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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从现在起陆续出版问世了．这一套由90余部

专志组成、2000多万字的市志丛书，是南京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是全市各行各业千百人辛勤劳动，通力合 。

作的产物．我们应该向全市修志人员，向关心和支持修志工作的各 垮

+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各界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I， ‘?

。 地方志是国情资料书籍，是国情、区情、市情的载体．。一
“

，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

千秋大业．编纂好南京地方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史学界有

一句话，说是。盛世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我们的社

会主义祖国，还是南京的城市乡村，都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百，

业俱兴，经济建设硕果累累，社会发展变化显著，我们躬逢其盛，在

修志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南京简志》、<南京年鉴》和‘南

京史志>(双月刊)相继面世，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如今，这一部堪
。

称南京之最的‘市志丛书》也开始陆续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 ．

大事．有了这部丛书，可以使人民进一步了解南京从古代、近代到

·现代的历史足迹，可以激发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南京、建设祖国、建

设南京的巨大热情，可以。鉴兴废、考得失”，从中总结经验，研究规 ‘1

律．我相信，这部丛书出版发行后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积

以时日，丛书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

， 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从80年代

中期到奉世纪末15年问，南京市志煽纂采取。三部曲”的战略格

局：第一步，先编了一部‘南京简志》，130万字，巳于1986年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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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二步，煽纂这一套‘南京市志区书，)，分门别类煽90部左右专，，。
7

志，各自相对独立，全套丛书出齐前后需要5年左右时问，第三步，。

再编一部三、四百万字的，具有较高科学挂和综合性的市志——，．

《南京通志》．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是第二步，就是编纂出版‘南京
”

市志丛书》．．我们之所以要煽这样一套市志丛书，主要是从南京的

实际情况出发，考虑了以下一些因素． z+’一7-．．。一。。 、：；．

衅 ”一是量力而行。社会的发展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为南京这座历 。

p
史文化名城修志，纵贯千年，横涉百科，上载天文。下记地理，中括

⋯
人事，还有诸多问题尚待研究探诗．要在短时问内编出一部高水平

． 的城市志，决非易事．因此，我们在《南京简志》编成后，着手编一套 ’。

1

市志盛书，放手由各行各业i方方面面把与己有关的史料理出头2。

。绪i碥纂出内容较为详备的专志．在这个基础上再编《南京通志》就
一

2 比较顺理成章、切实可行． ⋯?1。
r

、一一‘弋∥·’ 一．

，”

+，‘二是力求采用新的方法修志．现代科学发展了，社会生活异常 ‘。

丰富，分工也很细密，单纯用概括的手法已不能全面反映我们各行

各业，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主要经验教训，以及许许多多生动具

体的内容．编修地方志这一浩繁艰巨的工程，需要采取“众手成

志一的工作方法．南京是人文荟苹之地，各行各业都有热心修志的

领导者，都有熟悉本行业务的专家、学者和撰写史志的能人．把这

：些人发动起来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收集、研究和认识史料，
， ～分门别类地把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主要历史事件的发展 。

过程，经验教训，翔实具体地记载下来，把浩如烟海的资料梳成辫 。

。 子，加以汇集组成一整套市志丛书，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i ·‘’

三是保证志书质量的需要．志书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

料汇集．要做到这二点，必须发动各行各业发掘历史资料，提炼素

，‘ 材，提高成书质量．有些专志编成后，在实践检验过程中还可以发

，现一些缺漏、偏颇和差错，我们在编t南京通志》时就可逐一加以纠

， 。正或补充，从而有利于通志质量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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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为了锻炼一支修志队伍．通过90部专志同时分头编写，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提高修志队伍的素质，发现人才，积累经

验，让大家轻车熟路，在下一步工作中编出一部科学性较强、内容

更集中、结构更严密的‘南京通志》来． ，’

’

‘尽管我们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取前人的

经验教训，刻意求实，大胆探索，但由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

个崭新的课题，编纂‘南京市志丛书》是南京修志史上最宏大的一

项文化建设，。三部曲”的做法也无现成的模式可套，古今许多问题

还来不及深入探讨，加上我们水平、功力所限，疏漏之处恐仍难免．

我们将尽力改进工作，充实校正史料，修好南京市志，完成历史赋

一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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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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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建筑材料工业志l·书卵将问世之际，编委刍-羁我作

序，出于对此书的酷爱，于是黟然命笔．+．． ．，．。+，

‘

南京的建筑材料生产，源远流长，见于史籍记载。已盲1600余
。√

年．当今的南京建材工业，其内涵之广，规模之大。绝jl睦昔可比，

生产领域已从解放前仅能生产水泥和砖，瓦、灰，砂、石等传统建筑 “，

材料，拓展到生产包括非金属矿及其制品与无机j}全属新材料在

内的重要原材料．星罗棋布于城乡各地的2000多家大、中，小型企 ．

业，从业人员已达15万人，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具有射己的“五

羊牌”波特兰水泥、API油井水泥，优质高标号水泥、部分非金属矿
、

及制品与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

建材工业是关系到南京经济发展全局的基砖车业，是积累资． ，。

金、回笼货币的主导产业，同时也是经济腾飞过程中长盛不衰的朝
●

●

阳工业．
． 。’ ．

‘

我投身于建材工业已30年，作为这条战线上的一兵，对本行

业的历史，从不知到知之不多，因知之不多而想知之甚多，我早就 ．

渴望得到一部系统地反映南京建材工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书．我、， ·、

的同行、前辈和同事们也表达了相同的强烈夙愿．适逢盛世修志，
’

这一历史使命果然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于是就承担本志的

煽纂任务，从挑选主编、组建写作班子、落实资金到逐一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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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不得立刘书就，以至于志稿未成，我竟抢来残页片纸，一睹为快．

这部志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翔实可信的资料，略古详‘
’

今的手法，忠实地记载了千余年问南京建筑材料生产的兴衰，重点

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起伏、曲折的发展历程，充分反映了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南京建材工业发生的巨大变化．集思想
‘

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较鲜明地体现了地方特色、行业特点与 。

时代特征．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南京建材工业的历史与现状，从中找

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可为各级领导决策、规划、管理提供可

资借鉴的史料．对于青年一代了解前人创业的艰难亦有所裨益．它’r

的可取之处，还在于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工作中的失误和挫折，以及
， ．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以便当代和后世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它将以 。

。’

较为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

“，《南京建材工业志》从搜集资料到付择成书，历时近5年．在修

． 志的全过程中，修志人员不畏严寒酷暑，从浩瀚的文献、档案中查 、

．． 、执了1840万字的资料，经过考证、筛选；编写出近30万字的志稿；
。

一
这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是汗水和脑汁的结晶。这本南京有史以

来第一部工业专志的出版，是南京建材工业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

-，”，，二件大事，无疑祷会产生表极的影南，友挥应有的伟用．’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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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

编辑形

况，平行设置若干相对独立的专业志。采用章节体，一般设章、节、

日三个层次，个别列至子目．

四、钵裁．各专志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录、图、表诸体． ．

五、文体．志，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概述，夹叙夹议I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范界．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其业务范围延伸至外地部分，

则作略记． ，
“

七、断限．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追述行业发端门7 ．

限断在1987年至1990年问，视成书时间而定． ，’

肆 八．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注公

元纪年．丛书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之日

起．。、 一

，

‘

． ，

。

。 九、S--专-志可另作编辑说明． i ：

” ●
’

∞ 、 ．

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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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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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I
’。 一，本志专门记述南京建筑材料工业(简称建材工业)的历史

’

与现状．史实辑录的时问断限，上限尽量追溯行业起源，下限断至

： ，，碧一一1987年．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建材工业的发展变

‘五：． 7化，以求详今明古．
。

。

” 二，本志由大事记、概述、专业各章、人物、附录组成．大事记，．

j ： 纵贯古今I概述，综叙建材工业全貌，统摄全书．专业部分共13章，

．．” 1至10章分述各行业的生产力发展情况，其中历史较短又较为薄
‘

弱的行业，则合章分节记述I 11至13章记述建材工业管理体制、

科研技术，职工的演变．采用章节体，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列

。 至子目．以文为主，随文插列图表，以资文简事明．人物，立传或列

表，记述对南京建材工业有贡献的近、现代及当代人士I立传人物，

。+只记事迹，不作评价．附录，辑录与本业有关的重要文件．
’

l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种文献、档案、报刊．引用文献、报刊资．。

P 料，采用页下注释I档案资料，一般不加注释．口碑、实物资料及调
1

． 查材料，均经核实后采用． ． 、．

‘|

、
，

『
．、 四、建国后各类统计数字，均以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准。

l‘ 1949～1977年，以市计划委员会统计处编‘南京市国民经济统计

f 资料>为依据}1978--1983年，以市建筑材料工业公司编印的．：南

【： ．京市建材工业统计资料>为依据11984年起，以市建材工业公司统
f， 计年报为依据。 ．

【、
’

五、工业总产值，一律按不变价格计算．其中：1949～1980年
÷． ’。按1970年不变价；1981年起按1980年不变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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