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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60年疁城新变化
    1949年5月13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84师解放嘉定县城，嘉定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60年来，嘉定人民风雨兼程，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历史风云中探索，在艰苦创业中拼搏，在改革

开放大潮中奋进，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快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性成就。

    5月 11日，区委举行纪念嘉定解放60周年座谈会，区领导与为嘉定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同志代表以及企

业、党的基层组织、社会事业等社会各界代表济济一堂，追忆往昔峥嵘岁月，话说嘉定发展成就，感受60年嘉定翻天覆地

的变化，激励我们珍惜今日的幸福生活，为明天的美好前景继续努力奋斗。

    新 政 确 立 换 天 日
    1949年4月24日，中共苏南区
松江地委在南通县平潮镇抽调随军
南下的山东滨北地区和苏北九分区
的部分干部，组建了中共嘉定县委、
嘉定县人民政府两套领导班子和工
作班子，王雨洛任县委书记，王元昌
任县长。
    5月13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八十
四师部队解放嘉定县城；14日，解放
军第二十六军解放了黄渡、南翔、马陆
3个镇，嘉定历史翻开新的篇章。
    5月13日，嘉定县城解放当天，
解放军第三十三军九十七师进驻嘉
定县城。随军南下的王雨洛、王元昌
带领县委、县政府的100多名干部和

工作人员，由北门进入县城，找到原
在新四军十八旅工作的地下党员詹
彪，通过其与中共嘉太工委书记徐
嘉、委员罗明取得联系，商议接管事
宜。
    同日，嘉定县最高军、政权力机

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解放军
第三十三军九十七师师长王翀为主

任、王雨洛为副主任。军事管制委员
会全面负责接收管制事宜。
    5月下旬，来嘉定工作的南下干
部与嘉定地下党员在天主堂举行会
师大会。5月26日，全县接管工作基
本完成，正式成立嘉定县人民政府，
新的基层政权机构初步建立。
    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金林泉

    教化之风
  我辈相传
    今天，嘉定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
对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实
现教育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加
紧密的结合，才是嘉定教育工作者的
神圣职责。正因为这样，教育工作者
一直把培养具有中国灵魂、世界胸怀
的学生作为教育宗旨与目标，我们也
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行进。
    我是土生土长的嘉定人，大学
毕业后回到嘉定二中教书。从教十
几年，我从一个对教育懵懂未知的
“新生”成长为嘉定区高中语文学科
的带头人、获得上海市中青年教师
教学评优活动的一等奖，成为上海
市“十大语文教学之星”。在我的成
长中，我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嘉定
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上海市教委原
主任张伟江曾说：嘉定区的教育对
全国以及上海市的各类教育都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
    嘉定二中教师  孟琰玲

    太 平 盛世 太平村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1950年 10
月，太平村的乡亲们为了感谢党的恩
情，自发组织召开了“庆翻身解放、庆
土地改革”的“双庆”大会。当时，不少
贫困农民手捧政府颁发的《土地证》，
热泪盈眶。
    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太平村逐
步走上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
六、七十年代又迈开了工农并举、兴
办企业的步伐。1969年，太平村创办
了封浜地区首家五金厂，后来又先后

办起了一部分国营和集体联营企业。
1985年，村办工业利润超过百万，成

为当时封浜乡的第一个 “百万富裕
村”。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太平村村
级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发展。2008年，
太平村工业总产值达到 12.5亿元，全
年入库税收6500万元，村级财力
1000多万元，人均收入达到19030
元。目前，全村就业率达到98%；农村
医保参保率达到100%；全村实行“镇
保”，老人足额享受每月700多元的养
老金；村里还对退休老人免费提供每

人每年300斤大米；对考取大专以上
学生，实行一次性奖励等等18项惠民

举措。
    如何让富裕起来的村民更多地
了解、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情，让村
民真正当家作主享太平？近年来，太
平村以基层管理制度和民主政治建
设为抓手，逐步建立健全起了一套基
层党的工作制度和群众工作制度，因
为确保“村里的事让村民知晓、村里
的事让村民作主、村里的事让村民监

督、村里的事让村民满意”，太平村也
成了上海乃至全国基层民主政治的

一面旗帜。
    江桥镇太平村 党总 支书记  苏兴华

    60年“第一”不完全记录
    1949年，嘉定第一家全民所有制
工业企业——嘉定轧花厂创办，之后
又新办了一批机械、化工等工业企
业。1954年8月，嘉丰纺织厂率先实
行公私合营，后成长为全国纺织业的
一面旗帜。
    1964年8月，嘉定在上海郊县中

第一个接通管道煤气，为之后的照明
器具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66
年，嘉定又成为第一个供应居民管道

煤气的县。1969年，马陆村327户农
民家庭相继用上煤气，成为全国最先
使用管道煤气的农民家庭。
    1985年3月，中德合资的上海大
众汽车有限公司在安亭设立，它是全

国第一家合资整车生产企业。
    1992年4月，嘉宝照明电器公司
改制为嘉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

国首家股份制乡镇企业，同年5月，成
功发行A股，是嘉定第一家上市公司。

    1992年10月，嘉定工业区挂牌，
成为上海郊区第一家市级工业园区，
为嘉定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开辟了
新基地。
    1996年6月，嘉定在全国率先建
立留学生创业园区，是当时全国最大

的留学生创业基地，曾被评为上海郊
区四大标志性改革成果之一。
    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条自行设
计、施工的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之后又相继建成了沪宁、沪嘉浏、嘉
金、郊区环线等四条高速公路，道路
总里程突破600公里。
    2003年7月，区委三届二次全会
确定建设汽车城至今，汽车城的六大
功能已初步显现，国内唯一的上海国
际赛车场已上演了6次F1赛事。嘉
定新城建设也正在加快推进。
    2005年3月，轨道交通11号线
开工建设，今年将通车并试运行。
    2008年开工的京沪高铁、沪宁城
际铁，加快了嘉定与全国、长三角、上
海中心城区的联动发展。
    区发改委主任  孙伟 

    随 军 南 下

  接 管 嘉 定

    1948年，在上海读书的我看到国
民党的腐败和民不聊生，于年底毅然
回到苏北家乡参加革命。
    1949年1月，我进入苏北华中军
政大学学习，当时学员共有400多人。
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随军南下接管
松浦地区，即上海外围9个县。在2个
多月的集训里，我们一方面接受革命
教育，同时了解一些政策纪律、松浦地
区风俗人情以及渡江中和到达南岸可
能遇到的情况等。
    渡江当晚，我们财经大队会计队
30多人分乘几只小木船，朝着南岸前
进。出乎意料的是未遇敌机和炮火，过
江后在无锡、江阴两县交界处的八字
桥，我们与山东南下的干部组成接管
嘉定的领导机构，我被编入嘉定金融
机构工作小组。
    5月12日晚，我们从常熟出发，
一夜急行军，绕过太仓县城，在5月
13日上午进入嘉定县城。接管嘉定金
融机构工作小组有6个人，在地下党
的帮助下，我们对嘉定旧政权的组织
机构、人员情况、政治态度等了如指
掌，短短一个星期就接管了县银行、农
业银行、合作金库3个金融机构。
    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黄金琦

    勇立潮头
  “嘉宝”涅槃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嘉定引进上
灯二厂等企业的设备和技术，逐步发
展形成了俗称 “三灯一头”的上海联
合、南翔、申华灯泡厂和光明灯头厂等

乡镇企业。随后的10多年，尤其是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三灯一头”不断发
展壮大并成为行业中的龙头企业。
    1990年，“三灯一头”合并组建成

资产一体化，人、财、物、产、供、销“六
统一”的上海嘉宝照明电器公司，一跃
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电光源生产和出
口基地。“嘉宝”生产的白炽灯泡成为
当时的“嘉定三宝”之一，联合牌、沪字
牌灯泡，光明牌插口灯头都是行业中
响当当的名牌。
    1992年4月，“嘉宝”成为全国首
批股份制试点单位之一。同年 12月，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
为全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上市的
公司。1993年12月，“嘉宝”与美国
GE公司合资组建总投资 1.8亿美元
的通用电气嘉宝照明有限公司，为当
时上海市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

1994年6月，“嘉宝”改组为集团公
司，并成为上海市首批现代企业制度
试点单位之一。
    与GE公司合资后，失去灯泡主
业的“嘉宝”一度迷失发展方向。1999
年，某民营企业成为“嘉宝”第一大股
东，依然没能扭转困局。2000年9月，
“嘉宝”实现国资相对控股，并通过资
产重组，调整经营方针，逐步形成以房
地产和物业租赁经营为主业，兼营股
权投资和工业制造的产业架构，并从

2003年开始扭亏为盈。
    嘉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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