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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富 1

．宿迁修志，自明万历年间，经有清一代，至中华民国初期，官修7次，民间

私修2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政协于1958"-'1964年，搜集民国时期史

料，整理编辑《宿迁志资料》。1986年10月，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

室，经8个寒暑的努力，编纂了第一部贯通古今的新方志《宿迁市志》。这是全

市人民的大喜事。

宿迁历史悠久，地灵人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中的杰出领袖项

羽，清末在台湾抗日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杨泗洪，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创始人

朱瑞等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是宿迁人民的骄傲。在漫长的岁月里，宿迁人民历

经劫难，不屈不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宿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

苦创业，发愤图强，宿迁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洪水走廊”变成

今日的“淮北江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农、林、牧、

副、渔五业兴旺，工、商、运、建、服全面发展，工业已发展成为宿迁国民经济的

主导。新编《宿迁市志》全面记载了宿迁的古今巨变，是一部翔实的地情书。资

政、存史、教化，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修志是浩繁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体同志，

以其高度事业心和使命感，8年如一日，不辞劳苦，默默耕耘。其宏篇巨制，功

德无量。值此成书付梓之际，深表谢忱。 。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周立新

宿迁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元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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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7 例

一、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事求是地记

述宿迁市的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记述主要内容的时限，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因事而

异，力溯其发端，下限截止1990年末。概述、大事年表、人物、附录延

至1993年末。

三、记述范围，立足于宿迁市现政区地域。必要时，涉及中华民

国时期及其以前的地域。

四、纪年，以公元纪年贯穿始终，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民国时期除外)的中国历史纪年，以汉字括注其后。朝

代年号在同编多次出现时括注首次。

五、国务院1987年12月15日批准宿迁撤县建市(县级市)。记

述中，此前称县，此后称市；凡跨撤县建市前后年份的统计表标题，

统称市。

六、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为表现形式。彩色地图、照

片集中在志首；概述、大事年表、大事纪略置前；人物、附录殿后；中

设34个分志，图表随文设置。

七、大事分年表、纪略两部分。年表一般采用编年体，纪略采用

纪事本末体。

八、人物分传略、名录两部分。人物传略，传主均为已故者；以宿

迁籍为主，兼收客籍在宿迁有较大影响者；均以生年先后为序，生卒

年不详者，以大致在世年代先后夹置其间。人物名录，生卒并收，以。

类分列。



2 凡碉一九、政治性社团集中收入《政党社团》编，非政治性社团分散在

各有关编中。

十、特定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

十一、计量和货币单位，中华民国时期及以前基本沿用当时名

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以国家有关法规为准。

十二、各项数据，主要为统计部门及有关部门提供。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历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数据，按1 990年不变

价计算；其他经济数据，未注明不变价年份的，均为当年价。

十三、文体，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

十四、入志资料取自正史、旧志、档案、报刊、专著、文物考古及

采访。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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