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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靖江县志》，五度春秋，数易其稿，业已付梓问世。这部社会主义新县志的诞生，

工程浩大，举县瞩目，实为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大事，可喜可庆．
‘

‘

，．‘靖江建县于明成化七年(1471年)，原为长江中的沙洲，而后沙洲不断延伸扩展，成为

三面环江的水乡。她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素有“苏北小江南”之称。生

息于斯的靖江人民，以其勤劳、智慧和勇敢，创造了520年的文明历史。这里曾谱写过抗

倭、抗英的光辉篇章，尤其抗英斗争早已载入史册，1927年，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

动；新四军东进后，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之一，1947年的夹港口之战，名扬四海；靖江独立

团，威震苏中；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东端始于靖江，人民箪食壶浆，奋力支前，立下了不

朽的功绩⋯⋯⋯+．j -．
。：r

。 √．．．卜1。：，’ ’·’

。．j‘：

： 解放后，靖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社会主义建

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靖江

两个文明建设的步伐。农业稳步前进，农村经济正向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综合型发展，

工业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向迈进，尤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引入注目．1985年，靖

江出现了苏北第一个工业总产值过亿元的乡镇。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8．7633亿元，国民生产总值12．12亿元，财政收入，1．1189

亿元，外贸收购总值2．06亿元，全县人均存款697．4元．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取

得了喜人的成就．靖江人民在670平方公里土地上开创的业绩，在5个多世纪里积累的经

验和教训，本志均作了记载。 ．

t，_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靖江在历史上曾多次编修过县志．明清两

代，七修志稿，刊版其六，惜存五部。所存旧志，不失为我县珍贵的文化典籍，具有重要的史

料价值：新编《靖江县志》，本着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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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观点，广征资料，潜心研取，扬华弃粕，秉笔直书，比较科学地反映了靖江的古今诸要，

堪为从政者的。资治通鉴一，县内外各界认识靖江的。入门指南”，对青少年进行爱国、爱家

乡教育的良好教材。诚然，洋洋百余万言的志书，囊括古今，横陈百科，瑕疵之处，在所难

免，好在中华民族有续修方志的传统，期后来者更臻完善．在此，我们竭诚感谢为新编《靖

江县志》作出贡献的全体人员，感谢关心、支持、指导县志编写工作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学

者。’‘一 ．．一?。 ： 7 ．，i ，”，，，

编修“一方全史”，是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的需要。值此工程告竣之际，我们展望未来，

信心倍增。靖江，作为沿海开发区之一，处于省内苏锡常、宁镇扬、通泰盐3个经济区的交

汇点，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衙地”。百里长江岸线的进一步开发，靖城至八圩新兴工业

区为纵线的T型经济区的逐步形成，必将带动靖江区域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飞跃；即

将兴建的江阴——靖江长江大桥，正在开发的沿海经济，将使靖江如虎添翼。只要全县人

民齐心合力，开拓进取，靖江一定能乘势而上。不需很长时间，一个新兴的工业港口城市必

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1 ．j ‘：’～ !j一

·、 中共靖江县委书记徐正祺

一靖；江县：县长。王新民
’c‘-，一 1991年10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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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根据。详今略古一的原则，贯通古今。上限不统一，下限除大事记至

1990年外，其余均至1987年。 ‘．

三、本志除卷首总述和大事记外，设专志26篇共131章、446节。卷末有

附录。 ，

四、本志纪年，民国以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则采用民

国纪年，各分志每节首次出现，加注公元纪年；解放(1949年1月28日靖城解

放)后采用公元纪年．以汉字书写的月份，日期均为农历。
’

五、本志对各历史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等名称记法，一律以当时名称为

准。某些名称较长，且重复出现，则用简称(首次出现时加括注)。

六j本志中所用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

七、本志所载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当时流通的货币币值计算，

并载明货币名称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按现行人民币币值计算，其中旧人

民币已按万分之一折成新币币值。

八、本志按。生不立传一的原则，入传者为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以在本

地活动的本籍人物为主，兼顾在本地活动的客籍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在世

人物有的载入人物表，有的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篇章。

九、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根据。宜粗不宜

细；宜分不宜合嚣的原则，不设专篇，分散记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章中．

^本志使用的资料为档案馆及各部门和知情者所提供，经考证鉴定，并
存档备查，文中一般不载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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