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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集乡志》的编纂成功，是李集乡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4(<李集乡志》是我乡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对

搿存史、资政、教化万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为此，我表示衷心

祝贺。 一 ，

一

《李集乡志》坚持匹I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详今略古，着眼现代，准确地反映我乡政治和经济发展盼

全貌，记载了我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主革命、’。

建设社会主义俸大事业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一部具有社会主

义时代特点的地方志，晃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热爱家乡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

材。 。， ，

，’
-。

。

．‘

一我相信， Ⅸ李集乡志》的出版将进一步鼓舞和促进我乡各

项工作的发展。我祝愿李集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奋力拼
搏，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谨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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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 李集乡地处灌南县西部，水陆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

丰富。近代能人辈出，汤承裕，孙云清，张德，舒云，李宏垠

等人，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永为后人楷模。

解放前的李集，和全国各地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人民生活维艰，有诉不尽的苦难。

解放后，李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

蒸蒸日上，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李集乡的经济有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2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达7110万元，人

均收入达到837元，名列灌南县乡镇之首。这些成绩都是全乡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只有珍惜历史，

才能立足当代，激励未来。
、

修志是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李集古为湖荡之乡，开发较

晚，至今尚无志书。方今政通人和，物阜民丰，我有幸主持李

集乡政，躬逢其盛。自1990年8月以来，在县志办公室的指导
、

下，经过修志人员的努力，几经易稿， 《李集乡志》终于付印

阀世。值此出版之际，欣贺之余，谨以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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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

二，本志门类力求全面，贯通古今，重点在解放后的40年

◆j

三、本志继承修志传统，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志书分
编、章、节，除概述、大事记、编后记外，设8编，计33章、

‘88节。

四，本志上限适当追溯，下限至1991年底。

： 五、本志以图，纪、志、述，传、表、录为主要表述形

式。图，表随文设置。 ．

’ ’
．

- 。六，本志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不设专编，分散

于大事记及各编之中。
’ ⋯

‘

七，本志人物编不为生者立传，侧重反映革命先烈。老干

部、模范人物仅作简介。

， 八乙本志以公元记年， “鼹放前黟、“解放后黟，以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界。解放前用旧纪年央

注公元纪年。 ·

‘

，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陌

录

． 行政区划图⋯⋯⋯⋯⋯⋯⋯⋯⋯⋯⋯⋯“⋯⋯⋯⋯⋯⋯(1)

序一．．．；⋯⋯⋯⋯⋯⋯⋯⋯⋯⋯⋯⋯⋯⋯⋯⋯⋯⋯⋯⋯一(1)

．序二⋯⋯⋯⋯⋯⋯⋯⋯⋯⋯⋯⋯⋯⋯⋯⋯⋯⋯⋯⋯⋯⋯(2)

凡例⋯⋯⋯⋯⋯⋯⋯⋯⋯⋯⋯⋯一⋯⋯⋯⋯⋯⋯⋯⋯⋯(3)

概述⋯⋯⋯⋯⋯⋯⋯⋯⋯⋯⋯⋯⋯⋯⋯⋯⋯⋯⋯⋯⋯⋯(1)

大事记⋯⋯⋯⋯⋯·一⋯⋯⋯⋯⋯⋯⋯⋯⋯⋯⋯⋯⋯⋯⋯(6)
第一编 建置⋯⋯⋯⋯⋯⋯⋯⋯⋯·⋯⋯一⋯⋯⋯⋯·(：7)
第一章-建置沿革⋯⋯⋯⋯⋯⋯一⋯⋯⋯⋯⋯⋯．⋯(18)

。第一节 地理位置⋯⋯⋯⋯⋯⋯⋯⋯⋯⋯⋯⋯⋯(18)
“

第二节 历史沿革⋯⋯⋯⋯⋯．．一⋯⋯⋯⋯⋯⋯“(18)

?』 第三节 行政区划⋯⋯⋯⋯⋯⋯⋯⋯⋯⋯⋯⋯⋯(】9)

第二章。集镇、村一⋯⋯⋯⋯m⋯⋯⋯⋯⋯⋯⋯⋯(20)

：： 第一节、。集镇简况⋯⋯⋯⋯⋯⋯⋯⋯⋯⋯⋯⋯⋯(20)

1第二节 行政村简况．．．“⋯⋯⋯．．．⋯¨⋯⋯⋯⋯·(22)

。第三章 自然地理⋯⋯⋯⋯⋯⋯·’⋯⋯⋯⋯⋯⋯⋯，·(27)

第_节 地形⋯⋯⋯⋯⋯⋯⋯⋯⋯一⋯⋯⋯⋯⋯(27)

第二节 土壤⋯⋯⋯⋯⋯⋯⋯⋯⋯⋯⋯⋯⋯⋯⋯(27)

：第三节 河流⋯⋯⋯⋯⋯⋯⋯⋯⋯⋯⋯⋯⋯⋯⋯(28)

：。 第四节 气候⋯⋯⋯⋯⋯⋯．．⋯⋯⋯⋯⋯⋯⋯⋯·(28)

第五节 物产⋯⋯⋯⋯⋯⋯⋯⋯⋯⋯⋯⋯⋯⋯⋯(29)
；’ 第六节 自然灾害⋯⋯⋯⋯⋯⋯⋯⋯⋯⋯⋯⋯一(37)
第二编一’ 政治⋯⋯⋯j⋯⋯⋯⋯⋯⋯⋯⋯⋯吖⋯⋯⋯”(38)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39)

第一节．组织沿革⋯⋯⋯⋯⋯⋯⋯⋯⋯⋯⋯．．．⋯(39)
，

。

．

7： 叫 ／

．

，

．、，F≮s广



第二章 兵匪祸患⋯⋯⋯⋯⋯．．．+⋯⋯⋯⋯⋯⋯j⋯一(67) 。ci

-
’． ／7



’

⋯

‘

。

，第六章 民兵工作⋯⋯⋯⋯⋯⋯⋯”⋯⋯⋯⋯⋯⋯(74>

第四编． 经济⋯⋯⋯⋯⋯⋯⋯⋯⋯⋯．．．⋯⋯⋯⋯⋯⋯(77)

第一章．．农业⋯⋯⋯⋯．．．⋯⋯⋯-⋯⋯⋯⋯⋯⋯⋯··(78)

i?一：第一节，土地所有制变革⋯⋯⋯⋯⋯⋯⋯·．，．⋯⋯(79>
． 第二节 农技推广⋯⋯⋯⋯⋯⋯⋯⋯⋯⋯⋯⋯⋯(80)

⋯第三节 农业管理⋯⋯⋯⋯．．．⋯⋯⋯⋯⋯⋯⋯⋯(86)1

第四节 农业机械⋯．．．⋯⋯⋯⋯⋯⋯⋯⋯⋯⋯⋯(88)

第=章。。多种经营(林，牧，副、渔)⋯⋯⋯⋯⋯(90>。

．第一节， 机构设置⋯⋯⋯⋯⋯⋯⋯⋯⋯⋯⋯．．．⋯(90>

?。 第二节 林业⋯⋯⋯⋯⋯⋯⋯⋯⋯⋯⋯⋯⋯⋯⋯(90)，

一第三节．畜牧业⋯⋯⋯⋯⋯⋯⋯⋯⋯⋯一-⋯⋯”(92>～

。 第四节 渔业．．．⋯⋯⋯⋯⋯⋯⋯⋯⋯⋯⋯⋯⋯⋯(94)

．第五节 副业⋯⋯⋯⋯⋯⋯⋯⋯⋯⋯⋯⋯⋯⋯⋯(95)

、第三章。农田水利⋯⋯⋯⋯⋯⋯⋯⋯⋯⋯⋯⋯⋯⋯(96)

第一节 机构设置⋯olo eo·o,eo o oo⋯⋯⋯⋯⋯⋯⋯⋯(96)

⋯第二节 治水概况⋯⋯⋯⋯⋯⋯⋯⋯一⋯⋯⋯⋯·(96)

‘第三节 农田灌溉⋯一⋯⋯⋯⋯⋯⋯⋯⋯⋯⋯⋯·(98)
、 第四节 ，农田治理⋯⋯⋯⋯⋯⋯⋯⋯⋯⋯厶⋯⋯(99)

．第四章 工业⋯⋯一⋯⋯⋯⋯··：⋯⋯·：⋯⋯⋯⋯⋯·(二oo)
．第一节 、建国前的手工业⋯⋯⋯，⋯⋯⋯⋯⋯⋯⋯(100)

一第二节 建国后的乡村企业⋯⋯⋯⋯、一⋯⋯⋯⋯(100)

第五章 。商业⋯⋯⋯⋯⋯“∽；⋯⋯⋯⋯⋯⋯⋯⋯⋯(107)

’第一节 商业变革⋯⋯⋯■⋯⋯⋯⋯⋯⋯⋯⋯⋯(107)

。，．。第=节?集市贸易⋯⋯一⋯⋯⋯⋯⋯⋯⋯⋯⋯⋯(108)

、第三节。．商品销售⋯一⋯⋯⋯⋯m⋯⋯⋯⋯⋯⋯(109)

．第四节 农副产品收购⋯⋯．．．⋯⋯⋯⋯⋯⋯⋯⋯(111)

第六章．，粮食油料⋯⋯⋯⋯⋯⋯一⋯⋯⋯_⋯⋯⋯(112)

。f_弋^o}}；

．

；∥，，～t々一

，、≮，产

一

，

．。．

；t，墨卢

≮



第一节 粮油商业的发展⋯⋯⋯⋯⋯⋯⋯⋯⋯⋯(i12)

第二节 粮食收购⋯⋯⋯⋯⋯⋯⋯⋯⋯⋯⋯⋯⋯(113)

第三节 粮食销售⋯⋯⋯⋯⋯⋯⋯⋯⋯⋯⋯⋯⋯(113)

第四节 仓储⋯⋯⋯⋯⋯⋯⋯‰⋯⋯⋯⋯⋯⋯⋯(114)

第七章7’工商管理⋯⋯⋯⋯⋯⋯⋯⋯⋯⋯⋯⋯⋯⋯(1二4)
一- 第一节 市场管理⋯⋯⋯⋯⋯⋯⋯⋯一⋯⋯⋯⋯-(115)

第二节 经济合同⋯⋯⋯⋯⋯⋯⋯¨⋯⋯⋯⋯⋯(115)

第三节 工商企业登记⋯⋯⋯⋯⋯⋯⋯⋯⋯⋯⋯(115)

第八章 财政税务金融⋯⋯k⋯⋯⋯⋯⋯⋯⋯⋯⋯(116)

第一节’财政⋯⋯⋯⋯⋯⋯⋯⋯⋯⋯⋯⋯⋯⋯⋯(1二6)

第二节： 税务一⋯⋯⋯⋯⋯⋯⋯⋯⋯⋯⋯⋯⋯⋯(117)

第三节 金融⋯⋯⋯⋯⋯⋯⋯⋯⋯⋯⋯⋯⋯⋯小(i27)

7第九章 交通，邮电、供电⋯⋯⋯⋯⋯⋯⋯⋯⋯⋯(128)

第一节 交通⋯⋯⋯⋯⋯⋯⋯⋯⋯⋯⋯⋯⋯⋯⋯(128)
。’

第二节 邮电⋯⋯⋯⋯⋯⋯⋯⋯⋯⋯⋯⋯⋯⋯⋯(130)

1|。第三节 供电⋯⋯⋯⋯⋯⋯⋯⋯⋯⋯⋯⋯⋯⋯⋯(132)

第五编 教育文化⋯一⋯⋯⋯⋯?”：⋯⋯⋯⋯⋯⋯⋯”(133)

第一章。+教育⋯⋯⋯⋯⋯⋯⋯⋯⋯⋯⋯⋯⋯⋯⋯⋯(134)

． 第一节 私塾教育⋯⋯⋯⋯⋯⋯⋯⋯⋯⋯⋯⋯⋯(134)

第二节 幼儿教育⋯⋯⋯⋯⋯⋯⋯⋯⋯⋯⋯⋯⋯(1 34)

第三节 小学教育⋯⋯⋯⋯⋯⋯⋯“矗⋯⋯⋯⋯·(135)
’7。 第四节，一中学教育⋯⋯⋯⋯⋯⋯⋯⋯⋯⋯⋯⋯⋯(140)

i 第五节 业余教育⋯⋯⋯⋯⋯⋯⋯⋯⋯⋯⋯⋯⋯(142)

’．第六节 教师队伍⋯⋯⋯⋯⋯⋯⋯⋯⋯⋯⋯⋯⋯(144)

第二章 文化⋯⋯⋯⋯⋯⋯⋯⋯⋯⋯⋯⋯⋯．．．“⋯·(148)
． 第一节 文化机构⋯⋯⋯⋯⋯⋯⋯⋯⋯⋯⋯．．．⋯(148)
’

第二节?文化设施⋯⋯⋯⋯⋯⋯⋯⋯⋯⋯⋯⋯⋯(148)

4

●，Ilr●l

F；，



第三节 群众文化⋯⋯．．．⋯⋯⋯．．．一⋯⋯⋯⋯⋯(149>

第四节一乡土歌谣⋯⋯⋯⋯⋯⋯⋯⋯⋯⋯⋯⋯⋯(151}

第五节 民间传说⋯⋯⋯⋯⋯一⋯⋯⋯⋯⋯⋯?“(166>

。。第三章 ’体育⋯⋯⋯⋯⋯厶⋯⋯⋯⋯⋯⋯⋯⋯⋯⋯(170)

第一节7体育设施．．．⋯⋯⋯⋯⋯⋯⋯⋯⋯⋯⋯⋯(171)

．第二节‘’中小学体育⋯⋯⋯_⋯⋯⋯m⋯⋯⋯⋯(171)

第三节 群众体育⋯⋯⋯⋯⋯⋯⋯⋯⋯⋯⋯⋯⋯(172)

第四章 医药卫生⋯⋯⋯⋯⋯⋯⋯⋯⋯⋯⋯⋯⋯⋯(172)

，第一节 医疗机构⋯⋯⋯⋯．．．⋯⋯0@0 re DO 000⋯⋯⋯(172)

第二节 医疗队伍⋯⋯⋯．．．⋯⋯⋯⋯⋯⋯⋯⋯⋯(173)

第三节 医疗技术⋯⋯⋯⋯．．．．．．⋯⋯⋯⋯⋯⋯⋯(173)

第四节 医疗制度⋯⋯⋯⋯⋯⋯⋯⋯⋯⋯⋯⋯⋯(174)

第五节 传染病防治⋯⋯⋯⋯⋯⋯⋯⋯．．．⋯⋯⋯(175)

第六节 妇幼保健⋯⋯⋯⋯⋯⋯⋯⋯⋯⋯⋯⋯_(176>
。‘

第七节 爱国卫生⋯⋯⋯⋯⋯⋯⋯⋯⋯⋯⋯⋯t”(177)

第六编。 社会⋯⋯⋯⋯⋯⋯⋯⋯．-．⋯⋯⋯⋯“⋯⋯⋯·(178)

第一章 ’民族人口⋯⋯⋯⋯．．．⋯⋯⋯⋯⋯⋯⋯⋯⋯(179)

。第一节 民族，姓氏⋯⋯⋯⋯⋯⋯⋯⋯⋯．．．⋯⋯(179)

’第二节 人口概况(90岁以上名录)⋯．．．⋯⋯⋯(131)

，r 第三节 计划生育⋯⋯⋯⋯⋯⋯⋯⋯⋯⋯⋯⋯⋯(186)

第二章 人民生活⋯厶⋯⋯⋯⋯⋯⋯⋯⋯⋯⋯⋯⋯·(188)

第三章 风土民情⋯⋯⋯⋯⋯⋯⋯⋯⋯⋯⋯⋯⋯⋯(]90)

第四章 方言俗语⋯⋯⋯⋯⋯“⋯⋯⋯⋯⋯⋯⋯⋯·(194)

第一节 方言⋯⋯⋯⋯⋯⋯⋯⋯⋯⋯⋯⋯⋯⋯⋯(194)

． 第二节 谚语⋯⋯⋯·⋯⋯⋯⋯⋯⋯⋯⋯⋯⋯⋯”(196)

第三节· 歇后语⋯⋯⋯⋯⋯⋯⋯⋯⋯⋯⋯⋯⋯⋯(197)

第五章 宗教⋯⋯⋯。⋯⋯⋯⋯⋯⋯⋯⋯⋯⋯⋯⋯(198)
，

，

· ，5+
’

●

．

．；，

k。。，．

＼二，；∥一

一

．

，

；．-；k}，r’

、、

，



第七编。人物⋯⋯⋯⋯⋯⋯⋯⋯⋯⋯⋯⋯⋯⋯⋯⋯⋯(200)

第一章 名人传⋯⋯⋯⋯⋯⋯⋯⋯⋯⋯⋯⋯⋯⋯⋯(201)
第二章 ，人物简介⋯⋯⋯⋯⋯⋯⋯⋯⋯⋯⋯⋯⋯⋯(206)

第三章 人物录⋯⋯⋯⋯⋯⋯⋯⋯⋯⋯⋯⋯⋯⋯⋯(2 21)

第四章 英名录⋯⋯⋯⋯⋯⋯⋯⋯⋯⋯⋯⋯⋯⋯⋯(225)

第八编 杂记⋯⋯⋯⋯⋯⋯⋯⋯⋯⋯⋯⋯⋯⋯⋯⋯⋯(228)

编后记⋯⋯⋯⋯⋯⋯⋯⋯⋯⋯⋯⋯⋯⋯⋯⋯⋯⋯⋯⋯⋯(232)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