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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盐城市郊区委员会书记计高成

盐城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杨焕文

新编<盐城县志>，历经十二个春秋，六易其稿，今成卷册。这

是值得庆贺的盛事!

盐城古为“淮夷地”，从西汉元狩年间建县，至今已有2100多

年。长期以来，盐城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建设家园，创

造了自己的历史。但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一直

饱受剥削、-压迫和灾荒、战乱之苦，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

改变这种悲惨状况，盐城人民曾一次次揭竿而起，展开反抗封建压

迫、剥削和反对外敌侵略的斗争，而最终还是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直到本世纪20年代后期，盐城县有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盐城的历史

才翻开了新的画卷o 1940年10月，八路军五纵队一部与新四军苏北

指挥部二纵队一部在盐城以南狮子口会师后，盐城人民建立了民主

政权。不久，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使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

的指挥中心。当时，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盐城人民战日伪、斗凶顽、除腐恶，与敌人

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面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盐城人民在中共华中五地委和中共盐

城县委的领导下，坚持原地斗争，保卫解放区，进行各项民主建

设。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1948年8月获得了全境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以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拼搏精神，恢复

和发展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城乡建设发生了历史性的

变化。若以志书下限的1982年与建国初期相比，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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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1949年增长19．1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

1949年的14．49％增加到53．77％o从志书下限时间到志书搁笔的今

天。又过去了10个年头。在这10年中，全区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

业发展更加迅猛，取得了比建国后前30多年更为巨大的成绩。

盐城县修志源远流长。从明万历年间的第一部<盐城县志>，到

1936年的<续修盐城县志>，先后10次修志，刻印成书5部，今尚存有

4部。后因种种原因，修志工作未能相继。今逢盛世，是修志的大好

时机。为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弘扬盐城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从

1980年起，原盐城县即建立编修县志组织，着手进行准备。1983年

春，撤销盐城县，修志工作由盐城市郊区继续承担，并于当年着笔撰

写。经过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十年来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问世。

新编<盐城县志>，是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的社会主

义新方志。它记述了盐城县的历史演变，并着重记述了盐城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尽管它不是尽善

尽美，但仍不失为一部“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地方文献。它的

问世，必将激发全区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继承前人的

光荣革命传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祖国而努力奋斗。

新编<盐城县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宣传发动之

广，采编人员之众，资料收集之多，文字工程之大，为历代修志所

未有。此次修志，全体编纂人员辛勤耕耘，精心著述，付出了艰辛

的劳动。各有关部门、各乡(镇)通力协作和密切配合，做了大量的工

作。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关心、支持并积极为编纂县志撰

写资料和审阅志稿。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和有关专家多次审稿斧正，

作了精心的指导。我们代表中共盐城市郊区委员会、盐城市郊区人民

政府，向所有为此次修志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相信，全区百万人民一定能够借助新编<盐城县志>，研究

历史，了解区情，立足当今，放眼未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把盐城市郊区建设得更加繁荣美好o

1992年10月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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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上限不定，各类事物的记述适当追溯；下限至1983年

初撤销盐城县，建立盐城市郊区时为止。

。二、本志遵循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载1940年县民

主政权建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由卷首、各专志、附录组成。卷首设总述，概叙县情；

设大事记，纵贯古今。全志设28个专志，分类记述盐城县的自然概

貌和建置、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变化情况。缀附录于志

书之后，收录难以归类的内容。其中设<盐城市郊区记事>，以记述

下限至搁笔时的主要史实o

四、各专志的设置，以事物性质的科学分类和现代社会分工为

依据。专志冠以篇序，篇下设章、节；节下须设目的设目，不宜设目

的，设子目或直接以文字记述。

五、人物志分人物传、革命烈士英名录、人物表三部分。立传人

物、历代名人主要收录今辖境内有一定影响的已故本籍人士，兼收原

盐城县籍和曾经客居境内的已故人士。革命烈士英名录的收录范

围，只限于今辖境。老红军、高级知识分子，为今辖境的本籍人士和

在收录期限客居境内的人士。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只收录在本县

活动期间获得省以上荣誉称号者o

六、对发生于境内但非盐城县管辖的事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的在正文中一并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一般简要附记
于各有关章节之后o 、。

．．

七、中华民国建立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同时括注相应的公

元年份。民国期间，大事记采用民国年号，‘7同时括注公元年份，其

余篇章均以公元纪年。各个朝代的年号，一般只在自然段落中首次

出现时括注公元年份。凡括注公元年份，一般省略“公元"二字，



公元前则在年份前加“公元前’’三字。农历年、月、日用汉字书写，

公元及民国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本世纪的年代，全部省略

“20世纪”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写为建国前(后)。 ．

八、抗日战争期间，盐城县曾一度出现三种不同性质的县政权

机构，均称“盐城县政府”。为加以区别，在行文中称国民党县政府

为“民国县政府”，称共产党领导的县政府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或“县

民主政府”，称汪伪政权县政府为“汪伪县政府”o

九、本志除引文和选录的原文外，以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为行

文用语。引文和选录的原文无标点符号者，则根据现代汉语标点符

号使用规则加以标点。选录的原文如在不同版本中有异，经考证后

择善而取。

十、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一般使用当时的计量

单位，可换算的视记述需要予以换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

般使用统计年份统计部门使用的计量单位。旧人民币以10000：1的比

值折换成新人民币，如记述中仍须使用旧人民币时，则加以括注。

十一、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统计部门空缺

的数字，以有关单位的资料为准。数字书写形式，遵循1987年1月1

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o

十二、由于实行市管县(区)新体制时，盐城县的人民公社、生产

大队、生产队亦相继改为乡(镇)、村、组，故本志中有关篇目和下限搁

笔时使用的统计表格及基层行政单位名称，则以乡(镇)、村、组称之。

十三、某些字数较多、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或词组，可简化的，一

般在大事记中首次出现时括注；大事记中未涉及的，在有关篇、章、

节中首次出现时予以括注。

十四、本志资料来自有关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部门

档案室(或个人)收藏的文件、报刊、专著、史书、旧志、家谱，以及新编

的部门史志、乡镇史志和当事人的回忆等。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再注

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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