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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邮县委书记 孙龙山

高邮县县长 戎文凤

适逢20世纪90年代第一个春天：<高邮县志》行将付
梓，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高邮，地处苏北里下河水乡平原。自海港逐渐成陆以

来，有5000多年的人类生息史、2200多年的邮驿史、ZlOO多

年的建县史o
。

这是一部曲折前进的历史。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在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演变中，高邮的
生产力和文化只有缓慢的发展；沉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频仍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高邮
人民处于火热水深之中。富有革命传统的高邮人民，在中

’

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同

全国人民一道推翻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才使高邮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事业兴盛，粮食自给有余。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

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高邮面貌日新月异。如今，全县有

方整的农田，网化的水利，茂盛的林木，高产的农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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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顺畅的交通，活跃的商贸，普及的教育，绚烂的文

化，崭新的城镇，先后跻入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全国平原

绿化先进县、全国粮食生产销售先进县、全国水利建设先

进县的行列。在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里，人民过着温饱并
向小康过渡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高邮的自然与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事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必须认识县情。这就不但要懂得高邮的今天，

而且要懂得高邮的昨天和前天，尤其要懂得中国共产党领

导高邮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从历史的经验
中吸取教训，以不断前进，赶上时代的步伐。如果我们不能

从过去的荣辱、成败、妍媸、良窳、得失、利弊的比较中获得

教益，就会直情径行，盲目从事，难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

王国，也就会有负前辈，愧对后人。

认识县情，固应深入实际，接触群众，尚须以史为鉴，

以志为资。‘志为信史，且为一方全史。素有修志传统的高邮

学者和首官，自宋代以来编纂过24部府志州志，迄今幸存
1 5部。这份文化典籍，对高邮先秦以来的历史变迁、广袤沃
野、河渠兴修、浩渺珠湖、运河要邑、丰饶荡滩、珍稀特产、

杰出人才、佳景胜迹、淳朴民风，有着令人神往而详尽的记

载。但由于修志事业中断70多年，加之旧志历史的局限性，

编纂一部新观点的县志，势在必行。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

导下，由任金富、刘宜火召、朱延庆三同志主持和有关专家辅

助，修志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

是为原则，以群众路线、众手成志为方法，广征博采，呕心
沥血，去粗取精，条分缕析，终告事竣。这里，对一切为此项

功德无量的工程作出贡献的同志深表谢忱。

这部新县志虽非博大精深、振聋发聩的鸿篇巨制，但

不失为益人神智、发人深省、催人奋发的地方文献。它将有



利于向全县人民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教育；有利于各方面领导干部提高历史素养，探索客

观规律，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所有高邮赤子增进热

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感。总之，它会激励我们在党的基本

路线指引下，为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新高邮而努力不懈。

谨受县编史修志领导小组之嘱，赘弁数言，缀于篇首，
以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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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高邮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

记载高邮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三、纵述历史，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因事而异，适当追溯，各篇下限迄

1985年；惟概述、大事记载截止1988年。记年采取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采取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采用公元纪年。

四、志首设概述、大事记。概述为全志之纲，总叙县情。大事记记载高邮历

史上的大事，或不记即缺的要事，或首次出现的新事。篇为全志主体j各篇横排

门类，依时纵述，力求全面记叙，内容详实。各篇章依照“类为一志”原则按事物

性质划分，而不受现行行政隶属关系制约。志末设附录。

五、本志记事限于现行县境。

， 六、人物篇所列人物，依照生不立传原则，按卒年先后顺序排列。其他各篇

以事系人。

七、1949年以来各业有关数字，原则上依据本县统计部门资料。统计部门

缺项的，采用有关单位数字。各项经济数字，1949年以来的工农业产值均按

1980年不变价折就。余为当年数字01955年2月前的老版人民币全部折为新版

人民币。数字的记载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办理。除部分历史

上特殊的旧计量单位外，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按<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

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

八、本志材料来源：省、市、县档案，正史、旧志、报刊、图书，有关部门和乡

镇的志稿和史料，以及口碑资料。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1l

第一篇建置区划

第一章建置⋯⋯⋯⋯⋯⋯⋯⋯⋯“97

第一节沿革⋯⋯⋯⋯⋯⋯⋯⋯⋯一97

第二节治所⋯⋯⋯⋯⋯⋯⋯⋯⋯一98

第二章行政区划⋯⋯⋯⋯⋯⋯⋯⋯··99

第一节中华民国时期区划⋯⋯⋯一99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区划102

第三章基层社区⋯：⋯⋯⋯⋯⋯⋯··104

第一节县城基层社区⋯⋯⋯⋯⋯104

第二节农村基层社区⋯⋯⋯⋯⋯105

第四章乡镇⋯⋯⋯⋯⋯⋯⋯⋯⋯110

第一节镇⋯⋯⋯⋯⋯⋯⋯⋯⋯⋯110

第二节乡⋯⋯⋯⋯⋯一⋯⋯⋯⋯·112

第二篇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质地貌⋯⋯⋯⋯⋯⋯⋯⋯121

第一节地质⋯⋯⋯⋯⋯⋯⋯⋯⋯121

第二节地貌⋯⋯⋯⋯⋯⋯⋯⋯⋯123

第二章气候⋯⋯⋯⋯⋯⋯⋯⋯⋯124

第一节四季特征⋯⋯⋯⋯⋯⋯⋯124

第二节气象要素⋯⋯⋯⋯⋯⋯⋯124

’第三节气象谚语⋯⋯⋯⋯⋯⋯⋯129

第四节灾害性天气⋯一⋯⋯⋯⋯129

第三章湖荡河流⋯⋯⋯⋯⋯⋯⋯⋯137

第一节高邮湖⋯⋯⋯⋯⋯⋯⋯⋯137

第二节其他湖泊⋯⋯⋯⋯⋯⋯⋯139

第三节河流⋯⋯⋯⋯⋯⋯⋯⋯⋯140

第四节荡滩⋯⋯⋯⋯⋯⋯⋯⋯⋯145

第四章自然资源⋯⋯⋯⋯⋯⋯⋯⋯146

第一节土地资源⋯⋯⋯⋯⋯⋯⋯146

第二节植物资源⋯⋯⋯⋯⋯⋯⋯149

第三节动物资源⋯⋯⋯⋯⋯⋯⋯150

第四节矿产资源⋯⋯⋯⋯⋯⋯⋯151

第五章环境保护⋯⋯⋯⋯⋯⋯⋯⋯152

第一节污染状况⋯⋯⋯⋯⋯⋯⋯152

第二节环境监测⋯⋯⋯⋯⋯一⋯·154

第三节污染治理⋯⋯⋯⋯⋯⋯⋯155

第三篇人 口

第一章人口规模⋯⋯⋯⋯⋯⋯⋯⋯159

第一节人口总量⋯⋯⋯⋯⋯⋯⋯159

第二节人口分布⋯⋯·⋯⋯⋯⋯··161

第二章人口变动⋯⋯⋯·i⋯⋯⋯⋯·161

第一节7自然变动⋯⋯⋯⋯⋯⋯⋯161

第二节机械变动⋯⋯⋯⋯⋯⋯⋯162

第三章人口构成⋯⋯⋯⋯．．⋯⋯⋯·163

第一节民族构成⋯⋯⋯⋯⋯⋯⋯163

第二节性别构成⋯⋯⋯⋯⋯⋯⋯163

第三节年龄构成⋯⋯⋯⋯⋯⋯⋯164

第四节婚姻构成⋯⋯⋯⋯⋯⋯⋯165

第五节文化构成⋯⋯⋯⋯⋯⋯⋯165

第六节行业构成⋯⋯⋯⋯⋯⋯⋯166

第四章人口生育⋯⋯⋯⋯⋯⋯⋯⋯166

第一节自然生育⋯⋯⋯⋯⋯⋯⋯166

第二节计划生育⋯⋯⋯⋯⋯⋯⋯167

第三节生育管理⋯⋯⋯⋯⋯⋯⋯168

第五章人民生活⋯⋯⋯⋯⋯⋯⋯⋯168

第一节职工生活⋯⋯⋯⋯⋯⋯⋯168

第二节农民生活⋯⋯⋯⋯⋯⋯⋯169

第三节渔民生活⋯⋯⋯⋯⋯⋯⋯172

第四篇农 业

第一章农业经济体制⋯⋯⋯⋯⋯⋯178

第一节封建土地私有制⋯⋯⋯⋯178

·l·



第二节减租减息⋯⋯⋯⋯⋯⋯⋯178

第三节土地改革⋯⋯⋯⋯⋯⋯⋯179

第四节农业生产互助合作⋯⋯⋯180

第五节人民公社⋯⋯⋯⋯⋯⋯⋯182

第六节联产承包责任制⋯⋯⋯⋯184

第二章农业区划及土壤改良⋯．．．⋯186

第一节农业区划⋯⋯⋯⋯⋯⋯⋯186

第二节土壤改良⋯⋯⋯⋯⋯⋯⋯188

第三章粮棉油作物种植⋯⋯⋯⋯⋯189

第一节作物品种⋯⋯⋯⋯⋯⋯⋯189

第二节作物栽培⋯⋯⋯⋯⋯⋯⋯191

第三节植物保护⋯⋯⋯⋯⋯⋯⋯193

第四节积肥施肥⋯⋯⋯⋯⋯⋯⋯195

第五节布局和产量⋯⋯⋯⋯⋯⋯196

第四章农业机具⋯⋯⋯⋯⋯⋯⋯⋯198

第一节农机具使用⋯⋯⋯⋯⋯⋯198

第二节农机具维修⋯⋯⋯⋯⋯⋯201

第三节农机具管理⋯⋯⋯⋯⋯⋯202

第五篇林牧副渔
第一章水产⋯⋯⋯⋯⋯⋯⋯⋯⋯205

第一节资源变化及保护⋯⋯⋯⋯205

第二节养殖增殖⋯⋯⋯⋯⋯⋯207

第三节捕捞⋯⋯⋯⋯⋯⋯⋯⋯⋯209

第四节渔业生产组织⋯⋯⋯⋯⋯212

第五节渔政管理⋯⋯⋯⋯⋯⋯⋯212

第二章畜禽⋯⋯⋯⋯⋯⋯⋯⋯⋯213

第一节畜禽品种⋯⋯⋯⋯⋯⋯⋯213

第二节畜禽生产⋯⋯⋯⋯⋯⋯⋯214

第三节疫病防治⋯⋯⋯⋯⋯⋯⋯217

第三章林业⋯⋯⋯⋯⋯⋯⋯⋯⋯218

第一节用材林～．．．．O O⋯⋯⋯··218

第二节果树⋯⋯⋯⋯⋯⋯⋯⋯⋯220

第四章蚕桑⋯⋯⋯⋯⋯⋯⋯⋯⋯222

第一节桑树栽培⋯⋯⋯⋯⋯⋯⋯222

第二节养蚕⋯⋯⋯⋯⋯⋯．．．⋯⋯223

第五章副业⋯⋯⋯⋯⋯⋯⋯⋯⋯224

第一节种植⋯⋯⋯⋯⋯⋯⋯⋯⋯224

第二节编织⋯⋯⋯⋯⋯⋯⋯⋯⋯227

第三节捕猎⋯⋯⋯⋯⋯⋯⋯⋯⋯227

·2·

第六篇水 利

第一章流域性工程⋯⋯⋯⋯⋯⋯⋯231

第一节高邮湖整治⋯⋯⋯⋯⋯⋯231

第二节运河高邮段整治⋯⋯⋯⋯233

第三节三阳河整治⋯⋯⋯⋯⋯⋯239

第二章骨干河道工程⋯⋯⋯⋯⋯⋯240

第一节老河整治⋯⋯⋯⋯⋯⋯⋯240

第二节新开河道⋯⋯⋯⋯⋯⋯⋯240

第三章农田水利建设⋯⋯⋯⋯⋯⋯242

第一节自流灌溉⋯⋯⋯⋯⋯⋯⋯242

第二节机电灌排⋯⋯⋯⋯⋯⋯⋯243

第三节圩区治理⋯⋯⋯⋯⋯⋯⋯244

第四节低丘平岗地区治理⋯⋯⋯246

第四章防汛排涝抗旱⋯⋯⋯⋯⋯⋯247

第一节防汛抗旱组织⋯⋯⋯⋯⋯247

第二节防汛抗旱经费⋯⋯⋯⋯⋯248

第三节重大抗灾斗争纪实⋯⋯⋯248

第五章水利设施管理⋯⋯⋯⋯⋯⋯250

第一节大运河堤防管理⋯⋯⋯⋯250

第二节高邮湖闸坝管理⋯⋯⋯⋯251

第三节圩堤管理⋯⋯⋯⋯⋯⋯⋯251

第七篇工 业

第一章工业经济体制⋯⋯⋯⋯⋯⋯257

第一节个体手工业及合作化⋯⋯257

第二节私营工业及其改造⋯⋯⋯258

第三节全民所有制工业⋯⋯⋯⋯259

第四节县属集体所有制工业⋯⋯261

第五节乡镇村组户工业⋯⋯⋯⋯262

第二章工业门类⋯⋯⋯⋯⋯⋯⋯⋯265

第一节食品工业⋯⋯⋯⋯⋯⋯⋯265

第二节纺织工业⋯⋯⋯⋯⋯⋯⋯270

第三节缝纫及皮革制品工业⋯⋯271

第四节印刷、造纸及纸制品

工业⋯⋯⋯⋯⋯⋯⋯⋯⋯272

第五节建材工业⋯⋯⋯⋯⋯⋯⋯273

第六节木材加工工业⋯⋯⋯⋯⋯275

第七节电力工业⋯⋯⋯⋯⋯⋯⋯276

第八节机械工业⋯⋯⋯⋯⋯⋯⋯279



第九节化学工业⋯⋯⋯⋯⋯⋯⋯284

第十节电子工业⋯⋯⋯⋯⋯⋯⋯285

．第八篇交通邮电
第一章交通设施⋯⋯⋯⋯⋯⋯⋯⋯291

；第一节水路交通设施⋯⋯⋯⋯⋯291

第二节陆路交通设施⋯⋯⋯⋯⋯294

第二章运输业务0 0．0 0掣⋯⋯⋯⋯⋯”298

第一节水路运输业务⋯一：⋯⋯⋯298

第二节陆路运输业务．．．··：⋯⋯⋯301

第三章交通管理⋯⋯⋯⋯⋯⋯⋯⋯304

第一节水路交通管理一。⋯⋯⋯一304

第二节公路交通管理⋯⋯．．．⋯⋯305

第四章邮政⋯⋯⋯⋯⋯⋯⋯⋯⋯306

第一节；邮政设备⋯⋯⋯⋯⋯一⋯306

第二节邮政业务⋯⋯⋯⋯⋯⋯⋯306

第三节邮政机构⋯⋯⋯⋯⋯⋯⋯308

第五章电信⋯⋯⋯⋯⋯⋯一⋯⋯309
第一节电信设备⋯⋯⋯．．．⋯⋯⋯309

第二节电信业务⋯⋯⋯⋯”⋯⋯·311

第三节电信机构⋯⋯⋯⋯⋯⋯⋯312

第九篇商 ’业

第一章商业经济体制⋯⋯⋯⋯⋯⋯315

第一节私营和个体商业⋯⋯⋯⋯315

第二节全民所有制商业⋯⋯⋯⋯317

’第三节供销合作社⋯⋯⋯⋯⋯⋯318

第四节集体所有制商业⋯⋯⋯⋯320

第二章地方产品收购和废品回收⋯320
第一节农副产品收购⋯⋯⋯⋯⋯320

第二节工业产品收购⋯⋯⋯⋯⋯322

第三节废品回收⋯⋯⋯⋯⋯⋯⋯323

第三章粮油购销⋯⋯⋯⋯⋯⋯⋯⋯323

第一节粮油购销企业⋯⋯⋯⋯⋯323

第二节粮食购销⋯⋯⋯⋯⋯⋯⋯324

第三节油料购销⋯⋯⋯⋯⋯⋯⋯326

第四节粮食储运⋯⋯¨⋯⋯⋯⋯326

第四章物资购销⋯---一⋯⋯⋯⋯⋯327

第一节物资购销企业⋯⋯⋯⋯⋯327

‘第二节物资调拨采购⋯⋯⋯⋯⋯329

第三节物资供应⋯⋯⋯⋯⋯⋯⋯331

第四节物资仓储⋯⋯⋯⋯⋯⋯⋯334

第五章生活消费品供应⋯⋯⋯⋯⋯335

第一节食品副食品业⋯⋯⋯⋯⋯336

‘第二节针棉织品业⋯⋯⋯⋯⋯⋯339

第三节百货业⋯⋯⋯⋯⋯⋯⋯⋯340

第四节五金交电化工业⋯⋯⋯⋯340

第五节日用杂品业⋯⋯⋯⋯⋯⋯340

第六章医药用品购销⋯⋯⋯⋯⋯⋯341

第一节购销企业⋯⋯⋯⋯⋯⋯⋯341

第二节购销业务⋯⋯⋯⋯⋯⋯⋯342

第七章对外贸易⋯⋯⋯⋯⋯⋯⋯⋯343

第一节外贸机构⋯‰⋯⋯⋯⋯⋯343

第二节外贸经营⋯⋯⋯⋯⋯⋯⋯343

第三节商品出口国别和地区⋯⋯348

第八章饮食服务⋯⋯⋯⋯⋯⋯⋯⋯350

第一节饮食服务企业⋯⋯⋯⋯⋯350

’第二节饮食服务经营⋯⋯⋯⋯⋯350

第九章集市贸易⋯⋯⋯⋯⋯⋯⋯⋯351

第一节一集市场所⋯⋯⋯⋯⋯⋯⋯351

第二节集市贸易管理⋯⋯⋯⋯⋯353

“

第十篇财税金融t
第一章税务⋯⋯⋯⋯⋯⋯⋯⋯⋯359

第一节农业税收_⋯⋯⋯⋯⋯⋯359+

第二节工商税收⋯⋯⋯⋯⋯⋯⋯361

第三节：税收管理⋯⋯⋯⋯⋯w⋯363

第二章财政⋯⋯⋯⋯⋯⋯．．⋯⋯·364：

第一节财政体制⋯⋯⋯⋯⋯⋯⋯364．

第二节财政收入⋯⋯⋯⋯⋯⋯⋯365

第三节财政支出一⋯⋯⋯⋯⋯⋯·367

第四节财政管理和审计监督⋯”：368

第三章金融⋯⋯⋯⋯⋯⋯⋯⋯⋯371

第一节金融机构⋯⋯⋯⋯⋯⋯⋯371

‘第二节流通货币⋯⋯⋯⋯⋯⋯⋯373

第三节现金收支⋯⋯⋯⋯⋯⋯⋯374 。

第四节存款⋯⋯⋯⋯⋯⋯⋯⋯⋯375

第五节贷款⋯⋯⋯⋯⋯⋯⋯⋯⋯376

第六节金银管理⋯⋯⋯⋯⋯⋯⋯377

第七节民间金融⋯⋯⋯⋯⋯⋯⋯377
。

．3．



第四章保险⋯⋯⋯⋯⋯⋯⋯⋯⋯378

第一节保险机构⋯⋯⋯⋯⋯⋯⋯378

第二节人身保险⋯⋯⋯⋯⋯⋯⋯378

第三节财产保险⋯⋯⋯⋯⋯⋯⋯379

第五章征集资金⋯⋯⋯⋯⋯⋯⋯⋯380

第一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380

第二节国家经济建设公债⋯⋯⋯380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380

第四节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381

第十一篇城乡建设
第一章县城建设⋯⋯一⋯⋯⋯⋯⋯385

第一节公共建筑⋯⋯⋯⋯⋯⋯⋯386

经济管理
····················；403

与执行⋯⋯⋯⋯404

主要指标实绩⋯405

⋯⋯·····-··t·⋯··408

⋯·⋯···⋯⋯⋯··409

⋯·⋯···⋯·⋯····409

⋯⋯⋯··⋯⋯⋯·410

⋯⋯⋯：⋯⋯⋯··411

理⋯⋯⋯⋯⋯⋯411

管理⋯⋯⋯⋯⋯411

⋯⋯⋯⋯·⋯⋯··412

第三节广告管理⋯⋯⋯⋯⋯⋯⋯412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412

第五节私营和个体经济管理⋯一413

第六节市场监督⋯·：⋯⋯⋯o o。414

第四章物价管理⋯⋯⋯⋯⋯⋯⋯⋯415

第一节物价演变⋯⋯⋯⋯⋯⋯⋯415

第二节物价监督管理一”⋯⋯⋯··417

第五章标准计量管理⋯⋯⋯⋯⋯⋯418

第一节计量管理⋯⋯⋯⋯⋯⋯⋯418

第二节标准管理⋯⋯⋯⋯⋯⋯⋯419

第十三篇政党社团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423

第一节组织机构⋯⋯⋯⋯⋯⋯⋯423

第二节党员⋯⋯⋯⋯”“⋯⋯⋯”431

第三节党员代表会和代表大会⋯432

第四节党的工作⋯⋯⋯⋯⋯⋯⋯433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437

第一节组织机构⋯⋯⋯⋯⋯⋯⋯437

第二节主要活动⋯⋯⋯⋯⋯⋯⋯439

附：伪国民党地方组织#o ol·4 o*·o 439

第三章其他政党⋯⋯⋯⋯⋯⋯⋯⋯440

第一节民主社会党高邮县支部⋯440

第二节青年党高邮县党部⋯⋯⋯440

第三节新社会革命党高邮县支部，．．440
第四章社会团体⋯⋯⋯⋯⋯⋯⋯⋯441

第一节职工团体⋯⋯⋯⋯⋯⋯⋯441

第二节农民团体⋯⋯⋯⋯⋯⋯⋯444

第三节青少年团体⋯⋯⋯⋯⋯⋯445

第四节妇女团体⋯⋯⋯⋯⋯⋯⋯447

第五节经济团体⋯⋯⋯⋯⋯⋯⋯449

第六节教育团体⋯⋯⋯⋯⋯⋯⋯451

第七节科技团体⋯⋯⋯⋯⋯⋯⋯451

第八节体育团体⋯⋯⋯⋯⋯⋯⋯452

第九节其他团体⋯⋯⋯⋯⋯⋯⋯453

第十四篇政 务

第一章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会议⋯⋯457

第一节人民代表⋯⋯⋯⋯⋯⋯⋯457

第二节历次会议⋯⋯⋯⋯⋯⋯⋯458

6

8

O

1

2

3

4

4

5

5

5

6

6

7勰勰曲∞册∞的{：；眄∞；：；曲船羽

¨n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一．¨

¨

¨

一

一

一

一

¨

”¨

¨

一



第三节县人大常委会．．-⋯⋯⋯⋯463

第二章县政府⋯⋯⋯⋯⋯⋯⋯⋯⋯464

第一节古代衙署⋯⋯⋯⋯⋯⋯⋯464

第二节中华民国时期县政府⋯⋯473

附：伪高邮县政府⋯⋯⋯⋯⋯⋯475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 县政府⋯⋯⋯⋯⋯⋯⋯⋯476

第三章县政协⋯⋯⋯⋯⋯⋯⋯⋯⋯480

第一节历届会议⋯⋯⋯⋯⋯⋯⋯480

一第二节机构设置⋯⋯⋯⋯⋯⋯⋯482

第三节主要活动⋯⋯⋯⋯⋯⋯⋯482

第四章，参政参议机构⋯⋯⋯⋯⋯⋯484

第一节县临时自治会和议会⋯⋯484

第二节县参议会⋯⋯⋯⋯⋯⋯⋯484

第三节县参政会⋯⋯⋯⋯⋯“⋯·485

第五章乡镇政权⋯⋯⋯⋯⋯⋯⋯⋯486

第一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486

第二节乡镇政府⋯⋯··：⋯⋯⋯⋯486

第十五篇军 事：o
第一章兵役⋯⋯⋯⋯⋯⋯⋯⋯¨491

．第7节募兵制⋯⋯⋯⋯⋯⋯⋯⋯491

。第二节征兵制⋯⋯⋯⋯⋯⋯⋯⋯491

．第三节。志愿兵役制⋯⋯⋯⋯⋯⋯492

第四节义务兵役制⋯⋯．．．⋯⋯：；-492

第二章武装⋯⋯⋯⋯⋯⋯⋯⋯⋯492

第一节驻军⋯⋯⋯⋯⋯“⋯⋯⋯·492

第二节地方武装⋯⋯⋯⋯⋯⋯⋯495

第三章民兵⋯⋯⋯⋯⋯⋯⋯⋯o 498

第一节民兵组织⋯⋯⋯⋯⋯⋯⋯498

第二节民兵活动⋯⋯⋯⋯⋯⋯⋯498

第四章战事⋯⋯⋯⋯⋯⋯⋯⋯⋯500

．第一节古代战事⋯⋯⋯⋯⋯⋯⋯500

，第二节抗日战争战事⋯⋯⋯⋯⋯502

第三节解放战争战事⋯⋯w⋯⋯507

附：日伪军罪行⋯⋯⋯⋯⋯⋯⋯·513

第十六篇公安司法
第一章公安⋯⋯⋯⋯⋯⋯⋯⋯⋯517

第一节镇压反革命⋯⋯⋯⋯⋯⋯518

第二节取缔反动会道门⋯⋯⋯⋯518

第三节户籍管理⋯⋯⋯⋯⋯⋯⋯520

第四节治安管理⋯⋯⋯⋯⋯⋯⋯520

第五节打击刑事犯罪⋯⋯⋯⋯⋯522

第六节监所看守⋯⋯⋯⋯⋯⋯⋯523

第七节消防⋯⋯⋯⋯⋯⋯⋯⋯⋯524

第二章审判⋯⋯⋯⋯⋯⋯⋯⋯⋯525

第一节审判机构⋯⋯⋯⋯⋯⋯⋯525

第二节刑事审判⋯⋯⋯⋯⋯⋯⋯526

第三节民事审判⋯⋯⋯⋯⋯⋯⋯528

第四节经济审判⋯⋯⋯⋯⋯⋯⋯528

第五节申诉复查⋯⋯⋯⋯⋯⋯⋯529

第三章检察⋯⋯⋯⋯．．．：⋯⋯⋯⋯529

第一节检察机构⋯⋯⋯⋯⋯⋯⋯529

第二节侦查监督⋯⋯⋯⋯⋯⋯⋯530

第三节法纪和经济监督⋯⋯⋯⋯531

第四节审判监督⋯⋯⋯⋯⋯⋯⋯531

第五节监所监督⋯⋯⋯⋯“⋯⋯·531，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532

第四章司法行政⋯⋯⋯⋯⋯⋯⋯⋯532

第一节律师·⋯⋯⋯⋯⋯⋯⋯⋯··532

第二节公证⋯⋯⋯⋯⋯⋯⋯⋯⋯532

第三节民事调解⋯⋯⋯⋯⋯⋯⋯533

t第四节法制宣传⋯⋯⋯⋯⋯⋯⋯533

+第五节执法监督⋯⋯⋯⋯⋯⋯⋯534

第十七篇民 政
第一章优抚⋯⋯⋯⋯中⋯⋯⋯⋯539

第一节优抚机构⋯⋯⋯⋯⋯一⋯539

第二节烈士褒扬⋯⋯⋯⋯⋯⋯⋯539

第三节烈士纪念建筑⋯⋯⋯⋯⋯540

第四节拥军优属⋯⋯⋯⋯⋯⋯⋯542

第五节抚恤补助⋯⋯⋯⋯⋯⋯⋯543

第二章安置⋯⋯⋯⋯⋯⋯⋯⋯⋯544

第一节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安置⋯544

，第二节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544

第三章救济福利⋯⋯⋯⋯⋯⋯⋯⋯545

第一节明清时期救济福利⋯⋯⋯545

第二节中华民国时期救济福利⋯545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救济福利⋯⋯⋯⋯⋯⋯⋯546

第四章婚姻登记、殡葬管理⋯⋯⋯-548

第一节婚姻登记⋯⋯⋯⋯⋯⋯⋯548

第二节殡葬管理⋯⋯⋯一⋯⋯⋯549

第五章人民信访⋯⋯⋯⋯⋯⋯⋯⋯549

第一节信访起数⋯⋯⋯⋯⋯⋯⋯549

第二节信访处理⋯⋯⋯⋯⋯⋯⋯549

第六章地名管理⋯⋯⋯⋯⋯⋯⋯⋯550

第一节地名普查⋯⋯⋯⋯⋯⋯⋯550

第二节地名标准化⋯⋯⋯⋯⋯⋯550

第十八篇劳动人事
第一章干部管理⋯⋯⋯⋯⋯⋯⋯⋯553

第一节干部构成⋯⋯⋯⋯⋯m ot 553

第二节干部编制⋯⋯⋯-⋯⋯⋯554

第三节干部调配⋯⋯⋯⋯⋯⋯⋯555

第四节落实干部政策⋯⋯⋯⋯⋯556

第二章劳动管理⋯⋯⋯⋯⋯⋯⋯⋯556

第一节劳资关系⋯⋯⋯⋯⋯⋯⋯556

第二节劳动就业⋯⋯⋯⋯⋯⋯⋯557

第三节职工调配⋯⋯⋯⋯⋯⋯⋯559

第四节劳动保护⋯⋯⋯⋯⋯⋯⋯559

第三章工资福利⋯⋯⋯⋯⋯⋯⋯⋯560

第一节工资⋯⋯⋯⋯⋯⋯⋯⋯⋯560

第二节福利⋯⋯⋯⋯⋯⋯⋯⋯⋯562

第四章精简下放⋯⋯⋯⋯⋯⋯⋯⋯563

第一节干部下放⋯⋯⋯⋯⋯⋯⋯563

第二节知识青年下放⋯⋯⋯⋯⋯563

第三节城镇职工居民下放⋯⋯⋯564

第十九篇文 化

第一章王氏高邮学⋯⋯⋯⋯⋯⋯⋯567

第一节人物⋯⋯⋯⋯⋯⋯⋯⋯⋯568

第二节著作⋯⋯⋯⋯⋯⋯⋯⋯⋯568

第三节治学⋯⋯⋯⋯⋯⋯⋯⋯⋯570

第二章文学艺术⋯⋯⋯⋯⋯⋯⋯⋯572

第一节文学⋯⋯⋯⋯⋯⋯⋯⋯⋯572

第二节艺术⋯⋯⋯⋯⋯⋯⋯⋯⋯574

第三章广播电视⋯⋯⋯⋯⋯⋯⋯⋯581

第一节广播⋯⋯⋯⋯⋯⋯⋯⋯⋯581

·6·

第二节电视⋯⋯⋯⋯⋯⋯⋯⋯⋯583

第四章电影戏曲映演⋯⋯⋯⋯⋯⋯583

第一节电影院队⋯⋯⋯一⋯⋯⋯583

第二节剧场书场⋯⋯⋯⋯⋯⋯⋯584

第三节表演团体⋯⋯⋯⋯⋯⋯⋯585

第五章报刊图书⋯⋯⋯⋯⋯⋯⋯⋯586

第一节报刊⋯⋯⋯⋯⋯⋯⋯⋯⋯586

第二节图书⋯⋯⋯⋯⋯⋯⋯⋯⋯587

第六章档案⋯⋯⋯⋯⋯⋯⋯⋯⋯⋯589

第一节档案设施⋯⋯⋯⋯⋯⋯⋯589

第二节档案管理⋯⋯⋯⋯⋯⋯⋯589

第三节档案利用⋯⋯⋯⋯⋯⋯⋯590

第七章文物古迹⋯⋯⋯⋯⋯⋯⋯⋯590

第一节古迹⋯⋯⋯⋯⋯⋯⋯⋯⋯590

第二节名人故居⋯⋯⋯⋯一⋯⋯593

第三节库藏文物⋯⋯⋯⋯⋯⋯⋯593

第八章文物管理⋯⋯⋯⋯⋯⋯⋯⋯594

第一节文物普查⋯⋯⋯⋯⋯⋯⋯594

第二节管理工作⋯⋯⋯⋯⋯⋯⋯594

第九章著作目录⋯⋯⋯⋯⋯⋯⋯⋯595

第一节古人著作目录⋯⋯⋯⋯⋯595

第二节今人著作目录⋯⋯⋯⋯⋯606

第二十篇教 育

第一章各类教育⋯⋯⋯⋯⋯⋯⋯⋯611

第一节官学、书院、私塾⋯o⋯⋯611

第二节幼儿教育⋯⋯⋯⋯⋯⋯⋯614

第三节初等教育⋯⋯⋯⋯⋯⋯⋯615

第四节中等教育⋯⋯⋯⋯⋯⋯⋯617

第五节高等教育⋯⋯⋯⋯⋯⋯⋯620

第六节成人教育⋯⋯⋯⋯⋯⋯⋯621

第二章教师⋯⋯⋯⋯⋯⋯⋯⋯⋯624

第一节教师队伍⋯⋯⋯⋯⋯⋯⋯624

第二节教师素质⋯⋯⋯⋯⋯⋯⋯625

第三章经费设施⋯⋯⋯⋯⋯⋯⋯⋯626

第一节教育经费⋯⋯⋯⋯⋯⋯⋯626

第二节教学设施⋯⋯⋯⋯⋯⋯⋯627

第三节勤工俭学⋯⋯⋯⋯⋯⋯⋯628



···631

···631

···632

···632

···633

···633

， 第二节职称评定⋯⋯⋯⋯⋯⋯⋯634

第三章科技情报及科普工作⋯⋯⋯634

．第一节科技情报⋯⋯⋯．．．⋯⋯⋯634

第二节科普工作⋯⋯⋯⋯⋯⋯⋯635

第四章科技成果⋯．．~．⋯⋯⋯·-⋯⋯636

第一节农业科技成果⋯⋯⋯⋯⋯636

第二节工业科技成果⋯⋯⋯⋯⋯638

第三节其他科技成果⋯⋯⋯⋯⋯639

第五章勘探测报与沼气利用⋯⋯⋯640

第一节水文测报⋯⋯⋯⋯⋯⋯⋯640

第二节气象测报⋯⋯⋯⋯⋯⋯⋯641

第三节地震预防⋯⋯⋯⋯⋯⋯⋯642

第四节地质勘探⋯⋯⋯⋯⋯⋯⋯642

第五节沼气利用⋯⋯⋯“⋯⋯⋯·643

第二十二篇卫 生

第一章卫生机构⋯⋯⋯⋯⋯0 o 0*o647

第一节医院诊所⋯⋯⋯⋯⋯⋯⋯647

第二节防疫保健机构⋯⋯一⋯⋯649

第二章卫生行政管理⋯⋯⋯一⋯⋯650

第一节医政⋯⋯⋯⋯⋯⋯⋯⋯⋯650

第二节药政⋯⋯⋯⋯⋯⋯⋯⋯⋯651

第三章医疗事业⋯⋯⋯⋯⋯⋯⋯⋯652

第一节医疗队伍⋯⋯⋯⋯⋯⋯⋯652

第二节医疗设施⋯⋯⋯⋯⋯⋯⋯653

第三节医疗业务⋯⋯⋯⋯⋯⋯⋯653

第四章医疗福利⋯⋯⋯⋯⋯⋯⋯⋯654

第一节公费医疗⋯⋯⋯⋯⋯⋯⋯654

．第二节劳保医疗⋯⋯⋯⋯⋯⋯⋯655

第三节合作医疗⋯⋯⋯⋯⋯⋯⋯655

第五章卫生防疫⋯⋯⋯⋯⋯⋯⋯⋯655

第一节公共卫生⋯⋯⋯⋯⋯⋯⋯655

第二节爱国卫生运动⋯⋯⋯⋯⋯656

第三节疫病防治⋯⋯⋯⋯⋯⋯⋯657

-

第六章保健事业⋯⋯⋯⋯⋯⋯⋯⋯658

第一节妇女保健⋯⋯⋯⋯⋯⋯⋯658

第二节幼儿保健⋯⋯⋯⋯⋯⋯⋯659

第三节学生保健⋯⋯⋯⋯⋯⋯⋯659

第四节劳动卫生⋯⋯⋯⋯⋯⋯．：．660

第七章血吸虫病流行及防治⋯⋯⋯660

第一节流行状况⋯⋯⋯⋯⋯⋯⋯660

’第二节防治措施⋯⋯⋯⋯⋯⋯．．·662

第八章中医中药⋯⋯⋯⋯⋯⋯⋯一j 664

第一节中医⋯⋯⋯·1⋯⋯⋯⋯．．．·-664

第二节中西医结合．．⋯⋯⋯⋯⋯·665

第三节中草药⋯⋯⋯一⋯⋯⋯⋯·665

第二十三篇一体 育+，
第一章体育设施⋯⋯⋯⋯⋯⋯⋯⋯669

第一节县体育场⋯⋯o⋯⋯⋯⋯669

第二节社会体育设施⋯⋯⋯⋯⋯669

第二章体育队伍¨⋯⋯～⋯⋯⋯⋯·670

第一节运动员队伍⋯⋯⋯⋯一⋯670

、第二节裁判员教练员队伍⋯⋯⋯671

第三章体育活动⋯⋯⋯．．．⋯⋯⋯⋯671

第一节学校体育⋯·6"6 0·⋯⋯⋯⋯·671

第二节群众体育⋯⋯⋯⋯⋯⋯”·673

第四章体育竞赛⋯⋯⋯⋯⋯⋯⋯⋯674

第一节运动会⋯⋯⋯⋯⋯⋯⋯⋯674

第二节竞赛纪录⋯⋯⋯⋯⋯⋯⋯674

第二十四篇风 俗

第一章经济习俗⋯⋯⋯⋯⋯⋯⋯⋯681

第一节生产习俗⋯⋯⋯⋯⋯⋯⋯681

第二节商贸习俗⋯⋯⋯⋯⋯⋯⋯687

第二章生活方式⋯⋯⋯⋯⋯⋯⋯“·688

第一节饮食⋯⋯⋯⋯．⋯⋯⋯⋯⋯688

第二节服饰⋯⋯⋯⋯”⋯⋯⋯⋯·690

第三节居住⋯⋯⋯⋯⋯⋯⋯⋯⋯691

第四节、生活用品⋯⋯⋯⋯⋯⋯⋯692

第五节交通行旅⋯⋯⋯⋯⋯⋯⋯692

第六节卫生与博戏⋯⋯⋯⋯⋯⋯693

第三章人生仪礼⋯⋯⋯⋯⋯⋯⋯⋯694

第一节产育⋯⋯⋯⋯⋯⋯⋯⋯⋯694

．7．



第二节生辰寿诞⋯⋯⋯⋯⋯⋯⋯695

第三节婚礼⋯⋯⋯⋯⋯⋯⋯⋯⋯696

第四节丧葬⋯⋯⋯⋯⋯⋯⋯⋯⋯698

第五节人际仪礼⋯⋯⋯⋯⋯⋯⋯700

’第四章家庭家族⋯⋯⋯⋯⋯⋯⋯⋯701

第一节婚姻家庭⋯⋯⋯⋯⋯⋯⋯701

第二节家族⋯⋯⋯⋯⋯⋯⋯⋯⋯702

第三节亲属及称谓⋯⋯⋯⋯⋯⋯703

第五章岁时节令⋯⋯⋯⋯⋯⋯⋯⋯704

第一节传统节令⋯⋯⋯⋯⋯⋯⋯704

第二节新兴节庆⋯⋯⋯⋯⋯⋯⋯706

第六章宗教⋯⋯⋯⋯⋯⋯⋯⋯⋯707

第一节佛教⋯⋯⋯⋯⋯⋯⋯⋯⋯707

第二节道教⋯⋯⋯⋯⋯⋯⋯⋯⋯709

第三节基督教⋯⋯⋯一．．-⋯⋯⋯710

第四节伊斯兰教⋯⋯⋯⋯⋯⋯⋯712

第七章俗信⋯⋯⋯⋯⋯⋯⋯⋯⋯713

第一节大自然崇拜⋯⋯⋯⋯⋯⋯713

第二节人物鬼神崇拜⋯⋯⋯⋯⋯714

第三节俗信术⋯⋯⋯⋯⋯⋯⋯⋯715

第一节烈士⋯⋯⋯⋯⋯⋯⋯⋯．．．797

第二节军政界⋯⋯⋯⋯⋯⋯⋯⋯802

第三节文教科卫界⋯⋯⋯⋯⋯⋯804

第四节农工商界⋯⋯．．．⋯⋯⋯⋯808

第三章人物名录⋯⋯⋯⋯⋯⋯⋯⋯809

第一节烈士名录⋯．．．⋯⋯⋯⋯⋯809

第二节进士名录⋯⋯⋯⋯⋯⋯⋯816

附 录

第一章文献⋯⋯⋯⋯⋯⋯⋯⋯⋯821

第一节碑记⋯⋯⋯⋯⋯⋯⋯⋯⋯821

第二节诰命奏议⋯⋯⋯⋯⋯⋯⋯824

第三节文告⋯⋯⋯⋯⋯⋯⋯⋯⋯827

第四节政令⋯⋯⋯⋯⋯⋯⋯⋯⋯831

第二章诗文辑存⋯一⋯⋯．．．⋯⋯⋯833

第一节诗歌辑存⋯⋯⋯⋯⋯⋯⋯833

第二节楹联辑存⋯⋯⋯⋯⋯⋯⋯842

第三节其他辑存⋯⋯⋯⋯⋯⋯⋯844

第三章传闻轶事⋯⋯⋯⋯⋯⋯⋯⋯845

第一节民间传说⋯⋯⋯⋯⋯⋯⋯845

第二节名人轶事⋯⋯⋯⋯⋯⋯⋯850

第二+五篇方 言 ．

第一章语音⋯⋯⋯⋯⋯⋯⋯⋯⋯721 历次修志记略⋯⋯⋯⋯⋯⋯⋯⋯⋯⋯855

‘第一节声韵调系统⋯⋯一⋯⋯⋯721 本次修志始末⋯⋯?*o o**o·*i o⋯-．．⋯··857

第二节连读变调⋯⋯⋯⋯⋯⋯⋯723 <高邮县志>修编机构、人员及

第三节语音特点⋯⋯⋯⋯⋯⋯⋯723 审定单位、人员⋯⋯．．：：⋯．．859
第四节语音差异⋯⋯⋯⋯⋯⋯⋯724

第二章同音字汇⋯⋯⋯⋯⋯⋯⋯⋯726

第三章词汇⋯⋯⋯⋯⋯⋯⋯⋯⋯739

第四章语法例句和标音举例⋯⋯⋯747

第一节语法例句⋯⋯⋯⋯．．747
第二节标音举例⋯⋯⋯⋯．．749

第二十六篇人 物

第一章人物传略⋯⋯⋯⋯⋯⋯⋯⋯753

第一节烈士⋯⋯⋯⋯⋯⋯⋯⋯⋯753

第二节军政界⋯⋯⋯⋯⋯⋯⋯⋯763

第三节文教科卫界⋯⋯⋯⋯⋯⋯779

第四节农工商界⋯⋯⋯⋯⋯⋯⋯795

第二章人物简历⋯⋯⋯⋯⋯⋯⋯⋯797

·8·



—————— J



[



高邮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下游、江苏中部、里下河西缘。东邻兴化，南连江都、邗

江、仪征，西接天长(安徽)、金湖，北界宝应。地势西南丘陵，东北低洼，大多为水乡

． 平原。1988年土地总面积1962．58平方公里，为江苏省土地总面积的1．9％。净陆地面积

1463．8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4．59％，其中耕地1407084亩，占总面积的47．8％；水

面498．7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5．41％。富饶的高邮湖为江苏第三大湖，宽阔的京杭

大运河纵贯南北，十多片湖滩分布东西，数百条河流交错有致，为扬州市水面最多的县

分。县城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平均气温14．6℃，常年降水量1000毫米上下，无霜期

220天左右，四季分明，寒暑显著，阳光充足，水源充沛。～

高邮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烟。秦王赢政时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别称

秦邮。后人又称珠湖、盂城。自先民在此生息，至今五千余度春秋。

‘汉武帝时建高邮县，属广陵国。南北朝时曾置广业郡、神农郡，又析临泽、三归、

竹塘三县。隋初郡废，三县并入高邮县。北宋至清代初期，历置高邮军、承州、高邮路、

高邮府、高邮州，领辖过高邮、兴化、宝应三县，为扬淮间繁华之地。乾隆改为散州。

民国初年废州为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湖西地区划属淮南，

澄子河以南地区一度划属江都，高邮解放后划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邮、宝应、

兴化三县交界地区数经调整。1988年，辖5个区，1个县属镇、5个建制镇、27个乡、7个

场圃所、7个街道办事处，674个村、33个居民委员会，5669个村民小组、314个居民小组。

总人1=1817695人，有汉、回、蒙、满、苗、．壮j瑶、纳西等民族，汉族占99．6％，回族

为全乡人口29．5％的菱塘回族乡是江苏省唯一的少数民族乡。
’

．(二)

高邮人民富于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

，南宋时代，民族英雄张浚、岳飞、韩世忠奋力抗金，高邮百姓建立瞻衮堂、三钜公

祠以作纪念。嵇庄水寨统制官嵇耸等4人，毅然斩杀降元的柳岳，盛情款待路过高邮准

备渡海南下抗元的文天祥，百姓从此称嵇庄为四义村。元朝从全盛走向腐败，张士诚_

度领导农民起义军建大周国于高邮，百姓在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张士诚降元后，，高邮百

姓则恭迎另一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多次侵犯邮境，不少百姓入

伍抗御。鸦片战争中主张抵抗英国侵略的魏源，后来在高邮任知州期间写成<海国图志>

100卷，探索强国御侮之路，高邮有识之士对其爱国热情备加赞赏。高邮湖西的农渔民，

对太平军的革命行动曾予响应和支持。辛亥革命爆发，邮籍的_些同盟会员和旅外知识

分子，在高邮实行和平光复，有其历史功绩。但因幻想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建立资

产阶级共和民主政府，县政权最终落入受英法轮商、法国神甫和封建士绅支持的忠于袁

世凯的原封建知州手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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