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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第五册编纂委员会暨编纂人员名单第三十三卷电子工业编纂委员会主任鲍永安副主任吴钟珉陈承仁邵凯诸达青委员贺祝华胡文俊贾凯安顾倚群张祖忠黄普庆戴玉和王珏赵芝富魏启宇房大勇陈天敏周希辰周培武亢玉庭吴家彦编纂办公室主任吴钟珉副主任陈种主编陈种黄坤大副主编沈培宏张礼文汪幸福编纂人员汪幸福刘力平施秋生张礼文徐小泉冯伟星韩新正沈培宏李广义刘同华王雅君颜国良朱爱红沈滨飞乔希竹高人垠胡爱兵王皎鲁卫平任红陆海英周培武刘芳如吴家彦华学坛朱莉高京华李经友程春芳季仁同谢家祥李修年许泽夫陈新之刘敏锐俞永年邓岗王介兰于京京王耕福黄国跃唐思源龚燕敏杨建坤苏忆波严全堂黄显波李桦黄启朋赵永新杨学文许鸿烈李建华张光义赵家新夏延璋邵有美童峰江平杜连成田培梅李显达李振川朱力萍姚香浮蒋贤志吴国新罗军舟叶立剑陈传荣朱昌昌陈克金莫大石贾正根张晖蒋建亚李文叶世伟程惟清刘卫李霞刘集元黎志诚金文如余泓杨淑萍汪洋王玉赵凌凌吴兴存戴宁姚宁兰聚珍孙素琴高祝云



第三十四卷石油和化学工业编纂委员会主任丛跃滋副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张大本陶维铨黄翔达韩文光撰稿(以姓氏笔画为序)邓诗利陈华佘治中李琳陈道弘周为民胡焱曹国梁编纂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邓诗利余小余陈华张兆平余治中李琳陈道弘周为民胡焱戚元澍曹国梁第三十五卷车船制造编纂委员会主任郝桢富副主任刘宝春张金钟委员郝桢富刘宝春张金钟蒋维胜朱家泰李念让吴毓岭方志前孙军杜希宁顾永宁主编朱家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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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卷采掘冶金工业编纂委员会(1997．12--2000．2)主任张瑞忠副主任何兴凯金蕴宽委员唐勇朱定洲王义徐舒林蔡厚余(2000．3--2001．6)主任闵慧副主任何兴凯戴登元李永祥孙金龙委员唐勇王义崔建国蔡厚余徐舒林主编唐勇编纂人员张荣协编单位梅山集团公司南京钢铁集团公司南京市煤炭工业局第三十七卷机械工业编纂委员会主任鲍友贤曾永健副主任薛路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万建华龙卫东李培生金懋骥姚学富黄兆甫曾永健遇小宁鲍友贤蓝继周薛路潘宗健主编丁淦副主编曹金梅编纂人员毛海椿尤启明刘胜才周志诚韩恩民



第三十八卷建材工业编纂委员会主任李章国副主任张嘉渝委员王金林刘群孙维理陆建陵石贤荣任国良叶正才林振春霍海龙彭士山张健杨传文王泮津陈雷编纂人员任国良叶正才夏安平撰稿夏安平。第三十九卷轻工业(一)编纂委员会主任沈玉明委员殷志鑫刘蕖荪钱卫冰主编肖万平



第四十卷轻工业(二)编纂委员会主任韩仁超委员侯芝荣贾斌周公扑鲍启鑫(执笔)第四十一卷仪器仪表工业编纂委员会主任孙国侠副主任李有向委员陈万春张小健汤茂芝陈士达陈锡民彭恩明赵志强胡学宝尚兆勇蒋纪华徐向东王钟煜顾炽仪姚于钧主编姚于钧顾炽仪副主编王兴富石建萍主审顾炽仪编纂人员郝立铭黄斌徐鑫富石建萍陆海勇陈春林黄小宁成东宁汪玉莲邓海斌王蔚宁徐平倪爱仙周祖坚刘淑华阮海萍浦逸琴曹蔷蔷桑保华汤发荧陈文良包胜祥方国正熊德泉沈纯正杨成权



第四十二卷电力工业编纂委员会主任阙炳良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丁文瑞王顺平江天开刘定巍刘国胜朱骏朱皑强孙义清杨安国高贵根顾志强顾煜麟殷琼徐健蒋金华葛国平谭国柱主编徐健总纂谭恩容副主编(以姓氏笔画为序)孙其平肖宏书罗祥兴徐祖善谭恩容编纂人员(按篇目先后排列)肖宏书王朝阳丁辉相仕强王洪涌曹建荣谭恩容徐祖善丁钟诚荣勇许高喜姜淮严友好吕泉根王静李振华罗祥兴曹成林陈永康杨涛第四十三卷纺织工业编纂委员会主任沈光宇副主任姜金峰主编姜金峰副主编王明午编纂人员王明午钟乐民吴湘台王西晋刘海方赵绍富朱杰李俊健韩学义桂友顺屠青娣龚世翠王红



第四十四卷医药工业编纂委员会主任吴仁杰委员徐龙富王首强何光明主编钱鹏飞编纂人员钱鹏飞廖敦宇吉茂舒郑乐明本册特约编辑庄会柏



《南京市志》编辑委员会1997年8月13日主任王宏民副主任王浩良耿乃凡高耘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伯伦马志发王国祥王能伟王绪仁刘玉浦乔有清吕华清毕家镕李一敬李如斌李秋阳吴传梁张应标张其立陆雅如郑玉玺查双禄柏关林徐承德徐慕春高树森黄岑黄峙韩品峥戴锡嘉魏福宝《南京市志》编辑委员会1999年5月13El主任王宏民副主任杨植许慧玲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伯伦马志发刘玉浦乔有清李秋阳吴传粱庞顺根郑玉玺徐承德徐慕春韩品峥靳道强主副主委耿乃凡秦学清王国祥吕华清张大强郑鄂高树森载锡嘉王能伟毕家镕张应标查双禄高耘魏福宝王绪仁李一敬张其立柏美林黄岑《南京市志》编辑委员会2005年7月13日许慧玲顾善祥李克勤陆平贵戚鲁陈天明叶南客蒋赞初徐苏宁邱寿彭黄澜陈卫红王螽祥黄敏张良礼庞顺根朱海光梁白泉黄河刘宝春王螽祥李如斌陆雅如郝桢富黄峙金承平陈五一徐定胜金实孙绵琪蒋晓星李琦徐传德牟小玉李利江管晨王德春陈刚孙家兴巨涛王正仪赵建中秦学清茅家琦傅成许卫宁冯亚军林克勤袁文荣李侃桢印幸福坤健文农建钟娟宁文鹏南宏晓亦梦鲁完志景蒋沈孟何刘全陈王张陆单任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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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编辑委员会2010年2月24日主任季建业副主任刘以安王咏红委员孙绵琪王为崧陈五一金承平黄澜周金良刘安宁刁仁昌陈光亚陈天明朱海光赵建中王海宏许卫宁梁建才韦昌明谢跃进茅家琦魏李克恕郑跃奇徐传德陈刚孙家兴沈梅芳冯亚军柏鹏张宪文李兰汪振和王嵬黄敏娄学全林克勤高耘储永宏成玉祥蒋赞初《南京市志》编辑委员会2011年2月14日瞿为民李克勤陈学荣李利江尹玉兰秦学清徐苏宁孔令才梁白泉顾善祥蒋晓星金钟武伟王鲁宁叶南客黄河姜明主任季建业副主任刘以安陈刚魏克李兰委员王为崧顾善祥穆耕林陈五一刘宁山侯成新郑跃奇王嵬朱晓琳蒋晓星王鲁宁黄澜谢志成周金良黄河吴晓茅陈学荣储永宏朱志宏徐翠华孔秋云韦昌明娄学全瞿为民王凯李利江汪振和陈光亚胡万进朱淮宁孙家兴薛宏黄玉银马和欣林克勤梁洁叶南客朱海光赵建中沈梅芳王海宏曹永林冯亚军张俊杨学鹏曹路宝陈勇梁建才张一新陈发喜孔令才姜明谢跃进高耘秦学清金承平茅家琦张宪文蒋赞初梁白泉注：本书1996年启动编纂工作时暂定名《南京通志》，2008年10月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文更名为《南京市志》。



《南京市志》编纂审校人员主编高·耘秦学清金承平李兰副主编王能伟陈奋刘瑜朱海光赵建中沈梅芳学术顾问茅家琦张宪文蒋赞初梁白泉编辑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乔呜刘小凡庄淑玉吴小铁时觉非杨永泉陆永贵陈蕊心周建国蒋永才总纂秦学清副总纂蒋永才周建国特约编审、总纂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伯伦王能伟卞琛吕华清吕武进刘海东狄树之陈济民张其立(特约编审)张尚金徐承德黄岑薛兴祥总审校赵建中副总审校施国俊审校责任编辑(以姓氏笔画为序)韦荣奎冯宁乔呜庄会柏时觉非李琳陈蕊心谢娟窦予然装帧设计潘小庆彩页设计周黎明



∥毽∥南；尿市：b瓯，l：^V总目序凡总大：综述第一卷政区建置第二卷自然地理第三卷土地管理第四卷人口第五卷环境保护第二册城乡建设综述第六卷城市规划第七卷勘察设计第八卷市政建设第九卷公用事业第十卷园林绿化第卜一卷市容环卫总目第十二卷建筑业第十三卷房地产业第十四卷小城镇记第三册交通邮电综述第十五卷港口第十六卷水路运输第十七卷公路运输第十八卷铁路运输第十九卷民用航空第二十卷管道运输联合运输第二十一卷邮政第二十二卷电信第四册贸易金融旅游综述第二十三卷工业品贸易第二十四卷副食品、糖烟酒及食盐贸易第二十五卷饮食业第二十六卷生活服务业第二十七卷供销合作商业第二十八卷粮油业第二十九卷物资流通、Ip第三十卷对外经济贸易



第三十一卷金融业第三十二卷旅游业第五册工业综述第三十三卷电子工业第j十四卷石油和化学工业第三十五卷车船制造第三十六卷采掘冶金工业第三十七卷机械工业第三十八卷建材工业第三十九卷轻工业(一)第四十卷轻工业(二)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卷第四十三卷第四_f。四卷仪器仪表工业电力工业纺织工业医药工业第六册农业水利综述第四十五卷第四十六卷第四十七卷第四十八卷第四十九卷种植业蔬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奶业第五十卷农机第五十一卷乡镇企业第五十二卷农场第五十三卷水利第七册经济综合管理综述第五十四卷计划管理第五十五卷统计第五f六卷经济协作第五十七卷财政第五十八卷税务第五十九卷审计第六十卷工商行政管理第六十一卷价格管理第六十二卷质量技术监督第六十三卷海关第六十四卷口岸第六十五卷开发区第八册党政群团政法军综述第六十六卷中共南京地方组织第六十七卷民主党派工商联}声毡南乐市志蟛总目



乒嚏南泵市：}$总目第：第：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一十八卷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十九卷人民代表大会十卷政务十一卷人民政协十二卷社会团体十三卷公安十四卷检察十五卷审判十六卷司法行政十七卷军事十八卷防空第九册教育科技社科卫生体育综述第七十九卷教育第八十卷科学与技术第八十一卷社会科学第八十二卷卫生第八十三卷体育第十册文化综述第八十四卷文化事业第八十五卷文学艺术第八十六卷广播电视第八十七卷出版第八十八卷报业第八十九卷文物第九十卷档案第十一册社会生活人物综述第九十一卷民政第九十二卷劳动第九十三卷人事第九十四卷民族第九十五卷宗教第九十六卷地名第九十七卷风俗第九十八卷方言人物第十二册杂记大事年表重要文献南京历代地方志记略索引杂记大事年表重要文献南京历代地方志记略索引后记



《南京市志》序言看蛾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国方志发轫于周秦，赵宋大体成型，至清而极盛，荦荦方志，蔚为大观，亦为中华文化之重要载体。修志传统源远流长，盛世修忐历久不衰。《南京市志》经万余人耕耘、十数载琢磨，即将付梓，可谓功莫大焉。全书共12册，近1500万字，允为1949年南京解放以来我市最为浩大之图书出版工程。“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自占为江南名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在今中华门西南角长干里筑“越城”，为建城之始；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在清凉山置“金陵邑”，为行政建置之始，金陵由此而得名；公元229年，东吴孙权迁都于此，为南京建都之始。后历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滚滚长江，历尽多少兴亡事；巍巍钟山，传承千载金陵史；悠悠秦淮，演绎几多儿女情。“虎踞龙盘今胜旨，天翻地覆慨而慷。”南京解放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乘改革开放东风，借长三角一体发展之势，南京焕发勃勃生机，创造日新月异的业绩，成为东南璀璨之明珠。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是南京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2008年与1978年相比，现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8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了近六番，突破6000美元；城区面积由原来的76．3平方公里拓展到577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超过75％。今天的南京，群众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转变，一个山水城林融为一体、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之美交融、古都文化与时代精神相映的新南京，正朝着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目标迈进。杰南示市=b，I》蟛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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