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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江浦县志(1988～2001)》历时五载，四易篇目，“三审”(初审、复审、终审)其稿，终

成卷册，这不仅为江浦历时626年县级建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更为新成立的浦口区

未来发展提供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浦自明洪武九年(1376)立县起，至新中国成立前先后九次编修县志，成书七部。

新中国成立后，首部新编《江浦县志》于1995年出版面世。此次续修《江浦县志》工作肇

始于2006年。我们从2008年先后调至浦口区，主持政府工作，兼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主任。虽然政务繁忙，惟不忘解决修志工作中的困难与问题，为续修县志尽绵薄之力，

倍感欣慰。为此，在续志即将付梓面世之际，书此数言，权以为序。

1988～2001年，是江浦发展史上一段不同寻常的岁月，江浦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县域主体经济从传统的农业转向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联动的格局，综合实力

大幅度提升，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100余元增加到1万元以上；城乡建设坚持以实现

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县城面积由5．23平方公里拓展到8．41平方公里，汤泉

镇、星甸镇、乌江镇、石桥镇通过省、市级新型小城镇建设达标验收；全县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先后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国家科技工

作先进县、全国血防工作先进县和全国生态示范试点县；誉为“金陵一绝”的江浦手狮舞

走出国门，在演出活动中频频获奖，求雨山文化园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群体文化名人纪

念地和中外书画界人士活动场所；伴随着富民强县战略和执政为民宗旨的实施和践行，

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

分别突破4000元和1万元，增长5倍和7倍以上。这些巨大变化和辉煌成就，是全县人

民改革创新、团结拼搏的结果，凝聚了社会各界和江浦籍在外人士的心血和汗水!

传承纳新永远是地方志书的探索和追求。全省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浦口区被列为

省志办联系点单位。几年来，区志办较好地履行了“点”的应尽职责。省志办数次刊发浦

口修志体会文章和县志篇目，《农林牧渔业》和《卫生》两章志稿被评为全省优秀志稿，博

得方志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通过市志办终审和验收的《江浦县志》稿，185万字，图、照

200余幅，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改革开放特别是1988年以来的光辉历程，记录了29万江浦



儿女锐意进取、发愤图强的精神风貌，总结了全县人民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鲜活经验。

她的出版问世将为江浦文化宝库增添一部鸿篇巨著。

续修《江浦县志》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社会文化系统工程。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得力于

各部门、单位的配合支持，专家学者的帮助指导，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尤其是退休

的老同志，钟情于地方志事业，数年或数十年如一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为此呕心沥

血，默默耕耘，他们的修志业绩和敬业精神，可圈可点，可歌可赞。在此，我们谨向所有为

续修县志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地方志是“一方之信史”，不仅具有其他著述不可替代的存史作用，还具有启迪民智

和可资治政的社会功能。修志的目的在于应用。2002年4月，江浦县与南京市浦口区合

并成立新的浦口区以来，逐步形成与南京主城互动融合、城乡一体、共同繁荣的新格局。

我们相信，续修县志出版后，随着读志、用志活动的开展，将为加快跨江发展新突破、推进

江北新城建设新跨越提供有益的借鉴，浦口的明天必将更美好、更繁荣、更和谐!

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书记 成玉祥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区长 陈 勇

201 1年1月



凡 例

一、本志为1995年版《江浦县志》(简称前志)的续志，定名《江浦县志(1988—2001)》。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

观为统领，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江浦县经济、社会诸方面发展的历程和现状。

三、本志以江浦县2001年行政区域为记事范围。

四、本志上限为前志下限的次年即1988年，为保持事物的连续性，可适当上溯；下限为2001年12

月，部分内容延至2002年行政区划调整。

五、本志沿用前志中小篇结构，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志首设总述、大事记。在部分章、节

以“附”的形式，节录相关文章、文献或专记，介绍特色事件、重要活动和典型人物，以增强志书的资料

性、可读性。志末设附录、索引和后记。

六、本志篇目设置遵循“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原则，结合现实社会分工，科学划分门类，设自

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五个部类31章，依次排列；为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部分内容作升格

处理，如“环境保护”、“建筑业房地产业”、“苗木花卉业”、“求雨山文化园”、“精神文明创建”分别从

城乡建设、农业、文化和社会生活门类中析出，单列成章。

七、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表、图、录并用。

八、本志采用复记和补记的方法处理与前志关系。前志已记述的建置、地质地貌等基本县情，本

志随文择要复记；前志遗漏的古代书目、革命斗争史、人物传略等内容，在“附录”中补记。

九、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略收录对江浦县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或较大影响的已故

人物，按卒年先后排列；人物表录收录已故的离休老干部以及受市级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省级以上

先进人物、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副县级以上人物和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任职随文设更迭表记之；其他相

关人物，在专志中采取“以事系人”或以“附”的形式随文记之。

十、本志纪年，清代及其以前，采用朝代年号；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并在自然段中首次使

用时分别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以1949年4月21日江浦解放为界；

所记“年代”，凡未注明世纪的均指20世纪年代；改革开放后指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

十一、本志标点符号按国家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书写，其中年份(年代)后逗号的使用，除本年

份与其后内容构成短句或按年份列举事例外，一般用逗号；文号用六角括号，文题用全称时加书名号；

慎用引号，企业、单位及荣誉称号不加引号，某些特定的名称，如“双学双比”、“双增双节”等，使用引

号时括注全称。

十二、本志所涉计量单位，一般使用法定单位，其中长度单位使用公里、米、厘米；晕量单位使用

吨、公斤；个别计量单位使用习惯名称，如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仍以公斤／亩为计量单位。波浪线“一”

两边计量单位书写，凡表示物理量的“～”两边均写单位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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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志行文中涉及的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均按当时称谓记述，一般用全称，用简称的

均在第一次使用时予以括注。凡在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后缀“委员会”均简称省委、市

委、县委，在省、市、县后缀人大、政府、政协等，均分别指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相应机构。

十四、本志使用的地名以县政府批准公布的地名为准。使用历史地名时括注今地名。

十五、本志引用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未列入县统计部门统计范围的，采用业务主管

部门或单位的数据。各项总产值计量，1988～1989年按1980年不变价、1991—1997年按1990年不变

价、1998年起按现价记载。

十六、本志所用照片，正文使用2001年底以前的照片，与文字相对应。志首彩页采用1988年至

志书出版前原江浦县范围内的照片。

十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书档案、报刊、专著及调查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八、本志索引分条目、表格、图照类别，以音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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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浦县政府门楼

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前左)、市长罗志军(前右)为新浦口区揭牌





江浦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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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浦县城凤凰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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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人居环境社区——康华小区

江浦街道凤凰大街



凤凰公园

山河水温泉别墅区会瞎



城南河风光

山水田园温泉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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