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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庄乡志

编纂单位：《陶庄乡志》编纂委员会

批准文号：苏必文准日J 20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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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委、乡政府领导成员

前排左起：郝阿群、刘海山、张传捷、王铎、周绍干

后排左起：季有才、陆桂兰、陆润芳、王如明、郝子仁

《陶庄乡志》编纂人员
自左至右：王桂良、武世荣．i午茂贤、陆中来、周春山，薛书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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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陶庄乡志》付梓面

世，这是我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全乡文

化建设史上的一项盛事。 ，

陶庄乡位于兴化市东南隅。40年代，是兴东泰边区稳固的抗

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新中国

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

改造旧的河田，使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各项社会事业长足进步，

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政通人和，欣欣向荣。乡志的编修工作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启动的。

十年来，修志人员不畏艰苦，不慕荣利，辛勤笔耕，默默奉献，

终于修成全市第一部乡志。它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记述陶庄乡

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不仅是丰富的地情资料，也是教育后

代爱国爱乡的生动教材，必将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之功。志稿既

成，泰州市市长丁解民在百忙之中为之题写书名，这将给全乡人民

以极大的鼓舞。在此，我们谨代表乡党委、乡政府向参与修志的全

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也向所有支持《陶庄乡志》编修工作的部门

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

陶庄乡处于新长铁路、宁靖盐高速公路、兴泰及高兴东公路交

汇处，南连不久前通车、通水的江阴长江大桥和泰州引江河，历史



为我乡提供TM飞的机遇。我们希望全乡人民团结一致、努力拼

搏，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把陶庄乡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美好!

《陶庄乡志》的编修历经数届政府，我们主持工作期间，恰逢成

书、刊行。欣贺之余，谨以为序。

中共兴化市陶庄乡委员会书记

兴化市陶庄乡人民政府乡长

馑．

乡1l西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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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

地记述陶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诸方面的

人、事、物。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编纂原则，上限

不限，下限断至1998年。大事记至本志书付印之日。

三、本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各章、节

按“事以类从”的原则设立，不受部门隶属关系的制约。

四、本志文体志、述、记、传、图、表、录综合运用，以志为主体，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立传者均为故人，有突出

业绩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在有关章节中记述。图、表

则随文穿插。 ，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前括注历史年号，1912年为民国

元年，余类推不再括注。志中所述“年代”均属20世纪。
V 六、对历史上地理名称和政权机构、官职等，均沿用当时的称

谓。古今地名不一致的则加注今名。 ．

’

七、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之中。 ‘．．

“建国前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以1943年

初乡境解放时为界。

八、本志统计数字，除习惯用语外，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1955

年3月以前流通的人民币币值除个别注明者外，均已换算成新版 一

人民币币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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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种数据主要来自市统计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地面高程以

废黄河零点为基准。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市、乡档案、史料、地方志、图书及有关

单位材料，部分为知情人IZl碑材料，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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