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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庙行镇位于宝山区中南部，成陆距今约1450年，始为长江下游冲积平原。
境域地势总体平坦，河港交错，土壤肥沃，物产丰富。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战乱频繁，盗匪横行，瘟疫肆虐，民不聊生。
尤其是“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战争，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得庙行地区
变成一片废墟，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勤劳勇敢的庙行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平整田地，兴修水利，遂
将庙行建成丰衣足食的鱼米之乡。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富民政策，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得人心，庙行工农业生产比
翼双飞。
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之后又在经济上翻身，钱袋子迅速鼓起来，彻底摆脱了贫穷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庙行成为蔬菜生产地区，是上海菜篮子工程副食品生产基地，拥有50座大型的猪场，
其中2座万猪场，还有24座万鸡场。
市领导朱镕基、黄菊等先后来视察，兄弟省市农业专家纷至沓来，庙行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
进入新世纪后，鉴于城市扩张，市府明令禁止外环线内不准从事畜牧业生产，庙行顾全大局，告别畜
牧业生产的历史。
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庙行着力发展第三产业，辟筑共康路商业街，引进家乐福、易买得、农工商
等大型超市，建设大康度假城、华怡宾馆、宝业大酒店、北斗星商业广场、骏利财富大厦等商业服务
设施，一个新型的北上海商业圈初见端倪。
随着居民住宅楼拔地而起，大量城市人口导入，至2007年，庙行已不再是昔日的农村，而是中心城区
的组成部分，庙行地区呈现社会和谐、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局面。
《庙行镇志》是一部全方位反映庙行地区成陆和发展全过程的地方史书。
基于“资治当今，昭鉴后世”的宗旨，较为详实地记载了2007年12月之前，庙行地区有史以来的自然
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
同时，亦记载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
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庙行镇为“一·二八”淞沪抗
战的主战场。
为此，《庙行镇志》对“庙行激战”一事作了详细叙述。
“一·二八”时期，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军队在庙行镇浴血奋战，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生死搏斗，
阻击3万日军的进攻，取得庙行之战的胜利。
此战役威震世界，史称“庙行大捷”。
民国25年，为表彰3000余无名阵亡战士的功绩，上海各界人士集资建造“无名英雄纪念墓”，辟筑“
一·二八纪念路”。
翌年，“无名英雄纪念墓”被日军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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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庙行镇位于宝山区中南部，成陆距今约1450年，始为长江下游冲积平原。
境域地势总体平坦，河港交错，土壤肥沃，物产丰富。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战乱频繁，盗匪横行，瘟疫肆虐，民不聊生。
尤其是“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战争，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得庙行地区
变成一片废墟，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勤劳勇敢的庙行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平整田地，兴修水利，遂
将庙行建成丰衣足食的鱼米之乡。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富民政策，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得人心，庙行工农业生产比
翼双飞。
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之后又在经济上翻身，钱袋子迅速鼓起来，彻底摆脱了贫穷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庙行成为蔬菜生产地区，是上海菜篮子工程副食品生产基地，拥有50座大型的猪场，
其中2座万猪场，还有24座万鸡场。
市领导朱镕基、黄菊等先后来视察，兄弟省市农业专家纷至沓来，庙行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
进入新世纪后，鉴于城市扩张，市府明令禁止外环线内不准从事畜牧业生产，庙行顾全大局，告别畜
牧业生产的历史。
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庙行着力发展第三产业，辟筑共康路商业街，引进家乐福、易买得、农工商
等大型超市，建设大康度假城、华怡宾馆、宝业大酒店、北斗星商业广场、骏利财富大厦等商业服务
设施，一个新型的北上海商业圈初见端倪。
随着居民住宅楼拔地而起，大量城市人口导入，至2007年，庙行已不再是昔日的农村，而是中心城区
的组成部分，庙行地区呈现社会和谐、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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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9月22日镇各村（村级公司）工会换届选举完成。
各村（村级公司）按照《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分别组织召开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工会
和经费审查委员会。
9月28日由镇妇联、团委牵头成立的来沪人员中妇女儿童的组织“伊康联之家”，在来沪人员居住的大
康公寓正式成立。
10月8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强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
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
庙行镇在贯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过程中，广泛开展建设和谐社区、文明社区、文明楼、新风户活动
。
10月16日以“艺术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第五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庙行分会场举行演出活动
并获得圆满成功。
来自波兰、希腊、加拿大的艺术团演员与庙行镇的民乐团、舞蹈时装表演团同台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
。
中外艺术家以精湛的艺术展示多国风情，以丰富的文化交流架设友谊桥梁。
12月8日镇召开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章俊荪到会祝贺。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委，陆继纲当选为书记，项明洁、王佩桦当选为副书记。
12月14日区委宣传部在庙行镇举行“知荣耻、讲文明、迎世博、展风采”先进事迹巡回演讲专场。
12月30日镇党委书记陆继纲、镇长项明洁发表元旦献辞，总结2006年成绩，提出2007年目标任务，并
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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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根据宝山区人民政府的要求，2007年6月，庙行镇成立《庙行镇志》编纂委员会，组建《庙行镇志》编
纂办公室。
2008年12月，《庙行镇志》初稿基本完成，经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审阅，数易其稿，于2009年10月定
稿。
《庙行镇志》是记载庙行历史的一部正式出版的志书，全书设20编71章，70万字。
《庙行镇志》记载的时间跨度约1450年，所涉及内容甚为广泛。
镇志翔实地记述了庙行地区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的历史和现状，特
别是详尽介绍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
字里行间，印证了历史变迁，时代的进步。
《庙行镇志》编纂成功，离不开庙行镇党政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和关怀，镇长项明洁主管，副镇长叶
强分管编志工作，保证了志书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
《庙行镇志》编纂成功，也离不开宝山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地方志办公室派员参与
《庙行镇志》的编纂工作，确保了志书的质量。
《庙行镇志》编纂成功，还离不开庙行镇机关各部门、单位、行政村、居委会的密切配合，特别是在
数据采集和文字资料选送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在庙行地区战斗过、工作过、生活过的老干部和热心修志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为《庙行镇
志》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更值得一提的是：1983～1988年期间，庙行乡曾组织人员编写过10万余字的《庙行乡志》，虽属内部
发行，但为这次《庙行镇志》的编纂，正式出版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值此《庙行镇志》付印出版之际，《庙行镇志》编纂办公室谨向曾为《庙行镇志》编纂过程中关心、
协助、提供材料和作过贡献的领导和社会贤达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庙行镇志》编纂起步晚、时间紧、资料匮乏，虽经编纂人员的努力工作，但仍有疏误遗漏之处，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亦寄希望于续志时给予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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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庙行镇志》：上海市宝山区乡镇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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