元。至 ２０１５年，养鱼专业户 ２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３
家、养鸭专业户５家。

２．工商业
民国时期，高阳桥有私营木船运输，旺水季逢双日开船到南京，单日返回。至１９５３年停开。境内还有油

坊、磨坊、碾米坊、豆腐坊、茶馆、铁匠店、杂货店、百货店等店铺。由于紧靠南京湖熟镇，湖熟镇素来以桂花

鸭、盐水鸭而出名。该村就有一些人从事板鸭加工制作。城隍庙牛肉在附近也很有名气，牛肉生意在湖熟、

郭庄、龙都等地都做得十分红火。解放后，政府积极引导，扶持个体手工业恢复和发展生产。从１９５３年起，
先后成立铁业生产合作社、木业合作社。朝阳村设立集体商店６家，即高阳百货商店、高阳杂货店、生产资料
销售店、夏塘双代店、新安双代店、新昌双代店。１９７６年，新昌大队办起五金加工厂、粮食加工厂，新安大队
和夏塘大队也先后办起粮食加工厂，为群众加工大米、面粉、饲料等。１９８０年后，新安行政村办起机械厂、铸
造厂、服装厂，夏塘行政村办起水泥预制品厂、电镀厂，新昌行政村创办五金加工厂。１９９０年后，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较快，先后办起小型超市，服装加工业等１０余家涉及杂百货、浴室、理发、车辆
修理、磨豆腐、机米、面粉兑换等经营项目。２０００年，新昌行政村创办玩具厂。至２０１５年，该村境内有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福气到液化气站、新安印刷厂、新昌五金加工厂、中小超市１２家、五金建材店、电动车专卖店、
饭店、汽车修理店、理发店、浴室、卤菜店、牛肉销售店、板鸭加工店等各类商店１８家。２０１１年，上海爱家置
业有限公司在朝阳村征地３００余亩，开发房地产。２０１５年，一期４３０套房源售罄。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高阳乡第６保国民学校，校长张映忠。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年），高阳乡第６保国

民学校更名为高阳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夏仁进。１９５３年，新安、新昌、夏塘各大队皆有 １所初级小学。
１９６４年，新安初小改名为新安完全小学，新昌、夏塘仍有１所初级小学。是年，在高阳的尼姑庵创办 １所
高阳农中，至１９６９年春，高阳农中停办。高阳小学改为７年一贯制“五七”学校。１９７２年，夏塘初小升为
完全小学，高阳“五七”学校整体搬迁至新安，更名为朝阳“五七”学校。１９７５年，夏塘小学增设初中班，更
名为夏塘“五七”学校。１９７８年，朝阳“五七”学校、夏塘“五七”学校、新昌小学分别设幼儿班。１９８３年，
恢复小学六年制，夏塘“五七”学校的初中部撤并至朝阳“五七”学校。１９８７年，朝阳“五七”学校的初中
部撤并至郭庄第二中学。２００２年，新昌小学、夏塘小学撤并至朝阳小学，两校的幼儿班也同时并入到朝
阳幼儿园。２００８年，朝阳小学撤并到郭庄中心校，保留朝阳幼儿园。至２０１５年，朝阳幼儿园共有大、中、
小３个班级，幼儿人数５９人。有在校学生１５８人，就读于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２６１
人，其中本科（含本科以上）８７人。

２．文化
境内文化底蕴丰厚，据《乾隆句容县志》记载：咸康四年（３３８年）置高阳侨郡。高阳桥明末清初建，清乾

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倾圮，历三年修复，今存古桥。境内寺庙、尼姑庵、祠堂较多，其中城隍庙，庙宇气势恢弘，
雕梁画栋，建筑十分考究，庙内供奉着大小菩萨佛像百余尊，周围数十里的善男信女前往烧香拜佛，名气十

分大，该寺庙毁于解放初。桥北自然村有１座尼姑庵现还保存部分原貌。庵中还有１棵百年以上的银杏树，
濮家边自然村至２０１５年仍保留１座祠堂，年代久远。６０年代，有了露天电影。“文化大革命”中，新安、新
昌、夏塘３个大队分别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样板戏、唱革命歌曲。１９７０年，家家户户通有线广
播。１９８１年起，电视机、收录机走进农家。１９９８年，有线电视得到普及。２００５年起，互联网宽带进村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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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后，成立综合文体活动中心。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创办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各１处，新建休闲广场５
处，为群众提供文化生活活动场所。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医疗卫生条件差，群众缺医少药，看病吃药都很困难。１９４９年后，政府对卫生

事业十分重视，医疗水平逐步提高。１９５８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防疫工作，使天花、白喉、麻疹、伤寒、霍乱
等传染病得到控制并逐步根除。１９６６年９月，各大队配备１名赤脚医生，各生产队配备 １名卫生保健员。
１９６９年，实行统筹合作医疗制度，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和减少看病后的经济负担。１９８１年，合作医疗停办，赤
脚医生负责为本村儿童打预防针及医治病人，自负盈亏。１９９９年，全面恢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减轻农
民就医负担。２００３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至 ２０１５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 ９７％。
２００８年后，集中整治村庄环境，做到无乱建乱搭、无露天粪坑、无乱堆乱放、无污水横流、无暴露垃圾。２０１０
年后，该村兴建朝阳卫生服务站。至２０１５年，每个自然村配备１名保洁员，设置３—４个垃圾房（箱），垃圾日
产日清，及时清运。

４．基础设施
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开始修建贯穿境内溧（水）湖（熟）公路，路基宽６—７．５０米，碎石路面，宽３米，

厚１０—１５厘米，晴雨通车。解放初期，村与村都是小路，路面坎坷不平。党和政府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陆
续对道路裁弯取直与拓宽。７０年代，开始修建机耕路，后来在村与村的机耕路铺石子、沙子。１９７０年后，
夏塘、新安、新昌３个大队陆续通电，结束了世代靠火油灯和蜡烛照明的历史。１９９６年起，新安、新昌、夏
塘３个行政村相继兴建直供水水塔，为村民提供直供水。１９９９年，农村电网改造电源通到河边田头，便利
农田灌溉。２００２年，在原宁溧公路的基础进行拓宽，变成柏油路。２００４年，村道实施硬化，村庄内部所有
自然村都通上水泥路。２００５年，横穿境内的宁杭高速公路开始施工修建，２００８年 ９月 １日通车。２００８
年，宁杭高铁动工，兴建句容西站，境内共拆迁 ２００余户，于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 ２６日通车。是年，接通南京自
来水公司水网管道，使村民吃上南京的自来水。２０１５年，各自然村水泥路覆盖率 ９８％。农村电网改造，
新增变压器８台。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民缺乏生产资料，多数村民靠打长、短工养活一家老小，少数的家庭连八、九

岁孩子也要帮富人家放牛。１９４９年后，村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１９５６年，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粮食产量有了提高，村民生活进一步好转。７０年代，村民开始翻建住房，土墙茅屋变成里生外熟的平瓦
房。改革开放后，在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同时，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经商，经济收入逐年提高。１９８６年起，
人们的吃穿开始变化，西服流行，滑雪衫代替棉袄。饮食讲究荤素搭配。９０年代起，农户普遍翻建２—３层
小楼房。２０００年后，村民在饮食上实现无荤不餐，讲究营养健康；衣着上追求时尚，讲究得体美观；居住上追
求舒适宽敞；出行工具由普及自行车转为购置摩托车、电动车、小汽车；通讯工具由普及固定电话转为普及

手机。２０１５年，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８３元，有７０％的农户购买小汽车，村民养老、医保体系完善，有１８位“五保”
老人得到供养，４６人享受低保，６４０余名享受老年补贴，人均居住面积５８平方米。

　　五、特色选介

１．朝阳尚苑
该村于２０１１年为合理利用村级土地资源，投资千万元，打造出朝阳尚苑生态农业示范区，集垂钓、住宿、

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活动中心，占地面积约７０余亩。是年，成功地招商租赁，年上交集体租金５５万元，
为集体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也增加了租赁者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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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麻鸭养殖
该村与南京湖熟镇接壤，湖熟集镇素有“板鸭之都”之称，南京板鸭就源于湖熟。湖熟板鸭已有６００余

年的历史，明清时成为皇室贡品。湖熟板鸭的鸭源除了当地之外，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朝阳村，该村农

户都习惯饲养麻鸭，每年约为湖熟板鸭提供万余只商品鸭。至２０１５年，该村麻鸭养殖户规模较大的有５户，
每户养鸭数皆在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只之间，家鸭基本上销往湖熟镇制作湖熟板鸭。

　　六、其他

１．英烈名录
周康荣，男，夏塘村人，出生于１９２７年。１９５１年５月参加革命，残军校学员，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在苏州牺牲。
２．村庄记忆
因２００５年宁杭高速公路、２００８年宁杭高铁、朝阳大道均从该村通过，高铁西站也设在该村。雍家边共

拆迁２００余户，其中５０余农户选择在村内建房，形成了拆迁安置小区，其余的农户被安置在康居花园二期小
区居住。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０４年新昌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４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邹坤万 １９５８—１９６９年 郎本根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雍德本 １９６９—１９７２年 雍德生 １９６２—１９７２年

李正兴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 刘克元 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

刘克元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 雍德富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

史恒喜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 温礼鹏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

杨本贵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 刘腊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

雍玉保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 雍德祥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

雍德发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温智福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杨本贵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雍德祥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

雍忠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 雍德俊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

潘长柱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雍厚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潘长柱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１９５８—２００１年夏塘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５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庞玉成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汪国榜 １９６２—１９８４年 杨昌松 １９６２—１９８４年

官德云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 魏洪宝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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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２００１年夏塘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５（续）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魏洪宝 １９８７—１９９４年 曹忠伟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

曹忠伟 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

魏洪宝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

汪国茂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

杨成平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朝阳（新安）村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６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金炳春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 蔡世富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

蔡世富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 金炳春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

金炳春 １９６６—１９７９年 蔡世富 １９６６—１９７７年

姜正泉 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 姜正泉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

盖忠素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 朱功法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

金跃明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 俞喜荣 １９８３—１９９２年

杨金龙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

杨金龙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

盖忠祥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

曹忠伟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

杨金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第九节　庄里村

　　图２７１０　庄里村办公楼

　　一、概况

庄里村位于郭庄镇北面，东邻毕家边自然村，

南面与郭庄村的汤巷自然村土地相靠，西面与陡门

自然村相望，北面和南京市江宁区湖熟镇的马场圩

自然村相毗邻，境内有张朝公路（张庙—朝阳）通往

句容，南有２４３省道连接镇江与南京禄口机场及宁
杭高速，再通过郭庄镇空港大道直通宁杭高铁，交

通十分便利。２００４年，朱巷和庄里合并为庄里行政
村，全行政村有自然村１０个：南班上、墩墩上、野茅
里、涵头上、朱巷、观庄、西张巷、东张巷、庄里、詹家

边，３０个村民小组，村委会设在 ２４３省道旁。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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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村面积为５．４１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４７４８亩，１３００户３０５２人，其中男１４０２人，女１６５０人，朱巷、涵头上
及庄里以朱姓为多，占全村人口４５％左右，其它东张巷，西张巷以张姓为主，占全村人口的３０％，李姓、尹姓、
陈姓各约占全村人口的１０％、５％、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庄里属通德乡。１９４９年后，属于谢桥乡。１９５８年后，隶属谢桥公社、郭庄公社。
１９９３年，撤乡设镇后属于郭庄镇。１９５３年，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１９５６年，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１９５８年，
成立郭庄人民公社，朱巷、庄里分别成立朱巷大队、庄里大队。１９８３年，两大队更名为朱巷村和庄里村。两
村属秦淮河水系，原有河道直通长江。墩墩上、南班上、野茅里村属于百米圩区，其余各村属于百丈圩区，圩

与圩之间圩埂围绕，中间是老河道，防汛主要以各圩区为单位。６０年代政府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形成大的
抗旱防汛体系，增设大量防汛器材，保障圩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庄里村总体为东西长，南北短，村民世代以农耕为主，该村属纯圩区，怕涝不怕旱，主要农作物是水稻，

粮食高产稳产。２０１３年１月，庄里村获句容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句容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颁发的“句容市老年
人体育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１３年３月，获中共句容市委员会、句容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全市被征地农民参加社
会养老保险工作先进集体”。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庄里村全境在百丈圩区，是全镇最低点，主产水稻、小麦、油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水利设施差，

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限，每当洪水爆发时，百丈圩区一片汪洋，农业生产大都“望天收”。

１９５８年后，大力兴修水利，在靠近朱巷村的江宁徐相村建造排灌站，开通从徐相村到百丈圩的引水河道，为
百丈圩区的农业用水提供保障。１９６０年后，在朱巷、墩墩上、东张巷、詹家边建造翻水站，开挖４条水渠，总
长３２００米，确保农业生产丰收。１９６２年后，出现机械化灌溉，朱巷大队、庄里大队购置６０匹马力柴油机安
装在船上，哪个生产队需要先向大队申请，大队安排机务队及时到位服务。１９７０年开始，为方便机械化农耕
作业，朱巷、庄里开展平整土地，格田成方，修筑机耕路为重点的农田整治，先后在朱巷村南，庄里村东建成６
个百亩丰产方，修筑机耕路１０．９０千米，随着小型机械化的普及，每个生产队都购买１２匹马力的手扶拖拉
机，配套其他机械既可灌溉、脱粒、耕田，还可以搞运输。１９７８年，全村改造低产田３００多亩。１９８０年后，农
田大部分实施电力灌溉。２０００年，为便于大型农业机械化作业，全村修整机耕路１３．５０千米。至２０１５年，全
村农田电网架设１２千米，电力灌溉率１００％。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优良品种的推广，粮食
产量有较大提升。１９８６年，全村水稻亩产４８０公斤，总产２２８０吨，是１９７６年３０８公斤的１．５５倍，小麦亩产
２００公斤，总产４７５吨，是１９７６年的２倍，油菜亩产１０３公斤，总产１３２０吨。１９８８年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调粮扩经，部分农田转种甘蔗、西瓜、葡萄等经济植物。全村各类经济植物种植面积４５０余亩。２０００年后，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涌现出养鱼、养蟹水产承包户５户，大棚蔬菜种植户１户。２００６年，一
些工商资本来村投资，办起集种植、养殖、垂钓、餐饮、休闲为一体的农庄。至２０１５年，村内有大棚蔬菜４家，
高效农业种植５家，草坪基地２家，水产养殖１２家（青虾、螃蟹）。

２．工商业
解放前，村内有碾坊、豆腐坊、小油坊等家庭小作坊。解放初，朱巷、东张巷村上有小商店。１９６０年开

始，郭庄供销社在庄里大队朱巷村、东张巷设立代购代销点，很多商品是计划供应，凭票购买，老百姓也可以

将家中农副产品出售给代销点。米主要是将稻谷运到碾坊，用牛拉着碾砣碾米。１９６０年，朱巷、庄里大队成
立机务队，建立加工厂，为农民加工粮食、饲料。１９７０年，庄里大队创办皮鞋厂、拉丝厂、纸品加工厂、窑厂。
朱巷大队创办服装厂、粮食加工厂、皮鞋厂及窑厂。改革开放之后，个体商业迎来发展高潮，村办企业转包、

承包、租赁给个人。至２０１５年，境内有小型超市 ３家，日用品小商店 ５家，油料加工厂 ２家，粮食加工厂 ２
家，豆腐加工点２家，铝合金加工点１家，棉花加工点１家，五金机械加工厂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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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民国初年，朱巷建立关帝庙小学，民国２０年（１９３１年）关帝庙小学改名为朱张巷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朱张巷小学扩建。学生从识字开始上语文，算术，学算盘等，费用较低。初年级学生在村里读书，高

年级学生在谢桥读书。１９５８年以后，庄里村办起小学，朱巷则在涵头村建立完小。１９７６年，朱巷小学提升到
初中教育，小学五年，初中两年，称为“五七”学校，有学生２４８人，男１３２人，女１１６人。２０００年以后，为实现
教育现代化目标，朱巷、庄里村幼儿园并入谢桥幼儿园，２００２年，庄里小学并入谢桥小学，朱巷小学于２００４
年并入郭庄镇中心小学，幼儿园也并入郭庄镇中心幼儿园。截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大专毕业生２６人，本科毕
业生２２人。

２．文化、广播、电视
庄里村的朱巷自然村历史久远，村中建有朱姓大祠堂，两进１０间两边４间厢房，中间一大天井，大门庭

两边青石雕屹立，高门槛，房间卷帘格扇，祠堂内匾额悬挂，金柱、金字对联相得益彰，祖宗排位供奉在大堂

中央。祠堂里有活动的组合戏台，龙旗、开道锣鼓。祠堂门右侧搭建大牌坊（“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村

中有风水双龙井。民间节日期间，朱巷村都会搞庆祝活动。１９４９年后，现代文体活动逐步取代传统文艺形
式，村里成立小型宣传队，演一些特色小剧目，内容多为反映解放后变迁，集体化优越性等，深受人们欢迎。

“文化大革命”时，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革命歌曲，群众跳“忠”字舞，学唱样板戏《沙家浜》等。

１９６０年后，有线广播通到大队，各村先后装上大喇叭，农户家家都装有小喇叭，大队设广播维护员，按时播放
新闻、宣传科学种田知识以及农田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信息。７０年代，露天电影深受群众喜爱，庄里、朱巷都
建有大会堂，晚上在大会堂里演文艺节目，放映电影。１９８６年后，电视机逐渐普及，村民的文化活动进一步
丰富。２０００年后，实施村庄体育健身工程，每个村里有健身场所，安装健身器材，供村民健身、娱乐，每个自
然村都有棋牌室。２００８年，村里建立图书室、阅览室、老年活动中心，成立校外辅导站，中老年人跳广场舞、
打太极拳、做健身操，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格局。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上卫生状况较差，医疗条件不好，游医郎中也少，老百姓生病只能任其发展，

再加上经济薄弱，无能力承受疾病的打击，小病拖大病扛，最后只能等死亡。１９４９年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
下，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１９６５年，村上安排专业医务人员，成立医务室，添置医疗器材。朱巷、庄里分别设
立医务室，大队给医务人员计工分，称为“赤脚医生”，医务人员经常身背药箱进村入户为百姓服务，做到小

病不出村。通过接种疫苗，病前预防等措施，使得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都能得到较好预防与治疗。１９６９年，
农村实行统筹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缴费０．４０元，由生产队代扣，大病按比例报销。１９８１年，农村合作医
疗停办，赤脚医生变为个人行医。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２００３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重大
疾病的报销比例、报销的范围逐步扩大，直接缓解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基本杜绝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

象。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做到应保尽保，参保率达１００％。２００８年，全面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工作，逐步消除露天茅
厕，每村安排１名保洁员，工资统一发放，各村建公共厕所，有专人冲洗，村中道路由保洁人员打扫，各村配置
垃圾桶，建造垃圾池，专人运送垃圾，保洁人员及时清理垃圾池中的垃圾，池塘漂浮物也及时打捞，努力营造

环境优美、道路整洁、空气清新的新农村。

４．基础设施
５０—６０年代，连接自然村之间的都是土路，一遇到雨雪天气基本无法出行，老百姓外出都是走田间小

路。１９７０年，大队购置拖拉机，村与村之间才逐步修建机耕路。２０００年，在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一
事一议、群众集资、集体筹款，村里的道路铺上水泥路面，解决出行难问题。１９９８年，朱巷、庄里自建水塔，向
村民提供自来水（直供水）。２０１０年，全村自来水接入南京管网。１９９５年之后，通过农村电网改造，农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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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到田头，机械灌溉作业逐步被电力代替。１９９８年，程控电话接入村内，电话进入家家户户，至２０１５年，
宽带网络也覆盖全村，手机普及率逐年提高。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内农民多数靠帮工维持生活，住茅草房，吃粗粮，常常食不果腹，忍饥挨饿。

１９４９年后，农民分得土地，大力发展生产，农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１９５１年后，相继成立互助组、初级社。
１９５６年，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１９７０年后，农民开始翻建住房，
多数是里生外熟代替土墙。１９８０年后，农民的建房多数为砖瓦结构，出现为数不多的楼房。１９９０年后，农民
建房多是砖混结构的二层、三层的楼房。２０００年后，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家庭内部装潢及各项家用电器的
配置也得到提高，有很多农户不仅在村上有房，城市集镇也有商品房；交通工具从原来的出行靠步行或自行

车到电动车、摩托车、再到小汽车。截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共有家庭小汽车２１８辆，运输、农用汽车８９辆，养老、
医疗保险体系完善，村内１６位“五保”老人中３人集中供养，１３人分散供养，２７户４８人享受低保。２０１５年，
人均房屋居住面积４５平方米，人均纯收入１６４５８元，生活实现小康。

　　五、特色选介

１．古老的朱巷
朱巷村历史较为悠久，相传有近７００年历史，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有个叫朱期昌从徐州沛县迁入句容上

容乡，继迁赤山西百丈圩居，即此朱巷的由来。又记朱期昌同妻王氏，南渡至建康府次畿上容乡，续迁临泉

乡，即今江宁府句容县百丈圩通德乡九图朱巷村，通德九图朱巷村在赤山西百丈圩，即今郭庄镇庄里行政村

朱巷村。朱巷村有１８条巷，巷巷相通，大巷小巷都是石板铺地，阴沟排水也有指定出口，雨天行走也很方便，
村庄基本被河沟包围，进出都有小桥贯通，村庄整体南面低，北面高，前面小，后面大，形态为簸箕状，喻义聚

财，陌生人进村无人带领一下子很难走出村，村内大户人家设有私巷，轿子门，有门坎，晚上可关闭内巷，外

人不得入内。有位先辈生有五子，后分为亲疏远近，分为五份，八系，有前份系、后份系、东份系、西份系、中

份系、沟西系、过庄系、涵份系，族内议事族长通知每系份来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参加，祠堂内设有管理祠堂

族内日常事务的人，祠堂有土地、水面，收入颇丰厚，当时族内请了个章姓木匠为祠堂修扩本来的组合戏台，

名为“凤凰来仪”，组合部件为逆反方向编号，内行才可以组装使用，不用时拆除搁置，戏台主要用于每年秋

收、秋种、法事，庆祝丰收，重大活动及春节期间使用，族内请戏班子来村演出，一般一星期左右，各村村民在

演出期间都会请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观看，场面非常壮观，祠堂内还购置了锣鼓，开导，铳，旌旗，鸾驾等，每年

农历三月初一至三月初十村上过会，先期准备供品，每个系份按时间分别来祠堂祭祖，期间旌旗飘扬，锣鼓

喧天，初八收供品，初九初十出行，出行前报锣先响，音毕，后开导锣响，其它锣鼓家伙齐鸣（锣鼓家伙上排满

了行头，十分漂亮）鸾驾，旌旗全部出动，锣鼓声震耳欲聋，铳声一路冲天，浩浩荡荡，先祭拜慈善庙菩萨（村

内建有一慈善庙），再到赤山祭拜庙里菩萨后方才结束，每年一次直至５０年代初才终止这一习俗，称之为过
会。朱巷原有楼房长厅五六幢之多，２０１５年仅存１幢也拆除翻建而面目全非，其余皆因火灾付之一炬，原来
长厅内用花砖雕刻的楼台亭阁，花草树木，山水园林都栩栩如生，地面都铺设方块地砖，很是气派。由于村

子较大，为了防范火灾，村内购置了救火用的器材（水龙）３架，水斗若干，配置了铜的水龙苗子。７０年代发
生火灾，祠堂内一切全部烧毁。

２．回龙庙
回龙庙建造在朱巷村西的圩埂下，三间两厢，内供有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火神菩萨等众多菩萨。每

逢初一、十五都有人前来进供，香火十分兴旺，庙内有一杨姓和尚主持，“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被拆除后，改建

为涵头上村仓库，后改建为朱巷学校，位置在朱巷学校后面大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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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０４年朱圩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７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朱曰德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 朱式金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

朱居和 １９６５—１９７２年 张思根 １９６５—１９７２年

李家绪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 李永田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

朱居恭 １９７６—１９８２年 尹士金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

朱曰春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 朱式根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

宋留根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 朱曰春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

朱曰洋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 朱曰洋 １９８２—１９８７年

朱桂生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 朱桂生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

陈小根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陈小根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

王德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宋留春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朱桂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朱小祥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

— — 王德金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 — 朱伊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庄里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８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刘庄福 １９５８—１９７４年 张允高 １９５８—１９７１年

杜明杰 １９７４—１９８４年 杜明杰 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年

张式源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 张式源 １９７４—１９８１年

张式伦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 马寿宝 １９８１—１９８８年

陈世广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陈世广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

陈世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 朱曰平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

李　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朱桂生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 — 朱曰平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

— — 陈世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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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葛村村（居委会）

　　一、概况

图２７１１　葛村村办公楼　　

葛村村（居委会）位于郭庄镇东部，地处葛村集

镇区内，东北面与东湖村相邻，南与刘巷村相接，东

与东方红村相交，西与埝北村接壤，后郭公路（宁茅

公路）由东向西穿境而过，南北宽 ２．４５千米，东西
长２．９０千米。２０１５年，全社区总面积７．４５平方千
米，耕地４９７１亩，其中水田面积４３６１亩，旱地 ６１０
亩。下辖５个自然村，２３个村民小组，１个居委会。
全社区１６５６户、４５７１人。

葛村明清时期，隶属上容乡；民国时期，先后属

虬山乡、葛村镇、葛村乡。１９４９年后，又先后属虬山
乡、葛村乡、赤山公社、葛村公社。１９８３年，隶属葛

村乡；１９９４年，隶属葛村镇；２００５年，郭庄镇与葛村镇合并后，归属郭庄镇。１９５３年，成立后村头、窑岗头、金
山寺、上葛村、葛西村、下葛村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６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葛东、葛西及下葛
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成立葛东生产大队、葛西生产大队和下葛村生产大队。１９８３年，葛东生产
大队、葛西生产大队和下葛村生产大队同时更名为葛东行政村、葛西行政村和下葛村行政村。２００１年，葛东
与葛西两行政村合并后，属葛村行政村，组建１个居民委员会。２００４年，葛村行政村与下葛村行政村合并为
一，为葛村行政村，仍有１个居民委员会（葛村社区）。下辖后村头、窑岗头、金山寺、上葛村、下葛村５个自
然村。其中金山寺、上葛村、下葛村历史悠久。东晋时期，著名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葛洪的祖父葛

玄曾在此炼丹，后人建葛仙庵，故取名葛村。葛村明清时期为葛亭，后又改为葛村。金山寺村因原来金山寺

庙宇而得名。据史料记载：该寺庙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全村有１４１个单姓，以王、华、查、张、李为主姓，占
社区总人口的５１％，少数民族有瑶族、土家族、布依族、彝族、壮族、仡佬族共１２人。

境内属半圩半丘陵地区，南高北低，南侧自然村金山寺地势起伏不平，东、北两侧为水田，土壤肥沃，水

资源充沛，主产水稻、小麦，旱地宜种植五谷杂粮和经济植物。

改革开放后，葛村村积极调整产业机构，兴修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全社区经济快速

发展。至２０１５年，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７１元，人均居住面积５８平方米，从业人员２７８４人。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境内属半丘陵半圩地区，南高北低，村民祖祖辈辈以生产水稻、小麦为主，兼种五谷杂粮。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此处农业生产条件差，易涝易旱。１９５８年，始建金木山排灌站，受益面积３５００亩。１９７１年，开
挖西河，经过两年时间，于１９７２年西河工程竣工。１９７３年，开挖南河，历经三年。１９７４年，兴建牛下岗排灌
电站１座，是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格田成方（片），修建机耕路，明道圩格田成方７００亩，机耕路１．５０千米。
１９７５年南河工程结束。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先后对金木山排灌电站、牛下岗排灌电站等５座电站，不断优化水利
工程配套设施，修缮排灌水渠４．５０千米。１９７８年，引进杂交水稻“籼优６３”品种，当年，种植杂交水稻５０００
余亩，单产５５０公斤。１９８３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产量逐年提高。２０１５年，水稻亩产５９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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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小麦亩产３１０公斤，油菜籽达２００公斤。进入２１世纪，调整产业结构和向高效农业转型。２０００年后，利
用自然水资源，开挖鱼池１２００亩，承包面积１２００亩，增长社区集体经济的同时，也增加承包者的经济收入。
至２０１５年，发展山羊饲养户３家，现共山羊３１０头；水产养殖户２０家，１２００亩；还有一些私营老板来村投资，
租赁荒地种植绿化苗木、高档苗木达１５０亩。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葛村是知名村落，历年来是赤山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老街市面繁荣，

街道长约２００米，成“丁”字形，四周皆有进街巷口，每个巷口都配有大铁门、铁链门锁，有专人巡夜打更，负
责开门关门、防匪防盗。街上有“大龄堂”“公议堂”“大和生”三大药店。客栈、饭店、茶馆、理发、百货、杂

货、酒坊、糖糕饼坊、豆腐坊、竹木器作坊、粮油加工店等４１家，其中较有名气是霍顺兴的芝麻糖、芝麻酥糖；
周聚隆、周宝丰的京江琪、脆烧饼，加工精致、细腻松脆、香甜可口，每天都供不应求。

１９５１年，成立农村供销合作社，下设葛村百货商店、杂货店、生产资料供销社等。１９７１年起，葛村、下葛
村先后办起塑料制品厂、服装厂、油毛毡厂、粮食加工厂、水泥预制品厂等２１家企业。１９９５年后，集体企业
先后改制，对村办集体企业全部进行评估改制为私营企业。进入２１世纪后，农资销售店、商店、超市遍及各
自然村。至２０１５年，该社区开办的导管厂２３家、服装厂４家、汽车修理厂、纸品印刷厂、塑料制品厂８家、粮
食加工厂、油料加工厂、豆制品加工厂、拉丝厂等１２家，加油站２家，杂货店、百货店、药店、皮鞋店、理发、浴
室、旅馆、熟菜店、狗肉店、猪肉店、建材、家具店等８１家；超市３家，即便民超市，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好又多超
市，面积约３３００平方米；华联超市，面积约１５００平方米。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葛村名人崔兆松在自家草房里办１所私学堂，后迁至陈家祠堂。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

年）国民政府接管后，将该私学堂撤迁至葛村王家祠堂，更名为国民中心小学。１９４９年后，葛村国民中心小
学改名为葛村小学。１９６４年，下葛村创办１所初级小学。１９７２年，葛村小学、下葛小学更名为葛村“五七”
学校和下葛“五七”学校，增设初中部，小学开始办７年（加初中２年）一贯制“五七”学校。１９７５年，葛村“五
七”学校增设幼儿班。１９７８年，下葛村“五七”学校增设幼儿班。１９８０年，两学校的初中部撤并至葛村中学。
是年，葛村中心幼儿园的幼儿教育受到省人民政府的嘉奖。１９８５年，４—６周岁幼儿入学率 ７０．２０％。１９８９
年，葛村中心小学完成易地新建与整体搬迁，新校区占地３０亩。１９９７年后，葛村镇先后投入１０００多万元，
新建葛村中心小学标准田径运动场以及网络教室等教学设施设备。２００２年，下葛小学及幼儿班（２个班）撤
并至葛村中心小学和葛村中心幼儿园。２００３年，葛村中心小学被确认为“江苏省实验小学”。２００４年，葛村
中心幼儿园被确认为江苏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至２０１５年，全社区共有在校学生２０７名，就读于小学、初
中、高中。大专以上（含大专）３２０余人，其中本科以上（含本科）７８人。

２．文化
葛村村历史文化悠久。东晋时，著名的炼丹术家葛玄曾在此炼丹，后人建葛仙庵。位于葛村南边有一

个金山寺村。据史记载，该寺庙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元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重修，与天王寺、后白延福寺并
称南乡三大寺。金山寺大门雄伟，西南向，共有四进，前一进名金刚殿，供奉着四大金刚；二进罗汉殿，供奉

着百尊大小罗汉塑像；三进大佛殿，供奉着几尊大佛塑像（名不详）；四进万佛殿，拟供奉众神像，因工程巨

大，在建设过程中又遭遇事故后停工。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烧毁其中两进，只剩下一些副房和未建成的

“万福楼”及一些断垣残壁。除金山寺外，村内还建有“葛仙翁”“七神堂”“西来庵”“关帝庙”“土地庙”“娘

娘庙”“尼姑庵”等大小庙宇１０余座。
葛村花船历史也较久，已有３００余年。每年春节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日玩花船，在江宁、溧水、句容、

高淳享有较高名气。１９９２年，葛村花船参加句容金秋招商会演出，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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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代初期，葛村业余剧团演唱的小型戏剧，在县内有一定影响。１９６４年，有了露天电影。“文化大革
命”中，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群众表演各种文艺节目。１９７１年后，实现户户通广播。１９８０年起，
电视机陆续进村入户。９０年代，有线电视得到普及。２００５年，互联网宽带覆盖全村，陆续入户。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建立老年活动中心１处、健身广场５处、农家书屋１处、棋牌室遍及各自然村。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葛村虽有三大药店（大和生、大龄堂、公议堂），中草药基本齐全，但地区性多发

病、常见病、传染病到处流行，老百姓家境贫寒、无钱吃药、打针，只有听天由命，小病挨、大病抬。甚至有的

人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

１９４９年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卫生事业。首先培养新型接生员，使婴儿出生死亡率大大降低。１９５８年，
广泛开展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及防疫工作，使麻疹、天花、白喉、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得到控制并逐步消

灭。１９６５年，大队设医务室，配有赤脚医生２名，各生产大队配１名卫生保健员和１名接生婆，平时进村巡
医，送医送药。实行统筹合作医疗制度。１９８１年，农村统筹合作医疗制度停止，赤脚医生改为私人行医，自
负盈亏。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３年，推行新型合作医疗保险。至２０１５年，该社区参加
合作医疗保险率达９８％。２００４年，开展“清除垃圾、清理污染、美化环境、美化家园”活动，清除卫生死角４７
处，清除垃圾６０余吨。２００８年，改水改厕和兴建污水管网，加强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采取“各自然村收
集、社区转运、市镇处理”模式。２０１３年，建立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至２０１５年底，全社区已建立垃圾房
４１座，摆放垃圾桶５０个，配有保洁员１３名，专运垃圾车２辆，清淤污水塘５座。

４．基础设施
５０年代，葛村街道、主巷口基本上是石板路，但村与村之间皆是土路。村民饮用水靠人肩挑手提，晚上

照明用煤油灯。１９６２年，葛村村率先用上电，家家户户装上电灯，结束了煤油灯的时代。１９７１年起，各自然
村修建机耕路，满足当时农用机械下田作业和机动车辆运输。１９８０年后，各自然村开始铺设石子路面，实现
车辆晴雨通车。１９９５年，用上葛村集镇水厂的直供水。１９９９年，实施电网改造，彻底改变了电压不稳的状
况。２００３年起，有计划实施村级道路拓宽改造，修筑混凝土路面。２０１０年，全社区自来水管网与南京自来水
管网对接，水质达国家饮用水标准，２４小时供应。至２０１５年，水泥路覆盖全社区的各个巷口，路路相通、户
户相连，总路程２４．８０千米，变压器增至３６台。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数村民无生产资料，以帮长（短）工为生，过着贫苦的生活，多数人住的是土

坯草房，极少数住的是简陋的平瓦房。１９４９年后，农民分得土地、住房，生活才有了保障。１９６８年后，部分农
民开始托土基，挖土砖，新建里生外熟的平瓦房。１９７５年，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种植结构的调整，粮食产量
逐年提高，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地改善。１９７６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８６元，少数农户拆旧翻新，翻建砖木
结构的平瓦房。改革开放后，社队企业兴起，发展多种经营，大部分农民亦工亦商，收入不断提高，生活逐年

变化。１９８６年，人均纯收入升至４７０元，是１９７６年人均纯收入的５．４７倍，农民温饱基本解决，衣食住行有了
很大的变化。电视机、收录机、自行车、摩托车进村入户。少数村民开始翻建楼房。进入９０年代，农户普遍
新建２—３层的楼房。２０００年后，村民在饮食上实现了无荤不餐，讲究营养健康；衣着上追求时尚、讲究得体
美观；居住上追求造型别致，装潢得跟城里差不多；出行工具由普及自行车转为购置摩托车、电动车、小汽

车；卫生间、厨房、房间、储藏室、客厅都实现了电器化；通讯由普及固定电话转为普及的手机。２０１５年，全社
区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７１元，７５％的农户购买小汽车，村民养老、医保体系完善，有２１位“五保”老人得到供养，４１
人享受低保，全村６９人领取残疾补贴，７２４位老人享受老年人补贴，人均居住面积 ５８平方米，人民安居乐
业，生活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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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特色选介

１．葛村中药中医
葛村的中医中药曾经远近闻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葛村村有三家规模较大的中药铺“大和生”

“大龄堂”“公议堂”。其中“大和生”店员周和坤，他是全国著名的芜湖“张恒春”药店的高徒，擅长饮片及炮

制，丸、散、膏、丹样样精通。“大龄堂”医生许荣清，外号“老生姜”，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年），驻扎在天王寺国民
党守备军某部营长得了牙病“骨糟风”被他医治好，这位营长不仅消除之前对他的误会，还一路鞭炮齐放把

许荣清送到家，从此，许老先生名声大震。

２．葛村狗肉
葛村狗肉的做法是不剥皮，连皮带肉整块蒸煮，再把肉里的骨头拆出来，然后切成片状，片片带皮，沾着

细盐吃，肉香皮嫩，烂而不散，肥而不腻。还有狗杂碎，“一滚肝，二滚肠，三滚丢老娘，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

稳”。古往今来，每年的秋冬季节，这里的狗肉市场火爆，到处摆满狗肉摊点，卖的人多，吃的人更多，成为一

道地方特色。

　　六、其他

省级以上（含省级）劳模先进个人名录

王新华，男，葛村人，１９８９年被省教委、省人事厅、省教育工会授予“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张远根，男，葛村人，１９９３年被省教委、省人事厅、省教育工会授予“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年葛村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２９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华天锡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 冷宗顺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

冷宗顺 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 殷成友 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

殷成友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 华加根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

华　强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

戴伦友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王继荣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王新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王开宇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王开宇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包献才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王新成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王开宇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包献才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 潘文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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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２００４下葛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０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王永法 １９５８—１９６７年 刘项龙 １９５８—１９６７年

王宜兴 １９６７—１９７７年 陈后荣 １９６７—１９７７年

王其保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 陈后荣

王则礼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

王则礼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 王立华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

王立华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 张世峰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

张世峰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 徐汝太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

陈元福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 陈一全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

陈一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 王哲志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

王哲志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陈昆萍

杨正祥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杨正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王世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１９５８—１９８１年葛西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１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华加宝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华天锡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

江金义 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

柏永发 １９５８—１９７４年

王德荣 １９７５—１９８１年 冷忠顺 １９７５—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１—２００２年葛东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２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王德荣 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年 卢存松 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年

卢存松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 华景富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

华景富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 王永刚

徐根生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

徐根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
王维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

潘文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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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东湖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１２　东湖村办公楼

东湖村地处郭庄镇的东部，东与后白镇的芦江

村相毗邻，南面与郭庄镇东方红村相交，西南与葛

村接壤。北靠国家湿地公园赤山湖，南北长２．３０千
米，东西长１．８５千米，总面积４．３１平方千米。２０１５
年，该村耕地总面积 ３５４６亩，其中水田面积 ３２００
亩，水产养殖面积８００亩（水面积４５４亩，低洼田面
积３４６亩）。下辖８个自然村，１１个村民小组。

明清时期，隶属上容乡。民国时期，先后属葛

村乡、虬山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属

葛村乡、赤山公社、葛村公社。１９８３年，隶属葛村
乡。１９９４年，属葛村镇管辖。２００５年，葛村镇与郭
庄镇合并后，隶属郭庄镇。１９５３年，成立岗南、岗北、桥头、塘家

#

、赵家等几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６
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成立东湖大队。１９８３年，东湖大队更名为东湖
行政村。２００８年，下辖岗北、岗南、桥头、赵家、大庄、小庄、塘坝头、塘家

#

８个自然村，１１个村民小组。２０１５
年，全村共有６２８户１９７９人，其中男性９８０人，女性９９９人。有姓氏１９１个，其中经氏４１０人、王氏１８５人、赵
氏１２２人、陈氏１１８人、黄氏９９人，占全村总人口的４７％。

境内属圩区，属秦淮河水系，无旱地，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盛产水稻。改革开放后，东湖村因地制宜，

发展水产养殖。全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至２０１５年底，人均纯收入１４６００元左右，人均
居住面积５７平方米，全村从业人员１１４０人。２０１４年获句容市文明村、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２０１５
年获句容市先进集体、先进集体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村庄地处圩区，村民世代以农业为主，饱受洪涝之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有一些简易的水利设

施，但粮食生产大多是“望天收”。６０年代，粮食单产２００—２５０公斤。该村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大力兴
修水利，加厚培高圩堤，开挖新塘，兴修排灌渠，建排涝站。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在东湖最低处建一座小型排涝站，
于１９６７年６月竣工。１９７２年后，修建机耕路，对农田土地平整，格田成方，建立丰产方（片）。１９７５年，大小
圩合并，扩建圩内总水渠，兴建东湖排灌站（东圩二站），配 ５５千瓦电机、２０英寸混流泵 ５台套、２７５千瓦。
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品种，改革耕作和栽培方式（即籼改粳、种植双季稻），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至

１９７８年，本村粮食单产３５０—４００公斤。１９８３年，水稻单产５００公斤，小麦单产２５０公斤。１９９７年由于改良
品种，推广农业实用科学技术，再加上合理的施肥用药，水稻单产６００公斤，小麦单产量３００—３５０公斤，油菜
单产２２５公斤。进入２１世纪后，本村青壮年外出务工者甚多，家中责任田基本上转让给少数村民种植。
２０１４年，东湖村通过“万亩良田改造”立项且得到批准，兴建生产桥１４座，排灌渠道８千米，机耕路铺设砂石
路面３千米。２０１５年，全村水稻单产６００公斤，小麦亩产３５０公斤，油菜籽２００公斤。村组建句容市郭庄镇
稻米合作社，为社会提供环保、绿色、无公害优质大米。

３９７

第二十七章　行政村



东湖村发挥水产养殖优势。２０１２年，申报句容市郭庄镇月河圩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项目，且获得江苏
省高效渔业养殖设施项目的支持。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有瓦、木工匠和传统的编织业，部分村民外出从事药店、浴室服务。新中

国成立后，东湖村设立集体商店２处：赵家代销点和排涝站代销点。１９５９年，大队先后办起编织厂、粮食加
工厂。７０年代起，大队又先后创办车木厂、抛光厂、草制品编织厂、南京光洋服装技术服务公司下设的服装
厂等集体企业。９０年代，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较快，先后办起小型超市、服装加工业等１０余家涉及杂百货、浴
室、理发、车辆修理、磨豆腐、机米、面粉兑换等经营项目。进入２１世纪后，东湖村从事家政服务的人也较多，
通过经纪人以传、帮、带的形式，将村内的乡亲分期、分批地带出从事家政服务。至２０１５年，社区从业人员总人
数为１１４０人，其中从事家政服务就业人数７８人，为全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塘坝头有１所国民小学。１９５８年，提倡村村办小学，儿童都读书。是年，东湖村创

办塘坝头初级小学。高年级学生到葛村小学就读。１９６５年，塘坝头小学更名为东湖小学。１９７５年，在大队
完全小学内增设初中班，改为东湖“五七”学校。１９８０年，东湖“五七”学校初中部撤至葛村中学，同年办起
幼儿班，教育经费由大队负担，村小学代为管理，幼儿入学率为８５％。１９８３年，恢复小学六年制。１９８４年，实
现“一无两有”，办学条件有所改善。１９９９年，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通过上级主管部门验收。２００３年，东湖
小学撤并到葛村中心小学。截至２０１５年，东湖村共有５３人考入大专院校，在校学生１１６人，男６４人，女５２
人，就读于小学、初中、高中。

２．文化
东湖村因位于赤山湖之东的地理位置而得名。塘坝头村有１座古戏台，建筑年代不详，建筑结构土砌。

１９５８年被拆除。塘家
#

村前有一棵白榆，占地半亩多，树的主杆直径１米，庞大的树冠如伞，树枝上下交错，
粗大的枝条倒插在土壤中，白榆的树龄无人知晓。每年的农历２月２日、８月１５日、冬至，村里及外地人带
着家人到这棵苍劲有力的榆树下，焚香叩拜，旨在祈祷保佑去祸免灾、一方平安。港南的狮舞，每年农历正

月，走南闯北地表演精彩的狮舞。岗北村龙船又叫花船（渔船），和岗南的狮舞一样，每年农历正月里，走村

穿巷地表演闹新春、拜门子、打场子等，此项娱乐活动一直延续至１９８１年才消失。６０年代，有了露天电影。
１９５８年，村上通上广播，并在广播线上接上电话。１９７０年起，家家户户通广播。１９８１年后，电视机、收录机
走进农家。１９９８年，有线电视得到普及。２００５年起，互联网宽带进村入户。２００７年，办起农家书屋（全镇只
有３家），藏书１７００余册。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建立老年活动中心和健身广场。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医疗条件差，村民缺医少药，天花、百喉、麻疹、伤寒、霍乱等传染病流行，

得病者无钱医治，此外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也较高。１９４９年后，培养新型接生员，使婴儿出生死亡率大大降
低。１９５３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防疫工作，使天花、百喉、麻疹、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得到控制并逐步根除。
１９６９年，培养２名赤脚医生，建立大队医务室，实行统筹合作医疗制度，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和减少看病后的
经济负担。１９８３年起，整治“脏、乱、差”，村上环境卫生大有改观。１９９５年，结合镇开展的爱国卫生月活动，
清理卫生死角２７处，垃圾 ４０余吨。１９９９年起，恢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是年，参保率达 ６０％。２００３
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１５年，全社区参保人数１９３９人，参保率９８％。２００５年，实行“六位
一体”（即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目标，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添置设备，基本做到小病

不出村。２００８年起，进行改厕改水，同时对环境卫生实行长效管理。至２０１５年，社区建有垃圾房９个，垃圾
桶１９个，运输垃圾车辆１辆，保洁员８人，垃圾日产日清，环境卫生全天候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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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与村都是小路，路边杂草丛生、路面坎坷不平。１９４９年后，党和政府重视基

础设施建设，陆续对道路裁弯取直与拓宽。７０年代，开始修建机耕路，后来在村与村的机耕路铺石子、砂子。
１９７０年，东湖村通电。１９９４年，每户集资６００元，兴建高压泵水站。用上直供水。１９９６年，农户开始安装程
控电话。１９９９年，农村电网改造，电源通到河边田头，便利农机作业。２００４年，村道开始硬化。至２０１５年，
村级混凝土路１３千米。２０１０年，全社区接上南京自来水公司水网管道，用上南京直供的自来水。２０１２年，
投资１１０万元，在原东湖小学的校门口大塘前新建东湖村办公室，至２０１３年底竣工。２０１５年，数字电视、互
联网进村入户。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民缺乏生产资料，多数村民靠打长、短工养活一家老小，少数的家庭连八、九

岁孩子也要帮富人家放牛。１９４９年后，村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１９５６年，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粮
食产量有了提高，村民生活进一步好转。７０年代，村民开始翻建住房，土墙茅屋变成里生外熟的平瓦房。改
革开放后，在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同时，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经商，经济收入逐年提高。１９８６年起，人们的
吃穿开始变化，西服开始流行，滑雪衫代替棉袄，吃开始讲究营养。９０年代起，农户普遍翻建２—３层楼房。
进入２１世纪后，饮食荤素搭配，讲究既营养又健康；衣着上追求时尚，讲究款式美观；出行工具由普及自行车
转为购置摩托车、电动车、小汽车。２０１５年，全村小汽车拥有量１４０辆，占全村总户数的１９．３０％；在城镇购商
品房的有１６３户，占总户数２２．５０％。９０％的农户住进楼房或别墅；在灶具、洗浴、调温、储藏和娱乐等方面实
现电器化；通讯由普及固定电话转为普及电脑、手机；旅游消费比重逐年增长。至２０１５年，全村低保户 １８
户、３９人，“五保”户１０人，被送进镇敬老院赡养。参加新农保６００余人，实现老有所养。人均纯收入１４６００
元，人均居住面积５７平方米。

　　五、特色选介

１．岗南狮舞与岗北花船
狮舞　东湖港南村狮舞在锣鼓伴奏下表演出狮子的各种动作，最精彩处是３张桌子，７张板凳架出一定

的造型，舞狮者在上面做各种动作，摘到悬挂在空中彩头亦叫“高空彩”，显示他们精湛的技艺，灵活的身影。

花船　花船制作较讲究，船身有鲤鱼形、龙形等，船舱扎成３层阁楼。船娘身居船中，用彩带从衣内将船
系在身上，手扶栏杆，随着特定的锣鼓点伴奏起舞，有２个船公在船的两侧，手持竹干表演撑船动作，配合船
娘有规律地起舞；另外还配有１名小丑，头戴破草帽，身着破衣，打着花脸，前串后跳逗人发笑，并有特定唱腔
龙船调，有固定的传统唱词，如唱１２月花名、唱古人、情歌等，也有根据不同情况与场面即兴作词进行演唱。
岗北的鲤鱼船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１年才消失。

２．月河圩水产养殖基地
２０１２年，月河圩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立项、审批并获得江苏省高效设施渔业项目的立项支持，至２０１３

年６月１日，项目设施区内建有标准化青虾池５５６亩，其中新建５０亩，改造５０６亩，架设电力线路３．５０千米，
建设并铺设砂石路１．６８千米，水泥路０．９８千米，生产桥２座，组织技术人员培训２期共２３０人次。是年，该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共收获青虾５５．６０吨，总产值５３６万元。２０１５年收获青虾６０吨，总产值５７８万元。

　　六、其他

１．烈士英名录
经德林（１９１８—１９４４），男，东湖人，１９４２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地下组织冬防队长。１９４４年冬，在茅山

被捕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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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来喜（１９２４—１９４６），男，东湖人，１９４４年参加革命，任副班长。１９４６年１月，在江苏新沂新安镇牺牲。
２．省级以上（含省级）先进名录
梅蓉，女，东湖人，葛村中心小学教师，于 １９９８年获江苏省教委会授予“省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

称号。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东湖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３

书记 主任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周志平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 赵克忠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

赵克忠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年 朱长生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年

王锡荣 １９７５—１９８１年 何满超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

经世法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 梅德兴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

经守安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

孙顺荣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
赵顺林 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

经仁满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戴大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王令保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

秦　龙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
黄国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经守荣 ２００３—２００３年

祝小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 祝小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

第十二节　东方红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１３　东方红村办公楼　　

东方红村位于郭庄镇的东端，北靠后白镇后白村，南与刘巷村接壤，东和后白镇高坪自然村相连，西面

紧靠葛村集镇。县道后郭公路由东向西穿境而

过。南北长约２．４０千米，东西长 １．９０千米，总
面积４．２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５年底，全村耕地总面
积３９８５亩，其中水田３５００亩，旱地４８５亩。下
辖９个自然村８个村民小组。

明清时期，隶属上容乡。民国时期先后属

葛村乡、葛村镇。解放后，又先后属西地乡、葛

村乡、赤山公社、葛村公社。１９８３年隶属葛村
乡。１９９４年，隶属葛村镇。２００５年，隶属郭庄
镇。１９５６年，由经村

#

、西高坪、樊家边、洋培

等几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经村
#

高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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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建立经村
#

大队。１９６５年，经村
#

大队更名为东方红大队。是年，获得句容

县样板大队荣誉称号。１９８３年，东方红大队改名东方红行政村。２００８年下辖王家、李家、西高坪、樊家边、羊
培、经村

#

、荷塘、后坛、桥北９个自然村，８个村民小组。２０１５年底，全村共７８８户、２３５０人，其中男性１１８５
人，女性１１６５人。全行政村有１２８个姓氏，其中经氏６２０人、王氏１５０人、李氏１３５人、陈氏９５人、赵氏８０
人，占总人口数的４５．９５％，全村集体经济总收入４０余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４元，２０１５年增加
到１６０００余元。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东方红村属半丘陵半圩区的地区，村民以农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水利设施差，经常受到

干旱和洪涝的影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１９４９年后，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大力兴修水利加高沟塘堤
埂，开挖新塘、建立东高坪、樊家边等６处机台，修排灌渠。１９７１年起，在修建机耕路的同时，对西高坪、樊家
边、洋培、经村

#

、后坛等自然村的农田平整、格田成方，岗坡地旱改水。改革耕作制度，重视推广农业技术、

优良品种，提高粮食产量。１９８３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产量和经济效益倍增。１９８５年，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利用低洼田和水沟面积，开挖鱼池１６８亩，承包给村民，增加村民和承包
者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对十里小河重新改造。进一步完善高标准农田设施和水利设施建
设。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在耕作、排灌、收割、运输等方面基本实现机械化，水稻亩产约 ６００公斤，小麦亩产达
３００公斤，油菜籽亩产突破２００公斤，真正做到了增产增收。种植无土草坪３００亩，因关闭窑场，复垦土地面
积１００亩，种植经济植物，增加集体经济。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里只有碾坊、槽坊、小杂货店等。１９７０年，有２家代销店（高庙双代店、经村

#

双代店）。２０１５年，有小商店、小型超市７家，农资代销点２家。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村里先后开办粮食加工
厂、窑厂、纺织厂、玻璃纤维拉丝厂等企业。后业务逐渐萎缩，村办企业相继关停。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民营企业
发展迅速，势头强劲，招商引资成效显著。至２０１５年，境内有通瑞环保厂、精盾节能厂、通达导管厂、尚明荣
水泥制品预制厂、刘春荣印刷厂等企业。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１９５８年，提倡“村村办小学，儿童都读书，实现幼儿、小学、初中教育三普及”。经村

#

大队办起１所初级
小学。到１９６４年，全村共有２所初级小学即高坪小学、经村

#

小学。１９６５年，经村
#

小学更名为东方红小

学。１９７６年，改为东方红“五七”学校，内设初中班。同时办起幼儿班，教育经费由大队负担，村小学代为管
理，幼儿入学率为８５％。１９８０年，东方红“五七”学校初中部拆至葛村中学。１９８３年，恢复小学六年制，但高
坪仍然是１所初级小学。１９９３年，高坪初级小学并入东方红小学。２００５年，东方红小学并入葛村中心校。
６０年代，本村只有１名大学生。至２０１５年底，全村共有７８名大学生（含在校生）。在校学生１５１人，就读于
小学、初中、高中。

２．文化
经村

#

是一座古老的村落历史悠久，“叠罗汉”舞蹈历史久远，远近闻名。

６０年代，县里的电影放映队到村里放映露天电影，为宣传时事政治，组织文艺小分队开展演唱活动。
“文化大革命”中，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群众表演文艺节目。１９７０年，葛村乡建立广播放大站，但
喇叭的通响率、入户率只能达到５８％。１９７６年，广播传输网路已延伸到村庄的各家各户。１９８１年起，黑白电
视只有少数村民拥有。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村民拥有的电视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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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有线电视得到普及。进入２１世纪后，互联网宽带进村入户。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建造４处健身广场、篮
球场、老年活动室、电子阅览室、图书室等群众活动场所。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种传染病时常流行，由于农村缺医少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都得不到医治。

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首先培养新型接生员，同时开展“除四害”、打预防针、吃预防药丸，有效地控制并逐步
消灭麻疹、天花、白喉、伤寒、霍乱等传染病。１９６５年，实行统筹合作医疗制度，大队办起医务室，配有１名赤
脚医生，各生产队配备１名卫生保健员，将医药送到村头田边。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３
年下半年，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２０１５年，９８％的村民参加医疗保险，减轻村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全
村２００５年改水、２００８年改厕均通过检查验收。卫生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２００７年，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和卫
生基础实施建设。全村卫生条件得到空前的改善。２００８年，全村对环境卫生进行长效管理，采取“各村收
集、社区转运、市镇处理”模式。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已建立垃圾房２９座，配有保洁员８名，运送垃圾车１辆，清
淤水塘５座。

４．基础设施
１９７５年，东方红大队村村通上电，家家装上了电灯。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各自然村修建机耕路，开始铺沙石

子路面，满足当时机械耕作和机动车辆运输的需要。１９９７年，每户集资６００元，兴建高压泵水站，实现户户
吃上直供水。１９９９年，实施电网改造，彻底改变电压不稳定的状况。２００３年，开始有计划实施村级道路拓宽
改造，修筑混凝土路面。２０１０年，建立１２０平方米的为民服务中心，兴建５处停车场，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是
年，全村接上南京自来水公司水网管道，使群众吃上放心水。至２０１５年，东方红村修建水泥路１２千米。全
村电网、自来水网改造全部结束，有线电视户户通，宽带已进村入户，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绝大多数村民住土坯墙稻草房，吃不饱、穿不暖。１９４９年后，人民生活水平有
了提高。１９７８年，农民人均收入７４元。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１９８６年人均收入猛升到４６６元。农民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平时生活以大米蔬菜为主，穿着以的确良等化纤布料衣服为主，１２％左右的家庭拥有
１２—１４黑白电视机，２５％的农户有自行车，农民开始翻建平瓦房。１９９３年后，建房进入高峰，开始一部分
先富起来的农民建混凝土结构的楼房，部分家庭开始购买洗衣机、收录机。９０年代中后期，３５％的农户改建
或兴建２—３层的楼房。１９９７年，全村用上自来水。到２０００年，人均收入接近２７００元，人均住房面积３０平
方米，楼房占到８０％。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农民收入的逐年提高，吃穿住行乐都有新的变化。村民不满足于造
楼房，而且搞起装修，客厅、房间、卫生间都装潢得美观大方；吃喝注重营养，讲究保健、荤素搭配；穿戴讲式

样，与城里无多大差别。摩托车、助力车、电动车快速进入农户家庭，逐步取代自行车，少数农户拥有小汽车

出行。有线电视的普及，使彩色电视机快速进入农户家庭。至２０１５年，空调、彩电、冰箱、手机、电脑基本普
及，购买小汽车的家庭占３５％以上，人均纯收入１．６０万余元，人均住房面积４５平方米。旅游消费的比重逐
年加大，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五、特色选介

１．叠罗汉
经村

#

村的叠罗汉历史悠久，远近闻名。表演者由身强力壮之年轻人，化妆成各路神仙形象，如大头

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观音菩萨、童男童女等。表演时，在锣鼓声中，每叠阵式前，先表演一套武术如罗汉

棍等。大头佛则活跃于台前台后，阵式共１０８套。“十八罗汉”最精彩，层层叠起，顶端站立一人，底层只一
人，技巧甚高。１９５３年参加苏南民间文艺体育比赛，获奖旗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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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水产养殖基地
进入２１世纪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东方红村结合自身优势扩大水产养殖面积，利用滩涂水域、低洼低

产农田，开挖精养鱼池１６８亩，租赁给水产养殖户，养殖鱼、虾、蟹等水产品。２０１５年，全村集体收入４０．２０万
元，全部来源于水产品养殖基地上缴款。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东方红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４

书记 主任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李成双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 王发松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

王发松 １９６５—１９７９年 杨思发 １９６５—１９７９年

经广进 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
李仁山 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

傅世喜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傅世喜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蒋世顺 １９９６—
尚明荣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经继国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 赵和平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

王良文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经广友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经继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
陈小勇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经继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第十三节　刘巷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１４　刘巷村办公楼

刘巷村位于郭庄镇东部，紧邻葛村集镇，东接

东方红村，南靠东岗村，西与五渚坊村相连，北至葛

村村境界，宁茅路、葛甸路穿境而过。南北长约 ３．
２０千米，东西宽约 ２．５０千米，总面积 ７．３９平方千
米。２０１５年，全村共有 １１２５户 ３５４０人，耕地总面
积６２６０亩，其中水田面积 ３５５０亩，旱地面积 ２８０
亩，葛村工业园区及其他占地面积２４３０亩。

明清时期，隶属上容乡。民国时期，先后属西

地乡、虬山乡、葛村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

先后属方溪乡、虬山乡、葛村乡、赤山公社、葛村公

社。１９８３年，隶属葛村乡。１９９４年，隶属葛村镇。
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和葛村镇合并后，隶属郭庄镇。１９５６年，刘巷、西地等９个初级农业合作社组建刘巷高级农
业合作社和西地高级农业合作社。１９５８年，建立刘巷大队、西地大队。１９８３年，刘巷大队、西地大队分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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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刘巷行政村、西地行政村。２００４年，西地村并入刘巷村，村委会设在刘巷村，下辖埝里、神边、经村、刘
巷、岗子村、大井头、西地、图祥岗、蒋社、墓东、东棚子等１１个自然村，１２个村民小组。境内自然村大多以地
理位置取名如墓东、埝里、岗子、西地等。村内居民先祖大多为清末山东、河南的移民。

刘巷村属丘陵地带，岗坡起伏较大，土地资源丰富，水资源较匮乏，属秦淮河支流水系。荒地、岗坡土质

为黄粘土，是制砖瓦的好材料。改革开放之后，刘巷、西地两村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全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３元
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９３９８元，人均住房面积达到或超过全镇５８平方米的标准值，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
先后获得镇江市红旗支部、句容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度文明村、２０１２年度句容市人口普查先进集体。２０１４年，
创建镇江市生态村，并通过验收。２０１５年，被句容市人民政府评为“２０１５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先进集体”
等多项荣誉称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境内易旱易涝，村民世代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无力进行水利建设，再加

上农业技术落后，农业生产大都是望天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县、乡镇在境内先后兴

建虬山水库、南河、幸福渠和幸福渠排涝站、虬山水库抗旱电站、南河西地抗旱电站等３座电站，灌溉里程１２
千米，灌溉面积５５００亩，干旱年份可引虬山水库和南河水源灌溉农田。水涝年份由幸福渠排涝站大功率电
机排水。１９６０年起，柴油机的运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１９７２年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格田成方，同时配
套修筑平直的机耕道和沟渠，极大地方便机械作业。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全村共清淤当家塘坝２５座，改造扩容
当家塘坝１４座，修建Ｕ型渠道５千米，疏浚防洪渠道２千米，改造、兴建涵洞、涵闸２０座。翻建南河西地抗
旱电站，农田电网架设２０千米线杆。把电线架设到塘口田头，农田全部实施电力灌溉，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优良品种的推广，粮食产量有较大提高。粮食产量虽高，但经济效

益较低，为了提高农业效益，实现增产增收，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经历了“调籼扩粳”“调麦扩油”和“调粮

扩经”。２０００年以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涌现出一大批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２００５年以
后，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直补，田亩经济效益大幅提高，一些工商资本来村投资，租赁岗坡旱地，低产土地

办起集种植、养殖、垂钓、餐饮、休闲为一体的农庄。２００８年，村委会通过土地流转，引进沙培无土草坪种植
项目，以点带面，带动农户发展草坪种植。同时积极鼓励村民从事水产养殖、山羊养殖、生猪养殖、蛋鸡养殖

和大棚种植。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水稻平均亩产５５０公斤，是１９７６年３２０公斤的１．７２倍；小麦亩产３３０公斤，是
１９７６年的２倍；油菜亩产１５０公斤。棉花种植较少，大多是农户自产自用。有农业生态园１家，年产３００头
以上养猪大户２家，４０００只蛋鸡养殖户１家，百头以上山羊养殖户５家，精养水面１２００亩，百亩以上种粮大
户３家，镇江润祥园林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沙培无土草坪５５０亩，带动周边农户种植１２００亩。

１９５８年，生产大队组建林业队，利用岗坡旱地种桑养蚕、栽茶种树，少部分山地种植花生、芝麻、蚕豆、山
芋等杂粮。林业队发展茶叶１２０亩，桑树１００亩，植树造林１２０亩。１９８３年以后，茶树桑田由农户承包。９０
年代以后，由于国际丝绸业萧条，茶园、桑树无人承包管理，日渐荒废。１９９６年，企业老板蒋士新来村承包林
业队土地、山林，兴办兴华农业生态园。至２０１５年，兴华农业生态园达３５０亩。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有油坊、槽坊、豆腐坊、澡堂、理发店、卤菜店、茶馆、杂货店等，为周围村民

供应日常生活用品和日常生活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统购统销，在西地、经村开设供销社代销

店，销售日常用品和代购鸡蛋等少数农产品。６０年代，大队创办加工厂，为农户加工大米、面粉、饲料等。
１９７５年后，社队工业兴起，刘巷大队建土窑，烧制青砖、青瓦。西地大队办服装厂、皮鞋厂。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
社队工业企业大发展，私营企业逐步增多，先后兴办小五金加工厂、西地建筑站、地毯厂、无线电厂、家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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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预制品厂等一批集体和私营企业。１９９６年，社队企业先后改制。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宁茅公路的开通，
境内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快，葛村工业园落户本村。到２０１５年，有大小工业企业１９家，涉及建材、五金、食品
加工、服饰、包装等行业。规模较大的苏美达有限公司、京展公司、宝海船舶五金有限公司、都城公司、奥视

达、澄和豆制品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达千万元以上。各类商店１４家，涉及超市、理发、农资、建材、维修、粮油
兑换等，大大地便利了群众生活。此外，村里还有１１支私营建筑队伍，在全国各地从事建筑、装修等业务。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地知名人士李可峰在西地大庙创办私塾学堂。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经村创

办１所国民小学。１９６２年，刘巷村开办１所简易小学，后改为耕读小学。１９６４年，西地初小更名为西地小
学。刘巷、神边、墓东、经村、埝里各有 １所初级小学。１９７３年，埝里初小、神边初小、经村初小并入刘巷小
学，墓东初小并入西地小学。１９７６年，西地小学开设初中班，更名为西地“五七”学校。同年，刘巷小学、西地
“五七”学校两所学校各增设幼儿班，教育经费由大队负担，村学校代为管理，幼儿入学率８５％。１９８０—１９８３
年，刘巷、西地两校初中部撤至葛村中学。１９８３年，恢复小学六年制。西地小学于１９８７年征地１０亩，新建
校舍１２间，围墙１２０米。１９８８年，刘巷小学征地６亩，新建校舍８间，围墙１００余米。１９９０年，西地小学获
江苏省“百所名校”称号。２００２年，西地小学并入葛村中心小学，保留幼儿班。２００３年，西地幼儿班并入葛
村中心幼儿园。２００４年，刘巷小学及幼儿班并入葛村中心校和葛村中心幼儿园。至２０１５年，刘巷村有在校
学生１６７人，就读于小学、初中、高中。全村共有１２７人考入大专院校（含在校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村办有２个速成识字班，同时小学设有扫盲班。１９７０年后，全村开办２个政
治夜校识字班，７０％的青壮年参加学习。至１９９６年，全村青壮年非文盲率达９９％，扫盲工作结束。

２．文化
境内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明清时期，刘巷村周氏举族经商，是句容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多年的商业

积累，几代人的努力，至清中期，村中建有３６花厅，７２道券门，极其壮观的环村跑马楼。但这些古建筑群毁
于太平天国时期和日军侵华时期。另有两道石刻牌坊，一是孝子坊，有题刻无楹联；二是侯氏贞节坊，非常

高大，嵌有“圣旨”碑。西地村建有西地大庙、财神庙、关帝庙、大王庙、三国殿等庙宇。雕梁画柱，规模宏伟

壮观，另有４座贞节牌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刘巷有一项民俗活动———舞狮（亦叫狮舞），每年逢春
节、金山寺庙会时，村民便组织狮舞队伍前去表演，场面喜庆热烈，也有村上和邻村大户人家做寿，邀请狮舞

队前往助兴。后金山寺拆除，狮舞这一传统节目也随即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里组织电影放映

队，走村为村民放映露天电影。“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节假日为群众演出，唱革命歌

曲，乡电影队定期到村内放电影。１９７３年，村民家中安装有线广播。１９８３年后，电视逐渐普及，村民的文化
生活更丰富。１９９７年后，有线电视走进农家。２００５年后，村民家中安装互联网宽带。２００８年，村委会办起
“农家书屋”，藏书１５００余册，为村民学习提供方便。到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健身广场４处，安装健身器材，供村
民娱乐、健身，棋牌室普及至各自然村。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卫生条件较差，农村缺医少药，常见病、多发病得不到医治，特别是儿童传染病

得不到有效医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各种疾病的预防接种工作，推行新法接生，医疗小分队到村

巡回医疗。１９５８年，开展除“四害”，打预防针、吃预防药丸控制传染病蔓延。１９６５年，大队组建医务室，刘
巷和西地医务室。每个医务室配有１—２名“赤脚医生”。１９６９年，实施合作医疗制度，满足村民就医求药的
需求。１９８１年，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负责为本村儿童打预防针及医治病人。１９９９年，全面恢复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制度，减轻农民就医负担。２００３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１５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参保率９８％。２００８年，集中整治村庄环境，做到无乱建乱搭、无露天粪坑、无乱堆乱放、无污水横流、无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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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２０１５年，对刘巷、经村两个自然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实行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每个自然村配备
１名保洁员，设置３—４个垃圾房，垃圾日产日清，及时清运。

４．基础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内有少许石板路，村与村之间皆是土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

的进步，基础设施逐步完善。１９７１年起，开始通电。有线广播普及到各家各户。随着手扶拖拉机的使用，兴
建各自然村通往外面的道路，形成村村有机耕路。１９８３—１９９４年，逐步铺设砂石路面。１９９５年，随着葛村水
厂的建成，村民用上自来水，电话线杆架设到每个自然村，部分村民用上了电话。１９９８年，进行农网改造，境
内增设标准电线杆和变压器，解决用电不足的问题。２００４年，对村级道路拓宽改造，铺设水泥路面。２０１０
年，全村自来水管网与南京接通，水质达国家饮用水标准。至２０１５年，境内１１个自然村进村道路全部硬化，
总里程１５千米，电话、有线电视、网络接通家家户户。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数村民缺田少地，无生产资料，缺衣少粮，生活困苦，住房大多是土墙茅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分到土地，吃住有了基本保障，村民生活逐步改善。１９７８年后，随着农业技术
的推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村民收入也逐年提高，大部分村民开始拆除土墙茅屋扩建青砖瓦房。１９８３年，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剩余劳力外出务工、经商，收入不断提高，住宅、衣着、饮食、出行等方面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村民建楼进入高峰期。到１９９５年，８０％的农户改建和新建楼房，电视机、自行
车普及到每家每户。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消农业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村民生活步
入小康，饮食由温饱型向健康型转变，农村住房质量进一步提高，套式楼房注重外型美观和内部装潢；冰箱、

彩电、空调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电瓶车、摩托车、小汽车取代自行车；手机、数字电视、网络得以普及。２０１５
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１９３９８元。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村内２２位“五保”老人得到供养，３３人享受农村
低保，４０８位老人享受老年补贴，５６名重度残疾人得到困难补助和护理补助，文化娱乐、健身休闲生活丰富多
彩，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五、特色选介

１．百年古树
境内有百年古树３棵，其中原西地小学院内有柏树、银杏树各１棵，神边村１棵柏树。
２．兴华农庄
１９９６年，蒋士新承包西地林业队１００余亩土地，自筹资金２００万元，办起苗木、果树、蔬菜种植和草鸡、

生猪养殖为一体的小农场。２０００年以后，通过土地流转扩征面积３５０亩，成立兴华农业生态园，种植精品水
稻、蔬菜、苗木，开挖精养鱼池，发展生态养殖，其中发酵床生态养殖获国家专利，所种植养殖的梅山黑猪、散

养草鸡、时令蔬菜、瓜果等畅销远近，农庄内猪圈、鸡舍、羊圈排列有序，各种花草树木四季飘香，同时还设有

供游客观光的休闲垂钓、采摘。农庄菜餐馆生意红火，客人们在享受大自然乐趣的同时又能品尝农家绿色

食品美味。

３．无土草坪
２００８年，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李祖祥带着沙培草坪种植专利到村投资种植沙培无土草坪。通过

土地流转承包土地５５０亩投资４００多万元，开始无土草坪种植，以及培育草种种植。２００９年，成立镇江润祥
园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大科技投入，每年的科技投入达４０多万元，所研发的润草一号、润草二号获国家
专利，所生产的草坪、草种畅销省内外，镇江市委书记许津荣，句容市市长尹卫东，江苏省副省长徐鸣，中国

工程院院士任继周等人多次到公司考察。公司先后荣获镇江技术进步二等、三等奖各一项，中国草学会中

国草业进步奖三等奖，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拥有４项科技专利，高新产品２项。２０１５年，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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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还指导并带动周边群众种植草坪。到２０１５年，全村共有６户村民通过土地流转种植草坪，总面积
达１０００多亩，带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增加村民的收入。草坪生产成为村内的特色产业。

　　六、其他

１．名人、烈士英名录
赵治和（１９０１—１９８２），又名煦春，化名执中。西地蒋社村人。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９４１年４月，在江宁地区

开展抗日活动，动员各村扩武参军，做军鞋，向富户预借公款，劝募寒衣等，赵为掩护新四军到茅山进行革命

活动，多次掩护新四军越过敌人封锁线。１９４２年 ４月，江宁县第五区六乡办事处成立，赵为办事处主任。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新四军北撤，赵为部队保管重要军需物资。１９４６年２月，赵为免遭敌人迫害，到广德誓节渡牌
坊村避难。１９４８年秋，回到葛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历任句容县副县长、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副主席等职，他一生乐于助人，不辞

劳瘁，勤勤恳恳工作，孜孜以求，晚节可风。于１９８２年病逝。
尚文良（１９２５—１９５３），刘巷西地人，１９５１年５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１９５３年在朝鲜战场牺牲。
２．省级以上（含省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名录
王梦，男，生于１９２２年５月，盐城人，西地小学教师，于１９５９年获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３．百岁老人名录
王加英，女，刘巷人，生于１９１７年（２０１８年仍健在）。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刘巷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５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付宪章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 周龙灿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周宜福 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 周德道 １９６２—１９６７年

陈克福 １９６９—１９７８年 陈克福 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

周宜德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 周孝华 １９６９—１９７８年

陈克福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 刘德文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

陈国顺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年 张尽贵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

张尽贵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 李节友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

李长江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 刘德文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

刘士朋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张尽贵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

李长江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刘士朋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

刘士朋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 周隆健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

— — 周道龙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 — 徐远清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

— — 刘士朋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 — 李长江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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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２００４年西地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６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陈伯安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 尚远堂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

尚远堂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年 华祥贞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年

华祥贞 １９６４—１９８２年 尚远堂 １９６４—１９７２年

唐兴全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 唐兴全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年

孙良龙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 王昌福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

王昌福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 孙良龙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

包建平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俞长贵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

尚佑根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宣建禄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

— — 尚明富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

— — 蒋士荣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第十四节　方溪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１５　方溪村委会　　

方溪村地处郭庄镇的东南部，东邻后白镇李家

桥村，南与天王镇赵巷村相接，西北与刘巷村接壤。

境内有一条方溪河与秦淮河相通，水资源丰富，水

域面积达千余亩。区域地形属半丘陵半圩区，南高

北低。南面的自然村比较平整，而北面的自然村呈

阶梯状分布。东西长约 ２千米，南北长约 ２．５０千
米，总面积４．８０平方千米。２０１５年，耕地面积４６９３
亩，共有７４０户、２０１０人，其中王氏、周氏、徐氏、张
氏、杜氏、李氏占总人口的６７％（少数民族２人），下
辖９个自然村。

明清时期，方溪村属上容乡。民国时期，先后

隶属葛村镇、方溪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隶属虬山乡、方溪乡、葛村乡、赤山人民公社、虬山人

民公社、葛村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隶属葛村乡。１９９４年，隶属葛村镇。２００５年，郭庄镇和葛村镇合并后，隶
属郭庄镇。

１９５０年８月，方溪村设方溪乡。１９５６年，方溪、珠庄、范家边、大、小长塘岗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
方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建立方溪生产大队。１９８３年，方溪生产大队更名为方溪行政村，
下辖方边、珠庄、大长塘岗、小长塘岗、范家庄、王家棚子、秦家棚子、夏家棚子、杜家棚子等９个自然村，２０个
村民小组。２０１５年，范家庄、王家棚子、夏家棚子、秦家棚子等４个自然村被整体拆迁。至２０１５年底，尚未
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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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方溪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

业转型。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全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全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７６年的 ７５
元，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５００元。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各项指标均已达到省定小康标准。先后获得“镇
江市文明村”荣誉称号、句容市卫生局授予“农村信息医疗保险先进集体”荣誉称号。２０１４年，被评为“镇江
市级生态村”。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方溪村主产水稻、小麦，兼种五谷杂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基本上无农田水利建设，再加上农业

技术的落后，农业产量低而不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先后建立方溪抗旱站，方溪村后

排涝站等水利工程。干旱年份可引南河水源灌溉９个自然村的农田；水涝年份，由方溪排涝站将方经圩及冲
口的积水排入南河。１９６１年起，柴油机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１９７０年后，为方便农业机械作业，开
展平整土地，格田成方，修筑机耕路４．８０千米，修建抗旱渠道２．５０千米。１９７６年，南河水利工程竣工。１９８０
年后，农田大部分实施电力灌溉，节省成本，减少劳力提高生产效益。１９９０年开始，该村对现有农田水利设
施加大投入。至２０１５年，排灌水利设施基本完善，农田电网架设１８千米，电力灌溉覆盖面９５％。

解放初期，粮食产量比较低。至１９７６年，水稻亩产３１０公斤，小麦亩产１２０公斤，油菜籽亩产９８公斤。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技术提高，优良品种的推广，粮食产量有较大地提高。１９８６年，水稻亩产４５０公斤，是
１９７６年的１．４５倍，小麦亩产１８０公斤，是１９７６年的１．５０倍，油菜籽亩产１００公斤，棉花种植偏少，大多是农
户自产自用。粮食产量虽然提高，但经济效益较低。１９８７年后，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麦扩油，调粮扩
经，部分农田转种西瓜、田藕等经济作物。１９９７年，全村油菜播种面积１５００余亩，亩产达２００公斤。各类经
济作物种植面积５００余亩，经济收入翻番，水稻单产创历史新高，亩产５９０公斤以上。特别是２００５年后，取
消农业税，采取农田直补等优惠政策，经济收入大幅提高，同时一些工商资本进村投资，租赁荒山坡地，低产

土地办起集种植、养殖、休闲为一体的农庄。至２０１５年，该村各类种植、养殖户３家，粮食承包大户６家，面
积２５００亩。每亩租金４００—６００元，最大承包户近９００亩，从事绿化苗木、高档苗木的种植，全村耕地平均亩
产经济收入６９０元。

１９５８年，方溪生产大队组建林业队，利用高岗坡地旱地种桑养蚕，少部分山地种植五谷杂粮和经济作
物。１９７６年，桑林占地１１０亩。１９８３年后，桑地及部分池塘由农户承包。９０年代，由于国际丝绸市场萧条，
毁桑种粮。２０１５年，全村林业占地仅９０余亩。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里只有油坊、磨坊、杂货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葛村供销合作社在

方溪村开办一双代店，主要销售日常用品和代购鸡蛋等少数农副产品。１９６０年后，方溪创办粮食加工厂，为
农户加工大米、面粉、饲料等。１９７２年后，社队企业兴起，１９７７年大队创办砖瓦窑场，烧制青砖、青瓦；冶炼厂
主要将废铝熔化后制成铝锭销往南京。至９０年代后期，业务逐渐萎缩，企业关停。１９９５年后，民营经济发
展迅速，势头强劲，招商引资成效显著。至２０１５年，境内先后办起恒达工艺厂、玩具厂、启航导管厂，小商店、
小超市９家、理发店１家，有效地增加了村级经济的体量和农民收入。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方溪村历来重视教育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珠庄自然村在八角庙开办私塾。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１９５３年，在珠庄的杨家巷开办初级小学，有学生３０人。１９５８年，在大长塘岗村庙宇开办长塘岗公办
初级小学，方边自然村在周家祠堂兴办公办初级小学，同时开设速成识字班，开展成人扫盲。１９６３年，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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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成立耕读小学（１—２年级）。１９６５年，在珠庄竹园利用３间茅草房开办民办高小。１９６６年，长塘岗小学增
设幼儿班，各小学设冬学班扫盲。１９７０年，方溪小学设高年级，成立完全小学。１９７５年，方溪小学增设初中
部，也称“五七”学校。１９７８年，方溪小学附设幼儿班。１９８２年，中学布局调整，方溪“五七”学校撤销初中
部。１９８５年，方溪完全小学有学生１５７人，教师９人。珠庄、长塘岗初级小学分别有学生２８人、３１人。全村
儿童入学率９８％，成教达到省定扫盲标准。１９９０年后，先后撤并珠庄、长塘岗初级小学，并入方溪小学。
２００６年，方溪小学全部并入葛村中心小学，幼儿班也随之并入葛村中心幼儿园。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大专及
以上学历的９８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厦门大学等名校的有１１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４人，在
校中小学生８７人。

２．文化
方溪村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唐中和二年（８８２年）建天王寺，完工后剩余材料在珠庄自然村建八角庙，占

地１０亩，造型独特，呈八角形，建筑考究。建于明代的长塘岗寺庙，结构精巧。建于清代末年的范家祠堂，墙
砖光滑，雕梁画栋。民间节日，在庙前唱大戏，每年正月有龙舞、花船表演。解放后，现代文体活动逐步取代

传统的文艺形式。１９６４年，古建筑毁于“破四旧”运动中。“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学演《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群众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１９７１年后，有线广播普及到每户。１９７６
年，公社成立电影队，经常到村上放露天电影。１９８５年后，电视机逐步普及，村民文化生活多以电视节目为
主。２００２年，有线电视进入农户。２００５年后，实施体育健身工程，先后开辟２处健身、娱乐场所，安装器材，
完善娱乐设施。２０１０年，开办农家书屋，建筑面积８６平方米，各类藏书１８００余册。２０１５年，大部分农户装
上互联网宽带，文体活动中心有健身室、棋牌室、阅览室。棋牌室遍及每个自然村，广场舞表演队３个，村民
文化娱乐注重身心健康。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医疗条件差，村民生病大多依靠走村郎中，以草药为主，各种传染病肆虐。土

改结束，县医疗小分队到村巡回医疗。１９５３年，村接生婆参加培训，学习新法接生，难产而引发的母子双亡
率下降。１９５８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种牛痘、吃药丸预防传染病，使麻疹、伤寒、白喉、天花、流脑等传染病
得到有效控制。１９６５年下半年，大队成立医务室，配备１名赤脚医生（县培训），生产小队配有卫生员。１９６９
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病按比例报销。１９８１年，农村合作医疗停办，但儿童预防接种仍由医务室负
责。１９８６年，全村儿童预防接种率１００％。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０３年，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保险制度，政府出“大头”，个人拿“小头”，有力缓解了农民看不起病的难题。２００４年，开展“双清双美”活
动，村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２００８年，改厕改水，废除露天茅厕，新建公共厕所４个，每个自然村建垃圾池。
２０１１年，全面启动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推进“六清六建”工作。各自然村配备专职保洁员，实行长效管
理，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观。２０１２年，新建２００平方米的标准化卫生服务站，配置相应的设备，小病不出村，
服务更全面。２０１５年，全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１９７０人，占应保人数的９８％。

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村皆土路，祖祖辈辈用油灯照明，饮用水均是村边塘坝自然水。解放后，村

里基础设施逐步改善。１９７３年后，各自然村先后通上电，结束油灯照明的历史，不仅照明用上电灯，而且建
起电力设施，用于农业生产。为方便机械作业，拓建出村主路 １１千米，部分路段铺设沙石子。１９８８年，珠
庄、方溪率先用上自来水。至１９９４年，全村农户通上自来水。１９９６年，修建主路 １８千米，全部铺上石子。
实施农网改造，全村改用标准电杆 １２４根，彻底解决电力不足电压不稳的问题。２００２年，村村通水泥路。
２０１０年，全村自来水与南京管网接通，水质达国家饮用水标准。２０１３年，建村委会办公楼（二层），占地面积
２５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００平方米，办公条件得到改善。２０１５年，水泥路覆盖每条小巷，村村相通，户户相
连。电力扩容，新增变压器５台，电源直达河边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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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民生活贫困，住的是平房、草房，常年吃糠咽菜，荒年甚至有人外出讨饭，外

加医疗条件差，村民人均寿命只有５０岁。解放后，农民分得土地、房产，温饱有了基本保障，随着水利设施的
不断完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农民收入随之增加。１９７６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 ７５元，部分农户翻建平瓦
房，里生外熟（里是土基，外是青砖），改善居住条件。改革开放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办企业

兴起，市场开放，许多村民亦农亦工，家庭收入不断提高。１９８５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４００元，年轻人穿上的
确良、滑雪衫，少数农户有电视机、自行车。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翻建楼房进入高峰，８５％的农户住上二层小楼。
电视机、自行车普及到每户，部分人骑上摩托车。１９９５年，部分农户用上程控电话。２０００年后，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２００５年取消农业税。２００６年，田亩直补，土地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农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２００８
年，全村人均收入６７００元。饮食由温饱型向健康型转变，住房注重结构（砖混、框架）坚固、外型美观和内部
装潢，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电瓶车取代自行车，青壮年都用上手机。２０１３年，全村人均收入
１３２００元，户户有存款，数字电视、互联网进入每户，手机、电脑普及，部分农户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朋友聚餐、
婚丧嫁娶，一般都在饭店消费，出门旅游成为时尚，部分家庭有小汽车。２０１５年，全村７位“五保”老人得到
供养。２３户、５７人办了低保，２７０人享受老年补贴，老弱病残弱势群体得到救助，养老、医疗保险体制完善，
基本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五、特色选介

方溪村肉犬养殖场

１９９８年，葛村镇方溪村兴办方溪肉犬养殖场，占地２０亩，饲养肉犬２００多只。同时，公司带动周边的农
户大量饲养肉犬，由公司负责收购农户的肉犬，加工后打入市场，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产加销一条龙经
营模式，年销售肉犬５００余条。

　　六、其他

１．村庄记忆
２０１５年，方溪村下辖范家庄、王家棚子、夏家棚子、秦家棚子等４个自然村被整体撤迁，故从此消失，至

２０１５年底，尚未安置。
２．省级以上（含省级）劳模、先进个人名录
顾秀英，女，生于１９２７年，方溪村人，于１９７９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方溪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７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高世贤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９７０年３月

陈玉田 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９７２年３月
程天明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９７２年３月

程天明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胡庆年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９８６年３月
朱祥胜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９８６年３月

４１１

第二十七章　行政村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方溪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７（续）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朱祥胜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９９５年４月
陈仁礼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王兴智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９９５年４月

王兴智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李兴贵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杜才恒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唐同银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刘德军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刘德军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王新成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杜才恒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肖元有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葛龙兴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葛龙兴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曹永正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赵元柏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第十五节　东岗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１６　东岗村委会　　

东岗村地处郭庄集镇东南，东与方溪接壤，南

与天王镇、溧水区相交，西邻百里，北与刘巷相连。

东西宽２．８０千米，南北长４千米。冲田、坡地、沟塘
形体多样，属丘陵地区。２０１５年，全村总面积１１．５３
平方千米，耕地 １１９５０亩，其中水田 ４９７０亩，旱地
５９８０亩，熟地１０００亩。有１０００户、３５４５人，其中男
性１８５１人，女性 １６９４人，１１６个姓氏，其中孙、李、
王、张、杨、刘等姓氏占全村人口 ４０％，少数民族
８人。

明清时，东岗村隶属上容乡（原葛村镇）。民国

１８年（１９２９年），属六区祁庄乡。民国 ２３年（１９３４

年），属四区虬山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属虬山乡、葛村乡、虬山公社、葛村公社。１９８３年，属葛村
乡。１９９４年，属葛村镇。２００５年，属郭庄镇。

１９５３年，境内每个自然村组建初级农业合作社。１９５６年，合并为东岗、祁庄、孙庄３个高级农业合作社。
１９５８年，成立东岗生产大队、祁庄生产大队、孙庄生产大队。１９８３年，生产大队更名为行政村。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祁庄、孙庄先后并入东岗村。村委会设在东岗头，下辖坛培、油坊、孙庄、南李庄、许家边、上祁庄、下祁

庄、上顶、刘家棚子、窑郎头、林业、赵北庄、东岗头、周家边、汤庄、王岗、西李村、张家宕、东林、何家棚子等２０
个自然村，１２个村民小组。

改革开放后，东岗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村委会服务水平，引领村民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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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奔小康，推进新农村建设，全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收入由１９７８年的
７８元提高到１６２００元，人均住房面积达到或超过全镇５８平方米的标准，全村从业人员２２４０人，各项指标均
达到省定小康标准。先后获得“镇江市文明村”“镇江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句容市先进党支部”等１５项荣
誉称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时局动乱，无力水利建设，境内冲田较多，三年旱两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１９５９年，虬山水库竣工，随之在虬山水库边建机台，灌溉面积２８０亩。１９７７年，上顶
水库建成，坝顶高程２１米，顶宽５．５０米，坝长２２９米，灌溉面积４５０亩。至１９８０年，先后修建坛培水库、油坊
水库、东林水库３座水库（面积小，也称塘坝）。东岗抗旱翻水１站、２站，孙庄抗旱翻水站、祁庄抗旱翻水站，
渠道总长５．５０千米。修建机耕路１８千米，格田成方３片共计１８０亩，改造低产田１２０亩。１９８５年，拓建机
耕路１１千米。１９９８年，农田电网架设 １５千米。２０１５年，４座水库，总蓄水量 ３１６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
３２００亩，完成河塘清淤４０００立方米，塘坝扩容４个。全村电力灌溉覆盖面９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民世代以农业为主，主产水稻、小麦，岗坡旱地兼种山芋、花生等五谷杂粮。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水利设施的完善，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１９７６年，水稻亩产３５０公斤（含双季稻）。１９８１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产量大幅提高。１９８６
年，水稻亩产５２０公斤，小麦亩产２２０公斤，油菜亩产１５０公斤。１９８８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部分低产农田
转种甘蔗、西瓜等经济植物。１９９５年，全村经济植物种植面积５２０亩，经济效益翻番。１９９８年，全村水稻平
均亩产５１０公斤，油菜亩产１８０公斤。２０１５年，水稻平均亩产６１０公亩，油菜亩产１８０公斤。２００２年后，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２００３年，上海林之杰公司与东岗村签订 １５００亩造林合同，租赁期 ２０
年，注册资本１６０万元，经营苗木种植、家禽养殖。２００５年，公司种植面积１８００亩，其中有２００亩种植从欧洲
引进的各类芳香植物，１０个系列２０余个品种。２００８年，有种植大户３家；新华农庄占地７８０亩；养鱼、养虾
大户５家７８０亩。２０１０年，水田承包大户７家，共计１６００亩。２０１５年，华东生态养殖场占地３５０亩。草坪
种植户５家１８０亩。全村耕地亩产经济效益８２０元。

１９５８年，大队组建林业队，栽桑养蚕，兼种茶树、山芋、花生等。１９７４年，东岗林业队占地４６０亩，其中桑
林２８０亩。祁庄林业队占地４３０亩，其中桑林２６０亩，孙庄林业队占地３７０亩，桑林２１０亩。１９８８年，林业由
农户承包。１９９５年后，国际丝绸市场萧条，毁桑还田。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园地７５０亩。

２．工商业
民国时期，祁庄是乡政府所在地，境内有油坊、砻坊、豆腐坊、茶社等，杂货店、百货店规模较大。孙庄酿

酒坊的酒，酒味香醇，销往外地。东岗、孙庄各有一家小商店，出售火柴、煤油、食盐等生活日用品。解放后，

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商店全部改为供销社代销店。１９５８年，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办炼铁厂。１９６４年，大队创办
粮食加工厂，为村民碾米、磨面、加工饲料。１９７２年，创建东岗挂面厂，面条有韧性，时有盛名。１９７６年，创办
东岗窑场，烧制青砖、青瓦。１９８２年，社队企业兴起。至１９９０年，境内有祁庄橡胶厂（压模橡胶鞋底）、东岗
电镀厂、孙庄爆竹厂等１２家社办企业，建筑小队５家，外出经商户１８家，个体商店６家。１９９６年后，社队企
业先后改制，由个人买断或承包。２００８年，各类商店１６家，涉及超市、农资、建材、维修、粮油兑换等，方便群
众生活。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大小私营企业５家，规模较小，建筑小队６家从事建筑、装修等业务。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民国时期，境内有简易私塾堂，学童１０—１５人，多为富家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８年，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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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办小学，儿童都读书，境内有祁庄、孙庄和东岗３所初级小学，速成识字班３个，开展成人扫盲。东岗初
级小学增设高小，成为完全小学。祁庄、孙庄为初级小学。是年，小学附设冬学班开展成人扫盲。１９６７
年８月，在周家边村创办东岗农业初级中学（农中）２个班。１９６９年后，农中和东岗完小合并，成了七年一
贯制（小学５年，初中２年）学校，简称“五七”学校。１９７８年，小学增设幼儿班。１９８５年，东岗完全小学
有６个班，学生１９４人，孙庄完全小学有６个班，学生１８２人，祁庄初级小学有４个班９２人，全村儿童入学
率９９．５０％，成人扫盲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东岗初级中学（初中点）有 ２个班，学生 ８４人，教职员工 ６人。
１９８８年，东岗初中点撤并到葛村中学。１９９６年，境内有东岗、孙庄 ２个完全小学，祁庄初级小学。２００３
年，部局调整，孙庄、祁庄小学撤并到东岗小学。２００８年，东岗小学撤并到葛村中心小学，幼儿园随之并
入葛村中心幼儿园。２０１５年，全村在校学生共 １５９人，就读于小学、中学。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 １２８
人，其中本科４２人。

２．文化
东岗村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祁庄龙王庙建于清初，规模较大，庙内菩萨塑像形态各异，庙外２棵

柏树，村民称为神树，挂红布祈求平安。孙庄的娘娘庙，建筑考究，境内３座祠堂，雕梁画柱，门砖打磨光滑。
每年清明举族进祠堂祭祖，宣读家训。民间节日（如庙会），庙前唱大戏。１９６４年，大部分古建筑毁于“破四
旧”运动中。民国时期，孙庄有舞狮队，祁庄有花船队，每年春节有舞狮、花船表演。解放后，现代文化活动

逐步取代传统文艺形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队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村民演出《红灯记》《沙家浜》

革命样板戏，群众唱革命歌曲。１９７０年，有线广播进入每户。１９７６年后，公社电影队常到村放露天电影。
１９８５年后，电视机逐步普及，村民文化生活多以电视节目为主。１９９７年后，有线电视进入农户。２００５年，实
施体育健身工程，开辟健身广场３处。２００６年，建文体活动中心，内有阅览室、棋牌室、健身室，外有体育活
动广场，安有健身器材。２００９年，创办农家书屋，藏书２０００余册。２０１０年，互联网宽带覆盖到自然村。２０１５
年，３处健身广场水泥地面共计３２００平方米，广场舞表演小队３个。居民在文化活动的同时，更注重身心
健康。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民缺医少药，常见病、多发病主要依靠郎中和游医，中草药为主，儿童传染病

得不到有效防治，村民只是烧香祷告，祈求逢凶化吉，婴幼儿死亡率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重视

发展卫生事业。１９５３年，县医疗小分队到村巡医。东岗、祁庄、孙庄各有１名接生婆参加培训，学习新法接
生。１９５８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种牛痘、吃药丸预防传染病，使麻疹、伤寒、白喉、天花、流脑等传染病得到
有效控制，新生儿存活率上升。１９６５年，先后成立东岗医务室、祁庄医务室、孙庄医务室，大队医务室配备１
名赤脚医生（专业培训）。１９６９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缴费０．４０元，由生产小队代扣，大病按
比例报销。１９８７年，农村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成为个人行医，但儿童预防接种仍由医务室负责。１９８６
年，全村儿童预防接种率１００％。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０３年，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
度。２００６年，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废除露天茅厕，建垃圾池，设保洁员。２０１０年，全村有垃圾池３１个，保
洁员３人增至８人，新增环卫车４辆，布设垃圾堆放点４２个。是年，在东岗村新建标准化卫生服务站，占地
２．５０亩，建筑面积２００平方米，设有医疗室、观察室、换药室和药房，并配备有职称的乡村医生 ２人。２０１３
年，１０个自然村进行改厕，污水分流，９０％的家庭建有卫生间。２０１５年，全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３３６７人，参保率９５％。

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与村之间皆土路，雨天泥泞难行。村民饮用水来自村边沟塘，靠肩挑手提。

晚间照明用油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础设施日益改善。１９６４年，拓修出村土路１８千米。１９７２年，
全村通电，结束油灯历史。１９７５年，为了方便农田机械作业，修筑机耕路２７千米。１９８０年，葛甸线机耕大道
部分路段铺垫沙石。１９８４年，葛甸线改建成公路，路基宽９米，碎石路面宽３．５０米，为等外公路，后加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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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表处油路，该路穿境而过，东岗段４．２０千米，方便农户出行。１９８８年，建自来水高压泵站，铺设自来
水管网３４千米，全村村民吃上直供自来水。１９９９年，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全村共用标准电杆２７６根，彻底
解决电力不足和电压不稳的问题。２００３年后，农村道路硬化工程，出村主路修筑水泥路面，赵北庄 １．５０
千米，孙庄１．１０千米，周家边至王岗１．６０千米，许家边至下祁庄１．７０千米。２００５年，投入５０万元修筑坛
培１．６０千米，东岗头０．５０千米，张家棚子０．４０千米３条水泥路。２００８年，集党员活动、村民办事、村级警
务技防、村委会办公为一体的村级社区服务中心竣工，总投资２４万元。２０１０年，全村自来水管网与南京
接通，水质达国家饮用水标准，每天 ２４小时随时用水。２０１５年，水泥路连接到村内每条小巷，全村总里
程４０千米。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交通不便，丘陵易旱，村民缺衣少粮，生活困苦，住房多为土墙茅屋。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注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吃住有了基本保障，村民生活逐步改善。

１９７６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７８元，部分农户拆旧翻新，建造砖木结构的平瓦房，部分墙体里生外熟（里面土
坯，外墙青砖），改善住舍环境。改革开放后，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市场开放，村办

企业兴起，大部分农户亦工亦农，家庭收入提高，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１９８６年，农民人均收入４２０元，部
分农户翻建楼房。至１９９５年，８５％的农户住上两层小楼，电视机、自行车普及到每户。１９９６年，全村农民人
均收入２１００元，部分农户用上程控电话。２０００年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２００５年，取消农业税。２００６年，
农田直补，土地经济效益大幅提高。２００８年，全村人均收入６８００元。饮食由温饱型向健康型转变，住房注
重外型美观，内部装潢讲究环保。２００９年，投入２５万元创建老年关爱之家，建筑面积４００平方米。困难户
危房改造２户。２０１０年，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电瓶车取代自行车，手机、数字电视、网络普及到
每户。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收入１６２００元。３０％的农户有小汽车，停车场３个，共计９２０平方米。养老保险体
系完善，２０位“五保”老人得到供养，２８户享受低保，５７０人享受老人补贴，享受残疾人补贴１３人。

　　五、特色选介

林之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２００３年在东岗村租赁１５００亩旱地，创办镇江市林之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日，
在镇江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１６０万元，在职员工５０人，主要经营花卉、苗木、家庭养殖、饲料批发等项
目。２００８年，公司种植面积１８００亩，其中，各类芳香植物２００亩，有罗勒、百里香、香蜂花、牛至、母菊、鼠尾
草、迷迭香、零陵香、海索草、薄荷等１０个系列２０余个品种。

　　六、其他

１．村庄记忆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刘家棚子、西李村、何家棚子整体拆迁，３个自然村从此消失（未

安置）。

２．百岁老人
蒋文英，女，东岗南李庄人，生于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２０１８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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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９—２００１年祁庄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８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曹成华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 龚治荣 １９５９—１９６４年

李登义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 易明付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

叶宗兴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年 陈树才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

王君友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 丁公智 １９７６—１９８５年

陈树才 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年 刘怀宝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

周道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 刘志平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

许伦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 周龙宝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

丁正喜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 赵夕荣 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

刘怀宝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 — —

刘广忠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 — —

１９５８—２００４年孙庄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３９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吴长启 １９５８—１９６８年 邱明忠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

沈洪生 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 刘飞文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刘飞文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 尹德芳 １９７１—１９７６年

管全明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 吴明森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

夏良付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 刘玉峰 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

孙雪龙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 陈祚敏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

刘玉峰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刘宏培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

沈洪生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孙雪松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陈大兴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 丁正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尚佐根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赵夕荣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李德胜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刘宏宝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孙雪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 — —

孙雪龙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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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东岗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０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王国均 １９５８—１９７６年 许开礼 １９５８—１９７４年

郭贤斌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 邵　彬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

姚祖根 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 简恩云 １９７７—１９９０年

邵　彬 １９８７—１９９４年 余忠金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

余忠金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 王　春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

王　春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朱士和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

李庆和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００年６月 彭金东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

邵继东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０１年８月 邵继东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刘广忠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１５年 孙雪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 — — —

— — — —

第十六节　百里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１７　百里村办公楼

百里村地处郭庄镇东南，东与虬山水库相交，

南与溧水西塘村、赵巷村接壤，西与溧水王岗村相

连，北与虬山交界。东西长３．５０千米，南北宽２．２０
千米，冲田、坡地、山岗、塘坝形体多样，属典型的丘

陵山区。２０１５年，全村总面积７．６８平方千米，耕地
面积７９９７亩，其中水田２４７３亩，旱地１１０４亩，各类
农庄２４１３亩，鱼池及其他２００７亩。１１个自然村，
有 ８２１户、２３７８人，其中男性 １２３１人，女性
１１４７人。

百里村，明清时隶属上容乡；民国 １８年（１９２９
年）属西地乡；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属虬山乡；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属虬山乡、葛村乡、葛村公社；１９６２年，隶属虬山公社；１９６５年，属葛村公社；１９８３
年，属葛村乡；１９９４年，属葛村镇；２００５年，属郭庄镇。１９５３年，每个自然村成立１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６年，合并为百里、刘庄２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成立百里、刘庄２个生产大队。１９８３年，生
产大队更名行政村。２００１年，刘庄村合并到百里村，村委会设在百里，下辖山前、百里庄、上刘庄、下刘庄、斗
塘棚子、杨家棚子、宕子、谢家、丁家、斗门、陈庄１１个自然村，２３个村民小组。

１９８６年后，百里村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民生工程，全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人
均收入从１９７６年的８５元，提高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８２５７元，９０％的农户住上楼房，各项指标均达到省定小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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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先后获得“镇江市级生态村”“句容市重大项目有功单位”“先进党支部”“和谐社区”等１５项荣誉称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境内少许冲田多为岗坡旱地，农作物以水稻、小麦、油菜为主，岗坡旱地则种植黄豆、花生、山芋、棉花等

杂粮和经济植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生产条件受限，农业产量低而不稳，遇到干旱年份颗粒无

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起大小１１座翻水机台、电站，特别是虬山水库提水站，百里全村人民从１９６５年到
１９７３年，花了８年时间在虬山炸大片石，干垒起净扬程２６米抗旱电站，把水引灌到农田，缓解旱情。同时，
各自然村改造塘坝，开挖渠道，改变农业生产“望天收”的格局。７０年代，柴油机的运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水
平。１９７４—１９８０年，为方便农业机械作业，开展平整土地，格田成方，修筑机耕路为重点的农田整治，先后建
成山前门口冲、六队大坝冲、宕子陈家冲等“丰产方”，总面积４８０亩，修筑机耕路３８千米，使百里、山前、陈
庄等各自然村拖拉机能自由通行。１９８８年，大部分农田实施电力灌溉，效益提高。１９９５年后，由于大力加强
塘坝改造，蓄水能力增强，小型抽水电泵的普及，大部分翻水站停废。２００５年，拓宽修整机耕路２１千米。至
２０１５年，全村农田电网架设１８千米，电力灌溉覆盖面９０％。

１９８３年，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随着农业科技的推广运用和使用优良品种，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１９８６年，全村水稻亩产５２０公斤，是１９７６年的２倍，油菜亩产１５０公斤，皮棉单产５６公斤。１９８７年，调整产
业结构，调粮扩经，部分农田转种甘蔗、西瓜、何仁豆、田藕等经济作物。１９９７年，全村各类经济作物种植面
积８００余亩，亩产经济效益翻番，水稻亩产６００公斤以上。２０００年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
至２０１０年，先后有陈刚租赁荒坡低产土地３１２亩，办起晟刚家禽农场，天王镇徐××租赁４６０亩种植草坪，王
小平租赁１３６０亩栽植榉树等高档苗木。２０１５年，全村各类种植３５７７亩，３家大户承包，每亩租金 ５４０元。
全村耕地亩产效益９６０元。

１９７２年，生产大队组建林业队，利用高岗旱地种植茶树，栽桑养蚕。１９７６年，全村已有采摘茶园５０亩，
桑地３０亩。１９９２年后，养蚕效益下降，毁桑还田，５０亩茶园全部承包到农户。由于茶园地处山南，阳光充
足，土质优良，茶叶香浓、味纯，颇受市场欢迎。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有２家人工榨油作坊、百里庄、刘庄２家小杂货店。解放后，小杂货店改为

供销社代销店，代购农户少量农副产品。１９５８年，办过钢铁厂。１９６５年，大队新办加工厂，为村民碾米、磨
面、加工饲料。１９７５年，百里大队创办虬山沙场，人工挖采，水泵洗沙，外销南京、江宁、句容等地。１９８５年，
开办采石场、轧石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逐步开放，个体经商户随之增加。１９８６年，两行政村有私
人商店８家，外出经商户１６家。１９８７年，开办破布厂、冶炼厂。次年，百里庄村前新办砖瓦厂。１９８８年，全
村企业纯收入２１万元。农户翻建楼房进入高峰。１９９０年，境内有建筑小队４家。１９９５年，企业改制，社办
企业被买断或租赁，成为私营企业。１９９８年，百里有私营企业 ７家，刘庄有 ６家，大小商店共 １２家。２００４
年，为保护矿产资源，采石场、砖瓦关停。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大鹏礼品有限公司、鹏程法兰导管厂、嘉惠礼品厂
等１２家私人企业。虬山口有一家个体超市和一家农资销售点，小商店遍及各自然村，外出经商户２２家，建
筑小队６家，有２家到城市承接业务。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清末民初，境内有１所简易私塾堂，有学生１０—１５人。１９５３年，有百里、刘庄２所初级小学。１９５８年，

提倡村村办小学，儿童都读书。１９６４年，境内有刘庄、山前、百里、陈庄４所初级小学。小学开设冬学班开展
成人扫盲。１９６６年，百里初级小学增设高小，成为完全小学。１９７５年，百里完小增设初中部，名百里“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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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１９７８年，完小附设幼儿班，全村儿童入学率９７％。１９８０年，有４个幼儿班，分别设在４所小学。１９８４
年，学校实施“一无两有”，改善办学条件。１９８５年，百里完小有学生１８２人，刘庄初级小学７２人，山前、陈庄
初级小学分别有学生６８人、５９人。全村青壮年扫盲达到国家规定标准。１９８６年，百里初级中学有２个初中
班，有初中生１０４人，教职工７人。１９８８年，百里初中部撤并到葛村中学。１９９６年，山前、陈庄初级小学撤并
到百里完小。２００５年，刘庄小学撤并到百里小学。２００８年，百里小学撤并到葛村中心小学，幼儿班随之并入
葛村中心幼儿园。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大专以上学历１０７人，其中本科３６人，博士和硕士生１８人，毕业于名
校大学生７人，在校学生１０７人。

２．文化
百里村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陈庄自然村有１座建于明朝的古庙降福殿，建筑考究，结构特别。民国

时，百里庄有戏班，农闲排练，民间节日（如春节、庙会），搭台唱古装戏，时有花船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现代文体活动逐步取代传统文艺形式。“文化大革命”中，大队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样板

戏，群众唱革命歌曲。１９７２年后，有线广播普及农户，公社电影队经常到村放映露天电影。１９８１年，百里庄
大会堂改建成乡村电影院。１９８５年后，电视机逐步普及，村民文化多以电视节目为主。１９９８年后，有线电视
逐渐普及。２００４年，实施体育健身工程，全村有健身娱乐场所４处。２００５年，安装健身器材，完善娱乐设施，
供居民娱乐、健身、晚间跳广场舞。２００９年，开办农家书屋，藏书１５００余册。２０１０年，互联网宽带进入农户。
２０１５年，棋牌室遍及各村，文体活动中心有乒乓室、棋牌室、阅览室、篮球场。广场舞表演队２个，村民的文
化生活丰富多彩。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缺医少药，村民生病大多依靠郎中、草药为主，疑难大病只是烧香拜佛，祈求保

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重视发展卫生事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种牛痘、吃药丸预防传染病，使麻

疹、伤寒、白喉、天花、流脑等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１９５３年，接生婆参加培训，学习新法接生。至１９６０年，
新生儿存活率大幅上升。１９６７年，百里、刘庄成立医务室，配备２名赤脚医生。１９６９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大病按比例报销。１９８１年，农村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成为个人行医，但儿童预防接种仍由医务室
负责。１９８６年，全村儿童预防接种覆盖面１００％。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０３年，实施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４年，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和“双清双美”活动，废除露天茅厕。２００６年，各自然
村建垃圾站，设保洁员。９０％的家庭有卫生间。２００８年，全村有公共厕所４个，垃圾池２２个。２０１１年，建标
准化卫生服务站，添置医疗设备，增设病床，改善医疗卫生环境。２０１５年，全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２０２９人，占应保人数的８５％。设卫生保洁员１１人。

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村皆土路，雨天村民出行艰难。１９５８年，拓宽出村主路。１９６８年，部分主路

铺设沙石。１９７４年，修筑百里通往葛村简易公路。１９７８年，修筑山前到百里庄、陈庄机耕路。１９８６年，修筑
刘庄到葛村公路，全程１３千米铺上石子。１９９４年，１３千米葛刘（葛村至刘庄）线浇筑水泥路。２０１５年，自然
村之间全部通上水泥路，总里程３８千米。村内水泥路通到每家屋前。

８０年代前，村民饮用村边塘坝水，靠肩挑手提，雨后，水源浑浊，常用明矾沉淀水中杂质。１９８８年后，山
前、百里庄、刘庄、陈庄等自然村先后筹资建高压泵站，用上直供自来水。１９９５年，接通葛村镇自来水管道。
２０１１年，村民全部用上句容市水务集团的自来水，全村管网铺设２２千米。

１９７３年，虬山水库提水站率先通电，随之山前百里庄村民用上照明电。１９７９年，陈庄片５个自然村先后
通电。１９８２年，经过政府支持，村民集资，杨家棚子也用上照明电，从而全行政村结束照明用煤油灯的历史。
１９９９年，农网改造，新增变压器４台，更换标准电杆１８２根，三相电通到每个自然村，彻底解决电压不稳的状
况。２０１３年，电力扩容，变压器每村都有（共１３台），农用电杆延伸到田头、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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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民无生产资料，缺吃少穿，生活困苦，住房少数为小瓦房，多数为土坯茅草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分得土地，温饱有了基本保障。１９７０年起，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产
量逐年提高，人民生活逐步改善。１９７６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８５元。部分农户拆旧翻新建造里生外熟（里
面土基，外面青砖）的平瓦房或砖木结构的平房，改善居住环境。改革开放后，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村办企业兴起，市场开放，许多村民经商，大部分村民亦农亦工亦商，家庭收入不断提高。１９８５年，农民
人均收入４０８元，年轻人穿上的确良、滑雪衫，少数农户有电视机、自行车。１９９０年后，翻建楼房进入高峰。
至１９９８年９０％的农户住上楼房，电视机、自行车普及到每家每户，摩托车进入村民家。２００１年，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２００５年，取消农业税。２００６年，田亩直补，土地经济效益提高，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２００８年，
全村人均收入６７６０元。饮食由温饱型转向健康型，住房注重外形美观和内部装潢。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
每家都有。电瓶车、摩托车取代自行车，９０％的成人用上手机。２０１０年，数字电视、互联网普及到每户。住
房讲究舒适环保，房前有阳光、房后有绿化。２０１５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５７元。１／３的农户有小汽车，
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村内９位“五保”老人得到供养，４２人享受低保，２８７位老人享受老年补贴，文化、
娱乐、健身活动丰富多彩，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五、特色选介

降福殿

陈庄自然村东侧有１座建于明代的古庙，名为降福殿。该庙前后左右共４幢、１８间，前厅立有四大金
刚，后厅立有菩萨、降福老爷等塑像，侧厅是和尚的诵经房和生活房，庙宇庭院中有一棵直径８０厘米的银杏
树，树高近２０米。降福老爷身装机关，如触碰到机关，就会立马从坐着的姿态站立起来，据传能护佑施善穷
人，百姓可少生病生灾，外来逃荒要饭的穷人傍庙而居，等待降福殿大菩萨福降人间。古庙毁于１９６７年“文
化大革命”破四旧行动。后来在原址上建有一座小庙（３间），仍叫“降福殿”。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百里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１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李承凡 １９５８—１９６７年 陈传福 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

陈传福（代理） 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 王士林 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

吕世六 １９６９—１９８６年 丁冀祥 １９８３—１９８８年

杨代华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 齐节顺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

李顺平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 李敦杰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

齐节顺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 俞元兆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李敦吉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夏开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陈昌福（代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谢四平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钟再根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夏开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谢四平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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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２００１刘庄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２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尹德芳 １９５８— — —

吴命森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 尹礼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

尹礼明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 丁长宏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

吴命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 陈亮华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

陈亮华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尹礼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尹礼松（主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吴命玉 ２００１—２００１年

魏家海（代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１年 — —

　　注：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７日，刘庄村和百里村合并为百里村委会。

第十七节　虬北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１８　虬北村办公楼

虬北村位于郭庄镇东南，东与东岗村毗邻，南

与百里村相交，西与端王接壤，北与金星、五渚坊相

靠。境内为丘陵地貌，呈低山、高岗坡地、田冲、沟

塘等多样形体。东西长３．２０千米，南北宽２．１０千
米，居民居住分散。２０１５年，全村总面积６．７６平方
千米，耕地５０７２亩，其中水田１９３０亩，旱地６８１亩。
池鱼、农庄及其它２４６１亩。９个自然村，７０５户，户
籍人口２０７２人，其中男性 １０６５人，女性 １００７人。
１２８个姓氏，其中蒋、李、王等姓占总人口的 ３８％，
有仡佬族、藏族、侗族等少数民族５人。

虬北行政村，明清时期隶属上容乡；民国时期

属虬山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属虬山乡、葛村乡、葛村公社；１９６２年，属虬山公社；１９６５年，属葛村
公社；１９８３年，属葛村乡；１９９４年，属葛村镇；２００５年后，属郭庄镇。１９５３年，境内组建 ９个初级社。１９５６
年，初级社合并为虬北高级社。１９５８年，成立虬北生产大队。１９８３年，生产大队更名为行政村。虬北村委会
下辖屋柯里、后王达、前王达、小蒋家边、大蒋家边、西岗头、上山地、下山地、董家棚子９个自然村，１３个村民
小组。

改革开放以后，虬北行政村因地制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全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

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全村农民年均纯收入由１９７６年的８２元，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６６２０元，９５％的农户住上
楼房。各项指标均达到省定小康标准。先后获得“镇江市文明村”“江苏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江苏省文明

村”等２０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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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境内土地贫瘠，地形多样，坡地、冲田占８０％，水资源匮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靠天吃饭。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注重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修水库，筑机台。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动工兴建虬山水库，１９６０年底完
工，来水面积２８．９０平方千米，总库容１０９９万立方米。１９７４年，兴建西岗头机台。１９７６年，兴建大蒋家边机
台，确保干旱年份有水源。是年，开展以平整土地、格田成方，修筑机耕路为重点的农田整治。至１９８０年，全
村格田成方田四片共３８０亩，改造低产田４２０亩，修筑机耕路１８千米。１９８６年后，农田逐步实施电力灌溉。
１９９５年后，岗地、坡地种植逐步转型，有些机台、翻水站停废。２０００年，为便于农业机械作业，修整机耕路９
千米。２０１２年，投入１６万元，新建滚水坝头４座，改造塘坝４个，受益面积３２０亩。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农田电
网架设１３千米，电力灌溉覆盖面９０％。

７０年代后，随着水利设施的完善，农业技术的提高，优良品种的推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１９８１年，土地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大幅上升。１９８６年，全村水稻平均亩产４５０公斤，是１９７６年３００公斤的
１．５０倍，小麦亩产２１０公斤，油菜亩产１０８公斤，棉花种植较少，大多是农户自产自用。由于粮食价格较低，
增产不增收。１９８７年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部分农田转种甘蔗、西瓜、草莓等经济植物。１９９７年，全村各类
经济植物种植面积４６０亩，亩产经济效益翻番，水稻亩产５５０公斤。全村粮食总产下降，但农户经济收入提
高。２０００年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涌现出一批水田承包、大棚草莓种植大户和养鱼、养猪
等养殖大户。２００３年低洼田改造成鱼池２８０亩。一些工商资本来村投资租赁荒坡、低产土地办起生态农
庄。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各类种植、养殖大户８家，农庄３家，颂丰园农庄、绿泉农庄、虬北农庄（占地３５０亩）。
全村耕地平均亩产经济效益８１０元。

１９５８年，大队组建林业队，利用高岗、旱地种桑养蚕，部分旱地种植花生、山芋等杂粮。鱼塘归自然村集
体养殖，自产自食。１９９６年，全村桑林１５２亩。１９８３年后，池塘、河沟由农户承包。９０年代，国际丝绸市场
萧条，毁桑种粮。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低产田改造鱼池６８０亩，由养殖大户承包。２０１５年，鱼池每亩租金５００—
８００元，全村有林地２１１亩。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有油坊、砻坊、豆腐坊等一些作坊，规模小，分布散。有３家小杂货店，出售

火柴、煤油、食盐等一些生活日用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小商店改为供销社代销
店，同时代购鸡蛋和少量农副产品。１９５８年，办过炼铁厂和土化肥厂。１９６５年，大队新建加工厂，为村民碾
米、磨面、加工饲料。１９７８年，大队建土窑，烧制青砖。１９８３年，兴办虬山采石场。１９８５年后，大力发展社队
企业，先后创办刷纸厂、破布厂、皮革厂、砖瓦场等企业，私营商店遍及每个自然村。因农民收入逐步提高，

先富起来的农户急需翻建楼房，改善居住条件，私营建筑队随之成立。至１９９０年，全村有各类企业１２家，个
企商店９家，建筑小队３家，外出经商户１８家。１９９５年，企业改制，租赁或买断集体企业，成为私营企业，活
力增强，效益提高。２００５年，为保护矿产资源，虬山采石场关停。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各类大小企业１０家，规
模较大的有：虬山湖粉末厂、龙印导管厂、荣鑫导管厂。大小商店１５家，其中阳光超市、农资超市、鑫鑫农庄
超市规模较大。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无正规学校，１所简易私塾堂有５—１０名儿童。１９５２年，

创办蒋家边小学。１９５８年，提倡村村办小学，儿童都读书，王达村办起初级小学。１９６４年，全村有３所小学
（蒋家边完全小学、王达初级小学、西岗头初级小学）。小学开设冬学班开展成人扫盲。１９６５年，蒋家边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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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虬北小学。１９７５年，虬北小学增设初中部，更名为虬北“五七”学校。１９７８年，虬北“五七”学校附设
幼儿班。１９８３年，撤销初中部，西岗头初小并入虬北完小。１９８５年，虬北小学有学生１６４人，王达初级小学
有学生７６人。全村儿童入学率９９％，青壮年扫盲达到国家标准。１９８６年，西岗头小学并入虬北小学。２００６
年，虬北小学撤并到葛村中心小学，附设幼儿班也随之撤并。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大专以上学历１２８人，其中
本科５８人，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６人，在校学生１２１人。

２．文化、广播、电视
境内村庄古老，历史悠久。１９８０年，发掘蒋家乌龟墩古遗址，下山地村古遗址，出土有商周时期的夹砂

红陶豆片、黑皮磨光陶瓿片、印纹陶片、石锛、罐、钵等残片及汉代印纹硬陶罐片、盘碗等残片。清代建造的

蒋家祠堂，雕梁画柱、建筑考究。民间节日有唱大戏，舞龙、花船等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的文

体活动逐步取代传统文艺形式。大部分祠堂、寺庙毁于１９６６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１９６７年，县电影队
到村上放映露天电影。１９７０年，大队接通有线广播，１９７７年，有线广播接通每户。公社电影队经常到村放露
天电影。１９８５年，电视进入农户。１９９０年，全村电视普及率 ９０％以上，村民的文化生活以电视节目为主。
２０００年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２００３年，开辟２个健身广场。２００８年，创建农家书屋，藏书２０００余册。
２０１０年，新建老年活动中心，安装健身器材。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１个老年体育协会，４个老年活动场所，２支
广场舞表演队，老年太极拳健身队２０余人，文体活动中心有乒乓球室、篮球场、棋牌室、阅览室，村民文化活
动丰富多彩。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村民生病大多依靠郎中、中草药为主，或是烧香拜佛，

祈求保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重视发展卫生事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注重传染病的预防接种，

使麻疹、伤寒、白喉、天花、流脑等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１９５３年，抽调大蒋边１名接生婆参加培训，学习新
法接生。１９６５年，虬北大队开设卫生室，配“赤脚医生”１名，各生产小队配备１名卫生员，并配置小药箱，儿
童预防接种９５％。１９６９年，实行统筹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缴费 ０．４０元，由生产小队代扣，大病适当报
销。１９８１年，农村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变为个人行医。１９８６年，全村儿童预防接种（吃药丸、打预防
针）覆盖面１００％。１９９０年后，在校小学生定期体检。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０３年，实施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５年，全村实施改厕，清除露天茅厕，新建公共厕所３个。２００８年，新建卫生服
务站，设有医疗室、换药室和药房，乡村医生２人。同时整治污水乱排垃圾乱放现象，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２０１１年，全村有垃圾池２４个，卫生保洁员８人，５辆环卫车，垃圾点２６个，家庭卫生间９０％。２０１５年，
全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２０３１人，占应保人数的９８％。

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内有少许石板路，村外皆土路。村民饮用水来自村边池塘，肩挑手提，晚间

照明用油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础实施逐步改善。１９５８年，大队部通上电话，１９６４年拆除。１９７３
年，全村通上电，结束油灯照明历史。１９７５年，为方便机械作业，修筑机耕路，部分路段铺垫砂石。１９７６年，
新建大会堂。１９８０年，葛方线（葛村至虬山采石场）竣工并通车，沥青表处路面宽５米。１９８６年，整修机耕
路１２千米。１９９３年，建高压泵站，村民用上直供自来水。１９９５年，电话线架设到每个自然村，部分农户用上
程控电话。１９９８年，实施农网改造，改用标准电杆１２７根，彻底解决电压不稳状况。２００３年，出村主路铺设
水泥路，３条总长６．５０千米。２０１０年，全村自来水管网与南京自来水管网接通。２０１１年，改建行政村办公
楼，建筑面积４２０平方米。２０１５年，水泥路接通全村每条小巷，全村有变压器１４台，电源直达河边田头，电
力灌溉９２％，电话、有线电视、网络接通家家户户。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数村民缺衣少粮，生活困苦，住房多为平房和土坯草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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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农民分得土地，生活逐步改善。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水利实施的完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吃住有了

基本保障。１９７６年，全村农民年均收入 ７４元。部分农户拆旧翻新，建造砖木结构平瓦房，改善居住条件。
改革开放后，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办企业兴起，大部村民亦农亦工，家庭收入不断提高。１９８５
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４１２元，粮食产量翻番，温饱不愁，穿戴讲究美观，的确良取代老棉布，滑雪衫取代老棉
袄。１９８６年后，翻建楼房进入高峰期，至１９９５年，７０％的农户改建或新建小楼，电视机、自行车普及到每户。
１９９６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２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年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２００５年取消农业税，田亩直补，土地经
济效益大幅提高。水田转入大户承包，剩余劳力转移务工经商。２００８年，农民人均年收入７２００元，饮食由
温饱型向健康型转变，楼房注重外型美观和内部装潢，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家家都有，电瓶车取代自行车，

手机、数字电视普及到人到户，穿戴讲究时尚。２０１５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１６６２０元。居住注重舒适环保。
三分之一的农户有小汽车，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村内１１位“五保”老人得到供养，１５人享受低保，２０２
位老人享受老年补贴。

　　五、特色选介

１．虬山之战
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年）６月９日，民国政府军５２师３１２团进驻葛村、虬山。第二天，团长唐德召集地方人

士召开联席会议，布防抗日战事。６月１１日拂晓，日军从四面围攻３１２团，双方激战两天，１２日夜１１时左
右，３１２团向南撤退，并派１个连携带两门炮在白鹿岗公路边埋伏。日军得知３１２团撤退，即从溧水等地派
两辆军车拦截，被３１２团伏兵击毁。虬山战斗共毙伤日军３００余人，其中击毙大佐（香垣）１名，３１２团阵亡
３０余人，伤８０余人。《陆军第五十二师阵中日记》载，命令通报（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７日）接３１２团电：金山寺上
葛村之役，虬山正西及西北毙敌４００余人，公路上毙敌３０余人，敌我比较，敌死伤多我２０倍以上。

２．虬山水库
虬山水库位于虬山东侧，集水面积２８．９０平方千米。１９６３年，总库容１０９９万立方米，是句容位置最低，

库容最大的小（一）型水库。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动工兴建，１９６０年底一期完工。１９８８年春，省水利厅投入８０万元实施水库除险加固达标
工程。２００９年１月，投入２８９万元进行新一轮除险加固工程。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通过省水利厅竣工验收合格。
２０１５年，水库总容量１２２１．６２万立方米，灌溉面积１．０１万亩，其中自流灌溉１３００亩。

３．庆贺寺与丁沂墓
《光绪续纂句容县志》载：虬山寺也叫庆贺寺，修于南宋景定年间（１２６０—１２６４年），初名庆和寺，寺内供

奉的菩萨为宝志和尚即南梁的志公禅师。逢干旱年份，乡民便抬出宝志和尚塑像举行仪式，以祈求雨，灵

验，甘露落雨，乡民争相庆贺，由此得名。庆贺寺于明永乐十五年（１４１７年），并归郭庄圆教寺，毁于“文化大
革命”时期。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高淳丁氏后人带着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年）大修《永丰丁氏族谱》到虬山祭祖寻根。族谱收
录《明故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靖庵丁公墓志铭》，墓志铭记略：墓主丁沂，字宗鲁，号靖庵，生于明成化

八年（１４７２年），世居溧水麻山，诗书传家。弘治壬戊（１５０２年）进士。乙丑（１５０５年）拜南京刑部广西司主
事。壬申（１５１２年），历陕西司署郎中。丙子（１５１６年）赈济湖湘，活者千计，同僚奏疏：天下清政第一荣。嘉
靖元年（１５２２年），迁广东左参政。丁亥（１５２７年），转湖藩左辖，寻升副御史。嘉靖戊子（１５２８年）卒，享年
５６岁，敕祭葬于句容上容乡庆贺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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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虬北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３

书记 主任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夏学文 １９５８—１９７４年 王大礼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

蒋龙玉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 赵克勤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年

李志福 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 李志福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

蒋万余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 尹修生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

尹修生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 蒋迎奉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

蒋迎奉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 王新成 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

王新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李章喜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李章喜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李志巧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蒋万新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蒋万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蒋士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王新松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 — 赵让荣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 — 蒋士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第十八节　五渚坊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１９　五渚坊村办公楼

五渚坊村地处郭庄镇的东部。东邻葛村村，西

接金星、芦亭、虬北，南濒虬山水库，北倚赤山湖风

景区。宁茅公路横贯东西。东西宽约２．７０千米，南
北跨度约３千米，总面积７．５７平方千米。２０１５年，
耕地总面积 ６１２６亩，其中水田面积 ４５０２亩，旱地
１６２４亩。下辖１１个自然村，３０个村民小组。境内
从事玻璃钢制作、工艺品制作以及基础导管制造等

１０余家民企。
五渚坊村，明清时期，隶属上容乡；民国时期，

先后属金山乡、虬山乡、葛村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又先后属金山乡、虬山乡、赤山公社、葛村公

社；１９８３年，隶属葛村乡；１９９４年，隶属葛村镇；２００５年底，郭庄镇与葛村镇合并后，隶属郭庄镇。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８月，五渚坊村是金山乡乡政府所在地。１９５３年，成立金山、杨西坝、五渚坊、前村、埝北、

下马岗等１０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６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金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埝北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成立金山大队、埝北大队。１９８３年，金山大队、埝北大队更名为五渚坊村、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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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２００４年，五渚坊村与埝北村合并为五渚坊村，下辖杨西坝、胡家棚子、山顶上、窑墩上、小前村、大前
村、五渚坊、上岗头、下村、埝北、下马岗等１１个自然村。２００８年，在五渚坊村发现土墩墓群证明，早在西周
时期，这里就是一处繁华部落；元《至大金陵新志》记载：五渚、上容乡五村之一；《句容地名录》记载：过去，四

周皆水，中有陆地五处，名五渚，坊指村。２０１５年，全村有１１２９户３７０３人。１４７个姓氏，其中周、赵、王、陈、
刘等姓氏占全村人口总数５８％。有少数民族８个共１５人，分别是壮族、布依族、白族、苗族、回族、仡佬族、满
族、彝族。

境内属半圩半丘陵地区。东南低西北高，呈高岗、坡地、田冲、河沟、池塘、圩等多样形体。属秦淮河支

流水系。土地资源丰富，山地面积占１／４。主产水稻、小麦。岗坡、旱地多宜种植山芋、花生、黄豆、油菜、芝
麻、西瓜、棉花、甘蔗等五谷杂粮和经济植物。荒山、荒地土质更适合种植茶叶、葡萄等经济作物。

改革开放后，五渚坊村、埝北村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挖掘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民生工

程，全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２０１５年，全村水稻单产６２６公斤，小麦亩产３２５公斤，油菜亩产２００公斤左右。
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５６元，人均居住面积５７平方米，从业人员２０３２人。先后获得江苏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村、
农业农村工作先进单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先进集体、社会治安安全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先进集体等

荣誉称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境内属半圩半丘陵地区，岗坡起伏较大。村民世代以农为主，兼种五谷杂粮，而农业生产多受天气影

响，易涝易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有一些简易的水利设施，但农业生产大多是靠天收。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先后修建南（西）河、虬山水库、下村水库、西撇洪沟。１９７７年，兴修下村小型水库１座、筑坝１
座，灌溉面积４５０亩。先后建有王家山抗旱机台、西村抗旱机台、埝北抗旱机台等８处，灌溉里程３０余千米，
受益面积２５６０亩。开展以平整土地，格田成方、修筑机耕路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既方便机械作业，又利
于农资、粮食运输。１９７５年起，进行耕作制度改革，先后有旱改水、单季稻改双季稻，籼改粳等一系列改革措
施。粮食产量有了很快地提高。１９７５年，全大队双季稻种植面积２１００亩，当年水稻总产量１０５万公斤，亩
产５００公斤。１９８１年起，五渚坊大队、埝北大队相继实行土地联产责任制。１９８３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向高效农业转型，涌现出赤山湖水产养殖、杨西坝水产养殖，养殖面积１０００余亩，
２００９年后，种植沙培无土草坪４００余亩。投资商租赁荒地办起农业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四聚峰农业园、绿
泉庄生态园等。

２．工商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有碾坊、小杂货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供销社在金山、五渚坊、埝

北等村开设双代店。１９６４年，五渚坊、埝北村利用岗坡地上的黄粘土兴办小型砖瓦窑场。１９７０年起，五渚
坊、埝北两大队开办玻璃钢厂、油毡厂、印刷厂。１９８３年后，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集体企业发展受到制
约。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先后开办包装厂、扑克牌厂、预制品厂、服装厂、玩具厂、导管厂、法兰厂等１０余家私营
企业。进入２１世纪后，农资出售点、小商店、小超市遍及各自然村。至２０１５年，境内规模效益较好的企业有
明美礼品有限公司、球峰有限公司、中锦工艺品厂、隆发玻璃钢厂、宇球玻璃钢厂、长生导管厂等一批民营企

业，全村从业人员２０３２人。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五渚坊、埝北两村的教育以私塾为主。１９５８年，提倡“村村办小学，儿童都读

书”，五渚坊、埝北两个大队创办２所初级小学。１９６４年，两大队各有１所初级小学。１９７０年，小前村、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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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创办１所初级小学。１９７５年，五渚坊初小、埝北初小升为完全小学，并在校内增设初中部，更名为五渚坊
“五七”学校、埝北“五七”学校。１９７６年９月，五渚坊大队自建教学楼１幢，共计２２间，创办金山中学。１９８０
年，金山中学的高中部撤并至葛村中学。１９９５年，金山中学并入葛村中学。仍恢复五渚坊小学。２００２年，埝
北小学撤并到葛村中心小学和五渚坊小学。２００６年９月，五渚坊小学及幼儿班撤并至葛村中心小学和葛村
中心幼儿园。至２０１５年底，五渚坊村有大专以上学历１８０余人，其中本科以上（含本科）４６人，现有在校学
生１７８人就读于小学、初中、高中。

２．文化
村内历史文化底蕴厚重，五渚坊村的土墩墓群可以证实。早在西周时，这里已是一座繁华村落。此处

的香会，据记载：自清咸丰年初，兴起的香会。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或二十八）至二月初八，全村的人都去

参加，邻近的村民也前去焚香捐资。香会期间的重头戏—跳鼓，此舞极为出彩，故当地有句俗语：不打你，不

骂你，五渚坊的跳鼓死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宣传时事政治，组建文娱宣传队，利用农闲之际，表演小节目，唱革命歌曲。

１９５７年，五渚坊村组建古装戏班，远近闻名。下村的舞狮队、杨西坝的花船队，在节假日和庙会上表演也十
分精彩。到８０年代初期才相继解散。１９７０年起，实现户户通广播。１９８３年后，电视机逐步进入农户家庭。
１９９７年，有线电视进村入户。２００５年后，互联网宽带覆盖全村。２０１０年，建立老年活动中心，农家书屋，为
百姓提供娱乐、学习的场所。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老年活动中心１处、健身广场４处、农家书屋１所，藏书２０００
余册、棋牌室遍及各自然村。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差，村民缺医少药，传染病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重视发展卫生事业。１９５８年，大力开展“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以及防疫工作，使麻疹、天花、白喉、伤寒、
霍乱等传染病得到控制并逐步消灭。１９６５年，五渚坊、埝北两大队组建医务室，培养和配备“赤脚医生”，每
个医务室配有１—２名“赤脚医生”，集中培训学习新法接生。各生产小队配备１名卫生保健员，并配置小药
箱，方便社员看病吃药。１９８１年后，农村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变为个人行医。１９９９年，全面恢复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３年，实行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减轻农民的就医负担。２００７年，全村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参保率为９０％。２０１０年，全村进行改厕改水，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同年，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和
“双清双美”活动，废除露天茅厕，新建公共厕所。自然村兴建２—３座垃圾房（站），设１名保洁员，家庭设有
卫生间。至２０１５年底，全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人数２８４０名，占应保人数的９９．２０％。

４．基础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与村都是小路，坎坷不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道路进行取直裁弯与

拓宽。１９５８年，后郭公路通车，横贯埝北村。是年，村内在广播线上接电话。１９７０年起，开始修建机耕路。
后来，在村与村的机耕道上铺上沙子、石子，晴雨天能通农业机械。１９７１年后，全村通上电，结束了靠煤油灯
照明史。１９９６年，五渚坊、埝北两村吃上虬山水库直供水。是年，程控电话线通入境内，农户开始安装电话。
１９９９年起，农村电网改造，电源陆续接到农户塘口田头，便利农户用电灌溉及其他作业。２００７年起，五渚坊
村至每个自然村道路都铺设水泥路面，每个村子巷口也进行了硬化，总长２０．５０千米。２０１０年，全村自来水
管网接通南京自来水管网，水质达国家饮用标准。２０１３年，电力扩容，新增变压器１２台，使电压不稳的状况
彻底改变。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数村民无生产资料，缺衣少粮，生活困苦，住房大多是平房土坯草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分得土地，吃住有了基本保障，人民生活逐步改善。１９７０年后，部分农民开始拆除
土坯草房扩建成里生外熟的平瓦房。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特别是１９７５年，全大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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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双季稻２１００亩，当年水稻总产量１０５万公斤，很多农户拆旧翻新，建造砖木结构平瓦房。１９８１年后，五渚
坊村相继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许多村民从事经商，少数人办起私营企业，大部分农民亦农亦工亦商，人民

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１９８５年，村民赵世寿、张元太搞家庭副业，当年收入超万元。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间，人民
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开始讲究荤素搭配，注重营养。穿着西服，滑雪衫替代棉袄，多数农户陆续开始兴建

２—３层小楼。电视机、自行车、摩托车普及到每家每户。２００３年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２００５年，国家取消
农业税。２００６年，实行田亩直补等措施，土地经济效益得到提高。农田转入大户承包，剩余劳动力转移务工
经商。２００８年，人均纯收入 ７５００元，助力车、电瓶车取代自行车，少数村民开始购买小汽车。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村民生活步入小康，饮食由温饱型向健康型转变，农民住房质量进一步提高，楼房注重外型美观、内部装

潢漂亮。冰箱、空调、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部分农户拥有小汽车，手机、数字网络电视得到

普及。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基本完善。至２０１５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５６元，人均居住面积５７平方米，从
业人员２０３２人。

　　五、特色选介

１．香会
又称过会，亦称慈善会。香会是每年正月二十七或二十八（分大小年）至正月初八止，历时十一至十二

天。全村男女老少都去参加，四面八方的老百姓也前去焚香捐款。主要内容有动会、跳鼓、跑羊、祷喜、唱

戏、纳会等活动。旨在神灵降福祈祥，保一方平安。二月初八下午散戏后，举行纳会（也称落会）仪式。过会

的几百号人在锣鼓喧天、旌旗招展、抬着菩萨、放着鞭炮和铳声中排着长队穿村而过，一直到村东的“龙源

观”处歇脚、烧香、放炮、祭拜神灵，为期十一二天的香会到此结束。香会结束后，村里长者（即主持人员）将

所捐款项日后用来行善积德、造福一方。（２０１６年底，五渚坊香会成功申报为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２．跳鼓
香会期间的重头戏—跳鼓，自清咸丰年初，五渚坊已兴此舞。多在乡村万年台演大戏的间隙表演。此

舞粗狂热烈，亦极累人，最壮的汉子也只能跳三、四分钟。两人为一组，哪对坚持的时间最长，方为胜者。表

演时，数十里外的大汉也特地来参赛，以决雌雄。五渚坊的青年往往是胜者。

县文化馆的信维毅，将跳鼓整理加工后参加镇江市“金山之春”文艺调演，获创作、表演二等奖。

３．人民群众抗日战事
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一天，３个日军从天王寺据点里窜到葛村五渚坊村，在村西，１个日军抓住１

名妇女，该妇女大呼救命。赵存友听到后，立即从家里跑出来，迅速从背后抱住该日军。日军拔刺刀刺向赵

存友，于是赵被刺了一刀，鲜血直流。赵并不畏惧，又从后面抓住了敌人的胳膊，周围乡邻闻讯纷纷赶来，用

锄头把日军打死。随即，乡亲们又打死了另１名日军，还有１名日军见势不妙躲了起来，趁天黑逃出了村庄。

　　六、其他

１．烈士英名录
丁大林（１９２７—１９５１），男，五渚坊人，１９５１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周宜顺（１９４９—１９９１）男，五渚坊人，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３日，因抗洪抢险牺牲，７月２４日，江苏省政府批准为

革命烈士。

２．省级以上（含省级）劳模、先进个人名录
陈养保，男，五渚坊人，１９８５年被国家卫生部授予“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称号。
周笃松，男，五渚坊人，１９８８年被国家邮电部授予“全国优秀积极分子”称号。
周道钧，男，五渚坊人，１９９１年被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育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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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五渚坊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４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闵正亮 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 周笃芳 １９５７—１９７０年

尚远鑫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 尚远鑫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

周宜柏 １９７１—１９７９年 周道坪 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

周道坪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 刘世兴 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

周隆生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 周宜清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

刘世兴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 宗邦福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

周宜清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 秦　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

宗邦福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 宗邦福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

周宜清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００１年７月 赵贞富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

端礼才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端礼才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许继义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３月 — —

王忠田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０４年９月 — —

曹　勇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 —

周龙才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 — —

王海明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９月 — —

周道才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１９５８—２００４年埝北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５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史历根 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 陈献荣 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

陈献荣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４年３月 刘仁才 １９６４—１９８８年３月

赵春林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９８８年４月 赵　斌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９０年４月

赵存洪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９２年４月 周道本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９９２年４月

刘定和 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周龙才 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赵春春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赵祚福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赵祚福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６月 周龙才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周龙才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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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谢桥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２０　谢桥村办公楼　　

谢桥村位于郭庄镇北端，东靠赤山，南邻赤山

行政村，西交庄里，北与南京湖熟镇接壤。东西长

２．４０千米，南北宽 ２千米，圩区土地格方、平整，属
秦淮水系。全村总面积 ４．７２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４４３３亩，其中水田 ３４２５亩，旱地 １００８亩。５个自
然村，共 ９９７户 ２５９４人，其中男性 １２６７人，女性
１３２７人。方氏约６００人，杜氏约５００人，窦氏约４００
人，潘氏约 ３００人，４大姓氏占全村总人口的五分
之三。

谢桥村，明清时隶属临泉乡；民国 １８年（１９２９
年），属六区谢桥乡、杜泽乡；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

属四区谢桥乡；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属郭庄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４９年７月，属六区谢桥乡；１９５８
年１２月，属郭庄人民公社；１９６２年１月，属谢桥人民公社；１９６５年，属郭庄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属郭庄乡；１９９３
年，属郭庄镇；２００８年，划归赤山湖管委会托管。１９５３年，谢桥村组建５个初级农业合作社。１９５６年，合并
为谢桥高级农业合作社。１９５８年，成立谢桥生产大队，办公地点设在谢桥村，下辖１个林业队和谢桥、窦家
边、杜泽、梅家边、方家边、长岭头６个自然村，１６个生产小队。１９８３年，生产大队更名为行政村。１９８５年，
县地名普查，方家边、梅家边合称方梅。２０１３年，５个自然村整体拆迁，村委会办公室迁至机场路谢桥段北
侧。（２０１６年，全村居民全部安置在郭庄集镇丹湖小区）。

改革开放后，谢桥行政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全村经济和各项

社会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１９８０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９８元。２０１５年，人均收入１７２１６元，８５％的农户住
上楼房，各项指标均达到省定小康标准。先后获得句容市“五一劳动奖状”“句容市文明村”“句容市先进集

体”等１４项荣誉称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境内背靠赤山，整体东北高，西南低，易涝易旱，方家圩地势低，最易受灾。大部分水田分布在３个圩区，

方家圩８１０亩，百丈圩９６５亩，白米圩６５０亩。村民世代以农业为主，粮食以水稻、小麦为主。油料主要生产
油菜，兼种花生、芝麻，山芋种植面积也较大，棉花较少。当地有谚语：三年灾两头，牛屎巴晒墙头。明清时

代，村民就修筑圩堤，开沟撇洪，但财力物力有限，总是治标不治本。解放后，政府注重水利建设。１９７２年，
朝阳坝电力排涝总站竣工，改变百丈圩水系，百丈圩与方家圩连成一体。１９７３年，谢桥潘家村用３０亩水田
与江宁徐香村山地调换，开通三益港（小河道），起于外河徐香村，止于谢桥文涵，全长２．８０千米。在徐香村
外建三益闸，涵洞属引排式，孔径３．５０米，洞身长３３．６０米，门高５．５０米，钢筋混凝土结构，１９７６年竣工，总投
资７．９０万元，（２０１５年，三益闸由湖熟镇管理）。涝有朝阳坝总站排水，旱有三益闸涵洞引水，确保圩田旱涝
丰收。同年，赤山撇洪沟完工，全长２千米，来水面积２平方千米，将赤山洪水直接引入秦淮河，减轻百丈圩
的压力。１９８０年，全村格田成方３片１２０亩，改造低产田８０亩。１９８６年，修筑机耕路１２千米。２０１３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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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田电网架设１８千米，电力灌溉覆盖面９５％。１９７２年后，随着水利设施的完善，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产
量逐年提高。１９７８年，粮食亩产４００公斤（含双季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１９８６年，水稻亩产６００公斤，小麦亩产２５０公斤，油菜亩产１２０公斤。１９８８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部分农田
转种甘蔗、西瓜等经济植物。１９９５年，全村经济植物种植面积２４０亩，亩产经济效益翻番，水稻亩产６５０公
斤。１９９８年，部分农户油菜亩产高达１６０公斤。２００２年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转型。２００６年，
有经济植物种植大户 ４家，养鱼、养虾大户５家 ６２０亩。２００８年，水田承包大户 ６家、共计 １２００亩。２０１３
年，杜泽村有１家苗木农庄。全村耕地亩产经济效益９００元。１９５８年，林业队有山地４２０亩，栽桑养蚕、种植
茶树，茶叶自产自销，兼种山芋。花生等。１９７４年，在赤山荒坡上开辟３０余亩桃园，栽种５００余亩竹林。沿
山路、撇洪沟栽种数千棵速生木材树大广杨（通天柳），林业队更名为赤山林场，总面积１０００余亩。１９７８年，
林场总收入６０７２元。１９９８年，赤山林场由个体户承包。２００８年，由赤山湖管委会托管。２０１５年，有林地
８９０亩，其中竹林２５０亩，公墓占地１５０亩。

２．工商业
民国时期，境内有油坊、砻坊、豆腐坊等小作坊。谢桥有１家百货店、１家杂货店，杜泽村、窦家边各有１

家小商店，出售火柴、煤油、食盐等生活日用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店全部改为供销社代销店。１９５８
年，在赤山办过钢铁厂。１９６４年，大队创办粮食加工厂，为村民碾米、磨面、加工饲料。１９６９年，林业队开办
窑场，烧制青砖。１９７０年，谢桥村杂货店、百货店规模较大，面积４００平方米，进货用长盆在百丈圩河道上运
输。农资供销店，出售农药、化肥、柴油。谢桥生猪食品站，收购生猪，出售猪肉。郭庄信用社在谢桥村设信

用点，承办周边农户的存款、贷款业务。郭庄粮站在杜泽村西设代办点，负责周边村的粮食收购。１９７６年，
开办谢桥文具厂。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注册“苏容”牌宣传色（墨汁）。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５日，注册“金山”牌油
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创办谢桥羽毛球厂。１９８１年，开办谢桥皮鞋厂。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５日，注册“苏容”牌皮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队企业、私营建筑小队、私营商店，外出经商户随之增多。１９９４年，全村有羽毛球
厂、红砂厂、五金厂、雕塑厂等大小企业１３家，谢桥羽毛球厂规模较大，全厂有职工１３０多人，年利润２００万
元。私营建筑队４家，个体小商店遍及每个自然村。外出经商 ３８户。１９９９年，红砂厂等一些企业停办。
２０００年８月，羽毛球厂改制，转为个人承包，实施机械作业，半成品加工成成品羽毛球。２００６年，谢桥羽毛球
厂更名为郭庄体育用品厂。２０１３年，郭庄体育用品厂有职工４０余人，年总产值１８０万，上缴税收１０万元。
全村有企业９家，大小商店１１家。同年１２月，全村整体拆迁。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民国时期，谢桥村潘善恒先生设馆，开办私塾堂；杜泽村的杜文能在祠堂开办简易私塾堂；窦家边的窦

贤春在香堂庙创建私塾堂，这些私塾堂有学童１０—１５人不等，大多是富家子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
后开办谢桥、杜泽、窦家边３所小学。１９５８年，谢桥小学有１—６年级６个班，杜泽、窦家边为初级小学，小学
附设速成识字班，开展成人扫盲。１９６４年，谢桥小学五、六年级发展到双班，在校生２０８人。同年，小学设冬
学班扫盲。是年，开办谢桥农业中学（简称农中）。１９６５年，有２个班，６５名学生，教师３人。１９６９年后，逐
步撤并。１９７１年，谢桥小学增设初中部，称“戴帽子”初中，也叫“五七”学校。１９７８年，小学增设幼儿班。
１９８５年，谢桥“五七”学校小学部整体迁至张朝路杜泽段北侧、粮站对面，占地２５亩，建筑面积２０８４平方米，
同时，杜泽、窦家边教学点撤并到谢桥小学。初中部更名为谢桥初级中学，另招朱巷、庄里、黄南、赵巷学生。

１９８６年，初中６个班，在校生３４３人，教职工２０人，全村儿童入学率９７％，成教达到省定扫盲标准。１９９２
年，谢桥初级中学撤并到郭庄中学和二中。１９９５年，谢桥幼儿园发展到双班，有儿童 ７４人。１９９６年，全
村青壮年非文盲率９９．５０％。２０００年，幼儿园实行３年制，分大、中、小班。２００９年，谢桥小学撤并到郭庄
中心小学，保留幼儿园。２０１３年，全村拆迁，幼儿园撤并到郭庄中心幼儿园。至 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大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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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历１５６人，其中本科６９人，在校学生１０６人，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９人，杜泽村有一人在广西大学任
教，副教授职称。

２．文化
谢桥村村庄古老，文化底蕴丰厚。光绪《续纂句容县志》记载：古宏通庵，在谢桥村前，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僧松月募建。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陈文涛等捐建独翁石拱桥，造型独特，桥体坚固，后人为感谢
他，取名谢桥，村庄由此得名。窦氏、杜氏祠堂、方姓香堂建筑考究，梅氏祠堂墙壁打磨光滑。２０１３年，挖掘
发现一方残碑，上有“太学生”字样。句容县令丁宾（明朝），宋楚望（清朝）百丈圩治水有方，称贤令。村民

为感公德，在谢桥村东南圩埂旁建丁宋二公甘棠祠以供奉。民间节日，在谢桥村南古庙前唱大戏（古装戏），

时有龙舞、花船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文体活动逐步取代传统文艺形式。１９６６年，部分古建筑
毁于“破四旧”运动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队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样板戏，群众唱革命歌曲。

１９７０年，有线广播进入每户。１９７６年后，公社电影队经常到村放露天电影。１９８２年，谢桥大会堂改建成乡
村电影院。１９８５年后，电视机逐步普及，村民文化生活多以电视节目为主。１９９１年，成立老年协会。２０００
年，有线电视进入农户。２００５年，实施体育健身工程。２００８年，全村健身娱乐场所２处，安装健身器材，部分
村民晚间跳广场舞。２００９年，开办农家书屋，藏书２０００余册。２０１０年，互联网宽带进入农家。２０１５年，老
年协会活动中心有图书室、阅览室、棋牌室、健身室，外有体育活动广场，会员４５０人。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缺医少药，村民生病用土方法治疗，传染病流行，婴幼儿死亡率高。１９５３年，县

医疗队到村巡医，农村接生婆参加培训，学习新法接生。１９５８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种牛痘、吃药丸预防传
染病，使麻疹、伤寒、白喉、天花、流脑等传染病得到有效的控制，新生儿存活率大幅上升。１９６５年，大队成立
医务室，郭庄医院派来１名医生，大队配备２名“赤脚医生”，各生产小队配备１名卫生员。１９６９年，建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缴费０．４０元，生产小队代扣，大病按比例报销。１９８１年，农村合作医疗停办，“赤
脚医生”变为个人行医，儿童预防接种仍由医务室负责。１９８６年，全村儿童预防接种率１００％。１９９９年，恢
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０３年，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４年，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双清
双美”活动，废除露天茅厕。２００６年，各自然村建垃圾站，设保洁员。２００８年，进行改厕改水，全村新建加盖
公厕４所，家庭卫生间下设化粪池。２０１０年，医务室改建成标准化卫生服务站，添置设备，改善医疗卫生环
境。２０１３年，全村有垃圾池９个，保洁员５人，全天保洁。２０１５年，全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２５３２
人，占应保人数的９８％（２０１６年，卫生服务站迁至丹湖小区）。

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内有石板路，村外皆土路，村民饮用水来自村边沟塘，靠肩挑手提，雨季河水

浑浊，明矾沉淀，晚间照明用油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础设施日益改善。１９６１年，县开工修筑张谢
（张庙至谢桥）公路。１９６２年，通三岔并延至谢桥，路基宽７米，碎石路面３．５０米。１９６８年，新建谢桥大会
堂。１９７０年，全村通电，从此结束油灯历史。１９７７年，修筑文涵至百丈公路（路基），未铺石子，后废。１９８４
年，将张谢公路延伸至宁溧公路新朝阳桥北端，称张朝线。１９９５年，电话线架设到村，部分农户用上程控电
话。１９９６年，建自来水塔，村民用上自来水。１９９８年，实施农网改造，改用标准电杆１０６根，彻底解决电力不
足问题。２００２年，出村主路铺设水泥路面１２千米。２００７年，市修建机场路，途径谢桥，从此谢桥交通得到彻
底改善。２０１０年，全村自来水与南京自来水管网接通。２０１３年，水泥路面覆盖村内每条小巷。有线电视、互
联网接通每户。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民无生产资料，圩田易涝，生活困苦，住房多为平房和土坯草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分得土地，人民生活逐步改善。１９７２年后，随着水利设施的完善，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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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逐年提高。１９７６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９０元，部分农户拆旧翻新，建造砖木结构的平瓦房，改善住舍环
境。改革开放后，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村办企业兴起，大部分农民亦工亦农，家庭

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１９８５年，农民人均收入４５８元，温饱无忧，穿着注重时尚，的确良、
滑雪衫开始流行。至１９９５年，８０％的农户住上２层小楼，电视机、自行车普及到每户。１９９６年，全村农民人
均收入２０８０元。２００２年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２００５年，取消农业税。２００６年，田亩直补，土地经济效益
大幅提高。２００８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７６００元，饮食由温饱型向健康型转变，住房注重外型美观，内部装潢
环保。２０１０年，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电瓶车取代自行车，手机、数字电视、网络普及到每家每户。
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收入１５０００元，３８％的人家有小汽车，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村内８位“五保”老人得到
供养，３３人享受低保，４８０位老人享受老年补贴。

　　五、特色选介

１．李桂荣烈士
李桂荣，１９２２年出生于无锡市的一个工人家庭，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新四军。１９４４年，他任新四军某

部后勤部部长。这年９月，他和战士小吴奉命化妆去南京，把地下党组织购买的一批布匹运往茅山抗日根据
地。２８日这天，他们把布匹运到了杜泽里（后改为杜泽，当时村上有新四军秘密交通站），等待茅山交通站来
人领取。一名姓窦的汉奸发现异常，向驻扎在三岔张古墩伪军告密，伪军出动一个连，包围杜泽村搜捕李桂

荣，李桂荣和小吴迅速上了房顶，准备痛击伪军部队。再一看，伪军抓了许多老百姓，让他们走在前面。李

桂荣担心向敌人开火会误伤无辜乡亲，命令小吴隐蔽突围。小吴走后，李桂荣为吸引敌人，他在房顶站起

身，故意向敌人喝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伪军生怕李桂荣射击，赶紧开枪。牺牲时，李桂荣才２３岁。杜泽
村民把他安葬在村南，后迁至赤山（西面）脚下。１９９９年，各方捐款，清明节，李桂荣烈士墓（水泥）修建
一新。

２．赤山围歼战
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３日，新四军二支队获悉湖熟日军要去三岔成立维持会，副司令员廖海涛率

四团三营到赤山脚下窦家边设伏。上午９时左右，日军吉田中队１００多人进入伏击圈。新四军激战４小时，
歼灭吉田中队等１００多名日军，活捉２人，缴获步枪６０余支，机枪２挺，九二步兵炮１门。

　　六、其他

１．村庄记忆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谢桥行政村整体拆迁，谢桥、窦家边、杜泽、方梅、长岭头５个自然村从此消失（２０１６年，村

民安置在郭庄集镇丹湖小区）。

２．英名录
潘良全，男，生于１９３２年，谢桥方家边村人。１９５０年参军，战士，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谢桥行政村（大队）主要干部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６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杜志俭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马文福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９７１年１２月

杜志伟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窦长顺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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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谢桥行政村（大队）主要干部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６（续）

党支部 村委会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赵传根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４年１１月 方长福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９８２年１１月

方明照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方明照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方循顺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方循顺 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 — 潘林海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第二十节　赤山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２１　赤山村办公楼　　

赤山行政村因赤山得名。位于郭庄镇东北，东

和芦亭村相接，南和金星村毗邻，西和庄里村接壤，

北边与张朝公路相连。赤山村与赤山湖国家湿地

公园紧密连接，距宁杭高铁句容西站 ４千米，距南
京禄口国际机场 １５千米，离句容市区 １５千米，距
郭庄集镇８千米，２４３省道穿境而过，金赤公路南北
相通，村内水泥路面通达各自然村，交通十分便捷。

全村面积７．５１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４３４２亩，其
中水田３６６９亩，旱地６７３亩，另有林地７１５亩，水面
（包括低洼田）１１３２亩，茶园７８亩，葡萄、果林１３５
亩，境内有丰富的红砂资源。２０１５年，全村１００３户

３３５７人，其中男性１８２８人，女性１５２９人。
赤山村辖１２个自然村，２７个村民小组。２０１３年，村庄整治时，拆迁５个自然村，２０１５年辖７个自然村１

个居民小区。全村主要有 ９大姓氏，其中赵氏占 ３１％，陈氏占 ２９％、刘氏、戚氏、孔氏各占 ８％，其他姓氏
１６％、孔社教育基地坐落在毕家边自然村。

明清时期，赤山行政村的黄南村是句容城南最大的集贤村，分上下八贤。民国时期属汤巷乡管辖。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３年初级社时期，黄南村归谢桥乡，赵巷村归三岔乡。１９５６年，高级社时期，黄南、
赵巷划归谢桥乡。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成立后，黄南、赵巷属郭庄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改为
行政村和村民小组。２００４年，行政村区划调整，黄南村和赵巷村合并，组成新的赤山行政村。辖后头陈家、
大赵巷、小赵巷、徐家边、胡埝里、南陌东、南陌西、头首村、黄立墅、小黄立墅、张家村、戚家湖、毕家边１３个自
然村。２０１３年，因村庄整治拆迁，后头陈家、大赵巷、小赵巷、徐家边、胡埝里５个村，组成丹湖小区。

改革开放以后，赤山村因地制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引导村民开展多种种植，发展

家庭副业，全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全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７６年的８７元，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
１７９６７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优异成绩。多次获上级表彰，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获句容市政府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９年６月，赤山村党支部被句容市委授予先进党组织；２０１２年６月，赤山村党支部被
句容市委授予先进党支部；２０１３年４月，句容市委市政府授予赤山村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１４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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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委市政府授予赤山村先进集体；２０１５年１月，镇江市政府授予赤山行政村毕家边自然村美丽宜居乡
村奖牌。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民以农耕为生，以水稻、小麦、油菜为主。由于赤山村全境地处丘陵和低洼

圩区，农业设施落后，易旱易涝，十年九灾，农民生活非常贫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农业生产，发动人民大力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粮食逐年增多，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１９５８年人
民公社化后，赤山村在南陌村建造排灌电站，受益面积 ２１００亩；接着又建造了蔡家排灌站，受益面积 １７００
亩。１９６３年，建造抗旱排涝翻水站，受益面积２１００亩，１９７６年，建造小心圩排涝站。１９８０年初，县、社、队三
级共投入资金４３０万元，新建赤山湖小圩区排涝站２座，总动力１５０千瓦时，扩建３座小型排涝站，总动力
１６０千瓦时，翻建４座旧电站。１９９２年，建赵巷村排涝站。２０１５年，赤山湖小心圩排涝总站建成，每秒流量
１．５０万立方米，为全村农业生产旱涝保收创造条件。１９７８年，全村粮食总产９８０吨，单产３００公斤。２０１５
年，粮食总产１９８０吨，单产５００公斤。２０１０年，村里把９８５亩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

１９９６年底，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黄南村内的７００亩低洼田改造成特种水产养殖，培育珍珠；赵巷
村５００亩低洼田改造成稻田养虾。２０１０年后，多种形式的专业户涌现，村里有大棚蔬菜种植户２户、苹果、
葡萄专业户２户、鱼苗繁殖户３户、养鸡专业户１户、养牛专业１户、养羊专业户１户，林果茶新型产业正在
村内兴起。

２．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有油坊、糖坊、酒坊、磨坊、豆腐坊，这些作坊以家庭经营为主体，规模小，

以粮油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大都在当地销售，方便人民的生活所需。１９６０年，黄南、赵巷大队创办粮食加工
厂，为村民加工大米、油料、饲料等。１９６３年，村里开办油坊和酿酒厂。１９７０年，社队工业兴起，赤山村相继
开办窑厂、红砂厂，窑场有３０多人从事砖、瓦烧制工作，红砂厂有５０多人从事红砂的开采，年产值百万元，利
润１０万元。改革开放后，村办工业兴起热潮。１９７９年，黄南化工厂、赤山皮鞋厂开工建设。１９８０年，赤山皮
鞋厂、黄南皮鞋厂建成投产。１９８３年，黄南、赵巷各开办私人五金加工厂１家。１９９２年，黄南球厂投产，市场
销路较好。２００３年，村办企业通过承包、租赁方式转变成个人企业。至２０１５年，赤山村境内继续生产的个
体企业有：伟伟五金加工厂、锦恒机械厂、锦腾机械厂、本荣五金加工厂、映怀五金加工厂。

３．商业
１９５８年初，村内第一家代销店由郭庄供销社开办、落户在黄南中首村。１９６０年，赵巷村代销店落户在大

赵巷村。１９９１年，改制为个人承包店。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境内有小型超市３家，农资生产超市２家，代销店５
家。２０１５年，村里把个体店整合起来，扩建为生活便民超市。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南陌村在赵家祠堂开办私塾，招收当地幼童入学。１９５３年，黄南村开办耕读小

学，招收１—４年级学生。１９５８年，更名为黄南小学，有学生１７６名，其中男生１２３人，女生５３人，是六年制学
校。１９６４年，赵巷村开办初级小学，招收１—４年级学生。１９７４年９月，黄南小学增设初中班，招收学生５４
名，当年在校学生２７９名，男生１９４人，女生８５人。２００３年，黄南小学和赵巷小学撤并到金星小学。至２０１５
年，全村有大专以上毕业生８６名，其中本科生７７名。

２．文化、广播、电视
南陌村是古村落，据刘氏家谱记载，１０００多年前，南陌村文人辈出，取名集贤村。刘氏族人刘贤才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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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在省城做官，又将集贤村改名为南陌村。

赤山村境内有寺庙４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２家，赵氏宗祠、孔氏宗祠，有烈士墓１座（新四军战士李桂
荣烈士之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逐渐丰富。农村通电后，１９６０年，“大喇叭”村村有，有线广
播进村入户。１９７０年后，露天电影在农村深受群众喜爱。１９８０年后，电视机在农村普及。１９９０年，有线电
视快速发展。２０００年，普及数字电视、网络宽带，农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进入２１世纪，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２００２年，村里投入１５０万元盖办公大楼，建文化活动室，农家书
屋，电子阅览室、健身广场、篮球场，组建老年协会，定期举办书画、棋牌、阅读，观光旅游等活动。随着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以美好家庭评比为抓手，推动文明村创建活动。群众文化生

活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格局。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卫生状况差，医疗条件简陋。传染病、多发病流行，人民群众缺医少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发展卫生事业。１９６５年大队配备“赤脚医生”，生产队配备卫生员，境内有
黄南、赵巷２个卫生室，做到患病有人治，小病不出村。１９６９年，农村实行统筹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缴费
０．４０元，由生产队代扣，大病按比例报销医药费。１９８１年后，农村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变为个人行医，
仍在原来卫生室为群众服务。１９９９年，恢复农村合作医疗。２００３年，村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当年
参保率７０％。２００５年，村里建造卫生服务站，配备３名乡村医生，增添医疗设备。２００７年，上级卫生部门投
资３５万元扩建２８０平方米卫生室，是镇江市第一批验收通过的全优卫生室。２００８年，村民全部参加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做到应保尽保，参保率１００％，群众直接受益，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是年，
每个自然村配备专业保洁员，设置垃圾收集房，做到垃圾由村收集，镇转运的长效保洁机制。２０１３年，村里
开展村庄环境整治，清除垃圾堆，消灭露天粪坑和灰堆，家禽家畜一律圈养。治理污染源，村民的生活环境

得到改善，毕家边自然村创建成镇江市美丽宜居乡村。

４．基础设施
解放前，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很差。村与村之间全是土路。村民饮用水来自村边沟塘里，

靠肩挑手提。照明是蜡烛、煤油灯。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逐渐改善。１９６０年，赤山村通电后，
家家户户安装电灯。１９７０年，村里修筑机耕路，连接各自然村，并逐渐向田间地头延伸，出村主路逐段铺上
石子。１９９０年，村里投资８万元把黄南至赵巷的路段铺成石子路。１９９５年国家对农网改造，村里增加变压
器８台，电源直达河边田头，２４小时随时用电。１９９７年，郭庄镇进行农路改造，金赤路铺成水泥路。２００８
年，２４３省道穿村而过。２０１３年，村内道路全部硬化，水泥路村村通户户到。１９９５年，黄南、赵巷各建水塔１
座，铺设１．３０万米自来水管，通到各家各户，村民用上自供水。２０１０年，全村自来水管网与南京自来水管网
连接，村民饮水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生活贫穷，度日如年。１９５０年，全村参加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有了属
于自己的土地，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领导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使粮食产量

逐年提高，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升。１９７０年，农村普遍建造砖瓦平房。１９８０年后，建造砖混
楼房。改革开放后，全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小微企业，使得经济快速增长，村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村上富

裕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办厂，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多，群众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９０年代起，饮食开始讲营
养，保健康，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村民大部分都住进混凝土套房式结构楼房，有部分村民还在城市买房居

住。２０１３年，后头陈家、大赵巷、小赵巷、徐家边、胡埝里５个村庄拆迁。村民不但住进高楼大厦，而且还领
到拆迁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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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住房面积５０平方米，拆迁户达６０—８０平方米。电动车、摩托车代替自行车，小汽车
进入普通人家，有的富裕家庭拥有２—３辆小汽车，全村有小汽车３２８辆。全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体系进一
步完善，有“五保”户１０户１１人，５人住进镇养老院，６人分散供养，低保户３９户６６人得到妥善安置。文娱
活动、卫生保健、旅游观光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时尚，人民生活进入小康。

　　五、特色选介

１．革命烈士刘正忠
刘正忠（１９２８—１９８４），赤山行政村南陌自然村人。１９８４年７月６日下午１时许，为救落水少年不幸遇

难。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７日，中共句容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句容县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２．镇江市最美宜居村———毕家边
毕家边原名笔架岗，紧连２４３省道。清朝光绪年间，由孔氏后裔６１代传人孔承春从原三岔乡青城埠迁

移到毕家边，孔氏后人根据当地地势、地貌取名笔架岗。２０１２年，江苏省孔子协会正式在毕家边成立，并建
造江南孔氏宗祠堂１座，次年被句容市授予道德教育基地。２０１３年，被评为镇江市最美宜居村。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０４年黄南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７

党支部书记 任职时间 主　任 任职时间

赵纯和 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 刘昌根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张才干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 吉世祥 １９６３—１９７８年

刘世金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 吴基忠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

戚本奎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刘世金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孔庆荣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戚本奎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

— — 孔庆荣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

— — 赵纯林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 — 刘世良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

１９６２—２００４年赵巷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８

党支部书记 任职时间 主　任 任职时间

蒋玉祥 １９６２—１９７６年 胡开德 １９６２—１９７６年

章茂贵 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年 刘承祥 １９７６—１９８８年

李珍元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 陈巧林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

赵和平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 赵中根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陈可平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 刘世洪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胡茂松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尹巧根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

赵中根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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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赤山村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４９

党支部书记 任职时间 主　任 任职时间

刘世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 赵中根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

赵玉财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尹巧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第二十一节　芦亭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２２　芦亭村委会　　

芦亭村位于郭庄镇东部，距集镇 ７千米，东与
葛村接壤，南邻金星，紧靠宁茅路，西与金赤路相

交，北与赤山湖相依。东西长 ３．６０千米，南北宽 ２
千米，半圩半丘，水资源丰富，属秦淮水系。２０１５
年，全村总面积６．９０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３０３７亩，
其中水田 ２５７０亩，旱地 ４６７亩。５个自然村，７个
村民小组，有 ７７６户，总人口 ２７０５人，其中男性
１３３３人，女性 １３７２人，１４４个姓氏，其中王氏 ５４２
人，赵氏２２０人、陈氏 ２０５人、张氏 ９０人、钱氏 ７２
人，五姓氏占总人口的４４．６８％。

芦亭村，明清时隶属上容乡；民国时期，先后属

芦亭乡、葛村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隶属葛村乡、赤山区、芦亭乡、葛村公社；１９８３年，属葛村乡；１９９４
年，属葛村镇；２００５年，属郭庄镇；２００８年，划归赤山湖管委会托管。１９５３年，境内成立 ５个初级社。１９５６
年，合并为芦亭高级社。１９５８年，成立芦亭生产大队。１９８１年，划分为两个生产大队，即芦亭大队（芦亭、神
巷）、赤岸大队（三阳地、赤岸、刘家棚）。１９８３年，生产大队更名为行政村。２００１年９月，两行政村合并为现
在的芦亭村，村委会设在赤岸村。辖芦亭、神巷、三阳地、赤岸、刘家棚５个自然村。

改革开放以来，芦亭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全村经济

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７６年的８５元，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８００元，家
家有楼房，人人有手机，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居民生活步入小康，先后获得“句容市先进党支部”“镇江

市文明村”“江苏省为民服务优秀村委会”等２３项荣誉称号。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
芦亭村交通不便，圩田低洼，冲田坡高，半月不雨要抗旱，三寸雨水要排涝，三年灾两头，农业生产是“望

天收”，农民生活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不断完善农田基本建设，至１９７９年，先后修
建芦亭翻水站，三阳地翻水站、赤岸闸等８个水利工程，两次圩堤加固１２处。１９７５年，投资１．２０万元修建芦
亭圩跃进涵，洞身长４４米。是年，将赤岸撇洪沟扩大，延伸至赤岸闸。１９８５年，平整原小新圩、芦亭圩两片
１０００余亩。农田大部分实施电力灌溉，节省成本，提高效益。１９９１年，特大洪水使撇洪沟圩堤倒塌两次，农
田受淹，损失严重。是年冬，全村投入２万元，１０００个劳力加固圩堤。２０００年，为便于大型农业机械作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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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年修筑的１１千米机耕路加以拓宽延长至１５千米。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农田电网架设１９千米，电力灌溉覆
盖面９８％。

１９５８年，大队组建林业队，利用旱地栽桑养蚕，鱼塘由自然村集体养殖，自产自食。１９７８年后，随着农业
技术的提高，优良品种的推广，粮食产量有较大提升。１９８１年，全村水稻播种面积２５７０亩，单产４２７公斤，
是１９７１年２８０公斤的１．５６倍，小麦１８００亩，单产２００公斤，油菜单产１１９公斤，棉花播种面积较少，自产自
用。１９８７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部分农田转种甘蔗、西瓜等经济作物，亩产经济效益有了提高。１９９２年，将
圩区低产田逐步改造为珍珠、虾、鱼养殖基地，水面近３０００亩。２０００年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高效农业
转型，涌现出一批苗木种植、畜禽养殖专业大户，使一些高低不平、排灌不畅的岗坡田有了可靠的经济收入。

特别是２００５年后，取消农业税，农田直补，经济效益大幅提高。２００８年，圩区水产养殖基地退渔还湖，划归
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投资者来村投资，租赁荒坡、旱地办起集种植、养殖、垂钓、餐饮、休闲为一体的农庄。

２００９年，“湖光山色”农庄建成，占地１０７５亩。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１３家苗木种植、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水
稻种植面积下降，但单产较高，每亩６３０公斤，全村耕地平均亩产经济效益８５０元。

２．工商业
明清时，南京和杭州之间有一条官道，芦亭是京杭官道上一个中转站，每天驴子、马匹、小土车来往频

繁，村中大路两侧开设茶馆、客栈、饭店、还有一些作坊，如造酒坊、豆腐坊，繁华热闹。过芦亭必经三座桥，

商家常说，“一里路三座桥，中间必有宝”。解放后，店铺、作坊划归供销合作社。６０年代，全村有２家代销
店，供应周边村民家常用品。１９６４年，大队办加工厂，用机械为农户加工大米、面粉、饲料等。１９７６年，创办
芦亭化工厂。１９７９年，林业队办窑场，烧制青砖。１９８３年后，市场开放，先后兴办橡胶厂、皮毛厂、服装加工
厂、水泥预制品厂等一批集体和私营企业。经商户迅猛发展，小商店、小超市５个自然村都有。小饭店、建筑
小队也随之兴起。１９９５年后，村办工业企业全部改制成私营企业。在金星娃娃城的带动下，全村有４家个
企工艺品厂，小型冲棉加工厂１２家，全年总产值１６０万元。至２００７年，全村有各类企业和商铺２１家。２０１５
年全村有水泥预制品厂及与之相关的企业共７８家，仅在南京江浦地区的就有５家，特别是刘家棚自然村，有
一半农户是水泥预制品厂的小老板，同时带动了汽车运输业的发展，全村大小汽车４０辆。导管厂１家、驾校
１家、个体小商店１２家。大小建筑队８家，外出打工的５２０人，汤代生建筑队最为突出，在南京打下了一片
天地，成立了“湖北殷祖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先后获得湖北总公司授予的“先进单位”“江

苏省安全文明施工先进单位”等称号。汤代生担任南京市工商联句容商会常务副会长。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芦亭村历来注重教育事业。民国时期，先后在祠堂开办私塾。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年），有 ２所简易私塾

堂，即：芦亭私塾、赤岸私塾。学童１５—２０人不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私塾堂改为
初级小学，学童增至６０—８０人，同时附设速成识字班，开展成人扫盲。１９６５年，两初级小学增设高小。另农
闲开设冬学班扫盲。７０年代，赤岸小学增设初中部，时称三阳地五星小学，后称赤岸初级中学。１９７８年，小
学附设幼儿班。１９８５年，芦亭小学有学生１６８人，赤岸有学生１８１人，全村儿童入学率９７％，成教达到国家
规定的扫盲标准。１９８６年，赤岸初级中学有２个班初中生６７人，教职工６人。１９８８年，赤岸初中部撤并到
葛村中学，仅存２所完小。１９９６年，芦亭小学撤并到赤岸小学。２０００年后，赤岸小学合并到葛村中心小学，
幼儿班也随之并入葛村中心幼儿园。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共有大学生４４人，其中三阳地自然村的吴泰洋到澳大
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墨尔本进修博士学位。

２．文化
芦亭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三国时，吴赤乌二年（２３９年），芦废亭（今芦亭村）北约 ２００多步，立盘石水

则，石面东西阔四尺七寸，南北阔三尺五寸，是江苏省内最早的水文观测设施。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在赤岸发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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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铸币遗址，出土“大泉五百”“大泉五千”古币。唐宋时期，芦亭位于赤山湖白水荡南边芦苇深处，是个渡

口，建有草庐亭子，进村是芦苇，出村是亭子，取名芦亭。赤岸村源于唐代诗人王维《送封太守》“帆映丹阳

郭，枫攒赤岸村”诗句中的“赤岸”而得名。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赵永正独资修建芦亭大桥。三阳地的龙
舞《二龙戏珠》已有４００多年历史。清末，赤岸村有花船表演队。民国时期，芦亭村有一寺庙，庭有９棵高大
（３人合抱）的银杏树，２０１５年尚存１棵。至２０１５年，全村庙宇、祠堂尚存的有：赤岸村的“贞姑庙”、三阳地
龙宫、土地庙，赵氏、吴氏祠堂各１座。

赤岸村的钱立三，好考古，是湖熟文化的发现者。１９５１年，钱立三在湖熟发现古器物，经考证有４０００多
年历史，后被称之“湖熟文化”。６０年代，现代文体活动逐步取代传统的文艺形式。“文化大革命”中，大队
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群众跳“忠”字舞，唱革命歌曲。７０年代，放露天电影。１９８５
年后，电视逐渐普及，村民文化生活以看电视节目为主。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三阳地的龙舞表演队参加北京
庆祝活动，获得金奖。２０００年后，实施社区体育健身工程，社区开辟健身广场，安装健身器材，供居民娱乐、
健身。２００７年，三阳地龙舞申报并获得江苏省省级“二龙戏珠”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０８年，办起农家书
屋，藏书２２００余册。２０１４年，赤岸花船申报并获得镇江市级“句容南乡花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２０１５
年，全村有健身活动场地２处，老年活动广场２个。广场舞表演队４个，有图书室、阅览室，村村都有棋牌室。
芦亭村代表队在句容市广场舞大赛中荣获参与奖，先后被评为镇江市优秀特色健身团队、优秀文艺团队。

３．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医疗卫生条件差，常见病、多发病得不到医治，各种传染病肆虐。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大力发展卫生事业，注重儿童卫生防疫工作。１９５３年，村内抽调１名接生婆集中培训，学习新
法接生。给学生种牛痘、发药丸，预防儿童传染病。１９６５年，大队组建医务室，配有２名“赤脚医生”。随后，
各生产小队配有１名卫生员，并配置小药箱。儿童打预防针，吃药丸，防疫率９２％。１９６９年，实行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每人每年缴费０．４０元，由生产小队代扣，大病适当报销。１９８１年后，合作医疗停办。１９８６年，全
村儿童传染病预防覆盖面１００％。１９９０年后，学校学生定期体检。１９９９年，恢复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３
年下半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０年，全村进行改厕改水，卫生条件得到改善。２００４年，开
展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废除露天茅厕，新建公共厕所。２００６年，改建村医务室为卫生服务站，设有门诊室、治
疗室、观察室、药剂室和资料室，总面积 １１０平方米，并配有职称的乡村医生 ２人。２００８年，自然村建垃圾
站，设保洁员，村村有公厕，家家有卫生间。２０１５年，全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２６２８人，占应保人数
的９７％。

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内有少许石板路，村外皆土路。村民饮用水来自村边沟塘，靠肩挑手提。晚

间照明全靠油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础设施逐步改善。１９５８年，大队通电话。１９６４年拆除。６０年
代末，每户接通有线广播。１９７２年，全村通上了电，结束油灯照明的历史。１９７６年，拓宽出村大路，部分路段
铺设沙石子。１９８２年，修筑三阳地至宁茅路石子路。１９８６年，村民用上自来水。１９９０年，芦亭至金星的沙
子路竣工。１９９５年，电话线架设到自然村，部分农户用上电话。１９９８年，供电实施农网改造，改用标准电杆
１２６根，彻底解决用电不足的问题。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先后铺设出村２条水泥路５千米，村与村水泥主路３千
米，修整机耕路１２千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全村自来水管网与南京接通，水质达国家饮用水标准。２０１５年，有
三条进村水泥道路，一条沥青路面进村道路２千米。水泥路村村相连，户户相通。电力扩容，新增变压器４
台，电源直达河边、田头。电话、有线电视网络接通每家每户。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收入无保障，生活困苦，住房大多是土坯草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

分得土地，吃住有了基本保障。农业合作社时，粮食产量有一定提高。１９６４年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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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生特大洪灾，神巷村受灾严重，户户进水，全村２８户中有８户房屋毁灭性倒塌。在村集体的帮助下，８
户全部搬迁到村前土岗上（今小神巷村１１户）。７０年代，部分村民开始翻建住房，青砖取代土墙，屋面盖上
平瓦，改善居住环境。１９７６年，全村农民年均纯收入８５元。改革开放后，村办企业逐步兴起，土地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大幅提高，许多村民外出经商、务工，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１９８６年，农民年均纯收
入４２８元。电视机、自行车逐步普及。翻建楼房成为时尚。至１９９５年，８０％的农户改建或新建小二楼，家用
电器走进家庭。１９９６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年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私营企业实力增强，
水泥预制品厂增多。２００８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２５０元，饮食由温饱型向健康型转变，住房质量和环境
有更高的要求，套式小楼注重外型美观和内部装潢，房前有阳光，房后有绿化。电瓶车取代自行车，手机取

代固定电话。２０１５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８００元。住房更注重舒适环保。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完善，村
内１１位“五保”老人得到供养，２８人享受低保，２８４位老人享受老年补贴，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网络，四分之
一家庭有小汽车，文化娱乐、健身休闲活动丰富多彩。

　　五、特色选介

１．龙舞《二龙戏珠》

　　图２７２３　龙舞《二龙戏珠》

“二龙戏珠”是芦亭三阳地自然村的一项民间

舞龙表演，流传已有４００多年历史。１９８８年被纳入
《中国民间舞蹈集成》。１９９９年，进行挖掘整理，创
新编排。二龙戏珠表演时，两条巨龙高跃如龙腾九

霄，低游似蛟龙翻海，或依偎交缠，或分飞云天。尤

其使人喜爱的是由龙体构成“中”“国”“龙”三个

字，确为精彩。１９９９年，龙舞《二龙戏珠》被选派参
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喜迎澳门回归大型广场庆

祝活动，并获得金奖。２００７年，申报并获得江苏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后多次外出表演受到

好评。

２．“湖光山色”农庄
“湖光山色”农庄建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地处芦亭南面，西至赤金路，占地总面积１０７５亩，建筑面积２８３８平

方米。２０１２年６月，成立江苏省湖光山色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５００万元。农庄集种植、养
殖、休闲观光于一体，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全园分６个区，农作物生产区、生态养殖区、水产养殖区、彩叶苗
木区、应时鲜果区、生态餐饮区。年销售额２５００万元，创造效益８００万元。农庄紧靠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独特的地理位置，已成为句容著名的乡村旅游景点，先后获得“句容十佳魅力农家”“江苏省乡村旅游三星级

单位”“句容市农业科技示范区”“句容市农业科技型企业”等荣誉称号。

　　六、其他

１．先进人物
陈月海，男，葛村赤岸村人，１９８８年获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
２．百岁老人
窦绪珍，女，三阳地自然村人，生于１９１８年３月４日，２０１５年仍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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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芦亭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５０

书记 主任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王克新 １９５８—１９７０年 张宏福 １９５８—１９７４年

施立根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 吴裕峰 １９７４—１９８１年

程道喜 １９７５—１９８１年 朱昌圣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

窦长富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 王广平 １９８７—１９９４年

江亚宁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 朱昌福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朱昌圣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 王大龙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王广平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王　敏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王良文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 余　斌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０２年

王大龙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朱昌福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刘家洪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０２年 吴德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余　斌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 — —

朱昌福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 — —

颜清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年赤岸村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５１

书记 主任

姓名 任职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程道喜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 吴裕峰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

吴裕峰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 周隆胜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

宋善财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 宋善财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

张运保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 吴裕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

吴太牡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吴裕棋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

李庆曙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９９８年６月 李庆曙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吴裕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余　斌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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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胜利村

　　一、概况

　　图２７２４　胜利村委会

胜利村位于郭庄镇东北，离句容市区 ８千
米，东与后白镇五星村相接、南与赤山湖国家湿

地公园毗邻、西与赤山村相连、北与江宁区、后

白镇泗庄村相邻。２０１５年全村 １４００户 ３６５０
人，其中：男 ２０３１人，女 １６３９人。总面积 ９．０７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６７５０亩，其中：水田 ５８３０
亩、旱地９２０亩。自然村１４个，４６个村民小组。
辖自然村为：马院里、邵家边、沙新圩、张古墩、

王巷里、花兰墩、许家、杨家荡、庙头、东戴坞、西

戴坞、陈家边、毛南家、毛北家。前五位姓氏为：

许氏５８６人、张氏５２４人、王氏５１７人、陈氏５０４
人、蒋氏３２９人，另有胡、刘、毛、窦、唐、李、章、姬、蔡等姓氏。

胜利村原属三岔乡，追溯历史在元代时期，三岔隶属福祚乡。从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３月起，隶属三岔
乡，直至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９４９年８月，隶属六区三岔乡。１９５６年，成立迎峰、新民、胜利３个高级农业合作社。
１９５８年９月，成立赤山人民公社，３个农业合作社改为生产大队。１９５９年２月，撤销赤山公社，成立三岔人
民公社，３个生产大队属三岔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体制改革隶属三岔乡，恢复迎峰、新民、胜利３个行政村。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新民村并入胜利行政村。２００４年 ４月，迎峰村并入胜利村。２００７年，划入赤山湖管委会
（２０１７年并入郭庄镇）。

　　二、经济建设

１．农业生产
胜利村地处赤山湖圩区，境内河塘密布，沟渠纵横，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

于水利设施简陋，每逢雨季，来自北面和东南面８００多平方千米的客水滞屯赤山湖，泛滥成灾。粮食产量低
而不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县人民大力支持下，治理赤山湖，重建赤山闸和排灌站，疏浚加固句

容河、北河，开挖渠道２４条，新建节制闸６座，整修塘坝，形成河湖相连，沟渠排灌成网，使８０％的耕地旱涝保
收，成为全县最大的水稻高产区之一，连续多年人均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名列前茅，受到省、市、县人民政府嘉

奖。５５％的水域已养殖，１５００亩的赤山湖荒滩固堤辟为渔场。
７０年代，开展格田成方，陈家边旱改水７０余亩。１９７８年，胜利村粮食播种面积２９５０亩（其中小麦１１００

亩），水稻单产４５０公斤比全乡粮食单产３８３公斤高６７公斤，小麦单产１８０公斤，粮食总产１５２５．５０吨，油料
播种面积７４０亩，单产８７公斤，比全乡单产８７．５０公斤低０．５０公斤。棉花播种面积少，根据需求自产自销。
１９８３年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种田积极性，随着水利设施的完善和农业科技的推广，粮油产
量大幅提高。调整产业结构，多数农户搞经济种植，种草莓、蔬菜大棚、家禽养殖等，增加家庭收入。９０年代
中期，胜利、迎峰、新民粮食产量均创历史新高。１９９７年，胜利村粮食播种面积２９５０亩（其中小麦１３５０亩），
粮食总产１１８８．７５吨，约占全乡粮食总产的 ２．４０％。２０１５年，粮食播种面积 ５８３０亩，亩产 ６２５公斤，总产
１８２１．９０吨，比１９９７年历史最高年份高６３３．１５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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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渔副业　１９５８年，胜利大队成立林业队，开展植树造林，四旁绿化，栽桑养蚕，搞多种经营。１９７８
年，胜利村有大牲畜８４头，家禽７１００只，全年生猪饲养７２０头，当年生猪出售４７０头，自宰１５０头，猪肉产量
５９吨，蔬菜总产３４０吨，西瓜播种面积２７亩，产量６７．５０吨，水产１６吨。２０１５年，养猪专业户１户，猪存栏
１２４头；养鱼专业户２６户，养鱼水面１０１０亩，年产值８４８万元；大棚蔬菜专业户１户，蔬菜面积１４亩，年产值
１２万元。

２．水利与抗灾
胜利村四周环水，北面句容河、孙家湾直到陈家边，东南方向焦工圩一直到西闸，约有１８—２０千米的防

汛地段，河道浅窄，河堤矮小，险工地段多，句容河弯道多，赤山湖湖面宽，风浪大，圩堤冲刷严重。遭遇洪水

袭击，出现倒圩。１９７４年，１８个公社６．８０万民工声势浩大地奋战赤山湖，改造河道、加深河床、拓宽河面、加
高加厚河堤，增设或扩大８个排涝站，建造新的翻水闸，筑起防洪大堤坝，改变老河道，废除东闸，根治百年水
患。１９９５年，建泗新圩排涝站 １座，投入资金 １００万元。１９９８年，建新民排涝站 １座，投入资金 ６０万元。
２０１２年，建新民低涵站１座，投入资金３０万元。２０１３年，建迎峰排涝站１座，投入资金１２０万元。２０１４年，
建泗新圩低涵站１座，投入资金３０万元。

３．工业生产
１９９５年前，胜利村集体工业发展较慢，项目较少。有红砂、电石、电镀、制鞋、针织内衣、农具厂等工业企

业。赤山红砂质量好，运销外地深得用户好评。１９９５年后，实行体制改革，集体企业转轨，个体私营企业增
多。至２０１５年，有五金厂、皮带厂、服装加工厂、星球制衣有限公司、诚信服装厂、圣元针织厂、三岔地毯厂、
绛岩切割气厂、伟业包装厂、新民饲料加工厂等。

４．商业
胜利村即原三岔集镇，三岔镇处于句容河及南北中河汇集点，下通秦淮河。解放前，陆路交通不便，靠

水路船只运输，平常河道里南来北往的船只较多，镇上有水码头（华阳渡）。明清时期，三岔街是句容最大的

水路商埠，句容东南所产大米、木材等都在这里被转运至南京，南京的商品也在这里被运至句容南乡等地。

木船可自南京直达三岔、天王，三岔渡口每日泊船一二十艘。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尚有船商９户，开设途径江宁
湖熟直达南京的班次，为县内通向省城的一大水埠。集镇上的商铺有上百家，开设有米行、木行、车行、鱼

行、船行、油坊、榨坊、中西医诊所、药店、布店、豆腐店、茶干店、茶馆、澡堂、杂货店、酒楼、木匠店、铜匠店、铁

匠店、缝纫店、卖油店、小百货店、茶叶香烟店、酱园店、卤菜店、还有耕牛市场等。交通工具是木制独轮土

车、小毛驴驮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建的张（庙）谢（桥）公路贯穿东西，与宁杭、宁溧公路相连，水运

渐衰。１９５３年，实行统购统销，对经营粮油棉的商户实行计划经济。１９５６年，对个体工商户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鼓励私人经商。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涌现出一批个体企业和经商户，其中好又多超市 １
家、其它小超市６家、理发店３家、建材２家、农资服务站２家、还有电器修理、家电专卖、紫色香阁土菜馆、修
车行、狗肉馆、红土餐馆、寿衣店、锦鸿家庭农场、百货商店等。

　　三、社会事业

１．教育
清末民初，许家村、邵家边在许氏祠堂、毛家在毛家祠堂、庙头在章氏祠堂先后办起私塾堂，均是富人子

弟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把私塾堂改办公办小学，多数是单班初小，只有三岔镇上有所完小，学校

教师由县里指派。１９５２年，在农村青壮年中大力开展扫除文盲工作，各自然村办起夜校、冬学，教师白天教
娃娃，晚上教成人，在学龄儿童中狠抓入学率、升学率，杜绝新的文盲产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闹

革命。１９６９年，小学学制由六年改为五年，初中由三年改为二年，小学戴帽子办初中，名为“五七”学校，小学
教材改为乡土教材，自编教材，中小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１９７８年，学校教育才逐步走向正轨。２１世纪开
始，小学生生源逐年减少，原自然村小学开始撤并。１９８３年，胜利小学并入新民小学。１９９９年，新民小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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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迎峰小学。２００５年，迎峰小学并入二圣中心小学。至２０１５年，全村有小学生１９０人，其中男生１０７人，女
生８３人，大学生１６０人（其中大专生２３人，本科生１２７人，函授进修毕业１０人）。

２．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村到处是脏、乱、差，露天茅厕、灰堆、垃圾到处是，夏天一场大雨四处漫溢，

死亡的家禽家畜到处乱扔，臭气熏天，苍蝇蚊虫到处飞。天花、麻疹、霍乱、疟疾等传染病四处蔓延，穷人无

钱治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建立长效机制，狠抓脏、乱、差治理。从１９６５年起，大
队（村）建立医务室，配备１名半农半医（赤脚医生），生产队还配有卫生员，开展正常的防病治病工作。１９６９
年，在全县农村普遍推行农村合作医疗。１９８０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合作医疗
缺乏相应的经济支撑，“赤脚医生”的务工劳动报酬补贴也难以统筹，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停办。１９９９年，农村
恢复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农民按年度参保，个人缴纳参保费。２００３年，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
达１００％。２００６年，开展新农村建设，加强环境治理，改水改厕，行政村有１座较大的厕所，各自然村也有厕
所，每个自然村配有１名保洁员，大的自然村２名，全村有专职保洁员２３人，负责每天环境卫生打扫和垃圾
的清除，洒水车洒水，保持路面整洁。

３．文化、广播、电视
该村文化底蕴丰富，文化活动活跃。解放初期，马院自然村自发组织一支１１人的花船表演队，春节期间

逐门逐户拜门子，有时还被请到外乡表演。邵家边自然村有个民间艺人李志靖打鼓说书，讲济公案、彭公

案、三侠剑、七侠五义，还讲抗日战争的故事，表演得有声有色，很有名气。张古墩自然村有一个“乐舒班”

（民间简易剧团）在农村专为红白喜事演出。庙头村有一支２０多人的舞狮队，春节期间拜门子、打场子，表
演十分精彩。原集镇上的杨家荡村和许家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组建“大众京剧团”，自筹资金，自添服装

道具，演出样板戏，胜利村自己创作的《生产花棍舞》，参加镇江市文艺汇演获春芽奖。迎峰宣传队演出京剧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胜利宣传队演出《红灯记》《沙家浜》，均获得群众的好评和县里有关部

门的嘉奖。１９６５年，大队有广播室，装上扩大机，每个生产队（自然村）安装大喇叭，每家每户装小喇叭，大队
还配备广播维护员１名，维修大队到自然村的广播线路及社员各户的小喇叭。１９９６年，各村农户开始装电
话，至１９９７年，电话普及率达７５％。２０００年，移动电话（手机）上市。２００２年，开通有线电视。至２０１５年，有
线电视、数字电视、网络电视覆盖全村。

４．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交通落后。境内没有公路，村与村都是土路、小路，崎岖不平。靠的是木制独

轮小土车和小毛驴驮运。水路有一条上通句容河，下连秦淮河，途径江宁湖熟直达南京的船运。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６２年张谢公路通车，穿过胜利村。１９７１年，开始修建机耕路，各自然村之间铺设石子路。
２００８年，２４３省道建成通车，经过胜利村，通往南京禄口国际机场。２０１０年，各自然村全部设施道路硬化工
程，村中心位置设置较大的停车场。是年，村村通路灯，给村民出行提供便捷。１９９０年，三岔镇用上自来水。
１９９５年，胜利、迎峰、新民等村均用上自来水。

　　四、人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饥饿与贫困笼罩全村，疾病与死亡四处蔓延，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

放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农民从土地改革走向互助合作、人民公社，生活发生改变。１９８３年，农村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进入２１世纪，胜利村村民科学种田，农业机械化耕作，土地流转，开挖精
养鱼池，专业养殖，连续１３年增产丰收。成为鱼米之乡。农民的穿戴讲究时尚漂亮，过去的的确良卡叽布补
丁衣裳换成现代的精品服装，吃喝讲究营养荤素搭配，村上有７５％的农户在市区购房，３０％农户添置轿车，农
村的电动车、摩托车、助力车代替自行车。居住环境讲究雅致美化舒适，高档电器用品进入农家，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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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保健、健康长寿，晚上跳广场舞、散步、打牌娱乐。至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住房面积５３平方米，人均纯收入
１７６８４元，享受低保３６户５８人，五保户１６人，敬老院供养２人，分散供养１４人，享受老年补贴１０１５人，优抚
对象８人，重度残疾优待３９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胜利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５２ 单位：人、户、元

年份 年末户籍人口 从业人员 人均收入

２００６ ３６１０ １８００ ７２８６

２００７ ３６１１ １８１２ ７７１６

２００８ ３６１９ １８３６ ８１８０

２００９ ３６１９ １８４７ ８３１７

２０１０ ３６３７ １８７８ ８６１６

２０１１ ３６２８ １７６２ ９８９８

２０１２ ３６５０ １７８４ １１３７０

２０１３ ３６６２ １９５２ １３４３９

２０１４ ３６５２ １９６３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３６７０ １９４７ １７６８４

　　五、特色选介

１．三岔猪头肉
三岔猪头肉有三个独特之处：一是原料特殊，三岔一带的农户大都将猪放养，这样的猪可以自由地到处

拱食，保留了本身的野性。二是制作工艺流程讲究。将猪头劈开洗净，先仔细镊除细毛，剔除骨头，将肉切

成大块，放入清水泡去血水，再放入锅中用旺火煮半小时，去掉浮沫，然后再放入百年老卤和土法秘制的调

料，加入精盐和糖色，小火焖炖约两小时至汤浓肉烂，色泽绛红，味道鲜咸。三是口感特殊。三岔猪头肉肥

而不腻，酥糯爽口，口感醇厚，粘得有胶，烂得有汁，香得有味，风味极佳。

　　六、其他

１．烈士英名录

２０１５年胜利村烈士英名录

　表２７－５３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家庭住址
参加革

命年月

牺牲情况

职务 年月 地点

姬小宝 男 １９２３年 郭庄镇陈家边 １９４０年９月 战士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 江苏江宁

高新照 男 １９１８年 郭庄镇沙新圩 １９４３年 副班长 １９４６年４月 江苏南通

许公元 男 １９１５年 郭庄镇许家 １９４５年８月 班长 １９４６年８月 江苏如皋

夏长保 男 １９２５年 郭庄镇毛家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 战士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 朝鲜

陈代华 男 １９３０年６月 郭庄镇陈家边 １９５１年３月 战士 １９５５年１月 浙江一江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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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古建筑遗迹
赤山圆寂寺在村西的赤山上，距市区 １４千米。宋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景纶祖师建。清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年），又建般若寺、绛岩寺。现仅般若寺残存，余均毁。半山腰的大茅蓬、东茅蓬、西茅蓬均为明清时佛
教建筑。

３．古树名木
赤山圆寂寺有棵桂花树，树高约７米，胸径０．４０米，据推断树龄约５００年，１９７５年死亡。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村级主要领导名单

１９５８—２００１年新民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５４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祁培喜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９６１年２月 邹成华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９６１年２月

蔡日富 １９６１年２月—１９８０年３月 夏义荣 １９６１年２月—１９７２年２月

李天赦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李天赦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赵凡禄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４年６月 张顶根

王经忠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９８８年６月
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９９３年６月

王经忠 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赵能明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赵能明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陈振宝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１９５８—２００３年迎峰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５５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陈敦海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９６０年２月

章俊宝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陈德忠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６３年１２月

蒋日富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９６３年１２月

章茂正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２年１２月

钱仁楷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９８６年６月

陈信龙 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９８８年１２月

王兆贵

张才荣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７年１２月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８８年１２月

张才荣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朱昌富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朱昌富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张应喜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王传贵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章兴龙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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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胜利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５６

党支部 村委会（大队）

书记 任职时间 主任 任职时间

朱庆福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９６３年２月 张应棋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９６３年２月

李起仁 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９６９年２月 孙秀发 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９６９年２月

毛有连 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９８８年２月 赵龙祥 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９８８年２月

胡正保 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９８９年２月 骆达仁 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９８９年２月

李恢海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９９１年６月 唐正英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毛有连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９９２年２月 赵农鸣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骆达仁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９９５年２月 陈振宝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张顶玉 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２月 王传贵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朱敦康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０２年２月 陈振宝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赵农鸣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胜利行政村获奖情况一览表

　表２７－５７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授奖单位

２００８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先进集体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８年 民主法制村（社区）先进集体 镇江市法制领导小组

２００９年 民主法制社区先进集体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９年 文明村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０年 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 句容市关工委

２０１１年 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１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先进集体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１年 民主法制村 句容市法制领导小组

２０１１年 综治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１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村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２年 党员创业示范基地 句容市委组织部

２０１２年 和谐社区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２年 胜利村（社区）先进集体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３年 共产党员示范岗 句容市委组织部

２０１３年 胜利村先进单位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３年 社会化养老先进集体 句容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４年 先进慈善工作站 句容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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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重要文献辑录

中国共产党句容县委员会

句委组（１９９４）１号
关于郭庄、黄梅两乡撤乡建镇变更党委名称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县机关各部委办局、县属公司、厂矿、场圃党委（总支、支部）：

接省民政厅苏民行（１９９３）６６号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我县郭庄、黄梅两乡撤乡建镇。原中国共产党句
容县郭庄乡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句容县黄梅乡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句容县郭庄镇委员会和中国共产

党句容县黄梅镇委员会。两乡原任的乡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改称为镇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

员，上述职务不再另行发文。

中共句容县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一月四日

中国共产党句容县委员会

句委组（１９９４）８４号
关于葛村乡撤乡建镇变更党委名称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县机关各部委办局、县属公司、厂矿、场圃党委（总支、支部）：

接省民政厅苏民行（１９９４）６０号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我县葛村乡撤乡建镇。原中国共产党句容县葛
村乡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句容县葛村镇委员会。原任的乡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改称为镇党委

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上述职务不再另行发文。

中共句容县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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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句容市委文件

句委组〔２００８〕１２６号
关于郭庄镇增挂“句容市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牌子的通知

郭庄镇党委、政府：

为更好地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市镇经济快速发展，经研究决定，郭庄镇增挂“句容市空港新区管理委

员会”牌子。

徐胜宝同志兼任主任，纪文华同志兼任常务副主任，徐晓飞、张彦飞、曹承华、戴红梅、胡新、秦华成同志

兼任副主任。

中共句容市委员会

句容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报告选录

科学发展　　强势奋进
为建设富裕发达文明和谐新郭庄而努力奋斗

———在中共郭庄镇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侯华锋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现在，我受中共郭庄镇第十一届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过去的五年，是郭庄镇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快速、协调发展的五年，也是充满难得机遇、面临严峻挑战

的五年。五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镇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抢抓机遇、攻坚克难、

锐意进取，强力推进工业经济，奋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改善民生状况，加快对接南京进程，全面完成“十一

五”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

一、在跨越赶超中全镇经济社会发展令人振奋

（一）矢志跨越赶超，经济发展展现新亮点。２０１０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２０．３亿元，是２００５年的２．６
倍，年均增长２７％；财政总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分别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５３８万元和 ８９０万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６７７２万元和２１０７万元，年均增长４５％和２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２００５年的３．８７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
１２．３亿元，年均增长３４％，五年累计完成投资４６．１７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２００５年的４４６２元增长到２０１０
年的９８８０元，年均增长２２％；综合实力由五年前在镇江市垫底的５４位前行到第３８位。

（二）优化发展思路，工业经济得到新提升。五年来，全镇工业突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瓶颈，开始向科技

成长型产业转移，由原先的陶瓷玩具、服装加工等行业转型升级为以高端装备、精密电子、新能源、新光源等

为主的新兴产业。五年来，全镇实现注册外资９２００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３３７０万美元；新办民营企业２０８
家，新增注册资本３８亿元，其中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以上的１５７家；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１２６８家，大项目落户势
头强劲，数字出版传媒、光电光伏、高端石化装备、现代化电气开关总成、特种玻璃、特种汽车等一批大项目

落户郭庄，对快速提升产业层次、扩大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质量提供了强劲支撑。近三年全镇民营经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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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型经济分别荣获市级１个一等奖、２个二等奖、３个三等奖。
（三）推进载体建设，空港新区凸现新形象。２００８年，市委、市政府将郭庄确定为全市重点发展的“五大

板块”之一，成立了句容市空港新区管委会。我镇抓住这一机遇，迅速完成了新区２５平方千米的核心区总
体规划和４平方千米的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先后实施了百丈等村的村庄整理和宁杭高速公路、宁杭城际铁
路、车站配套工程以及新区道路工程拆迁，累计拆迁１０多个自然村、１６００多户，拆迁面积近 ２７万平方米。
新建了日处理１万吨污水处理厂，区域供水主管网已全面完成，支管网即将完成，端王村已率先吃上南京自
来水，金星等几个村即将通水，其他村将在年底之前全部用上南京的自来水。宁杭高速、２４３省道、宁溧路改
线、空港大道一期、朝阳路、塘西路、花茂路建成通车，空港大道二期、宁杭城际铁路及其车站配套工程相继

开工建设。成功开通电信０２５南京区号“一机双号”业务。一个崭新的新区框架已全面拉开。
（四）加快结构调整，“三农”工作取得新突破。五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加快推进现代高效农业和休闲观

光农业，“三农”工作呈现喜人局面。一是高效农业持续增强。高效农业累计新增扩面１．５万亩，其中设施农
业２９００亩，新建单体规模在百亩以上的高效农业基地３５个，绿泉庄现代农业示范园、方溪大棚蔬菜园、甲山
乐园山庄等现代农业基地初具规模。东岗等村约２．３万亩丘陵山区土地治理全面完成。二是农业投入不断
增大。五年来，用于各项涉农投入１．２亿元，其中用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达７９００万元，先后完成了高阳
河、西撇洪沟、白土圩、十里小河等累计９．１千米的圩堤加固工程，二干河除险加固工程即将竣工，新建、改造
了西圩三站、高阳河北站等２２座电站，疏浚改造村庄河塘１２５座、河道３０条；新建农村道路３８千米，改造农
村桥梁２０座；完成成片造林７５００亩，村庄绿化达标７个。三是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广泛开展农民实用技术
创业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五年来，累计培训１．８万人次。实施“脱贫攻坚、决胜小康”结对帮扶
活动，全镇４个经济薄弱村共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１７００多亩，带动８００多户农户增收，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平
均提高１０万元，村级经济相对困难局面逐步摆脱。

（五）着力改善民生，镇村面貌发生新变化。集镇呈现量质提升。聘请省规划技术部门编制了集镇和镇

域规划；新安装路灯４２１盏；改造下水道２５００米、人行道４０００米，对集镇建筑墙体进行全面出新；恢复重建
农贸市场，对集镇街道、南河风光带实施全面升级改造。五年来，累计开发商住项目１０多个，总面积达１２万
多平方米。粮贸楼、财政楼、农电大楼、客运大楼和康居花园一期等工程相继建成，１０万平方米的康居花园
二期主体封顶，１０万平方米的普罗旺斯小镇和５万平方米的水莲桦、聚荣府等高尚住宅小区开工建设；新建
了集镇东侧休闲广场，集镇功能改善提升。集镇管理得到加强。通过集中整治，长效管理，改变了原有的

脏、乱、差现象，车辆摆放、摊点经营规范有序，集镇卫生和公共秩序明显好转。一个管理有序、人气集聚的

新型小城镇逐步展现。生态环境更加优美。通过生态村等系列创建活动，创成了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关闭

污染、采矿、砖瓦企业６家。加强干道沿线环境卫生日常管理，村庄道路定期清扫，垃圾及时清运；建成垃圾
中转站，实现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置；通过改水改厕、河塘清淤，有效改变农村卫生无人问津的局面。

（六）强化社会管理，各项事业迈出新步伐。教育现代化稳步推进。五年来，全镇教学质量和水平显著

提高，郭庄中学在省句中提前招生工作中连续几年名列前茅；稳步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工程，整合资源，建

成社区教育中心，葛村中心校中慈楼、郭庄中心校逸夫楼、郭庄和葛村中心幼儿园两座大楼投入使用。卫生

事业健康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进一步完善，农民参保率达９８％以上；食品安全村镇一体化管理工
作稳步推进，在全市率先创成“江苏省放心消费示范镇”、“镇江市食品安全示范镇”、“镇江市亿万农民健康

工程达标镇”、“镇江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达标镇”；葛村卫生院完成整体搬迁，郭庄卫生院成功创成江苏省

省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句容市第一家计划生育世代服务中心。文化事业长足发展。实施了“村村体

育健身”工程，建成镇文化活动中心并通过省级验收，多功能文化休闲广场投入使用，创成江苏省体育强镇。

村村建起了农家书屋和标准化篮球场、乒乓球室；全镇有线电视用户达９６００多户。社会保障得到加强。切
实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全面完成了草危房改造任务；“三属”优抚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低保户、五保户应

保尽保；６５周岁以上老年人生活补贴及时兑现；投入２００余万元新建２５００平方米郭庄敬老院，投入６０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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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改造葛村敬老院，对全镇五保户实行集中供养。五年共发放民政经费１８００多万元。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
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发展，共创成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文明单位、文

明村３６家。注重拥军优属工作，甲山村创成省级双拥模范村。社会秩序和谐稳定。致力打造平安郭庄、法
治郭庄、和谐郭庄建设，建立社会大防控、大调解、大综治、大信访体系。通过严打犯罪，严管治安，公众安全

感明显提高。通过强化信访和矛盾纠纷的调解，社会矛盾明显减少。“五五”普法成效显著，技防村、政法综

治工作中心和中心警务室全部建成，我镇连续被镇江市委、市政府评为社会治安安全镇。

（七）加强党的建设，党建工作形成新特色。始终围绕抓党建促发展这一主线，着力培养高素质的党员

干部队伍，努力打造团结高效的基层组织。凝心聚力，为实现跨越赶超提供思想保障。一是加强理论学习，

武装思想头脑。通过组织开展“建设新郭庄，实现大发展”、“聚民心、强素质、宣小康”等主题教育活动，在全

镇营造知荣明耻、务实奋进的氛围。二是参与中心工作，锻炼提升干部。在征地拆迁、大项目建设等重点难

点工作中，全体机关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在参与中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激发激情，在激情中赢得成功，在成

功中享受快乐。三是解决实际困难，关怀激励干部。先后投入５００多万元，解决镇村两级干部的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问题，真正体现了“既让干部干事创业，又对干部关心体贴”的用人理念。选优配强，为实现跨越赶

超提供组织保障。凭实绩用干部，选优配强镇村两级干部队伍。五年来新发展党员１５６名，党员的年龄、文
化结构明显改善。加快实施“强基工程”，大力培养“双强”型村干部，以村党组织换届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基

层干部队伍。投入８００多万元，完成了全镇１８个村级办公用房达标工程。开展现代远程教育，举办各类培
训２４２次，参训人员８０００多人次，培训农民经纪人２００多人。多措并举，加快推进非公企业党组织“五有”达
标工程。开展 “心桥工程”、“党员设岗定职”、“创先争优”等活动，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净化了

党员干部的心灵。廉洁自律，为实现跨越赶超提供纪律保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本镇《工作

意见》，形成全镇惩防体系构建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贯彻执行党风廉政责任制，督促班子成员自觉

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规范从政行为。对违纪党员干部做到有案必查，违纪必究，五年来，共接收信访举报

５８件次，立案查处违纪案件２４件。全面推行党代表监督、村情监督工作。结合廉政文化品牌建设和基层满
意站所创建工作，坚持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以活动为载体，致力加强软环境建设

工作。

可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和严峻考验的情况下，这几年我镇发展依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

成绩，刷新了多项历史纪录，在郭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五年，是老百姓得到实惠最多的五

年。我们把小康建设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累计投入１．５亿元，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惠民、利民、富民、安民工
程，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公共事业发展大踏步前进。这五年，是镇村面貌变化最快的五年。我们开工

建设了水利、交通、环保、社会事业等３０多项重点工程，从集镇到空港新区、从圩区到丘陵山区，到处是建设
工地，到处是繁忙景象，整个镇村面貌焕然一新，生机勃勃，活力四射。这五年，是扶持企业发展力度最大的

五年。针对宏观经济形势严峻、企业运行普遍困难的情况，我们连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工作的

意见》等系列文件，努力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和宽松的成长环境，成为周边税费负担最低、客商很为

推崇的地区。这五年，是团结干事氛围最浓的五年。宁杭高铁车站配套工程２０天拆迁９．５万平方米，刷新
了拆迁纪录；我们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目标，团结奋进、众志成城，镇村干部率先抓落实，党员同志模范搞建

设，全镇上下形成了聚精会神想发展、一心一意在发展、只争朝夕抓发展的生动局面。

同志们，五年的发展来之不易，党委的每一项工作，都凝聚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心血和汗

水。在此，我代表镇党委向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向所有关心、支持郭庄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

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作为苏南地区的乡镇，我镇的经济总量还偏小，与发达乡

镇的差距还很大，这要求我们必须以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去追赶。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形势和稍纵即逝

的机遇，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前行是根本任务，跨越是追求目标，不断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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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

二、抓住机遇实干兴业　努力推动郭庄实现新的跨越
“十二五”时期是我镇加速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加快实现强镇富民目标的关键时期。根据党的十七届

五中全会和市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基本镇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未来五年，我镇工作的指导思

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加速转型升级，全

面跨越赶超”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的，大力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全力打造生态宜居乡镇，为把郭庄建设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科教文化繁荣、

民主法制健全、生态环境优美的新郭庄而努力奋斗，为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后五年我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５％；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２４％；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３０％，其中工业性投资年均增长２５％；综合实力在镇江市进一步进档升位。

———产业层次明显提高。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超过 ９０％，高效农业增加值占一产比重达到
４０％；工业经济质量更高，新兴产业实现销售占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２４％；现代服务业加快发
展，占ＧＤＰ比重每年提高２个百分点，到“十二五”期末，比重超过４５％，力争达５０％。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省市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１２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５０％。

———镇村发展更加协调。“三新”建设加速推进，建立起完善、高效的镇村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城镇化

率达到５５％以上。城乡环境质量继续改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超过４３％，人均绿地占有面积１９平米以上，
森林覆盖率达２８％。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加快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到“十二五”末，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５０００元，年均增长１０％。
围绕上述目标，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充分利用临近禄口机场和江宁大学城的区位优势，积极

承接国内外高端产业转移，加快推进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前着重抓好总投

１０亿元的光伏光电、总投８亿元的高端石化装备、总投５亿元的高档儿童用品、２个总投３亿元的特种车辆、
总投２．５亿元的电科电气二期、总投２亿元的高档玻璃、总投３５００万美元的中高档手表以及科技孵化园等
项目推进，积极引导企业集中、产业集聚，推动企业强强联合，培养出一批规模大、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或企

业集团，形成一批高知名度、高信誉度、高竞争力的优势品牌群体。力争到２０１５年新建成标准化厂房４０万
平方米，年销售收入超过２０亿元的企业达２家，超５亿元的企业达５家。

（二）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优化产业结构。放大宁杭高速公路道口和宁杭城际铁路车站优势，加

快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促进服务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层次提升。一是发展商贸流通业。以道口和车

站为中心，精心打造高尚住宅区、商业集聚区、商务综合区、休闲旅游区、城市综合体等，大力引入大型商贸

集团，加快高档商城、星级酒店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建立适应多层次消费群体的多元化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全面提高集聚带动能力。二是发展新业态产业。今年重点抓好总投２０亿元、建筑面积４０万平方米的上海
爱家节能示范社区项目以及一期投资２０亿元、占地３００亩的数字出版传媒基地建设，积极培育文化产品特
色品牌。通过出版、发行、艺术等形式，拓展文化产业市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人文荟萃，产业集聚的

局面。三是发展旅游业。依托郭庄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优势和丰富的山水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休闲度假产

业，充分发挥旅游的带动作用，重点抓好绿泉庄农业示范园、乐园山庄等特色和主题鲜明的农业休闲、观光

园建设，启动甲山、虬山等区域的建设。到“十二五”期末，力争把郭庄建成南京周边地区交通便捷、内容丰

富的旅游度假区域。

（三）全力打造载体建设，进一步提升空港新区形象。在控制性规划的引领下，着力完善区域内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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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以宁杭高铁、宁杭高速公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竣工为契机，加快新区道路网络建设，整合水系工程，积

极融入南京都市圈交通网络。重点抓好空港大道二期工程的推进，开工建设百丈路、恒达路、文溪路等工

程，同时迅速完成宁杭城际铁路郭庄站站前广场、连接线和跨宁杭高速公路大桥等配套工程，确保铁路车站

顺利投入运营；同步完善在建道路的供水管网、污水管网、电力、通讯、天然气、绿化等工程。继续实施核心

区内村庄整理工作。到“十二五”末，空港新区实现项目无障碍落户，起步区落户项目要全面建成投产，项目

销售收入和利税贡献总额要占全镇份额的８０％以上。
（四）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紧紧抓住企业化生产和农

产品加工两大关键，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积极鼓励农业设施向大型化、智能

化、信息化方向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积极推广“公司＋基地”、“协会＋农户”、“农超对接”等经营
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规模化水平。到２０１５年，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９５家，建设合作联社７家，入社
１．５万户，实现增加值５亿元，年均增加长３０％以上。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按照集中、集聚、集约发
展的要求，以发展设施农业为重点，集聚先进生产要素，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综合开发，建设一

批现代农业园区。加快推进绿泉庄、鑫海园、方溪大棚蔬菜园、台商农业园等高效农业园区建设。努力把农

业园区建设成为科技示范平台、产业带动载体，增强农业园区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辐射带动功能。加大农业

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重点抓好二干河、高阳河王三段综合整治，新建石坝电站。同时，财力、精力向丘陵地

区倾斜，加大抗旱塘坝、沟渠、电站等工程的建设改造力度。

（五）强化镇村统筹发展，努力建设生态宜居的新型卫星城。统筹镇村规划。全镇规划按照全面对接南

京的要求，与南京城市规划实现无缝对接，与江宁湖熟规划实现板块对接。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全镇新市

镇、新社区建设总体规划，进一步修编完善农民集中居住点规划，构建层次清晰、职能分工明确、人口布局合

理、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完善、生活环境良好的新型卫星城空间布局。“十二五”期末，集镇建成区面积

和人口规模分别达到５平方千米、３００００人。提升集镇品质。放大区位优势，切实改善居住条件，加快康居
花园二期工程建设，建成卫生综合服务楼和广电、工商、国税、国土等专项便民服务楼；推进普罗旺斯小镇、

水莲桦、聚荣府、中驰康沃尔郡等高尚社区建设。实施镇容镇貌整治，实施夜景亮化工程。增强服务功能。

深化集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高集镇管理综合协调能力。统筹建设镇村供排水、交通、垃圾污水处理

等重大基础设施，全镇区域供水覆盖率达１００％，集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１００％，天然气管道逐步向新市镇和
农村延伸，形成现代化小城镇基础设施网络。推进生态镇建设。全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村建

设，加快形成实施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和集中处置系统，有效控制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农村污水、畜禽养殖污

染，不断改善农民生活居住环境。按照生态功能区规划要求，关闭境内窑场、澎润土矿区，积极开展环境恢

复治理，对废弃矿区和宕口进行景观式修复，“十二五”期末，完成禁采区内严重影响环境的矿山整治工作。

（六）突出富民惠民优先，大力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把建设“和谐郭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民生

优先、共享发展，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和谐发展。以

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为目标，创成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镇，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率１００％。加大财政
投入，保障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完成社区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建设。继续稳定

低生育水平，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加强“世代服务中心”内部管理，提高人口计生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

以养老、医疗等内容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新农保、新农合为重点，逐年增加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

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新农合参保率１００％。切实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抓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治安、食品
药品、安全生产等突出问题，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不断丰

富文明集镇建设内涵，继续深入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坚持抓好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培育，弘扬社会新

风。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郭庄、法治郭庄建设。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对接机制，加强镇调处中心

建设，确保制度完善、运行规范。“十二五”末，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达９８％以上，镇、村、社区技防建
成率达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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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们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已经明确，新的形势和任务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郭庄

的建设者，重任在肩。当前我们面临着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机，也面临着众多的困难与矛盾，对此，我们要有

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我们要不要建设新郭庄？回答是肯定的，必须要建设。因为对郭庄来说，转型升级既是当务之急，又是

势在必行，只有快转、转好，才能推动跨越发展。强镇富民是郭庄的迫切需要和现实选择。如果不重视、不

狠抓强镇富民工作，我们不仅难以赶超先进，强镇富民的任务和目标也可能会落空。

我们能不能建设新郭庄？回答更是肯定的。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一年比一年头脑清醒，一年比一年干

得更好，全镇上下的思想认识更加统一，大家苦干实干创新干所造就的工作基础更加坚实。尤为可贵的是，

我们有一支为民、务实、清廉、成事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是实现强镇富民的中流砥柱。

我们靠谁来建设新郭庄？一句话，靠全镇党员干部群众，具体来讲，就是靠党员干部带头，通过“创先争

优”，做强镇富民的引路人、践行者；要靠我们的广大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积极投身跨越赶超的

实践，形成万众一心干事业的局面。

我们怎么来建设新郭庄？总的要求就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做决策，以扎实有效的措施去抓落实。

具体地说，一定要立足为党干事业，为民谋幸福；一定要坚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干一件事、成一件事，上一

个项目、成一个项目，珍惜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一定要围绕发展这个目标，上下同心，左右全力，只有这样，

一个崭新的新郭庄才会在我们手中诞生！

三、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为跨越赶超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推动科学发展，实现跨越赶超，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根本保证。

一要以创新党建工作特色为目标，加强六项建设。一是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围绕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抓住全镇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解决思想解放不够、体制机制不活、发展环境不精、

骨干项目不多等问题，使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行动指南和强大动力。二是着

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凭本事用人、凭实绩用人、凭群众公论用人的

良好氛围。真正让能干事、有实绩、作风好的干部得到重用，实现干成者上、平淡者让、无为者下的态势，努

力在全镇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三是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按照新一轮“强基工程”要求，深入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以“先锋创业领富工程”为抓手，进一步增强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引领发展的能力。采用

考核渐增机制，解决村干部报酬偏低等问题。继续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四是切实加大人才工作力度。以科技“孵化器”项目建设为切入点，做好人才的引进和服务工作，使

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五是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领导干部

廉洁自律，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讲操守、重品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不断提高拒腐防

变的能力。六是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深入开展“百人评议机关”活动，不断提高机关办事效率和服务质

量。进一步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

二要以增强创新干事能力为抓手，突出“五干”。一是抓住重点干。在空港新区建设上，创新思路，破解

难题，加快完善基础设施，迅速提高项目承载能力；在重大项目建设上，重点抓好企业的服务，创造高效、宽

松、优质的投资环境，始终将招商引资、大项目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推进高效农业上，加快基地建

设，发展“三大合作”组织，提高农业富民成效；在保障改善民生上，加大保障力度，缩小城乡差距，让发展成

果更多地普惠于民；在优化发展环境上，狠抓机关作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二是充满激情干。以加速赶超

为己任，强化“无功即是过，慢进就是退”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敢与高的比，敢与快的赛，自找差距、自我

加压，做到“能上则上，能快则快，能超则超”。突破墨守成规思想，克服消极畏难情绪，敢走新路，敢出新招，

敢于碰硬。只要认准的目标，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去努力实现。三是求

真务实干。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决克服抓落实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对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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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既定的措施，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切实把各项政策措施一项一项执行到位，把各个重点项目一项一

项推进到位，把各项工作一项一项落实到位。四是敢于拼命干。周边地区的发展势头使我们感到了一种巨

大的压力，也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震撼。什么是发展？一条路，一座桥，一个项目就是发展！什么是拼命？时

间提前一秒，脚步加快一步，汗水多流一滴，责任多担一份，就是拼命！五是敢于创新干。现在我们确实面

临着许多的困难，各种制约因素错综复杂，但是凭心而论，许多困难并非是无解之难，关键是有的时候“怕”

的思想多了一些，怕吃苦、怕动脑筋、怕失利、怕担风险，时间和机遇往往就在犹豫和怕这怕那之间溜走了。

先进地区的发展理念、软环境建设、拆迁拆违、投融资平台建设等等，无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有的困难，但是拼

命干加创新干就是等于跨越发展。

三要以营造务实干事氛围为要求，树立五种意识。一是树立本色意识。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切实做到无

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牢记自己的身份，规范自己的行为，事事做表率，在郭庄的发展上人人都是

软环境。二是树立先锋意识。党员干部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用改革的精神激励自己，用发展的要求审视

自己，用创新的办法完善自己，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是树立效率意识。郭庄正处在发展关键期，事情

多、任务重，工作要有计划、重统筹，今天能完成的事绝不拖到明天，做到日结月清，能快则快，能清则清。四

是树立奉献意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坚持做到吃苦在前，乐于奉献。五是树立大局意

识。要时时刻刻把自己置身于发展的大局之中，时时处处从大局出发，摒弃私心，注重公益，推动发展。

各位代表，加快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面对全镇人民的期盼和繁重的工作任务，全镇广

大党员干部一定要紧紧团结在镇党委周围，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同心同德，开

拓进取，为加快建设富裕发达文明和谐新郭庄而努力，为实现我镇新的跨越而奋斗！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郭庄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纪文华

各位代表：

现在，我受郭庄镇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列席人员提出宝贵意见。

一、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五年，是郭庄镇经济社会崛起发展，跨越赶超的五年。五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镇党委的正确

领导下，围绕“推进同城同建，打造南京副城”发展战略，团结和带领全镇人民，全力实施“打造空港新区，加

快跨越赶超”发展目标，顺应宏观调控，强化主观努力，解放思想求突破，克难创新谋发展，励精图治干事业，

圆满完成了镇十六届人大会议以来确定的各项任务，为郭庄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经济发展亮点纷呈，综合实力明显提升。几年来，特别是空港新区成立以来，郭庄人心无旁骛求发

展，千钧定力抓经济。几年的大投入、大推进，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夯实了发展根基，镇域经济总量、结构

转型呈现更好更快发展态势。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０７年末相比，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倍增：地区生产总值由２００７
年的１１．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１．９亿元，累计完成７５．６亿元，是前五年的２．２倍；财政总收入从２００７年的
４２５７万元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８１５９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２００７年的５．５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１年１４．４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２００７年末的６９４８元增长到２０１１年末的１１６５５元；累计到帐外资４３００万美元；新增民营
注册资本金２９亿元。

（二）载体建设突飞猛进，空港新区形象凸现。五年来，空港新区载体建设高潮迭起，高标准、高起点完

成了空港新区２５平方千米的核心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实施百丈、朝阳等村村庄整理和新区道路工程
拆迁，累计拆迁面积近２５万平方米。宁杭高速公路、２４３省道建成通车；总投资３．５亿元的空港大道一期、二
期工程，朝阳路、塘西路、花茂路等１５千米园区道路相继建成通车；园区给排水、弱电强电、燃气、电信、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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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亮化、绿化等配套设施同步到位。总投资１．２亿元的宁杭城际铁路句容西站站前广场及配套工程顺利
开工建设。完成了区域供水主管网、支管网铺设，全镇农户全部吃上南京自来水。占地５０亩日处理１万吨
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成功开通电信０２５南京区号业务，一个崭新的空港新区框架雏形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转型发展步伐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空港新区不断加快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

服务业。近年来，新区共引进总投上亿元的项目１５个。一是新兴产业迅速集聚。以光电光伏、电子信息、高
端能源装备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产业项目进入园区，初步形成新兴产业集聚效应；二是文化创意产业优势

凸显。由人民出版社、浙江谛都集团联手，一期投资２０亿元、占地３００亩的数字出版传媒基地落户新区，项
目达产后３年内将实现销售额超３０亿元；三是现代服务业方兴未艾。总投６亿元，集研发、科技孵化、生产
于一体的东恒科技园项目即将开工建设。整个新区呈现出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态势。

（四）农业设施明显改善，现代农业快速发展。郭庄是全市防汛的重要区域。几年来，我镇累计投入

７９００万元先后完成了高阳河、西撇洪沟、白土圩、十里小河、二干河等除险加固工程；新建、改建了西圩三站、
港北电站、高阳河北站、石坝电站等２２座电站，新架设了朝阳坝３．５万伏高压排涝专线工程，改造塘坝１２５
个、疏浚村庄河塘８５座、河道３０条；改造农村桥梁２３座；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完成东湖、东方红等村标准化农田
建设８０００亩，郭庄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有效改善，防洪保安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完成成片造林７５００亩，村
庄绿化达标７个。同时，始终坚持加快推进现代高效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思路，现代农业扩面成效显
著，累计新增高效农业面积２．６万亩，其中设施农业０．８万亩，新建百亩以上高效农业基地３２个；加大农业合
作经济组织建设，五年新成立农业合作社４５个，为今后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扎实推进同城同建，镇村面貌日新月异。按照“全面融入南京，打造南京副城”的要求，以美化、绿

化、亮化为重点，着力加大集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投入 ２００多万元改造集镇人行道 ４０００米、下水道 ２５００
米，对集镇墙体进行了全面出新。架设了集镇至金星村、集镇至百丈村路灯１４６盏。投入１６０万元建成郭庄
文化休闲广场，对南河风光带全面实施了升级改造，重建了郭庄农贸市场。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投入３亿
元新建安置小区２０万平方米，使农村部分群众享受到城市人生活。投入１８９０万元先后建成了财政大楼、粮
贸大楼、农电大楼、公交大楼、工商大楼等。五年来，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新建商品住宅房２０万平方米。共投
入９９０万元，新建农村水泥道路４８千米，彻底改变了全镇５０多个自然村出行道路状况。加大砖瓦窑厂关闭
力度，先后关闭了五渚坊、孔塘、百里窑厂。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村建设，成功创成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镇村环境面貌大为改善，群众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六）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法制建设得到加强。顺利完成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工作。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投入科技经费３２０万元。创建江苏省区域教育现代化硕果累累，新建郭庄中心校“逸夫楼”、葛村中心校
“中慈楼”，郭庄幼儿园大楼、葛村幼儿园大楼投入使用；郭庄中学中考成绩连续四年在农村中学中名列第

二；社区教育中心通过省级验收。全面完成“十一五”人口计生事业各项责任指标，建成镇级世代服务中心。

全面推进“医保普惠”工程，农民参保率达９８％，郭庄、葛村卫生院及防保所成功合并为郭庄中心卫生院，一
举创成镇江市卫生镇。创成省放心消费示范镇。创成镇江市食品安全示范镇。顺利通过“省体育强镇”验

收。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４０００户。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稳步提升，强化社会管理，致力打造平安郭庄、法治郭
庄、和谐郭庄，建立社会大防控、大调解、大综治、大信访体系；公众安全感明显提高，社会矛盾明显减少。

“五五”普法成效显著，技防村、政法综治工作中心和中心警务室全部建成。强化安全生产工作，几年来未发

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连续几年被镇江市委、市政府评为社会治安先进镇。自觉接受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及大会主席团的监督，几年来累计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１５６件，办复率１００％，满意率超过９５％。民族宗教、人
武、统计、老龄、残疾人、妇女儿童、关心下一代等工作取得新成绩。

二、２０１１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２０１１年以来，面对持续严峻的宏观形势，我们努力主动作为、务实进取，全面快速推进全镇各项工作。

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２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１％；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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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收入８１５９万元，比上年实绩增长２０．５％，其中一般预算收入２６９９万元，占年任务的１０６％，同比增长
２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１１６５５元，同比增长１８．２％。

（一）工业经济更加优化。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转型升级、跨越赶超”的要求，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推

动产业升级，提升发展质态。在招商引资中重点突出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文化创意、科技

服务、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招商。全年新落户空港新区投资超亿的大项目７家，如一期总投２０亿元的创
壹数字出版传媒基地、总投１０亿元的同菲达能源装备、总投１５亿元的光轩光电、总投６亿元的东恒高新技
术产业园等，这些项目不仅体量大、质量高，而且完全符合空港新区产业发展方向，为新区转型升级、跨越赶

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年共新办企业８９家；新增注册资本１２．５亿元。
（二）项目建设快速推进。我们始终将扩大有效投入作为跨越赶超的重要抓手，不断增强投资对经济发

展的拉动力，始终坚持以攻坚的精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此带动新区形象提升。去年累计开工项目１４个，
全年完成工业性投入９亿元，增长３０．４％；开工建设标准化厂房１５万平方米。目前，同菲达装备一期５万平
方米厂房即将封顶，光轩光电项目一期７．６万平方米厂房主体即将竣工，齐光玻璃已进入试生产阶段，创壹
国际传媒产业项目规划、建筑设计、企业围墙均已完成，４月份即将破土动工。

（三）新区载体日臻完善。在已经完成空港大道一期、朝阳路、塘西路、花茂路相继建成通车的基础上，

去年空港新区基础设施投入又超过３亿元。空港大道二期建成通车，绿化配套工程即将开始。宁杭城际铁
路句容西站站前广场及配套工程正在加紧建设，恒达路已开工建设，百丈路、文溪路开工前期准备工作基本

就绪。康居花园二期３０幢安置房已经竣工，首批４３０多户群众已经迁入新房；康居花园三期１５幢安置房已
经封顶，５月份将交付使用。通过有效投入，新区项目承载能力和服务配套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四）现代农业成效显著。不断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大力发展都市农业，扎实推进总投２亿元的郭庄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扩大农村“三大合作”组织覆盖面，推动规模经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年完成高

效农业１００００亩，其中设施农业２５００亩，新增农民三大合作组织６家，新增镇江市级农业龙头企业３家，签
约农业项目１８个，完成“三资”投入１亿元。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２８００万元完成二干河综合整治工
程，投入３５０万元新建了石坝电站，全镇防汛能力得到新的提升。

（五）民生事业协调发展。加强集镇综合管理，成立镇村综合管理办公室，建立农村垃圾运输处理市场

化体系。开展生态市创建工作，创成省市生态村５个。郭庄、葛村两家自来水厂如期回购，区域供水支管网
全面完成。开工建设广电大楼。积极实施校安工程，高标准建成葛村小学“绿润楼”，切实做好学校安全工

作，中小学人防、物防、技防全部配备完善。完成卫生院门诊病房综合大楼改造工程，加强“３＋Ｘ”健康服务。
实施“金人工程”，实现人口信息网络全覆盖。开展４家村级（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模
式，高度重视技防镇建设，集镇、村、学校、重点企业安装１４０多台套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平安 Ｅ家电话１０００
多户，十户联防电话８０００多户，基本实现全镇重点区域、场所全覆盖。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妥善处理
群众的利益诉求。在全市率先开通镇村公交，全国镇村公交现场会在我镇成功召开。新农保续保人数达

１１０６７人，新增２０２３人；企业社会保险完成３００人的任务；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达７０％，农村低保做到应保
尽保。

各位代表，总结前五年的工作，我们欣喜的看到，郭庄发生了许多令人振奋的变化。特别是去年，随着

投入的不断加大，载体建设的不断完备，郭庄的发展已经进入“蓄势腾飞”的阶段。回顾几年来的工作，我们

有以下几点体会和做法：

１在“推进同城同建，打造南京副城”浪潮中，我们迎难而上，敢为人先。面对郭庄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我们化压力为动力，学最好的、赶最近的，坚持与强的比、向高的攀、跟快的赛，在奋力赶超中实现了后来居

上，综合竞争力持续攀升。去年我们在全市综合排名位列第四，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我们始终把困难当

磨炼，咬紧牙关、埋头苦干，在干中统一思想，在干中坚定信心，在干中增长才干，战胜了前所未有的艰难险

阻，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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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建设空港新区，发展空港新城”道路上，我们矢志不渝，绝不懈怠。郭庄的发展依托的是独一无二
的区位优势，我们审时度势制定了“建设空港新区，打造空港新城”的发展战略，始终围绕建设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和现代服务业的先行区，以产业推动空港新城建设。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的第

一推动力，矢志不渝抓招商，全力主攻大项目，形成重大项目竞相落户、快速推进的良好态势。面对宏观调

控、要素趋紧的巨大挑战，我们积极主动应对，破解发展难题，以观念的领先赢得发展的先机，用思路的突破

换来发展的跨越。

３在“发展为了百姓，民富才是真富”指引下，我们执政为民，惠民为先。发展是硬道理，富民也是硬道
理。我们始终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头，对群众的承诺说到做到，为群众办的事做实做好，２０１１年镇十六届
人大七次会议确定的八件实事中，目前石坝电站改造、区域供水支管网二期工程、标准化农田建设、工商大

楼、卫生院综合大楼修建、农村道路工程建设等圆满完成；数字化电视正式开通、广电大楼主体竣工；宁杭城

际铁路句容西站站前广场及配套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所有实事件件落实到位。

４在“构建和谐社会，打造服务政府”过程中，我们主动作为，勇于担当。我们将“回头看”工作始终贯
穿在全年工作中，积极寻找政府自身建设中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和做法，努力比自己过去做的好，比别人现

在做的好。通过开展软环境整治、行风评议等手段，推动服务走向基层、走向群众、走进企业，有力地增强了

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和感召力，初步塑造出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良好形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懈

努力。

各位代表，奋斗伴随艰辛，成绩来之不易。我们深切地感到，政府的一切工作离不开镇党委的正确领导

和镇人大的支持监督。政府工作的成绩凝聚着全镇人民、各界人士的辛勤劳动。在此，我代表镇人民政府

向各位人大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镇人民，向关心、支持郭庄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困难，主要是：经济基

础相对薄弱，经济总量偏小，财政压力依然很大；空港新区在新兴产业发展上，任务依然很重；在解决制约发

展的要素瓶颈上，困难依然很多；农民人均纯收入依然增长不快，民生改善上投入依然不足；发展遗留问题

较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有些部门和少数干部服务意识、创新意识依然不强等。针对这些问题，我

们在今后工作中将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解决，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三、今后五年的工作目标及２０１２年主要任务
各位代表，今后五年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时期，郭庄发展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和高度，我

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同城同建”战略要求，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和视野，审时度势，提升标杆，全力投入空港

新区新一轮建设之中。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为指

引，以２０１５年与苏南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按照市委十一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部署，进一步深
化空港新区规划，培育新兴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突出科技创新，主攻重大项目，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

谐，又好又快地推进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把郭庄建成经济最具活力的产业新城，人民更加幸福的文明强镇。

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到２０１６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５５亿元，年均增长１５％；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突破１亿元，年均增长３２．２％；财政总收入突破２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３０％，其中工业性投资
年均增长２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５０％；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２３０００元。

２０１２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关键之年，也是郭庄实现“建设空港新区，打造空港新城”目标的重要之
年。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１３％以上，力争达到２５亿元；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６５％以上，达到２０亿元，力争实现２４亿元；财政总收入增长２５．２３％，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增
长２５％以上，力争达到３１９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１６％以上。

同时，我们将着力为民办好９件实事：
１开工建设高阳河圩堤达标加固工程；实施朝阳坝老电站、方溪电站等排灌电站和抗旱渠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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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施空港大道二期及朝阳河风光带美化、绿化工程；
３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启动和开工朝阳路黄金商业一条街建设；
４启动空港新区１１０ＫＶ变电所建设；
５完成１０千米村级公路建设；
６宁杭城际铁路句容西站站前广场及配套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
７开工建设郭庄国土资源服务中心、郭庄国税办税服务中心；
８数字电视向农村延伸，新增数字电视用户５０００户；
９实施郭庄集镇自来水、污水、弱电等综合管网工程。
要完成上述工作目标，我们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充分解放思想，实现谋划发展。二是勇于创新

观念，实现科学发展。三是力保民生稳定，实现和谐发展。我们将扎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突出新区规划，加快新城功能完善。坚定不移地围绕全市“推进同城同建，打造南京副城”的战略

部署，全力推进句容西南大门建设。２０１２年，我们将坚持规划引领，进一步深化空港新城规划，坚持高标准、
高定位，并严格按照规划来指导建设。重点抓好宁杭城际铁路句容西站站前广场及配套工程；启动园区内

百丈路、文溪路工程建设；完成全镇自来水改造扫尾工程。实施新城污水管网、弱电管网、雨水管网、供水管

网、低压供电管网等综合管线工程；启动朝阳路黄金商业街建设；启动新区１１０ＫＶ变电所建设；提高对全镇
存量土地的盘活利用率，向上争取相关优惠政策，拓宽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二）突出科技创新，加快新兴产业集聚。空港新区将充分利用南京江宁大学城、江宁科技园的人才、科

研力量资源，积极推进创壹国际数字出版传媒项目申报国家数字出版传媒基地；打造以东恒科技园项目为

主的科技服务新型园区，加强与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今年计划吸引最少３家新兴产业企业入园，充分
发挥项目的孵化器作用；我们还将放大空港区位优势，形成特有的空港物流园区，并加大与普洛斯物流基

地、江苏五星物流基地等现代物流项目的推进力度，力争项目早落户、早建设，使空港新区具有鲜明的产业

特色。

（三）突４出招商选资，加快重大项目建设。随着宁杭城际铁路即将竣工运营，空港新区基础设施的日
臻完善，落户大项目的条件将进一步具备。招商选资始终是重中之重，空港新区只有早日实现项目的落户

和开工建设，才能形成真正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招商方式，拓宽招商渠道，主攻大项目，

突出产业招商，瞄准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产业，广泛开展招商选资，推进项目建设。全年将新增民营注

册资本９．６亿元；注册利用外资３０００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１８００万美元。在项目建设上，坚持基础设施和
产业项目并举，政府投资和社会投入结合，全力推进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确保全年工业投入突破１２亿元。对
在建的一批总投在亿元以上的项目，加快推进，确保同菲达、光轩光电、德兴车辆等项目年内全面投产，形成

效益；对已开工建设的时瑞电子、金钿实业等项目实行“一个项目、一套班子”，加强对项目、企业的服务和协

调工作，进一步促进项目和企业加快建设。确保全年在建和竣工的标准化厂房面积达２０万平方米以上，为
郭庄经济增长增强后劲。

（四）突出现代农业，加快农民增收步伐。按照“一村一品，品品成精”的总体要求，将现有的现代农业

园区扩面发展，并以点串片，连片成面，重点抓好绿泉庄和丰年果品蓝莓基地等项目的推进；在创成镇江市

级现代农业园区基础上，积极争创省级台商农业创业园区；完成高效农业扩面，全年计划新增高效农业面积

１００００亩，其中设施农业３０００亩，高效渔业２０００亩；绿化造林１０００亩，创建省绿化示范村１个；完成省万亩
水稻示范基地高产创建点１４个，千亩片２个，百亩方５个。在全镇江市水稻高产创建工作中力争前三名。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投资２３０万元对朝阳坝老站进行升级改造；投资２６０万元对金星、
东岗等６座抗旱泵站及渠道进行改造；投资１４０万元继续对东湖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争取计划投
资３０００万元的高阳河综合整治项目早立项，力争年内开工建设。

（五）突出民生改善，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把改善民生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全镇人

４６０

郭庄镇志



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不断提升幸福指数。２０１２年我们将提升集镇建设品质，完善集镇基础设施配套，
投入８００万元对集镇自来水、污水、供电等综合管网进行改造。开工建设国土资源服务中心、国税办税服务
中心。加快康居花园安置房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放心。积极推进普罗旺斯小镇、

水莲桦山庄、天鹅湖花园等房地产项目建设。积极开展美好城乡建设行动，今年将新创建生态村１１个，环境
综合整治村１０个，不断改善群众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数字电视整转工作向自然村延伸，今年将新增
和转换数字电视用户５０００户。郭庄中学争创“镇江市教育现代化学校”和“江苏省绿色学校”，两所中心小
学争创“镇江市教育现代化小学”，不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以创建“星级世代服务室”为平台，加强村

（居）计生服务室的建设与管理；实施“六五”普法教育，开展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十周年纪念活动。

落实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完善“３＋Ｘ”团队服务工程和农村改厕、两癌筛查、叶酸普服等重大公共卫生工作；
郭庄医院积极争创“省级示范化卫生院”、“镇江市文明单位”。加大食品药品监督协管力度，规范食品药品

市场，围绕食品安全重点环节、重点区域和场所开展食品安全集中整顿。开展对低保户、五保户、优抚对象、

重残、享受尊老金人员、６０周岁以上农村退伍兵等人员的全面审核工作，完成３个村的居家养老服务点建
设；继续做好五保老人集中供养工作。全面完成新农保扩面和社会保险扩面工作。探索失地农民保障制

度。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年无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不断创新社会管理，高度重视平安创建

和信访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努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对人民负责是政府工作的第一准则，让人民满意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追求。我们将努力探索并促进全体

工作人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牢记宗旨，敢于负责，恪尽职守，改进作风，切实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努

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坚持强化学习，以创新的思维做好工作。要在政府系统大兴学习之风，提倡自觉学习，强化各类培训，

不断提高全体机关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开拓创新能力。引导各级干部紧紧围绕建设空港新区这个目标，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的精神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规律，以科学的态度和创新的

精神应对挑战、推动发展。只要有利于郭庄科学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事情，就大胆地试、大胆地干、大胆

地闯，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以新举措激发新动力。

坚持依法行政，以完善的制度强化责任。镇、村及部门都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

责，坚决服从镇党委的领导，自觉接受各级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的

监督。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约机制。坚持公众参与、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合法审查和集体讨论相结合，促进依法行政、科学施政。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健全

完善政府工作运行机制，推进公共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坚持务实高效，以过硬的作风狠抓落实。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倡导简政、高效、务实的作风，要敢于

担责，狠抓落实，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多办群众急需、便民利民的实事好事，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

主义，戒空、戒虚、戒假、戒骄、戒懒、戒奢。进一步完善政府工作目标责任体系，健全重点工作推进责任机制

和督办查办制度，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定时间、定标准、定要求，确保落实到位。进一步加强绩效考评工

作，注重考评结果运用，严格兑现奖惩，强化激励导向，加快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估

体系。

坚持廉洁从政，以严格的自律树立形象。进一步抓好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健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体

制机制。加强对财政资金、重大投资项目、土地招拍挂、政府采购、资产资源经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行政监

察和审计监督，真正做到用制度管权、管财、管事、管人。进一步增强工作人员廉洁自律的意识，大兴艰苦奋

斗之风，努力节约行政成本，把公共财政用在保重点、保运转、保民生上，努力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政府

形象。

各位代表，肩负着全镇６万人民的重托和厚望，我们踏上了新的发展征程。让我们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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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团结带领全镇人民，抢抓机遇，开拓创新，艰苦创业，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和谐郭庄而努力奋斗！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２日在郭庄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郭　江

各位代表：

现在，我受郭庄镇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列席人员提出宝贵意见。

一、２０１３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３年是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镇上下攻难克坚、重点突破的进取之年。一年来，在

市委、市政府和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郭庄镇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镇江和句容市委

全会精神，突出项目推进、园区提升、民生和谐三大目标，以稳中求进、好中求快为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求真务实，开拓进取，较好地完成了镇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确定的工作目标，经济社

会发展呈现出五大喜人变化：

———增长速度加快。我们始终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改革创新，敢谋善断，全镇经济发展提速。全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８％；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７８０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８％；农民人均纯
收入１５９７５元，同比增长２０％；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４％；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１９．３亿元，
同比增长１８％；实际利用外资３３２７万美元，同比增长２９％，获得全市综合考核一等奖，镇江市分类考核二等奖。

———内生动力增强。坚持项目建设为第一抓手，着眼于扩基础、谋长远，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

劲。金门能源装备、耀兴新材料等企业实现投产；光轩光电加紧装修厂房，安置设备，将在二季度实现投产；

空港奥特莱斯开工建设，按照美国运营模板原汁原味打造，将于明年元旦前后对外营业；江韵物流、和正防

务装备即将开工建设；时瑞电子、金钿实业、格瑞德特种车辆等项目今年也将实现投产。２０１３年新建工业厂
房２０万平方米。科技创新工作卓有成效，高新技术产业值占规模工业产值的比重达１５％，全社会研发投入
占ＧＤＰ的比重达１．９％，产学研合作签约数达５项；金门能源一项产品获得省级科技认定；全年申请发明专
利３６件，成功申请４件，授权总数达７件。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引进高层次人才２３人，获得镇江市“３３１”人
才资助项目１项，句容“福地英才”人才资助项目３项。

———发展空间扩大。坚持打造第一载体，大力推动园区扩容提质增效，促进三大产业平稳较快发展。

对空港工业新区内２个自然村４０６户农户实施村庄整理，面积达１０．２万平方米；宁杭城际铁路句容西站投
入使用；文溪路、恒达路建成通车；１１０ＫＶ变电所开工建设，今年二季度将投入使用；积极争取土地要素，全
年获得省国土厅点供土地指标近４００亩，复垦土地５００亩；破解资金要素难题，成功融资１．７亿元；空港新区
创成镇江市和谐园区。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东恒科技园９幢实验楼正在进行内部装潢，研发大楼主
体已封顶，１３家企业协议入园，预计今年开票销售总额可过亿元。郭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新增高效农业面
积８１１０亩；设施农业面积８８００亩；实现农业“三资”投入１．６１亿元；签约农业项目３家；新增农民三大合作
组织１４家；完成成片造林６６０亩。积极打造绿色农业园区，７家农业企业１０余个品种获农业无公害认证，
全镇累计已通过无公害产地认证５５０００亩。

———镇村环境变美。大力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工作，投入４０００多万元对全镇自然村进行了环境整治，其
中三星级１个、二星级４８个、环境整洁村４９个，并完成宁杭高铁沿线可视范围内１３个自然村的高标准整治
工作；提升安置小区配套水平，增设停车位、休闲健身广场和健身器材；郭庄集镇完成聚星街的改造工作，葛

村集镇完成了康庄路的改造；全镇１８个行政村建立了保洁站，全年共清理生活垃圾７０００余吨；防治大气污
染，强化秸秆禁烧工作，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零容忍”，全年共淘汰产能落后和污染严重的企业３家。
投入１５００万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清淤扩容塘坝２５座，新改建抗旱泵站４座、排涝泵站３座，疏浚河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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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４０个，省级水利工程高阳河综合整治工程开工建设；全年建成农路８千米。
———民生事业提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第一目标，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民生不断改善，创成

“江苏省文明镇”。卫生工作全面进步。为４６２５名３５岁以上居民及４２００余名６５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免费
体检，建立健康档案５４１７８份；金星、东岗、方溪三个村卫生室实现标准化；全年共改厕１６４０户，新农合参保
率达９８％，成功创成“江苏省卫生镇”。教育创强成效明显。郭庄小学学科带头人队伍壮大；葛村中心小学
通过句容市特色学校验收；郭庄中学连续两年中考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全面完成被

征地农民参保工作，新征地做到即征即保；举办创业培训班三期，接受培训人员超百名；完成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扩面任务；全年新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５５３人，超指标５３人，完成续缴
保费近９０００人、续保缴费率超９０％。民政工作扎实推进。开展“慈善捐赠月”活动，共收到各类捐款５１万
元；救助特困家庭２０３个；完成镇级残疾人康复站、金庄稻米种植残疾人扶贫基地、唐家庄残疾人托养站的建
设。新增４个村级和谐社区。文体工作有声有色。完成了１８个村的农家书屋建设；成立了郭庄镇体育总会
协会；新建文化娱乐型广场 ３个，基本型文化广场 １个；全面完成数字电视整转任务，新增数字电视用户
１５３０户。社会治理不断加强。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全年矛盾纠纷调解率达 ９７％，调解成功率达 １００％，
“１２３４５”政府热线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达１００％，连续五年被镇江市评为信访工作“四无”乡镇，被镇江表彰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财政所获２０１３年全市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先进所。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共检查出各类安全隐患达４１９条，现场整改２９１条，限期整改１２８条，
全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此外，妇女儿童、共青团、工会、人民武装、民族宗教、双拥、科协、统计

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２０１３年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推进有力：新建５千米园区主干道路；空港新区１１０ＫＶ高压变电所开工建
设；完成村庄环境整治工作；高阳河综合整治工程顺利开工；完成集镇人行道、雨水、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完

成葛村集镇交通信号灯安装；完成３个村卫生室达标升级改造。
各位代表，奋斗伴随艰辛，成绩来之不易。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政府的一切工作离不开镇党委的正确领

导和镇人大、政协联络小组的支持监督。政府工作的成绩凝聚着全镇人民、各界人士的辛勤劳动。在此，我

代表镇人民政府向各位人大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镇人民，向关心、支持郭庄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镇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困难，主要是：产业“三

集”程度不高，项目建设进度不够快；资金、土地等发展要素制约依然严重；民生改善上投入不足，农民收入

增长不快；社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社会管理创新还需加强；镇村干部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仍需加强等。

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４年工作任务
２０１４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之年。我们既面临

挑战，更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必须振奋精神、凝心聚力、突出重点、狠抓落实，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今年

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市十一届五次全委会议精神，按照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稳中奋进，

改革创新”总基调，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重大项目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持续不断改善民生，力争在句容苏

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中走在前列。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１１％以
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０％以上；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１６％以上；实际利用外资２０００万美元以上；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１１％以上。

同时，我们将为民办好十件实事：

１进一步拉开空港新区框架，开工建设一批园区道路；
２完成高阳河综合整治达标工程，并对朝阳坝老电站进行彻底改造；
３开工建设郭庄雅苑安置小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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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施南河北路改造工程及河滨风光带建设；
５实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１０千米；
６实施中小学教育现代化达标工程，开工建设郭庄中心幼儿园；
７实施镇区（百丈段）主干道亮化工程；
８开工新建郭庄中心养老院；
９实施污水管网纳户及污水分散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１０实施原葛村集镇街道综合整治工程。
要完成上述工作目标，我们将力争做到“四注重、四提升”，全面推动郭庄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一、注重“美丽郭庄”建设，提升镇村发展水平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核心是人的

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生态宜居之

所。市委市政府把新型城镇化作为当前和今后句容发展的主战略，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大力建设美丽郭

庄，为发展构筑广阔载体，为经济增添持久动力。一是因地制宜编制镇村规划。郭庄拥有独特的区位交通

优势、优质的山水生态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要按照特色彰显、规模适度、宜居宜业、功能完善、

布局合理的要求，开展新一轮镇村发展规划修编工作，走出一条有水乡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在规划修

编中，注重加强与湖熟跨界新城规划的衔接，加快对接南京、融入南京发展的步伐。二是积极稳妥推进镇村

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赖以发展的基础和平台，要按照把郭庄打造成为重点中心镇的目标，积极推进

镇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今年，我们将开工建设桑园路、塘西路等主要道路，进一步拉开园区框架；实施南

河北路改造、葛村集镇综合整治和宁茅路亮化等市镇工程，进一步改善集镇环境；推进中小学现代化工程、

中心敬老院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配套水平。三是精心尽力打造美丽乡村。没有美丽乡村，就没有美

丽郭庄；没有农民群众的生活富裕，就没有真正达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我们要按照“建设中心村、整治基

层村、培植特色村、拆并弱小村、保护历史文化村”的要求，合理开展村庄布局调整，巩固村庄环境整治成果，

狠抓镇村环境长效管理机制，努力达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目标。四是创新思路破解建设难

题。在资金上，发挥融资平台作用，深入挖掘内在资源动力，通过银行融资、土地运作等一系列方法，筹措建

设所需的资金，努力打造自我发展、自给自足的“呼吸机”。在用地上，加大村庄整理和盘活存量的力度，今

年再关停砖瓦窑厂１－２座，复垦土地２００亩，整理出建设用地１０００亩以上。
二、注重优质项目建设，提升产业发展质态

产业是城镇发展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把优质产业培植摆在空港新区建设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提升

产业竞争力。一是明确主导产业。临空经济是以航空枢纽为依托，以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支撑，以提

供高时效、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为特征，吸引航空运输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一

种经济形态。我们发展空港新区，就是要发挥综合交通优势，在郭庄形成以高端产业为主导的临空经济形

态。因此，我们将根据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空港新区产业布局，着力招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

重点突破新能源、商贸物流和先进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成为全市经济的一个产业高地。二是狠

抓项目推进。项目是空港新区发展的生命线，我们必须在项目建设上下大气力。奥特莱斯项目是空港新城

现代商贸业和旅游服务业的样板，要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明年初能够投入运营；光轩光电项目１２．６万平方米
厂房要全部投入使用，具备２ＧＷ光伏组件的生产能力，实施全智能化机械手流水作业，建设成为国内同行业
自动化程度和总产出能力第一方阵的企业，打造成年产能超百亿的大企业。江韵物流项目抢抓施工进程，

确保在今年“双十一”时期部分实现运营；东恒科技园项目力争孵化培育一批具有成长性的“专精特新”中小

项目，为空港新区内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持。和正防务装备项目致力于军民融合式发展，今年力争新建

１０．３万平方米厂房。此外，金钿实业、时瑞电子、格瑞德特种车辆实现达产，并陆续开展二期建设。今年全
镇新增厂房面积力争超过３０万平方米。三是注重招大引强。瞄准大企业、大集团，大力招引龙头型、基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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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是抓好加强光伏组件、电子商务、医疗器械等重大项目的引进，形成产业集中集约集聚效果，为

空港新区产业培育增添“新特色、新动力、新支撑”。加强与江宁大学城和南京高等院校、专业化中介机构、

省市职能部门的联系，力争引入５家应税销售超亿元、科技含量足、产业层次高、占用资源少、带动能力强的
高新技术企业，起到带动力叠加作用。

三、注重发挥特色优势，提升农业发展效益

郭庄土地肥沃、河网密布，农业基础扎实、特色明显。我们要坚持“西工东农”的发展思路，按照中央、省

市部署，发挥自身优势，扎实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努力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要进一步修编完

善现代农业园区规划，围绕应时鲜果、有机蔬菜、特色水产、优质大米等优势产业，通过规模化布局、标准化

生产、产业化经营，打造郭庄现代农业品牌。全年要实现高效设施农业扩面５００亩，无公害农产品认证５个。
要引导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及农业企业各展所长、共同发展，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农民

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了不合算的事。今年，将新建农业合作社８家，开展各类职业农民培训６００人
次。要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注重提档升级，建设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示范点。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上，

完成高阳河综合整治工程，做好赤山湖圩堤加固工程，改造朝阳坝老站，改造东岗滚水坝２座，疏浚河道、池
塘２１条。扎实推动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离的新模式。要大力开展“百村万户”
双达标活动，推广天王戴庄的“村社合一”模式，既要“输血”又要“造血”，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薄弱村和低收

入农户的贫困面貌。

四、注重加快改善民生，提升社会和谐指数

巩固省级文明镇、省级卫生镇的创建成果，形成长效化管理机制；做好被征地农民保障、冬春水利等事

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建设，解决群众最关心最期盼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善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村庄绿化、环境美化等工作，全力改善农村居住和生活环境。今年，将成

片造林６００亩，完成村庄绿化３个；推进教育现代化工程和校安工程建设，开建八轨制空港新城幼儿园；继续
抓好秸秆禁烧工作，加强大气、水污染治理工作，建设葛村埝北、机场路、空港大道３座污水提升泵站及主管
网沿线村庄纳户管网工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方式，着力抓好信访稳定工作，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切实把

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

三、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各位代表，实现跨越发展，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必须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活动，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着力打造让人民满意的政府。

一、更加注重服务质量。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

中体现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加强一站式办事大厅，村和居委会服务点建设，实现市、镇、村

三级互联互通。加强“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线平台管理，确保关乎百姓民生的各类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二、更加注重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调节经济运行、管理社会事务。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切实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加

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大对滥用权力和失职渎职行为的追究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三、更加注重作风建设。作风建设是当前政府转变职能、提升效能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转变和提升的

必要手段。我们要把“敢于担当”、“严守纪律”、“埋头苦干”、“高效服务”、“锐意创新”、“清廉从政”作为座

右铭，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力戒“四风”。要提高政府执行力，推行工作目标责任制和跟踪督查制，落实

首问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确保政令畅通，汇聚发展的正能量。

各位代表，“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我们为建设郭庄所做出的一切，俨然就是一锹一铲，

开挖一块储量十足的金矿的过程。我们应当饱含激情，坚定信念，在市委、市政府和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紧紧依靠和带领全镇人民，只争朝夕，奋发向上，坚定信心，大干快上，在加快推进“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中真抓实干，在“宁镇扬一体化”发展战略中敢为人先，为建设宜居、宜商、宜业的新郭庄作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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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　跨越奋进
加速推动空港新城强势崛起

———在中共郭庄镇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段永齐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七次全委扩大

会议精神，全面总结２０１４年工作，部署安排２０１５年工作任务，动员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解
放思想、改革创新，实干快干、跨越奋进，谱写郭庄经济社会发展崭新篇章。

现在，我受中共郭庄镇第十二届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在改革创新道路上实现发展提质提速

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４年，是全镇深化改革创新的开局之年，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之年。一年来，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抢抓宁镇扬同城化和宁句一体化发展机遇，主动适应“新常态”，齐心协

力谋发展，着力推动空港新区向空港新城转变，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加快改善，

社会秩序更加和谐，党建基础不断巩固，各项既定目标和任务全面超额完成。

（一）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综合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１经济建设逆势上扬。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３５．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８％；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５５０８万
元，占年计划的１４０．８％；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２４．０８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４．７％，同比增长１７．８６％；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７９．４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１．５％，同比增长９．４３％；实际利用外资３５２４万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６８５２元，增长１１．８％。

２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一是项目建设捷报频传。全镇以大项目为抓手，以南京为主战场，多渠道招商
引资，大力发展光伏新能源、现代商贸物流、先进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空港新区已落户投资过亿元的项目达

１５家，建成标准化厂房５０万平方米，其中仅去年就新增２０万平方米。东癉光伏、金门能源、耀兴新材料、时
瑞电子、格瑞德特种车辆等项目达产运营，其中投资８亿元的东癉光伏项目，１ＧＷ产能６条生产线全部投
产，去年４个月就实现销售收入近６亿元，年销售收入将实现４０亿元。金钿实业、东恒高新技术产业园、江
韵物流、和正防务装备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南京大学数字出版产业园已进入签约谈判阶段，丰盛健康产

业园、南京中小企业创业园、稀土新材料、国电１ＧＷ光伏组件、特种变压器等一大批优质项目正在紧锣密鼓
地洽谈推进之中。二是载体建设稳步推进。大手笔推进园区道路网建设，总长７．２千米的临泉路、康庄大
道、南河北路、塘西路西延线等相继建成通车；１１０ＫＶ变电所投入运行；园区给排水、弱电强电、通讯网络、交
通设施以及美化、亮化、绿化等配套设施同步到位，项目承载能力不断增强。三是科技创新卓有成效。全镇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产值的比重达２２％，全社会研发投入占ＧＤＰ比重达２．３％；东恒高新技术产业
园获得国家级服务业专项资金扶持，金门能源公司新产品顺利通过江苏省首台套评审验收；电科电气公司

创成全镇首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年申报句容“福地英才”人才项目５项、镇江“３３１”人才项目４项；申
报各类专利４７项，其中发明专利２６项，获得授权３７项。

３“三农”发展局面喜人。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全镇新增高效渔业３８００多亩、设施农业８９５０多亩；
着力打造丰年蓝博园，新建５千米环园水泥路，聘请专业团队对园区进行规划设计，着手打造集旅游观光、家
庭亲子、垂钓休闲、户外运动于一体的旅游度假区；农田水利建设高歌猛进，各项涉农投入达１．１亿元，其中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５２００万元；全面完成水利建设工程，疏浚河道、改造塘坝３４条（座）；高标准完
成高阳河综合整治工程，有效提升了防洪、排涝和灌溉能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庄里５０００亩正在建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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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渚坊１０００亩已经进入招投标；建成水稻烘干和仓储中心；实施农村道路提档升级１０千米；经戴、端王
等６个村完成百村万户“双达标”工作目标；广泛开展实用技术创业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累计
培训农民１．２万人次，培育农村经纪人２００余人，有效带动了农业农村发展。

４现代服务业势头强劲。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逐年增加。总投资 １０亿元、注册资金
５０００万美元的空港奥特莱斯购物广场项目主体已经封顶，招商工作顺利推进，已与２０多个国际品牌成功签
约，春节前将开门试运营，该项目的建成，将极大地带动我镇服务业向高端、高层次发展；江韵物流项目主体

工程即将竣工，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我镇现代物流发展水平；中鑫农庄、南河农庄、绿泉庄等乡村旅游项

目持续发展；集镇商品零售业快速发展，便民超市新店正式运营。

（二）产城建设互动共进，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

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投入２０００多万元，完成２千米污水管网铺设和３个污水泵站建设，对２２个自然
村进行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对葛村集镇进行了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加强集镇管理，对集镇环境进行了

综合整治，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镇中心十字路口车辆乱停乱放问题进行专项整治，集镇面貌有了较大改观，

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

２教育集聚区启动建设。教育现代化工程稳步推进，按８轨制设计新建郭庄中学、中心小学、中心幼儿
园，３所学校教学、办公等各自独立，又以中央大道相互连接，建设教育集聚区，使教育资源实现共享。建成
后的教育集聚区将使集镇和园区更好地融合，完善郭庄的现代城镇功能，使农村学生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学

生一样优质的教育资源。

３技防设施全面升级。投入３００万元对全镇技防设施进行全面扩容升级，新增３７个监控点，在出入郭
庄的重要道口新增１１套具有抓拍功能的技防设施，在集镇道口、宁杭高速郭庄出口和２４３省道交叉口增设
了红绿灯和电子警察，正在新建面积２００多平方米的数字化监控中心。技防设施的扩容升级进一步增强了
社会管理能力，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

（三）民生工程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成效显著

１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完成邢家边“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对２０个自然村进行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开
展生态村创建工作，端王、刘巷、方溪、东岗、百里等５个村创成镇江市级生态村，全镇省、市级生态村比例达
到９４．４％；关闭甲山荣发、郭庄凯盛两座砖瓦厂及端王生猪养殖场；加大对镇村环境卫生管理投入，新建一批
环卫基础设施，干道沿线环境卫生和村庄环境保洁实现长效化、常态化，农村环境越来越美；大力开展秸秆

禁烧，实现全年无火点目标，生态环境、大气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２社会事业进一步加强。加大镇财政对新农保、新农合、农村低保等投入力度，全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参保率达１００％，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达９７％以上；全年共为低保户、伤残军人、义务兵等民政对象发放
资金６００多万元，为全镇８０岁以上老人发放尊老金１０２万元，为６０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办理意外保险，为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体检；被征地农民保障工作做到即征即保，解决了被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在全市领

先并超额完成“金保工程”①数据采集任务，数据比对正确率达１００％；葛村、方溪、金星３个村高标准创成和
谐社区；成功申报方溪、葛村２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镇中心养老院即将开工建设；新建校车停车标识牌、线
路安全警示桩，全年未发生一起校车安全事故；郭庄中学中考成绩连续四年名列全市前茅；广泛开展形式多

样的计生宣教活动，营造良好的计生宣传舆论氛围；对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安全检查，积极预防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保障全镇人民的饮食安全；大力实施“文化下乡”工程，完善村级文化活动广场，推

进“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创成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镇；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相关制度，成功处置“９·１５”安全生产事故，将事故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３社会管理进一步创新。继续巩固平安郭庄、法治郭庄、和谐郭庄创建成果，大力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六级三化”②和“平安互助”，对全镇群防群治组织进行整合，建立健全了镇、村、片、社（组）、中心户、农户

等六级社会治理管理网络；新建成一批规范化“十位一体”村综治办；开展重大项目风险评估工作；积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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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工作，去年共调解各种矛盾纠纷１３６件，成功率达９６％；全力做好信访稳定工作，实行信访问题责任
追究制和领导包案制，成功化解一起连续多年上访的顽固案件，特别是今年南京“青奥会”、北京ＡＰＥＣ会议
期间做到上访零登记，受到镇江市贺信表扬。全年共接访８３批次、１８９人次，其中集访３批次、７５人次，息访
成功率１００％；按时办结上级交办信访事项２１件，确保了全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四）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政治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１党委管党实现新提高。一是落实管党责任。镇党委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工作的第一位，实行党建工
作层层负责制，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牵头抓、职能部门具体抓、党员干部个

个抓的党建工作氛围，管党合力明显增强。坚持把党的建设融入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党建助推

发展、促进工作的作用。二是狠抓党建成效。严格党建工作考核，镇党委认真制订党建工作计划，明确工作

目标、任务和措施，与各党支部签订党建目标责任状，把党建工作任务量化到每个支部、每个党员干部，使党

建工作不抽象、有抓手、好操作，真正落到实处，抓出成效。

２组织建设再创新成绩。一是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活动主题，以解决“四
风”方面突出问题为主要任务，深入开展了教育实践活动，经过８个月的共同努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任务，各级班子和党员干部的作风得到了明显转变，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二是干部选用德才兼备。认真

贯彻执行干部选拔任用政策规定，完善干部培、选、用的科学考评机制，坚持“好干部”标准，确保干部选拔使

用公平、公正、透明，为能干事、肯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三是“四定四联”③深入推进。

活动注重实际，务求实效，对群众的诉求、反映的问题，建立分析、调研、办理和反馈制度，切实为农村、为群

众、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四是党员发展更重质量。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

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发展党员新要求，注重培养农业科技带头人、民营企业负责人、复员军人、回镇学

生、农村青年入党，将党员发展向两新组织倾斜、向生产一线倾斜，保证党员发展质量。五是严肃整顿软弱

组织。为全镇２个软弱涣散党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和整改措施，镇村合力推进整改，并按时完成了
整改任务，党组织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得到了加强，党员干部发展经济、服务群众能力得到了提升。

３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一是全面落实“两个责任”。研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
责任实施方案，将“两个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一个领导干部，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完整链条和工

作格局。二是完善廉政制度建设。制订出台《关于加强和优化作风建设的十项管理制度》、《行政事业单位

财务管理制度》、《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从源头上加强廉政建设。三

是坚持严肃执纪问责。制订《部门、村及其工作人员问责办法》，对１个部门、２个村、１名机关干部进行了问
责处理。立案查处违纪案件５件，对５名党员干部进行党纪处分，通过执纪问责和案件查办，使党员干部不
能腐、不想腐、不敢腐。

４宣传统战得到新提升。一是主题教育丰富多彩。组织社会各界群众开展“推荐身边的道德典型、学
习身边的道德模范”活动，认真制定评选方案，层层进行宣传发动，真正把身边的好人评选出来，杨筱云获得

镇江好人榜提名，朱自梅获省“最美乡村教师”称号。二是对外宣传成果丰硕。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与平

面主流媒体、网络媒体合作，强势开展对外宣传，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全年共在《新华日报》、《镇江日报》、

《南京日报》等主流媒体发稿７８篇；在人民网、新华网等知名网站发稿５３篇；在江苏卫视等市级以上电视媒体
发稿１０篇，达到了对内聚人心、鼓干劲，对外树形象、促发展的目的；在扩大正面宣传的同时，我们还及时稳妥
地化解了多起可能对我镇造成负面影响的报道。三是统战工作凝聚合力。镇商会、宗教团体等统一战线成员

坚定不移地与党委、政府保持一致，积极投身全镇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各行各业，为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５群团工作取得新突破。一是征兵任务全面完成。坚持党管武装，预备役部队组织整顿、规范化建设、
军事训练、征兵等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全镇应征青年９０％以上参加兵役登记，共有２８人被确定为双合格青
年，全面完成上级赋予我镇的兵员征集任务。二是工会组织规范建设。以党建带工建，全年组建企业独立

工会８家，新增会员９８７人，完成基层工会组织换届５家；抓好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全镇１０００多名职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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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互济保障计划。三是团建工作发挥作用。开展了青年志愿者活动，慰问孤寡老人，打扫敬老院卫生，开

展植树造林，参与高铁安保，走上街头为群众提供法律、计生知识咨询服务等，受到群众欢迎。四是妇儿事

业全面发展。深入开展“巾帼文明岗”、“五好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对单亲母亲进行结对帮扶，留守儿童和

贫困孤残儿童得到关心和照顾。

各位代表、同志们，２０１４年是一个不平凡之年，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在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和严峻考
验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更是各位

代表和全镇广大干群团结努力、艰苦奋斗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镇党委对各位代表一年来的大力支持表

示衷心的感谢！并通过你们向全镇各条战线上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及所有关心支持郭庄

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各位代表、同志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还不高。部分基层党组织抓党建的责任意识不强、工作力度不大，少数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强，部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好。二是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还不强。经济

总量还较小，优势产业、规模企业和重大项目不够多，财税增长速度不快，空港新城建设缺少强大的财力支

撑。三是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还带有一定波动性。影响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日益多元化，社会

管理工作难度不断增加，平安和谐的局面还不十分稳固。四是社会事业建设与群众需求还不能同步。一些

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建设速度还不快，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迫切需要。五是农民增收的渠道不

宽。收入总体水平还不高，消费能力不强。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高度重视和解决。

二、充分研判和把握新的发展形势

当前，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一去不

复返，对郭庄来讲，“新常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看我们能不能科学分析和充分把握形势，去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

我们面临的机遇是：一是宁镇扬同城化战略的实施，是郭庄加速发展的“助推器”。郭庄与南京江宁区、

溧水区毗邻，田地相靠，人文相亲，历来交往密切，只是行政区划不同导致发展不能同步。近年来，通过招商

引资，我们与南京建立了良好的交流沟通机制，来自南京的项目占据全镇工业项目半壁江山还要多，南京的

水、南京的路、南京的电话都通到了郭庄，同城化发展，郭庄有基础、有条件，随着宁镇扬同城化进程的加快，

郭庄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市委、市政府对郭庄同城化发展高度关注、寄予厚望，也将出台扶持政策推动郭

庄融入同城化建设。二是空港新区科学的产业规划，是郭庄加速发展的“校正仪”。我们严格按照空港新区

的发展规划和产业定位开展选商引资，引进来的项目都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未来发展趋势的项目，落后产

能、污染项目一律拒之门外，这为我们发展高端产业、新兴产业、绿色产业提供了要素、腾出了空间，我们不

走别人走过的老路、弯路，要走就走郭庄特色的新路、快路。三是干群对发展的热情和渴望，是郭庄加速发

展的“动力源”。近年来，经历在全市发展长期垫底的郭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郭庄的干部群

众亲眼见证、亲身参与，郭庄人民看到了郭庄发展的希望和潜力，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让郭庄发展的更快、

建设的更好，干群精神状态、工作干劲空前高涨，只要我们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工作主动，我们郭庄就一定能

超越他人，拔得发展头筹，就能在全市有位次、有位置。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新常态”、新形势下，发展面临的挑战。一是产业发展层次还不高。尽管我们招商

的力度很大，也有了一些重量级、旗舰型的项目，但是产业层次还不是很高，规模效应还没有真正形成，发展

不充分仍然是主要矛盾。二是发展要素制约将长期存在。发展离不开必要的要素支撑，但从当前和今后一

段形势分析来看，要素紧缺将成为常态，这将是挡在我们面前的“拦路虎”，需要我们以改革创新的魄力和手

段去全力破解。三是干事创业的风险系数加大。随着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各项制度越来

越规范，各种刚性约束越来越严格，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与法律、与制度相违背，我们既要干好事，又要不出

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依法依规办事，提高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把每一步迈稳走好，把每件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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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干好。

三、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现代化的空港新城

２０１５年是“十二五”计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空港新城建设元年，建设与发展的任务光荣而艰巨。我们工
作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察镇江时的重要讲话、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七次

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坚持“稳中奋进”总基调，以壮大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为重点，深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创新，强化工作落实，以更好的发展质量、更大的发展步伐、更快的发展

节奏，推动全镇经济社会迈入“变频提速，跨越发展”新阶段，全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

度高的新郭庄，加速推进空港新城强势崛起。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安排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１６％；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１５％；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０％，其中工业性投资增长２５％；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１２％以上。

围绕上述思路和目标，我们将大力实施“四大工程”：

（一）实施“产城融合”工程

１推进新城人居环境提升。前瞻性做好园区、城镇化建设总体规划修编，实现产城融合发展。以新型
城镇化为动力，全力改善基础配套设施，打造商务商贸区、教育集聚区、休闲旅游区，不断提升园区和集镇人

居环境功能。加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打造生态园区、生态企业、生态乡村和生态景观，让生态成为郭

庄更加亮丽的风景线。

２推进五大“园中园”融合升级。以空港新区为载体，全面开展南京驻点招商，加快实现“五园共进”，
即：建设协鑫高科技产业园，推动光伏、稀土等产业发展；建设东恒高科技产业园，为科技项目孵化、人才创

业搭建平台；建设奥莱商贸物流园，带动全镇物流、商贸业长足发展；建设南大数字出版产业园，吸引高端人

才集聚、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建设南京中小企业创业园，推动全镇生态、低碳型标准化厂房建设，实现３年建
成３０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培育３０家销售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的“３３３目标”。通过五大“园中园”建设，推
进园区产业转型升级、质态提升。

３推进现代服务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一是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全面融合。以现代农业为基础，
引入现代服务业，建设农产品交易、流通和深加工服务平台，拓展农产品的流通和销售，做大做强现代高效

农业。二是现代服务业与乡村旅游全面融合。依托生态资源和自然禀赋，大力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业，高标

准设计和开发虬山湖生态乡村旅游，打造特色农庄，带动现代旅游业发展。三是现代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

业全面融合。发展和壮大物流产业，并向生产领域延伸，为园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实现企业发展和现代

服务业发展双赢。

（二）实施“改革创新”工程

一是投融资模式创新。充分利用土地、项目、资产、特许经营权等开展融资，在成功尝试用ＰＰＰ模式④融

资的基础上，加大ＰＰＰ合作建设项目的推进进度，通过市场化运作，广泛吸纳社会资本，鼓励各类投资主体
参与园区开发，提高园区市场化建设管理水平。

二是管理服务模式创新。园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按照城市管理模式市场化运作，向社会企业购买公

共服务和管理，进行市场化运营，打破政府直接管理的传统方式，使公共设施维护更加有效，公共服务更加

高效；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金融、科技、人才等集成式服务，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

三是建设运营方式创新。通过混合所有制形式，与企业合作融资，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助力发展。组建

空港新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解决园区发展资金问题；组建空港新区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参股的形式

推动重点农业项目建设，推动现代农业大发展。

（三）实施“依法治镇”工程

１大力开展依法行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用法治思
维推进工作创新，积极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依法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完善全镇立体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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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防控体系，用法治手段有效防范、化解和管控影响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生态保护的各种矛盾，强化安全生

产、社会稳定、生态保护等法律责任追究，提高平安、法治郭庄建设能力。

２全力开展法治宣传。把法治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建设和公益性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引导党员干部和群众知法守法用法，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诉求、解决

问题，维护自身权益。

３着力提升执法水平。以镇级城管执法中队建设为契机，对全镇集镇管理、违建管理、安全管理、生态
保护等执法队伍进行整合，合理配置执法力量，提高执法水平与效率，构建大执法格局。

（四）实施“民生幸福”工程

一是全面完成“双达标”任务。继续推进百村万户“双达标”工作，多措并举完成经济薄弱村“双达标”

目标任务。一是在集镇集中建设商业用房，由各村购买后出租增加村级经营性收入；二是鼓励各村因村制

宜，通过发展现代农业、进行土地流转等途径增加村集体收入；三是通过建立农村经济人队伍，实施一对一

帮扶、项目化帮扶等形式，帮助低收入家庭脱贫，让更多农户实现“小康梦”。

二是努力为民兴办实事。把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实惠，大力度为民兴办各类实事。继续实施农

村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工程，基本建成教育集聚区；中心养老院主体工程竣工；完

成镇垃圾中转站升级改造，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实施郭庄、葛村老集镇改造工程；建成新的花园式安置房，

让拆迁群众生活的更加幸福美满。

三是密切联系服务群众。以利民利商为根本原则，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深入推

行村级便民服务“代办制”，启用镇级公共服务中心平台，全面提高服务效能，力争让群众和企业实现“服务

零距离，办事零障碍”。

四、严格落实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新常态下实现郭庄加速发展、跨越赶超，关键在党，关键在干部，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

我们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抓好党的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从严治党八项要求，把党建责任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以卓有成效的党的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一）全面加强思想建设，激发干事创业的不竭干劲

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联系我镇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党员队伍建设现状，认真解决好党员和党组

织在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要通过思想建设，让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

观、利益观、地位观，切实提高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增强主动工作、创新工作的能力，形成党员干部在谋事

上比智慧、在干事上比奉献、在成事上比业绩的浓厚氛围，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新常态下依规依法

开展镇村工作，提高党员干部掌握全局、依法办事和推动发展的能力。

（二）全面加强组织建设，锤炼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工作

方法；落实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民主管理、村务公开和村民议事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按制度和规章办事，村

级财务收支、农民建房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定期公开，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

培训，不断提高谋划发展、推进发展的能力；坚持党员发展标准，严格按照程序发展党员，确保党员发展质

量；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使流动党员不失联、不失管；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优化党组织设置，推进新

经济组织和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

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三）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打造快干实干的干部队伍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以干部选用新条例为依据，开展机关干部和村干部综合分析研判，科学选拔使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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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真正让能干事的干部有舞台、会干事的干部有机会，干成事的干部有位子，把镇村干部打造成开拓创新

的先行者、干事创业的引领者、狠抓落实的实干者。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建立数量充足、质量保证的农

村后备干部库，激发他们扎根农村，为发展服务、为群众服务的热情。建立和完善机关干部、村干部的激励

和保障机制，使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有盼头、有劲头、无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干事，一心一意创业。

（四）全面加强作风建设，保持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巩固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成果，深入持久地推进作风建设。按照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要求，认真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以上率下落实党建工作任务，实行党建工作责任审查、经济工作责任审计“双审”

联动，促使党员干部把党建工作“一岗双责”抓实抓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加强党风党纪

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廉洁意识，讲操守、重品

行，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十项规定”和各级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要求。坚持党员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严肃查处违反党规

党纪的行为，坚决惩治腐败行为，做到执纪必严、违纪必究。

各位代表、同志们，发展的目标已经确定，美好的蓝图催人奋进，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团结和带领全镇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创业快干、创新实干，为加速推动空港新城强势崛起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 金保工程：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以中央、省、市三级网络为依托，涵盖县、乡等基层机构，支持劳动和社会保障业务经
办、公共服务、基金监管和宏观决策等核心应用，覆盖全国的统一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电子政务工程。

② 六级三化：社会管理方法，分为城市和农村“六级”服务管理体系（城市：街道—社区—网格—楼栋—楼道—户；农村：
镇—行政村—组—片—中心户—户）；“三化”指社会治理方式，管理网格化、服务社会化、手段信息化。

③ 四定四联：指镇领导定片联村、机关部门定村联企、镇村干部定村联社、党代表定社联户。

④ ＰＰＰ模式：指政府和私人组织之间，为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
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

双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三、诗文选录

圩田诗

宋·杨万里

周遭圩岸僚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

行到秋苗出熟处，翠茸锦上织黄云。

古来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

岁久树根无寸土，绿杨走入水中央。

归　山
明·戴仁

吾家本自住临泉，更近华阳洞里天。

九万鹏程浑一梦。采苓误我?松烟。

利锁名缰顿解休，赐归恩重复何求。

计程千里家非远，桔绿橙黄正暮秋。

从今宦辙脱红尘，书剑还归积庆门。

载酒题诗何处是，桃花坞与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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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休朱紫白云端，手拄青藤当笏看。

馆阁山中有文伯，宁无屈宋作衙官。

崇明古塔

明·戴仁

盘旋石磴护雕栏，七级巍巍力可攀。

西北仰瞻高九陛，东南俯视小诸山。

循环日月檐楹外，缥缈烟云窗户间。

忆昔题名曾籍此，叫开闾阖叩天关。

义阡仁德

明·戴仁

花封沛泽每如膏，父母斯民不惮劳。

久养一腔仁德厚，新开四郭义阡高。

青山只有人称颂，白骨应无鬼哭号。

善政如公跨独步，会看天上玺书褒。

游 茅 山

明·汤鼐

好风吹我上茅峰，拂尽尘襟眼界空。

行见烟霞生洞口，坐闻钟磬出云中。

石屏曲眷低蹲虎，瀑布垂头倒挂虹。

欲访茅君问消息，蓬莱有路几时通。

同县尹李公登塔

明·汤鼐

宝塔肞?倚碧空，偶来登眺寄行踪。

万家闾巷周回内，百里山河咫尺中。

静爱清虚喧铁马，忽惊幽僻起苍龙。

乘风绝顶应须到，不为留题兴自浓。

登尽浮图已在空，此身疑是蹑仙踪。

上方天厥栏杆外，下界人家烟雾中。

绝顶孤危无鹳雀，中心蟠屈有蛟龙。

嫦娥讶我来何暮，赐得金茎一滴浓。

筑 堤 谣

清·李?

岁筑堤，筑堤苦，止二更作五更。十人餤粥一人煮，刻期会食用午河冻冰冽。凿冰行取泥，贱命而贵土，

寒云漠漠天雨霜。督工长官髭须黄，烹羊宰牛持大，威如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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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一、文字索引

Ａ
　　爱国卫生运动 ２９６………………………………

爱国拥军 ２３６……………………………………

爱国拥军集体事迹 ２３６…………………………

安全管理 １６９……………………………………

安全教育 １７０……………………………………

安全生产责任制 １６９……………………………

安置 ３３３…………………………………………

Ｂ
　　百里村 ４１７………………………………………

百丈村 ３７４………………………………………

包文学 ３３９………………………………………

保险 １６０…………………………………………

报告选录 ４５０……………………………………

殡葬改革管理 ３３４………………………………

兵员征集 ２３５……………………………………

Ｃ
财税、金融 １５０…………………………………

财政 １５０…………………………………………

财政管理 １５４……………………………………

财政机构及体制 １５０……………………………

财政平衡 １５３……………………………………

财政收入 １５１……………………………………

财政支出 １５１……………………………………

采掘工业 １１７……………………………………

参加文艺比赛 ３０２………………………………

餐饮礼仪 ３１１……………………………………

残疾人联合会 ２１５………………………………

残疾人体育为国争光 ３１５………………………

茶水业 １４８………………………………………

拆迁安置 ０８８……………………………………

产权制度改革 １２１………………………………

常居人口 ２２３……………………………………

厂矿安全管理 １７１………………………………

超市 １４７…………………………………………

朝阳坝排涝站、葛村东圩与西圩排涝站 ０６６…

朝阳村 ３８３………………………………………

朝阳河 ０６３………………………………………

车辆 ０７４…………………………………………

成人教育 ２８２……………………………………

吃乌饭 ３１４………………………………………

赤岸撇洪沟 ０６４…………………………………

赤山村 ４３４………………………………………

赤山湖旅游区 １３１………………………………

赤山湖圩区 ０６４…………………………………

赤山与甲山 ３１６…………………………………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０９２………………………

初级卫生保健 ２９５………………………………

除“四害” ２９６…………………………………

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服务站 １１２…………………

畜牧业 １０２………………………………………

传统节日与习俗 ３０３……………………………

传闻轶事 ３１６……………………………………

船舶 ０７５…………………………………………

春节 ３０１…………………………………………

慈善事业 ２５２……………………………………

村（社区）基层自治组织 ２０７…………………

村、大队 ０２４……………………………………

村级卫生建设 ２９３………………………………

村民委员会建设 ２０９……………………………

村名由来 ０２８……………………………………

村庄建设 ０８５……………………………………

村庄整理 ０８７……………………………………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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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 １５８…………………………………………

Ｄ
搭同年 ３１３………………………………………

代表大会 １８０……………………………………

代表活动（乡镇人大） １９５……………………

代表履职（乡镇人大） １９５……………………

贷款 １５９…………………………………………

戴仁 ３３９…………………………………………

党风廉政建设 １８６………………………………

党外干部工作 １８８………………………………

党员队伍建设 １８５………………………………

党员发展 １８５……………………………………

党员干部冬训 １８８………………………………

党员教育与管理 １８５……………………………

倒药渣 ３１４………………………………………

道路交通管理 ２２３………………………………

道路交通治安管理 ２２４…………………………

地层 ０３０…………………………………………

地名管理 ３３５……………………………………

地形地貌 ０２９……………………………………

地质 ０２９…………………………………………

第六区（赤山区）党委 １７４……………………

第三产业就业 ２４２………………………………

电报 ０８０…………………………………………

电话 ０８０…………………………………………

电力 ０７５…………………………………………

电视 ３０１…………………………………………

电信 ０８０…………………………………………

东方红村 ４００……………………………………

东岗村 ４１２………………………………………

东湖村 ３９７………………………………………

东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８……………………

冬至 ３０４…………………………………………

动物 ０３４…………………………………………

端王村 ３５２………………………………………

端午节 ３０３………………………………………

对外经贸 １４９……………………………………

多种经营技术推广站 １１１………………………

Ｅ
鹅 １０４…………………………………………… 二龙戏珠 ２９８……………………………………

Ｆ
发育 ０２９…………………………………………

发展概况 １３６……………………………………

发展概况（小学） ２５９…………………………

发展概况（幼儿教育） ２５３……………………

发展概况（中学） ２７１…………………………

发展特色（集镇建设） ０８５……………………

法律服务 ２２８……………………………………

法治宣传 ２２６……………………………………

方溪村 ４０８………………………………………

方言 ３２０…………………………………………

方言·歌谣 ３２０…………………………………

房产登记发证 １３６………………………………

房地产 １３６………………………………………

非物质文化遗产 ２９８……………………………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址和古迹 ２９８……………

肥料利用 １０９……………………………………

废气治理 ０３７……………………………………

废渣治理 ０３７……………………………………

分布 ０４９…………………………………………

风 云 气压 ０３２…………………………………

扶贫帮困 ０５８……………………………………

福利彩票 ２５２……………………………………

福利企业 ２５２……………………………………

抚恤 ３３４…………………………………………

抚恤安置 ３３４……………………………………

妇女联合会 ２１３…………………………………

附录 ４４９…………………………………………

Ｇ
改进经营管理 ０９５………………………………

甘蔗 １０１…………………………………………

干部队伍建设 １８４………………………………

干部管理 １８４……………………………………

干部培训 １８４……………………………………

干部选拔 １８４……………………………………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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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０９２………………………

高速铁路 ０７１……………………………………

高阳 、谢桥、虬山公社党委 １８０………………

歌谣 ３２７…………………………………………

革命烈士 ３４１……………………………………

葛村村（居委会） ３９２…………………………

葛村东圩幸福河 ０６３……………………………

葛村集镇 ０８５……………………………………

葛村模范拥军老人陈华济 ２３７…………………

葛村卫生院 ２９０…………………………………

葛村镇（乡）党组织 １７７………………………

葛村镇（乡）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２…………

葛村中心小学 ２７１………………………………

葛村中心幼儿园 ２５８……………………………

葛村中学 ２８０……………………………………

个体工业 １１４……………………………………

个体劳动者协会 ２１７……………………………

工会 ２１１…………………………………………

工伤保险 ２４９……………………………………

工商登记管理 １６７………………………………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１６６…………………………

工商业联合会 ２１５………………………………

工业 １１４…………………………………………

工业集中区 １２３…………………………………

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１２０…………………………

工业门类 １１７……………………………………

工业普查 １６５……………………………………

工业所有制 １１４…………………………………

工业统计 １６４……………………………………

工业污染源 ０３６…………………………………

工作简况（关心下一代） ３３８…………………

公安机构 ２１９……………………………………

公安司法 ２１９……………………………………

公共娱乐场所管理 ２２１…………………………

公路 ０７１…………………………………………

公路桥梁 ０７４……………………………………

共青团 ２１２………………………………………

供电 ０７５…………………………………………

供水 ０８１…………………………………………

供水量 ０８３………………………………………

供水能力 ０８２……………………………………

构造 ０３０…………………………………………

古代人物 ３３９……………………………………

古迹 ３００…………………………………………

古桥 ０７３…………………………………………

古桥梁 ３００………………………………………

古树名木 ３００……………………………………

古戏台 ３００………………………………………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３３７……………………………

管理 ０５８…………………………………………

管理（用电） ０７８………………………………

管理机构（土地） ０４０…………………………

管理机构（工商行政） １６６……………………

管理机构（安全） １６９…………………………

管理机构（企业养老保险） ２４４………………

管理体制改革 １６１………………………………

广播 ３０１…………………………………………

广播电视 ３０１……………………………………

广告管理 １６８……………………………………

逛庙会 ３１２………………………………………

规划设计（空港新区） １２５……………………

郭璞 ３３９…………………………………………

郭庄成人教育中心简介 ２８３……………………

郭庄村（居委会） ３４６…………………………

郭庄的来历 ３１６…………………………………

郭庄集镇 ０８４……………………………………

郭庄粮食储备库 １４５……………………………

郭庄圩区 ０６６……………………………………

郭庄预防保健所 ２９１……………………………

郭庄镇（乡）党组织 １７４………………………

郭庄镇（乡）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０…………

郭庄镇中心小学 ２７１……………………………

郭庄镇中心幼儿园 ２５８…………………………

郭庄中心卫生院 ２８９……………………………

郭庄中学 ２８０……………………………………

国道 ０７１…………………………………………

国家法定节假日 ３０４……………………………

国民政府军抗日战争 ２３２………………………

国有商业 １３８……………………………………

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 ０４４…………………

果 １０２……………………………………………

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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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涵洞 ０７４…………………………………………

航道 ０７４…………………………………………

航空 ０７１…………………………………………

河沟治理 ０６３……………………………………

红军战士 ３４４……………………………………

红砂土 ０３４………………………………………

红十字会 ２１８……………………………………

后记

湖泊 ０３５…………………………………………

湖库塘坝沟 ０３５…………………………………

互助合作 人民公社 ０９２………………………

互助组 ０９２………………………………………

户籍管理 ２２３……………………………………

华君电力江苏有限公司 １２８……………………

环境保护 ０３６……………………………………

婚嫁 ３０７…………………………………………

婚丧喜庆 ３０７……………………………………

婚姻 ０５５…………………………………………

婚姻登记管理 ３３４………………………………

婚姻登记与殡葬管理 ３３４………………………

火灾扑救 ２２５……………………………………

Ｊ
机构（人口控制） ０５７…………………………

机构（统计） １６３………………………………

机构（税务） １５５………………………………

机构沿革 ３０１……………………………………

机构沿革（文化站） ２９７………………………

机构沿革（乡镇） １９６…………………………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２４５……………………

机械、铸造、电子 １１８……………………………

鸡 １０３……………………………………………

基本概况（供水） ０８１…………………………

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０４３…………………………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状况 １８３………………

基层组织建设１８３
基础设施 ０６１……………………………………

基础设施（空港新区） １２６……………………

基础设施建设 ０８７………………………………

疾病防治 ２９４……………………………………

集体商业 １３９……………………………………

集镇建设 ０８４……………………………………

计划管理 １６１……………………………………

计划制定与实施 １６２……………………………

纪律检查与廉政建设 １８５………………………

家谱 ０５６…………………………………………

家谱收藏 ０５６……………………………………

家谱选介 ０５６……………………………………

家禽 １０３…………………………………………

家庭 ０５６…………………………………………

甲山村 ３６３………………………………………

甲山拥军优属模范村 ２３６………………………

建材制品业 １１７…………………………………

建设科技示范园区 ２８６…………………………

建设用地 ０４１……………………………………

建筑材料 １３３……………………………………

建筑工程 １３３……………………………………

建筑管理 １３４……………………………………

建筑机构队伍 １３２………………………………

建筑设备 １３３……………………………………

建筑业 １３２………………………………………

建筑业 房地产 １３２……………………………

健康教育 ２９６……………………………………

江苏电科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１２９………………

江苏格瑞特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９……………

江苏和正特殊装备有限公司 １２９………………

江苏金山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１２９………………

江苏金细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９……………………

江苏齐光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９………………

江苏时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９………………

江苏耀兴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１２９………………

交通 ０７１…………………………………………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２３………………………………

交通工具 ０７４……………………………………

交通管理机构 ０７１………………………………

交通事故处理 ２２４………………………………

交通污染源 ０３６…………………………………

缴费 ２４４…………………………………………

教育 ２５３…………………………………………

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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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幼儿） ２５６…………………………

教育教学（小学） ２６４…………………………

教育教学（中学） ２７３…………………………

解放后的自然村 ０２５……………………………

解放后区划 ０２３…………………………………

解放后乡镇名称 ０２２……………………………

界线的勘定 ３３５…………………………………

金杯牙筷 ３１７……………………………………

金昌行政村 ３５８…………………………………

金融 １５７…………………………………………

金融保险 １５７……………………………………

金融机构 １５７……………………………………

进驻企业（空港新区） １２７……………………

近代战争 ２３０……………………………………

近现代人物 ３４０…………………………………

禁赌禁娼、扫黄打非 ２２１………………………

经戴村 ３７９………………………………………

经纪人协会 ２１８…………………………………

经济承包责任制 １２０……………………………

经济综合管理 １６１………………………………

敬老宣传 ３３６……………………………………

纠风和专项治理 １８５……………………………

九九重阳节 ３０４…………………………………

救灾救济 ２５０……………………………………

居民 ０４７…………………………………………

居民老年补贴 ２４６………………………………

居民身份证 ２２３…………………………………

句容粮仓 ０９５……………………………………

句容中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９………………

军事 ２３０…………………………………………

Ｋ
开展科技咨询 ２８６………………………………

开展科学文明单位创建活动 ２８６………………

看香头 ３１３………………………………………

康居花园二期 １３７………………………………

康居花园一期 １３７………………………………

抗日战争 ２３１……………………………………

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 １７３………………………

科技 科普 ２８４…………………………………

科技机构 ２８４……………………………………

科技培训 ２８６……………………………………

科技人才 ２８５……………………………………

科技推广 ２８４……………………………………

科普 ２８６…………………………………………

科普宣传 ２８６……………………………………

空港高科技产业园区 １３０………………………

空港新区 １２５……………………………………

孔塘村 ３６９………………………………………

孔塘遗址 ２９９……………………………………

矿产资源 ０３４……………………………………

矿山治理 ０４６……………………………………

困难户救济 ２５１…………………………………

扩面参保 ２４７……………………………………

扩面清欠 ２４４……………………………………

Ｌ
垃圾治理 ０３７……………………………………

腊八粥 ３１４………………………………………

劳动工资统计 １６５………………………………

劳动管理 ２４３……………………………………

劳动力市场 ２４０…………………………………

老龄事业 ３３６……………………………………

老年福利设施建设 ３３７…………………………

老年体育活动 ３１６………………………………

老年维权与老年福利 ３３７………………………

理发业 １４８………………………………………

理论教育 １８７……………………………………

历届政府主要政务 １９７…………………………

利害因素 ０３２……………………………………

联产承包责任制 ０９４……………………………

良种推广 １０９……………………………………

粮棉油 ０９５………………………………………

粮食收购 １４３……………………………………

粮油、食品 １１８…………………………………

粮油储备 １４５……………………………………

粮油购销 １４３……………………………………

粮油销售 １４４……………………………………

烈士评定 ３３４……………………………………

林木 ０９９…………………………………………

林桑瓜果 ０９９……………………………………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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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巷村 ４０３………………………………………

刘正忠 ３４２………………………………………

芦亭村 ４３８………………………………………

旅馆业 １４８………………………………………

Ｍ
贸易业统计 １６４…………………………………

媒体宣传报道 ２３７………………………………

密度 ０５０…………………………………………

棉花 ０９８…………………………………………

棉花病虫草害防治 １１１…………………………

庙会贸易 １４７……………………………………

民兵预备役 ２３４…………………………………

民国年间的劳动就业 ２４０………………………

民国时期行政机构保甲制 ０２４…………………

民国时期区划 ０２３………………………………

民国时期乡镇名称 ０２２…………………………

民间体育活动 ３１４………………………………

民情风俗 ３０３……………………………………

民事调解 ２２７……………………………………

民主管理 ２０８……………………………………

民主监督 ２０９……………………………………

民主决策 ２０８……………………………………

民主选举 ２０８……………………………………

民族 ０５８…………………………………………

明清时期区划 ０２３………………………………

明清时期乡镇名称 ０２２…………………………

明清时期自然村 ０２４……………………………

募兵制与征兵制 ２３５……………………………

Ｎ
南河 ０６４…………………………………………

酿酒业、制糖业 １１９……………………………

牛 １０３……………………………………………

农村“五保”供养 ２５１…………………………

农村草危房改造 ２５０……………………………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１７２……………………

农村劳动力转移 ２４２……………………………

农村扫盲 ２８１……………………………………

农村社区服务中心 ２０９…………………………

农村养老保险 ２４５………………………………

农房建设 ０８６……………………………………

农机 １０５…………………………………………

农机服务站 １１１…………………………………

农技（科）站 １１１………………………………

农具 １０５…………………………………………

农贸市场 １４６……………………………………

农民协会 ２１６……………………………………

农事 ３２９…………………………………………

农田基本建设 ０７０………………………………

农田灭鼠 １１１……………………………………

农业 ０９１…………………………………………

农业产业化经营 １０８……………………………

农业服务中心 １１１………………………………

农业和农村统计 １６４……………………………

农业机构与管理 １１１……………………………

农业机械 １００５…………………………………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０９４…………………………

农业开发与产业化经营 １０７……………………

农业科技 １０９……………………………………

农业普查 １６６……………………………………

农业污染源 ０３６…………………………………

农业综合开发 １０７………………………………

农资产品购销 １４１………………………………

Ｐ
膨润土 ０３４………………………………………

皮毛、地毯、服装 １１９……………………………

平安创建 ２２９……………………………………

平安乡村建设 ２２８………………………………

评议 １９６…………………………………………

Ｑ
其他（保障） ２５２………………………………

其他管理 １７１……………………………………

其他习俗 ３１１……………………………………

企业养老保险 ２４４………………………………

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优化 １２０…………………

气象 ３２８…………………………………………

４７９

索　　引



气象要素 ０３１……………………………………

汽车修理 ０７５……………………………………

钱立三 ３４０………………………………………

乔迁 ３１０…………………………………………

桥涵 ０７３…………………………………………

清明节 ３０３………………………………………

庆生 祝寿 ３０８…………………………………

虬北村 ４２１………………………………………

虬山水库 ０６２……………………………………

区划 ０２３…………………………………………

犬 １０３……………………………………………

群团、社团 ２１１…………………………………

群团组织 ２１１……………………………………

群众体育 ３１４……………………………………

群众文化 ３０２……………………………………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３３３…………………

群众娱乐活动 ３０２………………………………

Ｒ
人口构成 ０５１……………………………………

人口控制 ０５７……………………………………

人口劳动力资源 ０５３……………………………

人口年龄构成 ０５２………………………………

人口普查 １６５……………………………………

人口迁移变动 ０５５………………………………

人口文化构成 ０５３………………………………

人口性别构成 ０５１………………………………

人口职业构成 ０５４………………………………

人口状况 ０４７……………………………………

人口自然变动 ０５４………………………………

人力资源 ２３９……………………………………

人力资源管理机构 ２４２…………………………

人力资源与市场 ２３９……………………………

人民币管理 １５７…………………………………

人民公社 ０９３……………………………………

人民群众抗日战争 ２３２…………………………

人民生活 ０５９……………………………………

人物 ３３９…………………………………………

人物表略 ３４３……………………………………

人物传略 ３３９……………………………………

认干亲 ３１２………………………………………

日用品经营 １４３…………………………………

日照 辐射 ０３１…………………………………

Ｓ
三麦病虫草害防治 １１０…………………………

桑蚕 １００…………………………………………

丧葬 ３０９…………………………………………

商场管理 １６８……………………………………

商贸流通 １３８……………………………………

商贸体制 １３８……………………………………

商贸污染源 ０３６…………………………………

商品房建设与经营 １３７…………………………

商品经营 １４１……………………………………

上茶馆 ３１３………………………………………

上顶水库 ０６３……………………………………

少年先锋队 ２１６…………………………………

少数民族 ０５８……………………………………

少数民族帮扶 １８８………………………………

设备 ３０１…………………………………………

设施（文化站） ２９７……………………………

社会保障 ２４４……………………………………

社会教育 ２８１……………………………………

社会事务管理 ３３４………………………………

社会文明 ３３３……………………………………

社会主义精神文件建设 ３３３……………………

社区居委会建设 ２０９……………………………

社区卫生服务站 ２９１……………………………

社团组织 ２１６……………………………………

摄影、打字、复印 １４９……………………………

升学贺礼 ３１０……………………………………

生产资料供应 １４１………………………………

生活 ３３０…………………………………………

生活保障 ２４４……………………………………

生活服务业 １４７…………………………………

生活污染源 ０３６…………………………………

生活习俗 ３１０……………………………………

生物资源 ０３４……………………………………

生育保险 ２４９……………………………………

省道 ０７１…………………………………………

胜利村 ４４３………………………………………

４８０

郭庄镇志



失业保险 ２４５……………………………………

诗文选录 ４７３……………………………………

湿度 蒸发 温度 ０３１……………………………

时政宣传 １８７……………………………………

食品安全管理 ２９４………………………………

市场 １４６…………………………………………

市场管理 １６７……………………………………

事故统计 １７１……………………………………

视察 １９５…………………………………………

收入 ０５９…………………………………………

受国家部委级表彰的先进人物 ３４５……………

受江苏省委、省政府级表彰的先进人物 ３４５…

霜　雪　冰 ０３２…………………………………

水产养殖 １０４……………………………………

水稻病虫草害防治 １１０…………………………

水库 ０３５…………………………………………

水库 ０６２…………………………………………

水利 ０６１…………………………………………

水利建设 ０６２……………………………………

水位 ０３６…………………………………………

水文 ０３５…………………………………………

水污染防治 ０３７…………………………………

水系 ０３５…………………………………………

水质情况 ０８３……………………………………

税款征收 １５５……………………………………

税务 １５５…………………………………………

司法 ２２６…………………………………………

司法机构 ２２６……………………………………

私营工业 １１４……………………………………

私营商业 １３９……………………………………

四大家鱼养殖 １０４………………………………

四季特征 ０３０……………………………………

Ｔ
台侨工作 １８９……………………………………

探亲访友 ３１１……………………………………

探望病人 ３１１……………………………………

探望产妇 ３１１……………………………………

汤鼐 ３４０…………………………………………

塘坝沟 ０３５………………………………………

特色文化活动广场舞 ３０３………………………

特设行业管理 ２２１………………………………

特种水产养殖 １０５………………………………

调研 １９５…………………………………………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０９４…………………………

通信及广播电视 ０８８……………………………

统计管理 １６３……………………………………

统战工作 １８８……………………………………

投资和建筑业统计 １６４…………………………

土地 ０３８…………………………………………

土地保护与复垦开发 ０４２………………………

土地变更 ０３９……………………………………

土地登记发证 ０４０………………………………

土地复垦与开发 ０４３……………………………

土地改革 ０９１……………………………………

土地后备资源 ０４０………………………………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０４２…………………………

土地税费 ０４５……………………………………

土地资源 ０３８……………………………………

土地资源调查 ０３８………………………………

土壤 ０３３…………………………………………

兔 １０３……………………………………………

退休人员交费年限 ２４７…………………………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２４４………………………

Ｗ
外资企业 １１７……………………………………

玩具 １１９…………………………………………

王昌瑾 ３４１………………………………………

王妞妞 ３４１………………………………………

圩的变迁 ０３９……………………………………

卫生 ２８９…………………………………………

卫生保健（幼儿） ２５７…………………………

卫生机构 ２８９……………………………………

卫生建设 ２９３……………………………………

魏今非 ３４１………………………………………

文化·体育 ２９７…………………………………

文化站 ２９７………………………………………

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建活动

３３３
……

………………………………………………

文明礼貌月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３３３…

乌金塘 ３１８………………………………………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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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 ０３７…………………………………… 五渚坊村 ４２５……………………………………

Ｘ
西方节日习俗的传入 ３０４………………………

西瓜 １００…………………………………………

洗浴业 １４８………………………………………

先进人物 ３４５……………………………………

县道 ０７２…………………………………………

现代节日 ３０４……………………………………

乡镇级名称及变迁 ０２２…………………………

乡镇集体工业 １１５………………………………

乡镇科协 ２１５……………………………………

乡镇企业就业 ２４１………………………………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０…………………………

乡镇人武部建设 ２３２……………………………

乡镇政府 １９６……………………………………

乡镇政权 １９０……………………………………

消防 ２２５…………………………………………

消防宣传 ２２５……………………………………

消防组织 ２２５……………………………………

消费 ０６０…………………………………………

消费者协会 ２１７…………………………………

小学教育 ２５９……………………………………

校园安全管理 １７２………………………………

歇后语 ３３１………………………………………

谢桥村 ４３０………………………………………

新四军抗日战争 ２３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２４８…………………………

新中国成立后防汛抗旱 ０６８……………………

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利治理 ０６１…………………

新中国成立前防汛抗旱 ０６８……………………

刑事侦查 ２２０……………………………………

行政村 ０２４………………………………………

行政村 ３４６………………………………………

行政区划 ０２２……………………………………

修理业 １４８………………………………………

宣传（人口控制） ０５７…………………………

宣传教育 １８７……………………………………

宣统工作 １８７……………………………………

选举代表（乡镇人大） １９４……………………

学制（小学） ２６３………………………………

学制（中学） ２７３………………………………

学制、课程、教材（幼儿教育） ２５５……………

Ｙ
鸭 １０４……………………………………………

雅苑小区 １３７……………………………………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１７１…………………………

谚语 ３２８…………………………………………

谚语、歇后语 ３２８………………………………

羊 １０３……………………………………………

杨世沅 ３４０………………………………………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 ２４６………………………

医疗保障改革 ２４６………………………………

医疗费用支付 ２４７………………………………

依法养老和维权 ３３７……………………………

移动电话 ０８０……………………………………

遗址 ２９９…………………………………………

义务兵役制 ２３６…………………………………

轶事择录 ３１８……………………………………

饮茶 ３１１…………………………………………

饮食 ３１０…………………………………………

饮食业 １４７………………………………………

印刷 １１８…………………………………………

英名录 ３４３………………………………………

影剧院 ２９８………………………………………

用地管理 ０４０……………………………………

用地计划 ０４１……………………………………

用地审批 ０４１……………………………………

用电 ０７６…………………………………………

用工形式 ２４０……………………………………

邮电 ０７９…………………………………………

邮政 ０７９…………………………………………

油菜病虫草害防治 １１０…………………………

油料 ０９８…………………………………………

油料收购 １４４……………………………………

幼儿教育 ２５３……………………………………

雨情 ０３６…………………………………………

元宵节 ３０２………………………………………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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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灾害救治 ２５０……………………………………

暂居人口 ２２３……………………………………

澡堂泡澡 ３１３……………………………………

噪声治理 ０３７……………………………………

战事 ２３０…………………………………………

招商引资 １２１……………………………………

赵治和 ３４０………………………………………

镇（乡）道、村道 ０７２……………………………

镇村建设 ０８４……………………………………

镇村建设管理 ０８８………………………………

镇卫生院建设 ２９３………………………………

征收（用）土地补偿 ０４２………………………

整党整风 １８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就业安置 ２４１……………

职工 ２３９…………………………………………

职工精简，居民、干部下放与就业安置 ２４１……

职工医疗保险 ２４７………………………………

职工住房制度改革 ２４９…………………………

植被 ０３３…………………………………………

植物保护 １１０……………………………………

志愿兵役制 ２３５…………………………………

志愿兵役制与义务兵役制 ２３５…………………

治安案件查处 ２２２………………………………

治安管理 ２２１……………………………………

中共葛村镇（乡、公社）代表大会 １８１…………

中共郭庄镇（乡、公社）代表大会 １８０…………

中共组织 １７３……………………………………

中河 ０６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劳动就业 ２４１……

中秋节（八月半） ３０３…………………………

中学教育 ２７１……………………………………

中药材资源 ０３５…………………………………

中元节 ３０３………………………………………

种植茶、桑、果树 ０３３……………………………

种植棉花 ０３２……………………………………

种植蔬菜 ０３２……………………………………

种植水稻 ０３２……………………………………

种植小麦 ０３２……………………………………

重点小学简介 ２７１………………………………

重点幼儿园简介 ２５８……………………………

重点中学简介 ２８０………………………………

周宜顺 ３４２………………………………………

猪 １０２……………………………………………

主要文献辑录 ４４９………………………………

住房保障 ２４９……………………………………

住宅小区 １３７……………………………………

专项普查 １６５……………………………………

专业市场 １４６……………………………………

专业统计 １６４……………………………………

砖瓦黏土 ０３５……………………………………

庄里村 ３８７………………………………………

装饰业 １３４………………………………………

自然村 ０２４………………………………………

自然地理 ０２９……………………………………

自然环境 ０２９……………………………………

自然资源 ０３４……………………………………

宗教管理 １８９……………………………………

总量 ０４７…………………………………………

组织发行《句容科技报》 ２８６…………………

组织管理 ２２８……………………………………

组织机构（基层自治组织） ２０７………………

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管理） ２４２………………

组织机构（精神文明） ３３３……………………

组织建设（老龄组织） ３３６……………………

组织收听对农广播 ２８６…………………………

组织网络（关心下一代） ３３７…………………

组织沿革 １７３……………………………………

最低生活保障 ２４６………………………………

　　二、表格索引

Ｂ
百里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 ４２０……………………………………………

百丈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 ３７８…………………………………………………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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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朝阳（新安）村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８—２０１５） ３８７……………………………………………………

池汤村（大队）历任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６２—２００１年） ３５１……………………………………………

赤岸村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年） ４４２…………………………………………………………

赤山村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 ４３８…………………………………………………………

Ｄ
东方红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 ４０３………………………………………………

东岗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８—２００５年） ３６８…………………………………………………

东岗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 ４１７……………………………………………

东湖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 ４００…………………………………………………

端王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 ３５７…………………………………………………

端王村河塘改造清淤基本情况一览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 ３５４………………………………………………

端王村小型水库基本情况一览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 ３５４……………………………………………………

Ｆ
方溪行政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 ４１１……………………………………………

Ｇ
高阳、谢桥、虬山公社党委负责人情况一览表（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 １８０………………………………………

高阳公社、谢桥公社、虬山公社领导一览表（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 ２０７…………………………………………

葛村村（大队）主要领导情况一览表（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３９５
葛村乡（公社）党组织负责人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６—１９９４年） １７７……………………………………………

葛村乡行政村所属自然村一览表（１９８６年） ０２６……………………………………………………………

葛村镇（乡）历届政府领导人一览表（１９５６—２００５年） ２０４…………………………………………………

葛村镇（乡）人口总量情况一览表（１９８２—２００４年） ０４９……………………………………………………

葛村镇（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情况一览表（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 １９４………………………

葛村镇党委负责人情况一览表（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 １７９………………………………………………………

葛村镇人武部长任职情况一览表（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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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庄、葛村电话拥有情况一览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０８１………………………………………………………

郭庄、葛村公社集体工业情况一览表（１９５６—１９６４年） １１５…………………………………………………

郭庄、葛村供电所基本情况一览表（２００２年） ０７６……………………………………………………………

郭庄、葛村古遗址一览表（２０１５年） ３００………………………………………………………………………

郭庄、葛村教育视导奖惩情况一览表（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 ２６０…………………………………………………

郭庄、葛村两乡镇民兵工作获奖情况一览表（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 ２３５…………………………………………

郭庄、葛村两镇（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览表（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 ０５９………………………………………

郭庄、葛村两镇（乡）人武工作获奖情况一览表（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 ２２３……………………………………

郭庄、葛村两镇工商税税收情况一览表（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 １５６………………………………………………

郭庄、葛村两镇农业“四税”税收情况一览表（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 １５６………………………………………

郭庄、葛村两镇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情况一览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１０８…………………………………

４８４

郭庄镇志



郭庄、葛村六年制小学周教学计划一览表（１９８３年） ２６６……………………………………………………

郭庄、葛村棉、油总产一览表（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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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郭庄镇志》编纂工作，筹备于 ２０１５年初，５月 ６日，在市史志办指导下，制定《郭庄镇志》篇目（讨论
稿），包括序、凡例、图照、概述、大事记，设２７章及附录、索引、编纂始末。２０１６年 ３月，成立编纂委员会及
《郭庄镇志》办公室，召开编纂工作动员会，编纂工作正式启动。随后，招聘编写人员、落实编写任务，进行业

务培训，着手开始资料搜集工作。资料主要来源是档案资料，包括《句容县志》《句容市志》《句容年鉴》，各

年度《句容统计年鉴》，及所能搜集到的市属部门志及其他文史资料。资料的另一个来源是实地查看，走访

当事人和老年人。在基本完成内、外部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对资料筛选，分类整理、考证求实，２０１６年下半年
正式进行编写初稿。２０１９年６月，完成送审稿，送达市史志办审阅。同时分送镇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征求
意见。２０１９年７月，围绕市史志办和各方意见，对志稿作全面修改和完善。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将志稿再送市史
志办审阅，１２月，正式定稿，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郭庄镇志》是对郭庄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历史沿革的回溯，特别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郭庄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实现家乡巨变历程的真实记录。《郭庄镇志》得到郭庄镇党委、政

府和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得到句容市史志办公室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数百位采编人员为此付出艰苦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由于本志涉及内容广泛，时间跨度大，有些原始资料散失，加之参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错漏之处恳

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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