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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市主方志嘉纂委妻会主羹主宏民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一一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金陵为“十朝古都”，人文荟苹，历史文化

积淀丰厚，且历朝历代均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因此，编纂一部

高水平的地方志更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拨乱反正，政通人和，遂有重修南京地方志之议。自1983年始，

历经一十余载，业已编纂出版《南京简志》，以及由约90部专志组

成的《南京市志丛书》，纵横2400余年，包罗万象，皇皇大观，堪称

盛举。

修志之目的，一般而言，不外乎。资政、教化、存史”。这一目的

的实现，主要是依赖于史实的本身，简而言之，或通俗地讲，是工作

做得怎么样。最近，南京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市委、市政

府制定了“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通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把南京建成一个基础完善、服务一流，作为全省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中心的功能不断增强的省会城市，建成一个长江三

角洲地区和长江下游的经济、金融、商贸三大中心的区域性中心城

市；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环境优美、融古都风貌与现代文明于一体

的现代化江滨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将实施“科教兴市、经济国际

化、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四大发展战略。特别是提出了要。一

年初见成效，三年面貌大变”。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涌现出许多可

歌可泣的事迹，会产生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会有一些需要

反省的教训。这些，都给我们编史修志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对于史

志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机遇，当然更有责任、有义务用自己的笔

如实地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艰苦创业的足迹，同时也为后来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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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们的担子，继续建设好南京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东西，让后人

能有更好的精神风貌，更足的工作干劲，并且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把我们的南京建设得更好一些，为更后来者续出更好的南京史志

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编史修志是一项意义很重大，要求很高，并且又是很艰苦的工

作。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有“十年寒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和

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我要对长期以来默默奉献的同志们表示由衷

的敬意，也希望史志战线的同志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运用“新观

点、新材料、新方法”，大胆探索，高质量、高水准地修好南京市志，

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

。

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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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纛橐薏编囊磊是茬毕金山《南京蔬菜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南京是一座山青水秀的历史文化名城，龙蟠虎踞，人文荟革，

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蔬菜产业资源丰富，栽培加I技术精细，其名

优产品享誉国内外。

南京蔬菜从两千多年前建城之初已开始半商品性生产，明清

以降，出现一定规模的商品性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蔬菜

产销突破传统格局逐步迈向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蔬

菜生产、流通得到7迅速发展，基地规模逐步扩大，蔬菜品种日趋

丰富，栽培技术不断进步，市场体系逐渐完善，整个蔬菜产销呈现

新的面貌。

蔬菜是人们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重要副食品，同时又具有鲜

嫩易腐，不耐储藏和长途运输的特性，生产的季节性强，淡旺丰歉

差距很大，而市场消费则要求稳定，均衡，弹性很一J。另外蔬菜的生

产供应与生产、经营和消费三者利益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相互制

约，无论损害哪一方利益，都可能对蔬菜产销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蔬菜产销I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近十多年来，在市委、

市政府领导下，全市蔬菜产销部门的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努力，加强

蔬菜基地和市场体系建设，不断深化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初步建立起蔬菜产销新体制，为蔬菜生产，流通的进一步发

展奠定1基础。

据我所知，南京有史以来还没有一部蔬菜专业的志书，流传下

来的方志中记载蔬菜的内容寥寥无几，因此编写一部系统反映南

京蔬菜产销历史和现状的专志十分必要。根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的部署，我们从1988年10月开始成立了蔬菜志编纂委员会，组

建了写作班子，1992年蔬菜生产流通两部专志分别完成初稿，

1993年进行合并总纂，并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先后五易其稿，

1996年初定稿。在修志过程中，全体编纂人员不辞辛苦，不畏寒

暑，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搜寻可资佐证的点滴资料，深入生产、流

通第一线调查、访问，请老领导、老职工、老菜农、有关专家、学者座

谈，广泛征求意见，做到追本穷源，去伪存真，详今略古，文约事丰，

可谓汇古今蔬菜产销史实之大成，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

体，可以帮助蔬菜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了解蔬菜产销的源流和发展

脉络，并可为各级领导决策、管理提供借鉴，为后世续修蔬菜史志

保存系统的资料，充分发挥“资政、教化、存史”之功效。是以为序。

1996年6月



辑说明

一、本志记述南京蔬菜产销发展史实。其时间断限，上限追溯

至南京建城之初。下限原定断至1992年，因总纂修订延至1995

年，大部分章节增补了1993"-1995年的内容。
。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由概述、专业各章、大事记、附录(辑录有

关文献和参考书目)等组成。以文为主，随文插列图表、照片等，力

求文简事明，图文并茂。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方志、史籍、专业书籍、报刊、档案等文献

及有关领导与专业人员的口述和工作笔记。并采取调查走访搜集

资料，其中数据多采用统计局、蔬菜局、蔬菜公司、区及乡(镇)的统

计资料，引用文献均在文中言明，不作注释。

四、本志所记人物插入有关章节，一般仅列表，不作评述。

五、本志记述的范界，以现今市区为限，市属县的蔬菜产销除

个别情况外一般不作记述。
。

六、本志所记金额，均指当时币制单位。长度、面积、容量、重量

等计量单位一般换算成公制，少数按原资料未作改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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