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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编《高淳县志》，六经寒暑，三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这是高淳县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上的一件大事，对激励今人，启迪后代，认识高淳、热爱高淳，振兴高淳，‘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高淳将起到重要作用。 ．，‘．

‘·

， ．q j ‘j ·．“

‘高淳历史悠久，山川秀丽，人才辈出，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嚣。境内古邑濑渚乃公‘’t

。．元前5 4 1年吴国所建。古溪胥河相传开凿子春秋吴楚相争之时。唐之鲁阳五堰，明之广通镇

坝，在水利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时，”高淳是天京西南藩篱。抗日烽火燃

遍大江南北，这里又是新四军东进，深入苏南的第一站。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一

的领导下，全县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重新安排山山水水，使高淳发生了巨变。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上下，励精图治，开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新局面。为彰往昭来，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编修新县志，将这些伟大业绩载入史册，乃1

是时代的使命，人民的愿望。 ．‘，、’。ti ：，’ ．； ．

．．·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高淳自明弘治四年(1491年)置县迄今近5 0 O

年中，曾先后于明正德、嘉靖，万历和清顺治，康熙，乾隆，光绪及民国年问八次编修县 一

志。但自1918年重修《高淳县志》以后已中断60余年，其间社会变革殊大，风土人情变化甚‘

。 多，而且年久事湮，资料失散，若再不抓紧编修新志，则时间愈长，困难愈大。另■方面，，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我们高淳县也已进入新中国建立以来最
‘ 好的历史时期，“盛世修志黟，条件已经成熟。 ：

为使新编《高淳县志》既反映历史风貌，又体现时代精神，以充分发挥“资政、教化，

存史"的作用，我们在编纂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i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
7

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正确地反映历史与现状。在内容上则要求门类

齐全，重点突出，通贯古今，详今略古。在结构上坚持一“横排门类，纵贯时间，纵横结合，

以横为主弦的原则，做到纲目相宜，归属得体，排列有序，层次分明。

《高淳县志》的编纂成书，是全县人民通力合作的产物，是各方专家学者和热心人士大

力支持的结果，也是专业修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借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所有为《高

． 淳县志》编纂、出版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崭新而繁重的工程。‘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缺乏。书中的

疏漏势在难免。敬请各界人士不吝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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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一：本志记人载事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5年，通贯古今，并按详今略古的原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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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 徐州市志

8月，人民公社规模扩大，市郊区15个人民

公社合并为朱庄、下淀、奎山、狮子山4个人

民公社，辖51个生产大队、495个生产队，农

业人口7．19万人11966年至1982年，郊区4

个人民公社未变；生产大队1975年调为55

个，1982年为56个；生产队1975年调为388

个，1982年为366个11982年全市人民公社

内有2．6万户，9．6万人。

1983年3月，市辖6县和郊区共有195

个人民公社(镇)，其中：丰县24个，沛县25

个，铜山县56个，睢宁县26个，邳县35个，

新沂县25个，郊区4个。1983年，全市农村

实行政社分设，乡镇设人民政府，设正、副乡、

镇长，配有秘书、民政、文教卫生、计划生育、

财政等助理或干事，乡、镇人民政府干部数一

般不超过原人民公社干部数。全市共建立乡

人民政府173个，镇人民政府6个，其中丰县

1镇24乡、沛县1镇20乡、铜山县1镇39乡、睢宁县1镇26乡、邳县1镇35乡、新沂

县1镇25乡、郊区4乡。1985年1月，丰、沛、邳、铜山4县8个农林场圃建立7个乡人

民政府。1985年4月，铜山县大庙乡撤销，并入大庙镇。1985年8月，沛县敬安乡、龙固乡撤销，建立敬安镇、龙固镇；大屯乡、郝寨乡撤

销，合并成立大屯镇；城关乡撤销，并入沛城镇。

居民委员会：1950年8月至10月，市内

二至四区试办街道居民委员会5个；同年11

月，市民政局民政科与第4区公所又试建居

民委员会4个。1951年初，对试建的居民委

员会进行整顿，并继续试办居民委员会11

个，114名街道积极分子当选委员。每个居民

委员会管理500户左右。1952年后，随着街

道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居民委员会撤销。1956

年1至3月，市内4个区的各街道办事处建

立居民委员会。同年6月，贾汪矿区亦建立居

民委员会。至此，5个区共建立131个居民委 员会，其中鼓楼区32个、云龙区36个、王陵

区22个、子房区23个、贾汪矿区18个。居民

委员会建立后，全市街道工作委员会撤销。居

员7至17人，并由委员推选主任1人、副主

任1至2人，下设治安保卫、文教卫生、拥优

福利、民事调解等4个常设工作委员会，每个工作委员会由3至7人组成。

1957年底，全市有居民委员会139个，

1960年并为92个。1962年6月，92个居民

委员会由1957年平均管理534户、2360人，

增至955户、4260人。居民委员会称“管理

区”，成为基层政权。1962年11月，调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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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县、睢宁县、邳县和新沂县1953～1963

年新年春节，共捐赠慰问金1600余元，各种

节日物资52万余斤。1958年，“八·一”建军

节期间，全市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月活动。7月

29日，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广播大会，市

长张洪范向驻徐部队和全市烈军属进行慰问

讲话。“八·一”早晨，驻徐空军部队出动飞

机，把几十万张传单撤遍全市。9时许，5万人

组成的宣传队、慰问队，一齐到部队驻地和街

头广场，与当地驻军进行联欢。当日晚，10万

军民汇集中山路、淮海路交叉口，举行盛大联

欢。

1958～1985年的重大节日期间，地、市

均联合组织慰问团，对驻徐部队和地、市广大

优抚对象进行慰问。

(二)服务1950～1954年，市各界人民

一—1应币鲕政府号召，建立拥军优属组织，
订立爱国公约，开展为驻徐部队和烈军屑进

行各种生活服务的活动。1955年起，拥优组

织及其活动由街道居委会扩大到粮食、商业、

服务行业和医疗卫生部门，普遍设立拥军优

属优先服务窗口。营业员、医务人员等主动送

报、送医、送药到家，登门服务；干部、工人及

居民、学生都为解放军和烈军属争做好事，帮

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1950～1959

年有191个单位、484人，被评为市的拥军优

属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

，

1960～1966年，各区、镇、街道办事处，

居民委员会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干

部、群众以及各中小学师生，均于各年新年、

春节和“八·一”建军节期间，开展“帮助烈军

属做一件好事”的活动，7年间有8万余人次

参加这项活动，共做好事达20万余件。1980

～1981年，徐州市组织发动机关、工厂、学校

和生活服务单位，组成“上下串成线，纵横连

成片”的服务网，开展经常性的服务活动。

1980年，为退休老红军、老干部和孤老烈军

属检查身体59人次，登门送药打针70余人

次，还为14名驻军家属、子女和烈军属安排

工作，子女入学50多人。这年，地区各县97

个公社和相当公社级以上单位，均制定拥军

优属公约，并发动干部和群众6000余人，为

部队和烈军属做好事14万余件。1984年起，

拥军服务活动，已注意由过去单纯对部队走

访慰问发展到多种形式的拥军服务活动。城

镇和农村普遍建立“拥军优属服务网”，出现

许多“拥军服务组”、“送温暖小组’’等拥优组

织形式，定期为烈军属做好事。1985年4月

和7月，又推广南通“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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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科研单位及学术团体⋯⋯⋯⋯⋯⋯⋯⋯⋯⋯⋯⋯⋯⋯⋯⋯⋯⋯⋯一⋯⋯⋯“(620)

第一节科研单位⋯⋯⋯⋯·?⋯⋯⋯⋯⋯⋯⋯⋯⋯⋯⋯⋯⋯⋯⋯⋯⋯⋯⋯⋯⋯(620)

，．第二节学术团体⋯⋯⋯⋯⋯⋯⋯⋯⋯·．．．⋯⋯⋯⋯·：⋯⋯⋯··：⋯⋯．⋯⋯·：⋯⋯·(621)

第=章科技队伍⋯⋯⋯⋯⋯⋯⋯⋯⋯⋯·：⋯⋯⋯⋯⋯⋯⋯⋯⋯⋯⋯⋯⋯⋯⋯⋯⋯·(622)

。第一节科技人员分布⋯⋯⋯⋯⋯⋯⋯⋯⋯⋯⋯⋯⋯⋯⋯⋯⋯⋯⋯⋯⋯⋯⋯⋯(622)

第二节技术职称评定与晋升⋯⋯⋯⋯⋯⋯⋯⋯⋯⋯⋯⋯⋯⋯⋯⋯⋯一⋯⋯⋯(622)

第三章科普工作⋯⋯⋯⋯⋯⋯⋯⋯⋯⋯⋯⋯⋯⋯⋯⋯⋯⋯⋯⋯⋯⋯⋯⋯⋯⋯⋯⋯(623)

第一节科普宣传⋯⋯m⋯⋯⋯⋯：⋯⋯⋯⋯⋯⋯⋯·?⋯⋯⋯⋯⋯⋯⋯⋯⋯⋯一·(623)

第二节科技咨询⋯⋯⋯⋯⋯⋯⋯⋯⋯⋯⋯⋯⋯⋯⋯⋯⋯⋯h⋯⋯⋯⋯⋯一訾⋯·(624)

． 第四章科技成果⋯⋯⋯⋯⋯⋯⋯⋯⋯⋯⋯⋯⋯⋯⋯⋯⋯⋯⋯⋯⋯⋯⋯⋯⋯⋯⋯⋯(625)

第一节工业科技成果⋯⋯小⋯⋯⋯⋯⋯⋯⋯⋯⋯⋯⋯⋯⋯⋯⋯⋯⋯⋯⋯⋯⋯(625)

第二节农业科技成果⋯⋯⋯⋯⋯⋯⋯⋯⋯⋯⋯⋯⋯⋯⋯⋯⋯⋯⋯?⋯”¨⋯”(626)
’

第三节卫生及其他科技成果⋯·⋯⋯⋯⋯⋯⋯⋯⋯⋯⋯⋯⋯⋯⋯⋯⋯?⋯⋯⋯(628)

第五章气象地震测报与沼气利用⋯⋯⋯⋯⋯⋯⋯⋯⋯⋯⋯⋯⋯一⋯⋯⋯⋯⋯⋯⋯(629)

“’第一节气象测报⋯⋯⋯⋯⋯⋯⋯⋯⋯⋯⋯⋯⋯⋯⋯⋯⋯⋯⋯⋯．．．·，⋯⋯⋯⋯(629>

第二节地震测报⋯⋯⋯⋯⋯⋯⋯⋯⋯⋯⋯⋯⋯⋯⋯⋯⋯⋯⋯⋯⋯⋯⋯⋯⋯⋯(629)
‘

第三节沼气和J用⋯⋯⋯⋯⋯⋯⋯⋯⋯⋯⋯⋯⋯⋯⋯⋯·：⋯·?⋯⋯“：⋯⋯⋯⋯”(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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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化设施及文化团体⋯⋯⋯⋯⋯⋯⋯⋯⋯⋯⋯⋯⋯⋯⋯⋯⋯⋯⋯⋯⋯一⋯(632>

第一节文化馆站⋯⋯⋯⋯⋯⋯⋯⋯⋯⋯⋯⋯⋯⋯⋯⋯⋯⋯⋯⋯⋯⋯⋯⋯⋯⋯(632)
。

第二节影剧公司与工人文化宫⋯⋯⋯⋯⋯⋯⋯⋯⋯⋯⋯⋯⋯⋯⋯⋯⋯⋯⋯⋯(．633)

第三节图书馆与档案馆⋯⋯⋯⋯⋯⋯⋯⋯⋯⋯⋯⋯⋯⋯⋯⋯⋯⋯．．．⋯⋯．．．⋯(634)
· 第四节新华书店⋯⋯⋯⋯⋯⋯⋯⋯·：⋯⋯⋯⋯⋯⋯⋯⋯⋯⋯⋯⋯⋯⋯⋯⋯⋯·(634)

第五节表演艺术团体．．．⋯⋯⋯⋯⋯⋯⋯⋯⋯⋯⋯⋯．．．⋯⋯⋯⋯⋯⋯⋯⋯⋯⋯(635)

第：章文学艺术．．．⋯⋯⋯⋯⋯⋯⋯⋯⋯⋯⋯⋯⋯⋯⋯⋯⋯⋯⋯⋯⋯⋯⋯⋯⋯⋯⋯(636)

第一节诗词书画⋯⋯⋯⋯⋯⋯⋯⋯⋯⋯⋯⋯⋯⋯⋯⋯⋯⋯⋯⋯⋯·：⋯⋯⋯⋯·(636)

j 第二节戏剧⋯⋯⋯⋯⋯⋯⋯⋯⋯⋯⋯⋯⋯⋯⋯⋯⋯⋯⋯⋯⋯⋯⋯⋯⋯⋯⋯⋯(637)

第三节舞蹈⋯⋯⋯⋯⋯⋯⋯⋯⋯⋯⋯⋯⋯⋯⋯⋯⋯⋯⋯⋯⋯⋯⋯⋯⋯⋯⋯⋯(639)

第四节雕刻摄影⋯⋯⋯⋯⋯⋯⋯⋯⋯⋯⋯’．⋯⋯⋯⋯⋯⋯⋯：⋯⋯⋯⋯·：⋯⋯·(640)

第五节民歌民乐⋯⋯⋯⋯⋯⋯⋯⋯⋯⋯⋯⋯⋯⋯⋯⋯⋯⋯⋯⋯⋯⋯⋯⋯⋯⋯(641)

第兰章古今著述⋯⋯⋯⋯⋯⋯⋯⋯⋯⋯⋯⋯⋯⋯⋯^⋯⋯⋯⋯⋯⋯··?⋯⋯二⋯⋯⋯(643)

第一节目录⋯⋯⋯⋯⋯⋯”：⋯⋯⋯⋯⋯⋯⋯⋯⋯⋯⋯⋯⋯⋯⋯⋯⋯⋯⋯⋯⋯(643)

第=节单篇作品选⋯⋯⋯⋯⋯⋯⋯⋯⋯⋯⋯⋯⋯“：⋯⋯⋯⋯⋯⋯⋯⋯．．．⋯⋯(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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