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崤考、惫
新编《天长县志》，毕八载之功，终于成稿面世，其意义和价

值自不待言，实在可喜可贺。
天长雄踞江淮，素称鱼米之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历史

遗产丰富。新编《天长县志》钩沉史料，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方法，真实展现天长千余年荣辱兴衰、沧海桑田的历史画卷。尤
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忠实记载了天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不畏艰难困苦，改革创业的伟大成就；记载了革命前辈，历届县委、
政府以及各界人士，为解放天长、建设天长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和
无私奉献：同时，也记载了天长的钟灵山水、丰富资源和淳朴民情。
一卷在手，纵横百里，上下千年，尽收眼底。“以古为鉴，可以知
兴替”。新编《天长县志》对于我们认识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
其功大矣。

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的极大丰富。天长人
杰地灵，素有修志传统。自明代以来，有记载的修志活动就有十
多次。可惜自清同治年间以来，修志中断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不久，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遵照上
级指示，将修志工作提上日程，其远见卓识一直是我们努力修好
这部县志的动力：县志办的几位同志，甘心寂寞，砣砣穷年，其
精神志向为人称道；还有许多老同志、专家学者、各界名流为天
长县志贡献史料，校订讹误，其热忱和奉献精神令人钦敬。由此
可见，新编《天长县志》的问世，是天长文明的结晶，是集体的智慧，
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谨向所有为天长县志撰修做
过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o书此掩卷，更感任重
道远。<天长县志》已经记载了我们的过去，吾辈和后来者当加倍
努力，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为《天长县志》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
续篇，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千秋o ，

一九九。年三月
(作者为中共天长县委书记)

么



2凡例

凡 例

1、宗旨。本志力求客观地反映天长县的历史和现状，根据略古详今的原则，记述

重点放在近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2、断限。上限根据资料和记述需要，尽可能追朔到事物发端之初，下限止于1985

年底。为反映志书下限以后本县发生的重大变化，于篇末附设(1986--1990年大事记略>。

3、结构。以事业分类，采用章节体，类为一章，共设29章144节，篇首设概速，篇

末置人物传、大事记。全书总字数近100万"，另收彩色照片105幅、黑白照片36幅。

4、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依时间顺序排列，按事件和问

题适当集中叙述。

5、纪年。清代以前一般使用各朝代的帝王年号。中华民国时期使用民国纪年，再

在括号内适当加注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和“年”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大事记的历史纪年，为保持前后一贯和便于查阅。一律先写公元纪年，再注

明朝代年号。夏历及清以前帝王纪年的年、月、日均使用汉字，民国纪年、公元纪年的

年、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

6、称谓。如地理名称、政府名称、官职名称等，均依据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书写，

必要时．酌加限制词和注释。如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天长县政府，称“天长县抗

日民主政府”。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各章第一次出现时。一般用

全称，多次出现时，酌用简称。

7、人物传。所收人物均为1985年底以前去世者。以本县籍为主，排列依卒年先后

为序。

8、资料来源。历史资料多录自历代志书和有关史书，近现代内容多录自档案资料

和各单位编写的专业志，并采用了部分口碑资料。行文中一般不一一注明出处。所载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各种统计数字，一般依据县统计部门数字，统计部门缺少或与

史实有明显出入者，酌用专业部门数字。

9、数字、计量单位。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7单位的规定为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所涉及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计量

法>中的法定计量单位，之前的旧式计算单位尽量加注。1955年3月1日以前发行的旧版

人民币一般按1万：1的比例折算。志书中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

以及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产值均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以

及部门、企业和各乡镇的产值除注明外，一般仍为当年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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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3

天长县位于安徽省东部、高邮湖西岸，地处东经118。39719’至119。13’23’、北纬

3z。27’27’至32。57’36”之间，除西面少部分与本省来安县相连外，其余均为江苏环抱。

东北隔湖与高邮县相望，东南、南、西南分别同高邮县、仪征县、六合县接壤，北与金

湖县、盱眙县毗邻。境内东西宽约53公里。南北长约56公里，总面积1770平方公里。

天长历史悠久，秦为广陵、东阳二县地。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于本地侨置

沛郡及沛县，北周改为石梁郡及石梁县。唐天宝元年(742)．玄宗李隆基为纪念自己的

生日千秋节，划地特设千秋县。天宝七年(748)改称天长县。此后基本未变。民国35年

一(1946)和民国37年为纪念新四军名将罗炳辉，曾两度改称炳辉县。1960年复改称天长县。

1985年全县辖天长、汊涧、铜城、秦栏4个镇和6个区、34个乡，344个村，3907个

村民小组。年末全县总户数117140户，总人口518481人。其中男性264544人、女性

253937人，农业人口464989人、非农业人口53492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93人。境

内汉族人口占99．79％，其余为回、满、瑶、高山4个少数民族。县城所在地天长镇。

天长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成簸箕形向东部的高邮湖倾斜，基本属于半岗半圩丘陵

地区。西南边境分布着草庙山、横山、冶山、长山、釜山、骚狗山等低丘小山，最高处

海拔228．8米；东部多湖荡，有百荡湖、牧马湖、高邮湖及沙湖、沂湖、洋湖等，最低

处海拔3．5米。县内河流有新、老白塔河，铜龙河，杨村河，秦栏河，川桥河。王桥河等，

总长度246．4公里。本县地处亚热带北部，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阳光充足，气候

温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据1957年一1980年气象资料分析。常年光照为

2191．3小时，常年平均气温为14．8摄氏度。累年各月平均气温1月为最冷月，月平均气

温为1．2摄氏度；7月为最热月，月平均气温为27．6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1041．1毫米，

其中46％集中在6、7、8三个月。年蒸发量1397．4毫米，常年无霜期219．3天。年最多风

向为东南偏东风，频率为14％。

天长向称鱼米之乡。东部滨临高邮湖，湖畔圩区多肥沃的黑土。山区和丘陵多黄棕

壤，少量潮淤土，适宜农作物生长，1983年被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盛产稻、麦．油

菜、棉花发展也很快，豆类、玉米、山芋、花生、芝麻、籽瓜、西瓜、麻类均有栽培。

铜城大瓜子三四十年代就以粒大籽饱而远近闻名，被称为“铜子”，誉为瓜子大王，远销

国外。乔田天星洼西瓜以个大味甜、皮薄瓤沙而闻名。水生植物主要有菱、藕、芡实。

野生植物中，荭草堪称一绝，还有200多种中药材遍布全县。猪、禽、蛋生产长期居全

省领先地位。天长“三黄鸡”系肉蛋兼用型，红壳鸡蛋每年大量出口。蚕桑生产有2千多

年历史，年产量居皖东各县之首。鱼、虾、鳖、蟹远近闻名。野生动物有野鸡、野鸭、

野兔等。矿产主要有铁、石、砂、石油，初步探明铁矿石储量为1005万吨．石灰石
443．96万吨，石油328万吨。



4 概述

天长这个曾经以功勋卓著的新网军名将罗炳辉的名字命名的县份，有着光荣的斗争

传统。秦朝陈婴的东阳起义，天长、盱眙一带(时皆为东阳县地)两万之众汇人义军的洪

流。唐朝黄巢率领的起义军曾在天长辗转战斗。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在天长挥戈抗敌，

于鸦口(今桥湾乡丫口)大破金兵．金人由此不敢轻易南犯。明代抗倭英雄沃田于县东崇

家岗跃马迎敌，使倭寇胆寒。他以身殉国的英勇事迹，流传至今。清代，天长更是太平

军反清的重要战场。近代革命史上，铜城的朱剑霞女士。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组织女

子北伐队．她曾豪迈赋诗：“若论女子从军者，我是千秋(天长)第一人!”民国6年(1917)，

县城师生和群众曾举行反帝爱国示威游行，愤怒焚烧日货。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天长人民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民国12年，天长黄让之在上

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带同大鼍革命书刊．在天长青年中传播火种。30年代初天长

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继之。一些进步学社纷纷建证。民国27年成立伞县统一的

青年救亡团体，广大青年创办报刊，学习马列主义，宜传抗fj，进行军事训练。投入抗

日洪流。民国28年，新四军挥戈东进挺进天长，中国共产党在天长正式建、2组织，揭开

了天长人民革命斗争新篇章。天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芷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抗日

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茶，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伪化”和特务的

破坏活动，平息了地主武装暴乱和土匪骚扰，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和商业贸易，根据地不

断巩固发展。成为淮南津浦路东稳定的中心区。新四军江北军政干校、中国人民抗日军

政大学第八分校、苏皖边区行政学院、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中共路东地委、路东专

署等领导机关、学校在天长长期驻设。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谭震林、罗

炳辉、刘顺元、方毅、张劲夫等领导人都曾在天长工作和战斗，天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解放战争一开始，天长作为淮南解放区的门户，遭到国民党军

队数万之众的疯狂进攻，并一度为其占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斗争一刻也

未停止。民国35年9月，中共天长县委书记梁明伦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带领游击队坚

持武装斗争，不幸壮烈牺牲，献出了28岁的年轻生命。从民国36年起，广大群众配合解

放军南下武装。不断打击敌人，终于在民国38年1月迎来了全县解放。渡江战役期问，

天长人民送公粮、抬担架、运弹药，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天长自然条件优越，但建国前经济发展十分缓慢。1949年全县丁农业总产值只有

3742万元。建国30多年来，天长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民经济有了很大

发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变化最为显著。社会总产值1978年为

22955万元，1985年已达75518万元。

天长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问，

各种关系协调，发展顺利．1950一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率为17．47％，1953—
1957年为4．11％，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419万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大跃进”

和“左”倾错误的影响，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4273万元，比1957年-F

降42．4％。国民经济调整的三年里，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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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5

以恢复发展，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6590万元，比1962年增长54．22％，工农业总产值年

平均递增率提高到15．54％。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国民

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但由于人民群众的努力，仍有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

6．56％和12．28％。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8412万元。1976年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系统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纠正了一系列“左”倾错误。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

济建设上。1981年全面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时。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注

重搞活流通，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年

平均递增率为8．35％，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为18．25％。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

增长硒倍。1978年全县国民收入为12085万元．人均243元；1985年分别达35933万元和

694元。

天长经济向以农业为主。建国前，由于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加之水利设施差，耕

作粗放，作物产量一直不高。194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3322万元，粮食总产6371．3万公斤，

亩产39．5公斤，棉花总产3500公斤。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生产力得到解放，加

之大力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得以稳定发展。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到6510万元。此后，虽

然在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改进和增加农机具、变革耕作制度等方面不断进步，但由

于“左”倾路线的指导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未能有较高的

发展速度。1969年高压电输入．抗旱排涝能力逐步加强．加上农田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开

展，化肥用量的增加，1972年，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好水平的1957年。1981年以后，推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农业生产出现历史性的变化。1985年农业总产值达28346万元，比1949年增长7．5倍。几

项主要农作物总产量为：粮食55040．5万公斤(亩产464公斤)；棉花179．5万公斤；油料

2696．9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1073公斤，为全国平均数的2．9倍，全省平均数的2．5倍。

天长林业建国后发展也很快。建国前，农村居民点分布着零星树木及小块竹园，民

用木材绝大部分靠外地购进。建国初期，全县只有林地5000亩。50年代组织专业林业队，

进行育苗和营造成片林，60年代围绕消灭荒山，开展造林运动，70年代公路绿化全面展

开．80年代的植树造林进一步向河滩、库滩扩展。1985年，县内900多公里的干、支线

公路和乡村大道已基本绿化，部分路段的树木已长大成材，1．8万多亩山丘栽上了松杉。

建国以来．全县累计造林79270亩。零星植树2298万株，森林覆盖率为10％。

天长水域宽阔，气候温和，适宜鱼类生长。据1983年普查．鱼类品种有14科55种。

建国以前渔业生产主要为野生捕捞。少数放养，产量不高。60年代后期，开始湖泊、水

库养鱼。近年开挖精养鱼池，部分农民还开展稻田养鱼，产萤逐年提高。1985年全县养

鱼面积为127466亩，鱼类捕获量153万公斤。鱼苗鱼种不仅满足县内需要，并销往外地。

以家庭饲养为主的畜牧业已成为农村多种经营的主要成分。多年来，天长是供应上

海等大城市猪、禽、蛋的主要基地之一。1985年饲养生猪48．22万头，出栏22．2万头；

饲养大牲畜3．75万头；实有家禽233．23万只；蜜蜂1168箱；养兔7892只。畜牧业产值

5848万元．占农业总产值20．8％，全县人均猪牛羊肉的占有最为26．9公斤．比全省平均

水平高95％。

天长历史上是个易旱易涝的多灾地区．建国前夕塘坝残破，圩小埂低，河道狭窄淤

塞，水利设施很差，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50年代后期，开始兴建中小型水库。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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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大力发展电灌事业。建国36年来，兴修水利完成土石方总量达2．4亿立方米，先

后兴建中小型水库131座，开挖整治了白塔、铜龙等7条主要河道。建筑了长达34公里的

高邮湖大堤和数百公里的内河(湖)堤。1985年，全县排灌工程设施为14291处，蓄水容

量5．8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70．8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7．8％，其中旱涝保收面积

53．81万亩。全县23万亩圩田、7万亩冷冲田普遍开挖了排水沟、出水渠，基本实现了沟

渠配套，，田块方整化。岗区平整土地20万亩，把旱荒坡变成了水旱轮作田。全县灌溉模

已达0．65雹)-立方米／由．，百日无雨可保丰收；排涝模达0．3—0．5秒立方米／平方公里，

日雨150毫米无涝灾。

天长手工业历史悠久，汉代即有冶铜业，但现代工业起步较迟。1949年仅县城一家

油米厂勉强可称为机器工业，其余均为食品加工、铁木制作和建筑、编织、缝纫等小手

工业，全县工业总产值420万元。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未改变手工业为主的局面。

1956年完成对全县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业总产值为909万元。

1958年，掀起大办工业热潮，全县有13万人投入钢铁大战，计耗资355万元，净亏损

292．5万元。由于不顾实际，盲目蛮干．致使元气大伤。1961年工业总产值仅为529万元。

此后，对手工业布局进行调整，新建轧花、农机修配和制造等工厂，1 969年，工业产值

增长到1602万元，但产品还只限于生产、生活用具及日用品。70年代，高压电输入后。

大办“五小”工业，一批规模较大的县办骨干企业相继建立，机械、建材、食品、化工等

行业初具规模，1978年工业总产值达6936万元。1979年后．调整了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

布局，立足地方资源，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和以本地矿产为原料的建材

业，企业内部逐步推行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品的

升级换代。乡镇企业则以前所未有的势头突进。1981年全县工业产值超过100万元的公

社为13个，1983年出现了3个超盎tzoo万元的乡。安乐乡形成了以仪表产品为龙头的工业

格局，被誉为皖东的“仪表之乡”。经过30多年的努力，全县已初步形成以食品、机械、

建材、化工以及轻纺为骨干的多层次、多经济成份，产品众多，行业较全。初具规模的

工业体系。1985年，全县工业企业379个，产品近万种，总产值达27448万元，其中乡镇

办工业6685万元，有13种产品被评为省优、部优。

天长地处皖东边缘，伸人江苏境内，是南京通往苏北和山东等地的交通要道。1949

年，全县仅有一条20余公里的残破公路，7条170余公里的季节性通航河道，8座桥梁中

有7座为临时桥梁，陆路运输方式为古老的车推、驴驮和肩挑。经过36年的建设，交通

运输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85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535．7公里。县内38个乡(镇)全

部晴雨通车；内河航道经多年疏浚拓宽，已有178公里实现四季通航。全县拥有民用汽

车476辆，其他机动车辆183辆，运输船{1f1275艘，木帆船基本淘汰，初步实现了水运机

械化。全年运客331．771人次，运货58．77i吨。

天长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兴办邮政，民国21年(1932)架设电台，民国26年架通电

话，但邮电事业真正发展在建国以后。1949年。全县仅县城设有邮电机构，邮路全是步

班，电话线路中断。1965年，全县投递实现自行车化。1985年设邮局、所3l处．38个乡

(镇)的邮件每天投递一次或一次以上。各乡(镇)全部装上农话交换机．全县邮路总长度

为379公里，可办理函件、包件、机要、汇兑、报刊发行、长话、市话、农话、电报等

多种业务，1985年邮电业务总量为88．2万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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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天长城镇面貌破旧，县城街道最宽处不过三五米，除两三座两层小楼外。

均为低矮平房。30多年来，国家逐年投资改造和扩建城镇。县城50年代起开始拓宽和新

建街道，逐步完善市政设施，60年代居民用上电灯，70年代主要街道开始敷设水泥路面，

80年代基本普及自来水。目前各主要集镇和乡政府所在地的农村小集镇均建有影剧院、

商场、医院、学校等较大建筑。旧时主要街道上低矮破旧平房荡然无存，环境卫生设施

基本配套。近年城镇建设还注重科学规划，1984年完成汊涧、铜城、秦栏三镇的规划。

1985年，确定县城规划方案。1949年全县小集镇有28个，1985年增加到43个，平均每40

平方公里有一个集镇。建筑队伍和设计水平也在不断发展提高。1985年全县共有建筑企

业42个。职工近5000名。

天长农副产品丰富，手工业历史悠久，加之水陆运输方便，商业较为发达。明嘉靖

年间，商户集结，形成铺镇的就有lo余个。民国23年，县城有私营商店596户，1414名

从业人员，从事行业达68种之多。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权在铜城设立利华贸易公

司。私营、合营的商店也有大量发展，铜城成为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商业中

心，一度有“小上海”之称。抗战胜利，内战踵至，至解放前夕，全县仅有商户352家，

不足抗战前的一半。建国初期，鼓励私营商业发展，商业逐步恢复。完成对私营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迅速发展成为主体，先后建立了10余个专业

公司。近年来，各种经济成份的商业企业竞相发展，1985年，全县共有商业、饮食服务

行业网点5494个，从业15834人。全县商场、商店及零星网点7000多个，全年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达1．73亿元，其中商业零售额1．54亿元，饮食业零售额276万元，工业零售额

．785万元．其他行业零售额166万元，农民对非农居民零售额729万元。全县社会农副产

品收购总额1．42亿元，收购粮食(原粮)24732万公斤、油脂713万公斤、棉花137．8万公斤，

收购生猪13．8万头、家禽319．3万只、鲜蛋265．67／公斤。完成出口商品收购总值1573万

元。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达3038．46万元。

物质生产发展的同时，人口控制一度被忽视。全县人口1949年为264500人，1978匀z

达499509人，其中自然增长率最高的1968年为43．7‰。1978年以后，人口增长得到有效

控制。198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4．8‰，当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受到国务院

表彰。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有效控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建国以后职工工

资经过了3次改革和8次调整，收入逐步提高。1952年全县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35元，

1985年为796．6元；建国初期。农民年平均收入为50元左右，1985年为490元。近年来家

庭规模趋于小型化。三口之家占总数的60％以上。据县统计局对90个农村调查户的调查，

1985年人均年收人476元，生活消费支出272元．占总收入的57．1％。1979年以来，全县

有33841户农民翻盖和新建砖瓦结构住房152284间，约305万平方米。其中有140户新建

楼房668间。广大农民改变了传统的消费习惯，1985年90户农村调查户中，拥有自行车

90辆、缝纫机50架、钟表183只、电风扇4台、电视机18台、录音机6台。职工家庭生活

更向高层次发展，据1985年对100户职工家庭调查。拥有自行车130辆、收录机30台、电

视机67台、洗衣机24台、电风扇45台。1985年居民存款金额为185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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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国以来，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各项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天长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兴办各类学堂，民国17年(1928)创办初级中学。但

由于经济贫困，师资缺乏，建国前教育事业举步维艰。1949年全县仅有小学5所，中学1

所，教职工总数不足百人。1985年．全县有学校573所，其中幼儿园4所、小学522所、

普通中学39所、中等师范1所、农业中学7所，教职工4874人，在校学生94148名。全县

学龄儿童人学率98．3％。在校学生巩固率99％，12一15周岁少年普及率97．6％，毕业率

97．8％。教学条件逐步改善，教育质量稳步提高。1983年，天长中学被评为全国“为人

师表”活动先进集体。1985年高考，天长中学有两名学生位居全省文科类、外语类总分

第一名。

建国初期，天长科学技术几乎没有基础可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技之花已结出

丰硕之果。农业耕作制度改革。良种和新的栽培技术推广方面不断取得成绩；1978年以

后工业上出现成批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成果：科学普及工作长期面向农村、面向基

层。多次受到上级单位的表彰，1985年被授予全国农村科普红旗县称号。

解放前夕。天长既无文化机构，也没有剧场和专业剧团。1950年建立县文化馆，

1951年建立专业剧团，1956年建立电影队。1979年，郑集公社创办可开展多种文化活动

的农村文化中心，很快在全省、全国引起巨大反响，1982年出席全国文化艺术工作先进

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1985年，全县各区、镇、乡均建有文化站；常年活动的剧

团有6个，还有9个季节性剧团和304个季节性演出队；全县共有影剧院33个，电影放映

单位108个；县图书馆有藏书38000册。文艺创作近年亦日趋繁荣。1980年一1985年，本

县作者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件。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1985年全县专用

广播线县至乡348杆公里。乡以下4105杆公里。全县有广播喇n)1．88313只，村通广播普及

率100％，户通广播普及率88％。1977年兴建电视转播台，目前，可同时转播两个频道

的电视节目。

1949年县门诊所建立时，只有民房两间，医务人员3人，资金80元，只能医治小伤

小病。1985年，全县直属卫生机构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

血吸虫病防治站、药品检验所等。另有区卫生院5所。乡(镇)卫生院33所，全县344个村，

已建立224个卫生所(室)。卫生机构分布广泛合理，居民就诊距离在4公里以内的占

99．33％。全县各类卫生技术人员达1350人．共有床位813张。多年来，传染病、常见病

防治以及群众卫生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1983年县人民医院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系

统先进单位称号。天长历史悠久，中医人才荟萃，多年来，一批经验丰富的老中医除在

医疗上积极发挥作用外，还著书立说，扶植新人．使中医队伍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

县内体育活动，古代以武术及民间体育活动为主。建国后，50年代兴起篮球热，60

年代提倡国防体育，70年代以后，多种项目全面展开，每年冬季有近3万人参加长跑，

夏季有近万人参加游泳，机关、厂矿的体育锻炼平时有活动，节日有比赛。三·八女职

工乒乓球赛、拔河赛，五·一职工篮球赛。元旦、春节迎春长跑赛已连续举办多年，形

成传统。在省、地区举办的竞赛活动中，亦取得过较好成绩。1982年，天长县被评为全

省体育先进单位。1985年。全县16所学校开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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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4人达到国家标准．其中天长中学达标率为86％。城南小学为75％．均超过省定标准。

天长也是个人材辈出的县份。宋代朱寿昌以弃官寻母成为“二十四孝”之一．闻名天

下，他在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落难之际，相濡以沫，被视为知己；清代著名学者壬贞仪．

在天文、数学、地理、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诸方面皆有成就，是妇女史上不可多得的奇

才；晚清小说家宣鼎一生落拓，他的<夜雨秋灯录>被认为是晚清小说的压卷之作。鲁迅

先生曾予以评介；天长在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三·--／k”惨案中捐躯的烈

士周正铭．牺牲时年仅14岁；著名导演卜万苍集编、导、摄影予一身，创作电影数十部，

并以发现和培养了“悲剧皇后”阮玲玉等一批影星而蜚声影坛。建国后。天长有国内知名

卓有成就的美学家吕荧，伦理学家周原冰，画家徐天敏、李问汉等。各条战线涌现的先

进人物、英雄模范，更是不可胜数。

天长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安乐、湖滨一带多汉代墓葬，石梁有商周古城址，马家墩

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县城名胜有胭脂山、琉璃井、护国寺、图书馆楼、沃公祠墓，

龙冈有抗大八分校旧址。此外．渔帆点点、烟波浩渺的高邮湖。一望无际、春绿秋红的

荭草湖都是大自然为天长大地安排的优美图画。

天长人民是勤劳、淳朴、富有智慧而勇于创造的人民。天长大地是资源丰富、环境

优越而富有生机的大地。千百年的劳动已经使天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天长人民必将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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