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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响水地处黄海之滨，由黄河夺淮，积沙成陆。土地贫瘠，历史上海

啸、黄泛水患频繁，田园荒芜，饥馑遍地，更因旧中国战乱频仍，兵燹不

断，官兵横暴，劳苦大众处于凄风苦雨之中。1940年，建立了抗日民主

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响水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长期艰苦卓

绝的斗争，夺取了．革命胜利。建国。后，人民群众不甘贫穷落后，组织起

来，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社会事业不断

进步。划建响水县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

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团结拼搏，务实创新，自强奋进，敢于争

先，使响水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决了祖祖辈辈为之困扰的温饱

问题，开始向小康和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响水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响水今天，是无数先烈、志士用鲜血

和汗水换来的。抚今忆昔；感慨万千。值此，我向为响水发展进步作过

贡献的人民大众、各界人士和海内外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一

展望未来，响水有近百里黄金海岸，百万亩沿海滩涂；有得天独厚

的“黄金水道’’——灌河沟通通榆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有可供兴建特大
型火力发电厂的沿海重镇陈家港；有勤劳奋进、敢于争’先的50多万人

民和关心支持响水的四海宾朋，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只要我们

坚持走“重农强工，外向开拓，科教先行，以港兴县，依法治县"之路，响

水必将以雄健的步伐迈向21世纪，必将成为黄海之滨一颗璀灿的明
珠。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国有信史，郡邑有志。我

有幸主持晌水县政，躬逢盛世，政通人和，乃编修县志之良机，岂敢视为



缓图?遂不遗余力，接承修志，意将响水的建置沿革、风云演变、仁人志

：士、经济发展、地土肥硗、风俗民情等载入史册，使后人有所观感，兴廉

起懦，以期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在各方支持配合下，全体编

修人员，殚精竭虑，默默笔耕，历经10多个春秋，终成其稿。通览之余，

自视此志广及百科，通贯古今，乃一部县情资料的科学汇集，可为一方

之全史。此志问世，对激励全县人民为建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环境优

美、科教发达、文明富庶的新响水，对世人认识响水，响水走向世界必将

起到重要作用。

县志编修付梓，本是一项浩瀚的文字工程，决非一蹴而就之事。且

响水立县年浅，现域史属多家，历数交迁，亦系首部县志，前无借鉴，资

料匮缺，阙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界人士不吝赐教。

适逢县庆三十周年之际，县志告竣，可喜可贺!欣然受约，乐以为

序。

嘉豢墨考蔓蠹￡害娄蓑李树春响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1

一九九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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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且 例 ·1·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县境自然和

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存真求实，统合古今，详近略远，详异略同；

，二、本志是响水建置以来首部县志，上限时间不限，力求从事物的发端开始记

述，下限到1987年底。大事记廷至1992年，人物表延至成书之年。

三、县境1942年建潮南县，后称滨海县，1949年和阜东县合并仍称滨海县，

1966年析滨海县建响水县。本志所记的地域范围，立足于今之县境。1949年和阜

东县合并后的滨海县地域的主要历史事物，适当追叙，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完

整性。

四、按“事以类从’’的原则，横分门类，纵述历史，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分

列25篇。

五、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用现代语体文记事。照片集

中，图表随文。

六、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分散于大事记及其他有关篇章，不另立章节。

七、人物篇循志书“生不立传”通例，传略以卒年为序排列。对本县社会发展有

较大影响者，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只收录今辖境本

籍人士及在本县工作的客籍人士获得过省军级以上荣誉称号者。 。

八、大事记采用编年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方法编写。

九、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世纪的年代，全部省略“20世纪’’字样。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后)简写为建国前(后)。

十、本志中的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个别以部门资料为据。

数字书写形式，按国家1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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