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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一 ·l·

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泗洪县志》之编纂，历经八载，三易其稿，终于修

竣付梓。这是泗洪史志文库中又一丰硕成果，更是泗洪历史上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编史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历代主政者皆重修志，视志乘为。资

政"、。辅治静之书，即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疗。泗洪县域

旧为泗州，修志历史较久，相沿成风，成《帝乡纪略》、《泗州通志》、《泗虹合志》

等州志6种。民国年间，又纂成《泗县志略》手抄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9年曾编成《泗洪革命史》(亦称《泗洪十年史》)初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欣逢政通人和，四海安谧，百业兴旺，物阜民康之盛世，编修泗洪县第一

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千秋大事，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县

委、县政府前三任领导均以编修《泗洪县志》为己任，义不容辞，高度重视，毅然

于1986年成立修志机构，调有志之士，集硕学之才，广征博采，悉心编纂，动县

直各部，汇乡镇诸贤，提供资料，通力合作，共修《泗洪县志》。三年来，我忝主泗

．洪县政，领衔主修县志，十分欣慰，只因政务繁忙，实难一一细问，仅在一些重

大问题上筹划决策，余皆委托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总纂组具体实施。

所幸，此项工作获各级领导重视与社会各界支持，得省、市地方志办公室诸多

专家、学者热情指导、斧正，以及全体修志人员伏案笔耕，辛勤劳作，方得众手

成志。值此，我谨代表泗洪人民向一切为编纂《泗洪县志》此项浩大工程作过贡

献之诸君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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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县志》承旧志传统，采众家之长，在篇目设计、编纂方法上力求有所

突破，有所创新。全志以今为主，详今略古，客观记述泗洪历史和现状，熔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炉，合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于一体；内容较丰富，

资料较翔实，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惜因多年战乱，中华民国时期
●

境内资料颇缺；又由于志出众手，篇幅浩繁，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有待再版时进

一步修改完善。但它仍不失为一部汇集泗洪全史和反映全县自然、社会风貌的

“百科全书"，是泗洪各级干部熟悉泗洪，鉴古烛今，增强远见，进行科学决策所

必备的“资治通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亦是客居异地的家乡儿女重温乡情、再

识桑梓的必读之书。

泗洪系淮、湖之滨的国家名酒之乡、粮渔基地，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发展

前景广阔。愿《泗洪县志》在今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资

治、教化、存史"之作用。

中共泗洪县委书记
李继业

泗洪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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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建县以来第一部县志——《泗洪县志》，经编纂人员八个寒暑的辛勤

劳作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在人们的热切期待中，即将付梓面世了!我作为

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本邑人，为这样一件立县首举之盛事而由衷高兴。

泗洪自建县至今虽只有45载，但境内历史源远流长，流光溢彩。早在五万

年前，即有“下草湾人"在境内生息繁衍。西周时，境内为古徐国之中心，曾创造

了灿烂辉煌的徐文化。自北周大成元年(579年)置设泗州，至清宣统三年

(1911年)的1333年间，境内始终为泗州本土。其间，隋、唐至北宋时，经济和

文化繁荣发达，举世闻名。只是自宋南迁后，屡遭兵燹；加之黄水夺淮，祸患益

甚，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州城竟被洪水淹没，千年文化黯淡，足令世人痛

惜。本世纪30年代，日军侵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

地中心区即在境内，境内人民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写

下了救亡图存的光辉篇章。泗洪建县后，全县人民励精图治，历尽艰辛，根治水

患，发展生产，经40余载努力奋斗，面貌已焕然一新。《泗洪县志》纵贯古今，横

涉百科，记泗洪事，述泗洪史，政治与经济、社会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嬗

变无不包容其中；对成功者讴思慕效，对失败者痛定思痛，彰贤哲，刺奸恶，辨

是非，扶正祛邪，导风化俗。它的出版，必将使我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从中进

一步认识和把握县情，从而为发展我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决策

依据。

当历史的车轮正在向21世纪飞转的时候，将《泗洪县志》作为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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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给立志改变泗洪面貌而作出贡献的先辈们和未来建设者，定能激励人们

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奋勇迈向更加宏伟壮丽的目标，

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遂欣然命笔，且以为序。

泗洪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元章

一九九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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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客观地反映泗洪历

史和现状，彰扬有功于泗洪发展的人和事，以利于。资治、教化、存史一。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1949年置县前，大体以泗洪县现时行政区划为主

(以“境内一表示范围)；置县后，随县行政区划变化而易。对原隶泗洪，1956年

析归洪泽，1985年底复回泗洪的半城、临淮、成河3乡镇，记述中一般不含划

出时期的历史数据；对1985年底划属盱眙的鲍集、管镇、兴隆、铁佛4乡，除

<镇乡场》篇不予设节专记外，余皆简略记至1985年底。

三、本志上限因事而异，根据资料尽量追溯；下限除总述、大事记、附录延

伸到1992年外，其余断至1989年底。

四、本志均为语体文之记叙体，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为主要表

述方式。照片相对集中于志首，图、表随文插附。，

五、本志总述、大事记冠于志首，附录殿后，中按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分

排各篇，篇下一般为章、节、日3个层次。为加强宏观记述，每篇之首设无题小

序，并于经济、政治部类之前分别增置经济、政治综述篇．

六、本志遵循。生不立传一原则，入传人物以本籍人士为主，适当收录在境

内活动过而又有重大影响的客籍人士。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人物名录》收录

省以上单位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立二等以上战功的军人和担任正县、副师以

上职务及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各界人士(革命烈士名录，民政部门已

编印专辑，为节省篇幅，本志不再收录)。



·2·凡例一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纪年和民国纪年，并于每

节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记述中

的“建国前、后”分别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X 0年

代"皆为二十世纪。

八、本志中历史上党派、机构、职务等均以当时名称为准。名称过长者首次

出现时使用全称，重复出现皆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旧地名适当加

注今名。

九、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以1984年国家标

准计量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古、近代旧计量单位不便换算者，保

存原貌；凡旧人民币一律折算成新人民币，涉及产值，除括注外，一般均为

1980年不变价；表格中的空格而未注释者，皆因缺少资料。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省、市(地)、县有关档案及县直各部门、各

乡镇提供的志稿和口碑资料；数字资料原则上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

门缺少的则由有关部门提供。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引用旧志或其他书刊处加

引号，以括号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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