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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周岗镇志》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县志办的

指导下，两经春秋，三订篇目，四易其稿，终于出版问

世。这是周岗镇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是我镇精神

文明建设中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服务四化惠及后

代的一件大事，确实可喜可贺!

周岗自唐朝天复年间即以号称十万八千亩大圩

而闻名于古都金陵城南，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质朴

勤劳的周岗人民，在这4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推

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

献。

《周岗镇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以翔实的

资料向人们介绍了周岗的历史沿革、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人文地理以及风土人情，其内容门类齐全，贯

通古今，立足当代，重点突出，融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于一体。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周岗的过去，借鉴

历史经验，开创未来，具有极其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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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光荣使命，应从实际出发，建设周岗、发展周

岗、造福桑梓，务须认真用好镇志，研究镇情，熟悉镇

情，发挥镇志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周岗镇志》的编纂出版，是集各方智慧群策群

力的结晶，也是全体编纂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硕果。在

此，谨向有关领导、专家、和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

的谢意。 ．

我深信，《周岗镇志》定能很好地服务于四化建

设，并成为联系江宁和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桥梁和纽

带，意义重大深远，爰为之序。

中共周岗镇委书记陶荣富

一九九五年元月



序 二

有着悠久历史的周岗圩地区的第一部《周岗镇

志》，经过编志人员两易寒暑的辛勤努力和各方面的

支持配合，现已成帙问世。我和周岗人民都为盛世中

的这样一件大喜事而高兴不已，衷心祝贺!

周岗三面被秦淮河环绕，属水乡圩区，但圩内有

山，山下有水，山清水秀。周岗人民很早就流传着“十

万八千亩，三山六芦洲、五十三村半，九十九条沟’’的

说法，可见周岗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周岗先民，曾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建筑起长

达65华里的大堤，开垦了六片芦荡，变成四万余亩

良田，形成了“鱼米之乡”，为后人创造出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

长期以来，周岗人民在正义和邪恶，前进与倒退

的斗争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精神。特别是抗日战

争时期，周岗圩区成为秦淮区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

民进行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周岗人民在新四军领导

下，奋勇参战，不惜牺牲，保卫家乡，保卫政权，在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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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当历史进入社

会主义时期，周岗人民更以奋发图强的精神，开拓进

取，大胆创新，登上前人从未达到的高度，谱写出全

新的篇章。

《周岗镇志》全体编纂人员在总结前人经验，发

扬前人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基础上，广征博采，编纂

出这部社会主义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镇志。这部镇志

翔实地记录了建圩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别

．是建立一圩一社(乡)以来的社会变革、进步，人民开

拓前进的历史轨迹，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自

是不言而喻的。

周岗大圩历史悠久，但长期分属三县管辖，曾多

次发生过不利生产，不利团结的矛盾。70年代，在全

圩区人民一致要求下，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终于在

70年代第一个春天，全圩区统一建立政制，成立周岗

人民公社，后又经政制变革，先后改为周岗乡、周岗

镇。因此，这部志书既是周岗镇的志书，又是周岗圩

的史书。稽古可以鉴今，承先为了启后。当前，周岗正

在改革、开放的劲风中高扬风帆，向着更高、更远的

目标奋进。

我相信，这部贯古通今的《周岗镇志》的出版，必

将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为周岗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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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必将激励今人，启迪

后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周岗的征程上，创造出无愧

于前人而又更加辉煌的新业绩!
’

中共周岗乡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周光田

一九九五年元月



序 三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编纂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可周岗地区历史上却无一部地方志书。

1970年春，周岗地区以圩建置，成立周岗人民公社，

各行各业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

开放方针指引下，周岗的各项事业更是蒸蒸日上。盛

世修志，志载盛世。4编纂志书记载社会主义盛世，合

乎民情，顺应民意。1994年5月随着撤乡建镇，迎来

了周岗修志的春天。在新一届镇党委的统一部署下，

我以组织、领导并参与编修《周岗镇志》为荣，积极筹

资，促其出版问世。此时此刻，分外喜悦!

周岗地区历史悠久，山灵水秀，气候温和，资源

丰富，俗称“十万八干亩，三山六芦洲”，以“万亩大

圩’’和“鱼米之乡"而闻名于金陵城南。淳厚、善良、朴

实、勤劳的周岗人民辛勤耕耘，艰苦创业，长期以来

为建设家乡和创建周岗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可贵的

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庞家桥村开始建立了中共党支

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保家卫国，不惜牺牲，奋勇参，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战，写下了可颂可敬的光辉史篇。然而，解放前由于

反动统治政治腐败，加之战乱频仍和十年九灾，以致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萧条，民不聊生。1949

年4月24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周

岗地区迎来了解放。从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姿态，根除水患，发展生

产，生机焕发，谱写社会主义新篇章。1970年元月，周

岗以圩统一建立了周岗人民公社结束了干百年来一

直三县分辖周岗圩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

均革故鼎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改革开放，44

平方公里的周岗大地呈现出欣欣向荣，兴旺昌盛的

景象。周岗圩水利排灌设施的建设，加固了农业发展

的基础。全镇3．6万亩耕地已基本建成高产稳产粮

田，6700亩水域鱼虾丰盛，“鱼米之乡”更加闻名遐

迩。1994年粮食总产已达2087万公斤，油料总产已

达120．4万公斤，农副工三业总产值已达3．99亿元，

农民人均收入已达1850．7元。十六年的改革开放，

使周岗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全镇综合实力都登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今，周岗人民已经摆脱了贫

困，实现了温饱，可望在本世纪末提前达到小康水

平。

周岗，历来都被视为农业乡镇，但改革开放给这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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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根本变化。镇村工业从无到有，

快速发展，其所占三业总产值的比重，1 978年仅为

33．2％，而1994年已发展到88．75％。近年来发展外

向型经济和外贸出口也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好态势。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周岗人民是编纂《周岗

镇志》的主人。《周岗镇志》是镇情的载体，它以翔实

的资料，记述了近百年来主要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周

岗人民所走过的历史轨迹和现状，既纵述历史，又横

陈百业；既详今略古，又注重地方特色。它是时代的

新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其间的辛苦功

过，自有后人公正评价。

“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周岗镇

志》的出版问世，是全镇人民共同关注、通力协作的

结果，是众手成志的体现。为此，谨向关心、支持《周

岗镇志》编纂、出版的备级领导，向倾注心血、认真审

订的行家，向付出辛勤笔耕的全体编纂工作人员和

卓有贡献的单位及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岗镇志》记古述今，瑕疵难免，但瑕不掩瑜，

愿能成为江宁内外、海内外有识之士进一步了解周

岗，认识周岗，建设周岗不可多得的资料书、工具书。

我等当承先启后，励精图治，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让我们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在周岗镇党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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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团结一心，在历史的新征程中，以更加昭著

的业绩，谱写更加灿烂的篇章。

江宁县周岗镇镇长王永福

一九九五年元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

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系统地记载

周岗镇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和镇情

特色。

二、本志遵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编写原则，着重记

述周岗以圩建置后的主要史实。上限一般从1911年辛亥革命

开始记事，部份内容适当追溯历史渊源，下限断至1994年。

三、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以述、记、志、传、图、

表、录为主要形式，分章、节、目编纂。《大事记》运用编年体与

记事概要相结合的体裁。《概述》冠于全志之首，概括全貌，维

系全篇。本志共分25章，106节，约35万字。 ．。

四，、本志对历次运动，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不另

立章节。

五、本志历史纪年，新中国建立前用当时年号，大写年份，

以括号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概用公元纪年；民国年份用阿拉

伯数字，每一节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年份。记述行政机构名

称，均按当时称谓，以还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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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按史家通例，人物生不立传。经认定的革命烈士编成

英名录；少数著名的革命烈士或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分别

立传，记其生平，彰其业绩，名垂青史；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及科技人员均列表记录。 ．

七、本志资料来自镇江市档案局，江、句、溧三县档案馆和

原所辖三乡镇档案室，周岗镇档案室，以及历史文献、座谈专

访记录，部份资料依靠镇辖有关单位提供，资料取舍，秉着慎

重考证，务求真实可信，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1970

年后的各项数据，均以周岗镇统计站汇编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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