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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皆然。现已问世的《灌南县志》，凝聚着编纂者的

心血，凝聚着社会各界的关怀，实为我县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上的

一大壮举和盛事。

灌南县是个新建县，但历史却很悠久。早在汉武帝太初四年(公

元前101年)，境内就置海西侯国。二千多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

灌南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灌南大地发生了巨大

变化。但由于是新建县，灌南人的奋斗，灌南人的探索，灌南人的创

造，未见系统的反映，这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

1986年，中共灌南县委、灌南县人民政府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人

民的企盼，着手组建机构，开展修志这一浩繁的文化工程。1988年

初，我调任灌南县人民政府县长，参与编纂《灌南县志》的组织领导

工作。经过八年努力，县志办公室的同志终于写成了灌南县第一部

县志，确实可称可道，可喜可贺。

《灌南县志》内容广泛。它系统地记述了灌南的发展过程，重点

记述了建县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体育、军事、社会风情等方

方面面的情况，堪称灌南县的百科全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

作用，是认识县情，推进改革，帮助决策的重要依据。

《灌南县志》资料翔实。它真实地反映了灌南人民在长期、艰辛

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顽强拼搏，前仆后继的



奋斗精神；反映了灌南几代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强县富

民做出的艰苦努力，是对我们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的教课书，将对建设灌南、振兴灌南，起着特殊的推动作用。

《灌南县志》文笔严谨，观点正确，体例得当，立足当代，贯通古

今，体现着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灌南县志》的问世，必将激发全县

70万人民热爱灌南、繁荣灌南的热情，使之更加积极地投身改革与

发展的实践，把灌南建设得更加美好。

历史是一面镜子，《灌南县志》对灌南前天和昨天的奋斗画了个

简明的句号。一册在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衷心地祝愿《灌南

县志》能发挥鉴古及今、推陈出新的作用，在灌南人民创造明天的征

程中，为灌南大地的文明昌盛尽其力、展其功。

中共灌南县委书记 朱永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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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我国优良传统。今天，《灌南县志》已编纂成书，即

将出版，这是全县70万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灌南区位优越，物产丰富。版图形似一把“金钥匙’’，东临黄海，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是远近闻名的“泡桐之

乡"、“蘑菇之乡"、“酒乡"和优质棉、优质粳稻基地，汤沟大曲、压铸

机、计量泵等久负盛名，五妙水仙膏享誉海内外，经济发展潜力巨

大，前景喜人。

灌南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辛亥革命时期，广

大人民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伟大斗争中，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光辉诗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广大人民不畏强暴，前仆后
继，无数英雄儿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为保卫灌南大地抛

头颅、洒热血。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紧密团结，奋力拼搏，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条战线上的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开创

出崭新局面，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涌现出很多优秀人物，全县经济繁

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所有这些光辉业绩和光荣历史，

都应记载入志，发扬光大，激励后人；同时，也可鉴古知今，继往开

来，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灌南县志》以今为主，通合古今为原则，比较全面地勾勒了灌



南数百年来沧桑的历程，记述了境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

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上下贯通，左右联络，资料丰富、翔实，地方特色

浓郁，时代特点跃然纸上。各编章节目，条分缕析，一县之情，包纳其

中。它是灌南县的第一部县志，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考证、研究灌南县

的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提供科学的依据。

《灌南县志》的出版，是全县人民积极支持，修志专家大力帮助，

特别是县志办公室同志艰辛努力的结果。值此县志付梓之时，深表

谢忱。愿全县人民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在加快步伐奔小康、实现“富

民兴灌"目标中作出新的业绩。

灌南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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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

系统、真实地记述灌南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采用述、记、志、传、图、

表、录多种体裁。彩色地图、照片置于书前，统计图表插在有关章、节

之后，与文相应。

三、本志卷首为概述、大事记；主体为专志，采用编、章、节、目结

构，以事物性质分编；附录为文献辑存、古诗文选录等不宜入专志而

又应记的内容。

四、本志内容贯彻“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贯通古今"的原则。上

限尽力追溯发端，大事记、人物延至1993年底，其余断至1 987年

底。

五、本志人物编分传记、事略、名录表，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

本籍为主，入传人物以生年为序，列表人物按区划排列。
-’

六、本志纪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采用朝代、帝王年

，号和民国年号(每节第一次出现年号时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以后

统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政区、机构、地理名称，一般用当时名称，多次出现或专

用名词，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

称“新中国成立前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

等。现用地名以1983年10月灌南县人民政府公布的《灌南县地名

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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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7个单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
写。

九、本志语言文字除引用旧书刊、碑文外，统用语体文、简化字。

计量单位以1 987年国家标准计量管理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

为准。1955年3月1日以前的人民币，按10000：1比率折算成现人

民币。

十、本志资料主要由有关部门提供和摘录县档案馆资料，部分
系采访所得。统计资料以县统计局统计资料为准，统计资料缺项的，

则采用有关部门资料。引用资料一律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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