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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潘黄人民公社的前身为潘黄区，再引伸向前为盐城县第一区，区的民主政权建立

于1940年12月。为了纪念革命先烈潘克、黄炜，于1946年4月18日，被命名为潘黄

区。1957年改为潘黄乡，1958年成立潘黄人民公社，直至现在。

40余年来，潘黄人民在这广阔的土地上，饱受旧社会的痛苦，历经战时的艰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顽强地与大自然斗，英勇地与日伪汉奸斗，百折不挠地与蒋

匪帮和地主恶霸斗。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加强了党的建设和领导，不断地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继续与各

种自然灾害斗争的同时，工农业生产进行了种种技术革新，文卫、邮电，广播等事业

不断地发展，培养了大捅鬻牧人材，从而为_国家与人民酵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这部光辉的历史是潘黄革命先烈们、英雄模范们1、‘老干部、老党员、老游击队

员们用头颅、鲜血、汗水换来的。把它搜集整理编写成《潘黄人民公社社志》，对于

我们继承先烈革命遗志，发扬艰苦奋斗传统，总结革命历史经验，推进四化建设和各

项工作，教育后代，是有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这部社志以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母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它热情地歌颂了我地区革命先辈

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它以多方面的升降数据，说明了尊重科学，按自

然规律办事的客观需要，它以丰富的资料记载了我社各条战线上的干部群众艰苦创业

的史实，它以大量的实绩，展现出农、甚0、工、商、学等各方面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它以无情的事实，披露了在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II它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真实地反映了各个不同时期的本来面貌。

这部社志，包罗的方面广博，是我社地方的一部百科全书，是一部比较丰富的乡

土教材。它对于我们回忆过去，不忘过去，面对现实，珍惜现实，展望将来，展望共

产主义的到来，都有其一定作用的。

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她的实现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但她不是渺茫的。目

前，我们都正在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实践之中，在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

强国之中，让《潘黄人民公社社志》在将来一个时期内，续写上更壮丽的篇章吧l

潘黄人民公社社志调查编写组

。一九八=年十=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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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茵积位置人口

公社东西直径长约18市里，南北直径长约19．4市墨，计约有349．2平方市里。可

耕面积55012亩，其中粮食面积37400亩，棉花面积14500亩，油料面积2209亩。

我社位于全县偏东的中部，临近盐城。东至串场河，与东南的伍佑人民公社交

界，包括串场河东李舍大队李东生产队，西至大马沟，与马沟人民公社搭界；南至新

河，鼻冈中人民公社接壤，北至蟒蛇河(除去盐城镇的长坝、双元两个大队及果园，

纺织厂)与盐城镇毗连。

据1982年底的统计，全公社计有29个大队，236个生产队，13064户，49 7 42个人

疆。1957年．我社体制为潘黄乡，所辖范围与现时期同。当年全乡计有23个大队，13 3

个生产队，6307户，26814个人口。1982年的总户口为1957年的2．07倍，总人口为195 7

年的近1．86倍。

附1982年底户口人口统计表

第二节各大队概况

蔡巷大队

蔡巷大队位于公社东南角。东靠串场河，与伍佑公社交界，西靠大寨河，与蔡杨

大队搭界，南靠大新河，和伍佑公社接界；北与李舍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4个生产队，238户，935个人口。其中男475人，女460人。耕地面积

1365亩。

注。以上数字系1982年底的统计，以下各大队同此。

在大队境内的河流还有东南向的八总沟、南北向的东向河。

大队原位于老新盐乡。(精诚乡)1956年春，曾组织蔡巷高级社，1962年由罗

彬，夏桥、三河三／卜大队划出李舍、新河、蔡巷三个大队。蔡巷在一百年前由于当地

姓蔡的占大多数，现在的第一生产队场头迎面原有一条路，穿过村庄，如同一条巷

子，故定名为蔡巷。

李舍大队

李舍大队位于公社东南角。东靠串场河，与伍佑公社搭界，但在串场河东的李东

生产队仍隶属本大队，西与夏桥、蔡杨两大队接壤，南与蔡巷大队交界，北与罗彬大

队为界。

全大队计有7个生产队，335户，1313个人口：其中男649人，女664人。耕地面积

1430商。 。

位于大队南部的向阳河，向西穿过夏桥、野丁、新伙、福利四个大队，直达大马

沟，北有九总沟，与罗彬大队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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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底户凸人口统计袭

总 人 口
总户 数

合 计 男 女

合 计 13064 49742 25060 24镝空

蔡’ 巷 238 935 475 460

李 舍 335 1313 649 664

罗 彬 207 860 426 434
、。

夏 桥 397 1474 746 728

蔡 杨 320 1231 640 591

野 于 471 1763 888 875

凤 开 315 1200 574 626

八 营 559 2175 1132 1043

裕 新 4 7r8 1855 919 936

戴 庄 435 1675
I

850 825

娱 乐 306 1188 603 585

福 才 530 2011 1003 1008

美 丽 811 3142 1541 16ill

北～ 港 499 1708 834 -874

耿 伙 445 1668 803 865

前 进 344 1259 620 639

杨 坝 528 2018 976 1042

朱 庄 527 ’2078 1068 10lO

郝 庄 365 1t432 7s4 698

： 何 桥 300 1256 623 633

吴 杨 460 1785 880 905

宝 才 858 3511 1747 1764

刘 朋 494 1903 977 926

万 胜 610 2250 1123 1127

新 伙 526 2006 1011 995

福 ，利 415 — 1696 867 829一

唐 刘 405 1520 749 771

莉 迁 487 1822 920 902

水 产 79 271 134 137
●

社 直 320 737 548 1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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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舍又Ⅱq李家舍，创办学校后，曾改名为李家社，后复称李合，互助合作时为李

舍高级社。取名李舍，由于很早以前，村庄居民以李姓为主体，是一个较大的自然

村，村民有2 0 O余户。在这个衬庄上，于清末民国初，我老一区开明士绅李卓哉创办

了一所私立李舍小学，1914年办起高小，1938年又办起一所东南中学。学生来自各

方，有来自刘庄，有来自花JIl港。

罗彬大队

罗彬大队位于公社东南部。东靠串场河，与伍佑公社三墩大队搭界，西与夏桥大

队交界，南与李舍大队接界，北与凤开大队为界。

本大队计有4个生产队、207户、860人，其中男426人，女434人。原耕地面积

1273亩，以后划100亩给夏桥，80亩给风开，串场河东丢掉约300亩给伍佑公社，现实

有可耕面积793么。

在大队境内较大河流：横贯大队中部的有三河子，南有国庆沟，北有三十总沟，

以上河流均为东西向。中部偏东有定向河，为南北向。三河子西经夏桥、野丁、新

伙、福利四个大队，直达大马沟。过去大队境内河流很少，就三河子而言，于1970年

11月份方开挖，原1200多么田最多有三分之一的田种植水稻，其余都长旱谷。

大队原位于老精诚乡第二保(第=村)。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精诚乡指导员罗

彬，在对敌斗争中，于史家巷西来庵英勇牺牲。为了纪念他，大队乃定名为罗彬大

队。

自然村有史家巷。早先由于居住在那村上的姓史的占多数，后来逐渐迁走，目前

实际上姓王和姓张的较多，但仍沿用古名史家巷，生产队名史巷队，现已建成居民

点。

夏桥大队

夏桥大队位于公社东南。东靠东千河，与罗彬大队搭界，西靠前进河，与野丁大

从为界，南靠九总沟，与蔡杨大队交界}北靠三十总沟，与裕新大队接界。在大队境

内的河流，还有东西向的一条河，叫国庆河，横贯大队中心。

大队计有生产队8个、397户，1474人’其中男746人，女728人。耕地面积219 5

亩。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至解放前，所在大队范围隶属精诚乡第三保(村)第一至十

甲(组)，后为王树村。抗战前为精诚乡，卞仓也有个精诚乡，解放前，县政府为了

避免乡名重复，乃将我区精诚乡改为新盐乡6老乡原有七个村。一村一李舍，二村～

罗彬，三村——夏桥，四村——三河，五村——野丁，六村一一新河，七村——蔡巷。

大队一段时期曾名叫红旗大队。

蔡杨大队

蔡杨大队位于公社东南部。东与蔡巷大队旭日生产队为界，西与野丁大队怀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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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队为界，南靠大新河，与伍佑公社益丰大队第十生产队搭界，北与夏桥大队第二、

三、九生产队接界。

大队计有6个生产队，320户，1231人，其中男640人，女591人。耕地面积2 2 2 4

亩。

在大队境内，南有渠丰河，中有八总沟，北有向阳河，九总沟，均为东西向河。

其中向阳河，西经野丁、新伙、福利三个大队，直达大马沟。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大队地处原蔡杨乡第四、五保，后为精诚乡第六村第一至第

六组。大队原名新河，1981年3月9日，县人委为了更改同名大队，乃改名为蔡杨大

队。

自然村有吉家舍。

野丁大队

野丁大队位于公社南部。东与夏桥，蔡杨大队为界，西与新伙大队为界，南至大

新河，与伍佑公社张东大队为界，北与裕新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9个生产队、471户、1763人，其中男888人，女875人。田亩面积2617

亩。
。

河流：南有九总沟，中有国庆沟，北有三河子，均为东西向。新开一条太阳河。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属精诚乡第三保第八甲，第四保第一、二、八、九甲，第五保

第四、六甲，蔡杨乡第五保第一至第三甲。解放前为精诚乡(新盐乡)第三村第八

组，第四村第一、二、八、九组，第五村第一至第八组。大队原名三河，于1981年3

月9日，县人委为了更改同名大队，乃改名为野丁大队，野丁是所在大队的老地名。

自然村为野丁，三九舍。

野丁，相传很久以前，有个苏州人姓丁的到此地，首先创草为标，接着：营个姓蔡

的，力气大，也来这里插草为标，石磙推到那里，田的界址就算到那里，由于田亩的

面积太大了，后来卖掉许多，这是一种传说。另一种传说，早先这里只有一个丁头舍

子，行路人无处息脚，就在此地休息，以后姓丁的和姓蔡的相继居住下来，后来发展到

七、八户，故取名为野丁庄。抗战前约有二、三十户，现位于本大队第八生产队，

也叫野丁生产队，南北有渡船口，轮船通航时，曾为停站码头之一。

三九舍，现位于大队第五生产队。传说民主政权建立之前，只有三个鸠子人家，

即姓丁、姓陈、姓徐的三户住在那里，本ⅡL[---鸠舍，(鸠、聚集之意)后人相传下

来，变成三九舍了。解放前有所发展，大部份人家贫苦得很，不少的以讨饭为生。在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在此地曾与伪军、蒋匪军各进行了一次大的战斗。在三九

舍，原有一所祠堂和一所学校，因开一条河——三河子，被拆掉。

风开大队

凤开大队位于公社东南部。东濒串场河，与伍佑公社三墩大队搭界，西至千渠，

与裕新大队搭界，东南与罗彬大队为界，西南与夏桥大队为界，北与八营大队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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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计有五个生产队，315户、1200人，其中男574人、女626人。耕地面积131 0

亩。老凤开原有8个生产队，后划前进、三槐、友谊三个生产队给裕新大队，现还有

徐巷、王巷、新沟、三新、丰收五个生产队。

贯穿于大队中心的有一条凤中河。北有盐唐河，南有三十总沟。均为东西向河。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属永新乡第二保第一至第五甲，解放前为裕新乡三槐村第一至

第五组。烈士陈风开，三槐村人，为了纪念他，乃改三槐村为凤开村，后改为风开大

队。

自然村，王家巷，原三槐村(凤开村)的老地名。三槐是指的三槐堂，过去祭祖

或修造家谱，不同的姓氏，就有不同的堂名，堂名宗代不变’三槐堂，系指王姓。

八营大队

八营大队位子公社东南。东临串场河，与伍佑公社二墩大队为界，西至干渠，与

裕新大队搭界，南与风开大队为界，东北与戴庄大队为界，西北与娱乐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8个生产队，559户，2175人；其中男1132人，女1043人。耕地面积

2508亩。

在大队境内的河流有东西向的三条：南有盐唐河，中有二河子，北有王马沟。南

北向的也有三条河：东为新东河，中有大寨河，西有合心河，另有新开的一条公荡

河。 ．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大队原属新民乡第三至第五保(第三至第五村)解放前为裕

新乡新民、盛朋两个村。原名新民大队，1981年3月9日，改名为八营大队。

自然村有第八营。第八营在解放前是个村庄，村民近二百户，庄上很有市面，杂

货店、油面店、槽坊、浴室、茶馆等都有，单肉案子就有4处，、其热闹繁荣，远近很

有点名气。现位于第一、二生产队以及第三、四生产队。起初，居民有姓黄、姓严、

姓仇的三个姓，其中姓黄的为最多。现仅第一、二生产队就有200多户了。关于第八

营的名字来由，在民间传说中已记叙。

裕新大队

裕新大队位于公社中部略偏南。东与八营大队为界，西与万胜大队为界，东南与

夏桥大队为界，西南与野丁大队为界，东北与水产大队为界，北与福才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8个生产队，478户，1855人，其中男919人，女936人。耕地面积301 6

亩。

在大队境内的河流：南有盐唐河，中有胜利河，公荡河，北有王马沟，均为东西

向。
。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地处六合乡第五保(村)第三至第六甲，第八，九甲

(组)、永新乡第二保第八、九甲(三槐村第四至第十组)，第四保第一至第四甲

(盛朋村第一事第四组)。解放前为南中乡第五村第三至第六组，三槐村第九至第十

组，盛朋村第一至第四组。为了纪念烈士王裕新、将永新乡改名为裕新乡，后改为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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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队。

敏庄大队

戴庄大队位于公社东部。东至串场河，与伍佑公社新河大队为界，西与娱乐大队

为界，南与八营大队为界，东北与县果园为界，西北与北港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8个生产队，435户，1675人，其中男850人，女825人。耕地面积213 3

亩d

河流：东南向有第一沟、民乐河、利民河、中心河，南北向有大寨河，中界沟，

杨家沟，李家沟。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至土改前，大队所在地为永新乡第五保(村)第三甲(组)，

第二保(村)第一至第三、五、六甲(组)，第七保(村)第三、七、八甲

(组)。原名利民大队，1681年3月9日县人委为了改同名大队，改名为戴庄大队。

自然村有戴家庄、陈家庄、卞家庄、金家舍等，庄名各均以姓氏而得名。

娱乐大队

娱乐大队位于公社偏东部。东与戴庄大队为界，西靠东干渠，与美丽、福才大队

搭箅，南与八营大队为界，东北与北港大队为界，西北与耿伙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5个生产队，306户，1188人，其中男603人，女585人。耕地面积1 5 0 2

亩。

河流，东西向河有第一沟，民乐河，利民河，跃进河，南北向河有民利河、合心

河。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至土改前，原为永新乡第七保(南港村)第五甲(组)，第八

保(娱乐村)第三、四、七甲(组)。解放前为裕新乡南港，娱乐两村，实际上现有

大队基本上是由老南港、娱乐两村合并而成。其中划出一个队给福才大队，一个队给

美丽大队，约半个队给耿伙大队。

福才大队

福才大队位于公社中部。东靠东千渠河，与娱乐大队接壤l西至小马沟，与刘朋

大队为界，南靠第一沟，与裕新大队搭界，北临利民河，与美丽大队搭界。

、吠队计有10个生产队，530户，2011人，其中男1003人，女1008人。耕地面积2430
亩。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所在地原属南中乡一部分，土改前属六合乡(即南中乡)、

永新乡一部分，解放前属刘朋乡，(即六合乡)裕新乡一部分。为了纪念烈士刘福才，

合作化耐期有个农社以福才为名，公社化后，大队以福才为名。

美丽大队

美丽大队位乎整个公社中部略偏北。东与耿伙大队接壤，东南角与娱乐大队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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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西与吴杨大队为界，南与福才大队为界，北与莉进、杨坝两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12个生产队，811户，3142个久口，其中男1541入，女：16D1人。耕地面

积2051亩。

在大队境内的河流，东南向：南有利民河，中有跃进河，西北向·由东向西为油

坊沟、前进河、杨中河。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原隶属六合乡(南中乡)第二保(村)第一，四、九甲

(组)、第三保(村)第六至第十甲(组)、永宁乡(裕新乡)第七保(村)第四、五

甲(组)，解放前为南中乡第二、三村、裕新乡娱乐村。1947年，为了纪念刘朋烈士，

赢中乡改名为刘朋乡。

自然村有大孙庄和小孙庄。

大孙庄。在地理章、地形地貌河流一节及政治章党政建设一节以内已概述。

小孙庄。位子大队第七生产队，解放前居民只有九户，其中孙姓较多，其次夏

姓，再其次时姓。庄子有东庄和两庄之别，东庄太一点，有个真静庵，后被烧毁。

北港大队

北港大队位于公社东北，东与县纺织厂、县果园搭界，西与耿伙大队接壤，南与

戴庄、娱乐大队为界，北与盐城镇双元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8个生产队，499户，1708人，其中男834人，女874人。耕地面积154 0

亩。

贯串于本大队境内的河流：东西向有北港河，中心河，老一沟。南北向有大寨

河、合心河。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至土改前，所在大队原属永新乡第七保(村)第一至第十甲

(组)。解放前为永宁乡北港，耿伙。北港曾名北港伙。北是指在区的北面，港伙

是指果园一带有个码头。合作化时为解放农社，公社化时lnj北港村，1．9邸年曾名为东

方红大队。

耿伙大队

耿伙大队位于公社东北部。东与北港大队为界，西北与莉进大队为界，西南与蓑

丽大队为界，南与娱乐大队为界，北与盐城镇双元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8个生产队，445户，1668人，其中男803入，女865人。耕地面积129 0

亩。

河流东西向：南有跃进河，中有港北河，公路河，北有第一沟I南北向。大队东

部有合心河，西有油坊沟。
4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至土改前，原为永新乡第九保(村)第一、四、五、七，九、

十三甲(组)。解放前后为永宁乡第六村第一、三、五、六、7九、十组。历史上又

曾名为耿熊村，大从曾名红星，后改为耿伙大队。

自然树有耿熊村。解放前居民有一百多户，姓耿的和姓熊的多，其他姓很少，多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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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散布在油坊沟边，现在基本上都拆迁到居民点。1939丝p，盐城县政府曾迁至这里住

了一个短时间。抗战末，这里曾驻一个连伪黑狗队，盐城解放时，向我投降。

前进大队 、

前进大队位于公社北面。东与盐城镇双元大队接壤，西与杨坝大队为界，南与美

丽大队为界，北与盐城镇长坝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8个生产队，344p，1259个人，其中男620人，女639人。耕地面积934

亩。

河流东西向。由南向北，有北港河，大庆河，吨粮河，铁家港。南北向由东向
西，有油坊河，前进河。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至土改前为盐城上甲镇第十三保(村)第二至第八甲(组)。

解放前为永宁乡第五村第三至第七组。

自然村有张家墩、胡家舍。张家墩位于第一生产队，解放前计20)Lp，胡家舍位

于第七生产队，解放前亦计20几户。

杨坝大队

杨坝大队位于公社北部。东与前进大队为界，西与何桥大队为界，西南与吴杨大

队搭界，南与美丽大队为界，西北与朱庄大队为界，东北与长坝大队为界。

大队计有12个生产队，528p，2018人，其中男976人，女1042人。耕，地面积1713
亩。

河流东西向河：由南向北有大庆河、小一沟、吨粮河。7贯串于大队中部的有杨中
河。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至土改前，原位于马沟乡第一保(村)第一至第八甲(第一至

第十组)，第十保第一至第四、六、七甲，第十一保(第八村第二、五、七组)。

解放前地处董陈乡第一至第十二组，大队原通向盐城有个地名叫杨家坝，后成立杨坝

初级社，因此而得名。

自然村有杨家坝、朱家庄、宋家舍、刁家舍、高陈舍、陈佛舍、王家舍、王家仓

房。其中杨家坝较大，解放前有30几户，其次算朱家庄、宋家舍，均有20余户。

朱庄大队

朱庄大队位于公社西北。东与盐城公社长坝大队为界，东南与杨坝大队为界，西

隔大马沟，与马沟公社蟒南大队为界，南与何桥大队为界，北隔蟒蛇河，与张庄公社

搭界。

大队计有9个生产队，527户，2078人，其中男1068人，女1010人。耕地面积1710

亩。

河流位于大队境内的有东西向河：新界沟、三纲河，南北向河：中心沟。

民主政权建立前后，原属马沟乡第一保第一、七、八甲，第二保第一至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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