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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志载信史“新编有史以来第一部《杨庙乡志》，经过编

修人员辛勤劳作，八度春秋，四改纲目，数修志稿，是一项恢弘的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工程，终于付梓面世了。这是全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可喜可贺。

杨庙是扬州西山的古镇之一。早在710多年前的元代初年，扬州

路同知杨敬一，因有善政于民，卒后葬此立庙纪念。此后杨家庙之名盛

传不衰。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杨庙集镇是扬州西山粮食集散地之

一。1942年和1948年，共产党民主政权曾两度以杨庙名区，特别是解

放后，甘泉区(杨庙区改称)级机关设在杨庙镇上，自此即成为区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杨庙素为人文胜境。早在东汉后期，广陵太守陈登，为发展农业生

产，特选境内西南部与仪征合界处，新筑句(勾)城塘灌田，民感其德，

称颂此塘为爱敬陂。隋代出生于乡境东部“白土村”的官府后裔来护

儿，从军以后，屡建战功，官至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其子来济，唐初举

进士，后任中书令(相当宰相)，名播乡里，盛极一时。辛亥革命，出生

于乡境花瓶村在沪名演员潘月樵，参与上海革命党，舍生忘死；光复上

海后，因功授少将军衔，同时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书“急功好义”

匾额增予，以资表彰，名及桑梓，诚为后人敬仰。

杨庙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乡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杨庙革命志士仁人有李春山、许永明、姚大有父子、卢长泰、王登福、

俞步良、李伯俊、周宜仁等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和一批前赴后

继，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事迹。

杨庙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堪称盛产稻麦之乡。早在明、清之际，即



形成商业集镇，尤以米市著称，原有街道长里许，灯火百余家，商业兴落

无常。建国后，特别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杨庙人民在改革开放

大潮中，开拓进取，百业飞腾，粮丰鱼跃，镇村组户工业蓬勃兴起，文卫

事业长足发展，人民收入逐年提高，集镇规模不断扩大，高楼拔地林立，

商户鳞次栉比，市场日益繁荣，现已成为比较知名的乡镇。

《杨庙乡志》是一部地情资料书，它将乡境的地理、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社会、人物等历史和现状翔载下来，可以起到“存史、资政、教

化’’之功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它的出版，将使海内外各

地的杨庙籍人士更多地了解杨庙，情怀故里，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也

激励我们进一步发扬开拓精神，为杨庙“两个文明”建设增光添彩。

《杨庙乡志》，在编纂过程中，深蒙市、县地方志领导关心和支持，

不断驾临指导，尤其在后期特委专人前来襄助修稿，在此，表示由衷的

敬意。对我乡(镇)各单位、各部门和有关干部、群众以及知情的老同

志提供资料，特别是支持志书出版的有关单位、领导，同样以诚挚的心

情感谢之至。 《杨庙乡志》的出版，我们深深地敬佩年逾古稀，本应退

休后乐守家园的赵瑞智、曹长生同志，他们情系杨庙，有志于志，一面为

搜集资料，广征博采，任劳任怨，跋涉行程达两万余里，一面坚持求实直

书，坚守冷凳寒灯，始终不懈地悉心编纂了约70万字的长篇巨著。这

种高度负责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真是可钦可佩，藉此一

并致谢。聊述片言，以此为序。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委员会书记

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人民政府镇长漏渗P足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乡境内的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断限：上限因事而异，据实溯源，下限一般截止

1990年，概述、大事记、彩照片和相关负责人任职更迭等分别延至2001

年7月上旬杨庙撤乡建(设)镇。志中所称“现"、“今"均指下限

之时。

三‘本志运用体裁：分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编排，以志为

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专志编排为横分门类，纵

向叙述，并通贯古今，详今略古。志中记事在必要处，除引用原文外，均

使用语体文。对某些名称、述事，首次出现的则用全称、繁记，以后概为

简称、略记。正文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共设19章、89节。

四、本志记事范围：以现行所辖乡境为主，对历史上的杨庙(甘

泉)辖区及辖区外与杨庙有关的史实则简记。志中所称“境内”，指

今杨庙乡境内。

五、本志述事纪年：采用以历代年号和民国纪年置前，括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以汉字书写的月、日表

示农历，以阿拉伯字书写的月、日表示公历。凡载本世纪资料，均略

“20世纪”诸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指1949年1月1日

杨庙全境解放前、后所称“建国前”、“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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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界定名称：历史朝代名、政权机构名、职官名和地名一律

沿用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今名。

七、本志收录人物：传略以“生不立传"，收录比较有影响的人

物，且以本籍人物为主，兼顾在本地活动的客籍人物，并以卒年先后为

序。人物表以收录烈士和当今先进人物以及本籍在外地、外地在本乡

工作的科(营)以上干部和比较知名人士等名录。

八、本志数据、计量：数据，大都以统计部门为准，统计部门缺项

的，采用有关单位提供或调查的数据补用。各类统计表中“一”表示

无，66 o oo”表示缺。计量单位，原则上依据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为准，

必要时则使用当时的原计量单位。

九、本志所载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当时流通的货币

值计算，并载明货币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5年3月1日

前使用的旧版人民币已按10000：1，折成新版币值。

十、本志资料来源：一般采自历代史志、文档、报刊及部门提供或

采录口碑资料等，均经鉴别核实后载入，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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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概 述

杨庙乡位于北纬32。13’，东经119。19 7。地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西北郊，原距邗江县政府

8．5公里(今距新址约7公里许)，东与郊区西湖交界，南与县境蒋王接壤，西与仪征张集、刘

集和古井为邻，北与甘泉毗连。乡境南北最长处14．5公里，东西最宽处8公里。全乡总面积

36．0566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占80．9％，水域面积占19．1％)，属于“蜀岗古陆”支脉

的丘陵地带，地势起伏较大，有大小岗岭50条，大小冲洼49条(其中主冲10条)，地势北高

南低，北部地面真高最高点达37．8米，南部地面真高最低处为6．8米。现行交通比较畅达：

甘(泉)八(字桥)公路纵穿南北，扬(州)冶(山)公路横贯东西，乃扬州西山的重要通

道。

杨庙为扬州西北乡古镇之一，始于元代扬州路同知杨敬一、因卒于官，葬此立庙得名。乡

境历史悠久，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子姬叔于邗，建立较早的诸侯国——邗国。此后，

其地先后属邗、吴、越、楚诸国。至秦，地属广陵县。隋属邗江县，后易江阳县。自唐至清初，均

隶属江都县，清代自雍正九年始，隶属甘泉县。民国年间复属江都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

间，民国31年～民国35年(1942年～1946年)，乡境分属共产党领导的甘泉县、仪扬县。

1948年"--1949年，先后隶属东南县、仪扬县、扬州市。1950年划属江都县。1956年后，先后属

邗江县、扬州市。1963年复属邗江县。1990年，辖14个行政村，183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6210户，总人口24348人(其中农业人口23748人)，其中回族1人，壮族2人，余为汉族。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53人(按耕地面积计算)。耕地面积26399亩，人均1．11亩。

杨庙乡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4．8℃。年降水量1039．3毫米，无霜期223

天左右。温湿度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为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但有时发

生干旱、雨涝、台风、冰雹等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也曾给杨庙人民带来不同程度的灾难。因

此浚塘、筑库、开河等水利工程历来为地方要政。东汉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广陵太守陈登

于今乡境周巷至李巷西部一带开筑句(古句与勾通用)城塘，引水灌田，人民为感其功德，誉

为爱敬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乡人民在上级党和政府领导下，大力组织群众多方采取

引水和抗御自然灾害等措施。1955年开挖沿山河，1961年建立厉桥一、二级、高家等3处电灌

站(动力405千瓦)，引长江水上山灌田，此为乡境有独立电灌农田之始。1976年拓浚友谊

河后，调整和增建15处电灌站，使江水可直接引上真高37．8米的北岗高地。同时也为全乡工

业、生活用水提供了良好条件。从此，全社高岗农田告别了“十年就有九年旱”和“望天收Z

缺水之苦的可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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