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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冈，经有关史料和出土文物考证，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t文

化遗产。《大冈志》的编纂，．就是记载大冈的地理、历史蠢政冶、经

济以及风土人情等演变过程。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其成果必

将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慰前人之思忱，开后人之先河。

回顾大冈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含辛茹苦．奋斗不懈，伴随

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脚步声≯创‘违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源远

流长的壮丽篇章，成为祖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份a．’

l 9 4 O年秋，新四军东进后，大冈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为民族争生存，为自身求解放，浴血奋战，惩奸除霸，拥军支前，无

数英雄几女，流血流汗，才换得了自由和解放o

建国后，大冈人民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用勤劳的双手，。治好了

战争的创伤 进行了改貌换颜的战斗。大兴农田水利，改良土壤，改

进耕作技术，使千亩荒沙变成沃土，大片洼地变成良田，粮棉产量逐

年上升。尽管在这段历史盼过程中，曾受到“左”的路线干扰以及

“文革"十年动乱，致使各项亨业受到挫折和失误，但经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直至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大网人民更加焕发

出伟大的时代精神，推动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进，粮棉产量稳定提

高，工业生产持续增长，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市场繁荣，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从集镇到农村基本上摆脱了历史

留在大冈土地上的贫圉落后面貌。所有成就，都是大冈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结果，本志藉以启迪后世，发扬光大·

溯及以往，大冈地区曾有不少乡贤志士，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舞台

上作出了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事迹，列入芩志以留青史，出生

在大冈乡土的当代名流学者，他们志在四方，苦学成材，名载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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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为来者学习攻关的楷模；奋斗在大冈土地上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

的光辉业绩述渚本志，藉以表彰，发扬先进；尤其令人永远怀念的

是，为革命和建设而牺牲的革命烈士，他们的英雄气概，可歌可泣，

他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他们的高贵品质，万古流芳，本志专章

列载，以示悼念之忱，并寄以激励来者。

总览全书， 《大冈志》既反映了大冈地区建国前的历史概况，又

如实记载了建国后的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历

程和现状。我们深信，大冈人民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借古鉴今，扬长

避短，加快改革步伐；探索发展之道，锐意进取，继往开来，建设大

冈、振兴大冈，谱写出《大冈志》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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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冈志》编写领导小组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大冈镇政府机关

镇政府办公楼



I 9 7 1年太阳人民公社所辖人冈镇及解放片空中摄影



例

一、时间断限，从民主建政的l 9 4 O年开始，下迄1 9 8 6年

底(个别资料截止定稿戥)。。毒‘此断fl}．前，’．凡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和广泛
流传的史话亦予搜集列志。

二、取材按“详近略远"原则，着重取事于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以

后，翔实记载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

革命和建设的史料，对清末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史料，只引用有文字
{己载经考查有据的予以简述。

三、全志约2争万字，除首列摩言、：凡例、大事参考和编纂人员
题名。外，分地理、政治、经济、文卫、人物、杂记六篇，下设章、节

两阶。本地区军事活动列入政治篇，未单独设立。全书采取序i志、

传、记、图、表等形式编纂。篇章层次的安排，根据地方特点，主要

、着眼于人和事在本氆方史中晦拙稼和作用，并顾及时间先后和逻辑顺
序。

四、对人物本着“生不立传”前精神，对大冈本籍和外籍而生前

在本地区对社会有卓越贡献并有重大影响的革命烈士、革命干部、历

史闻人均有传略，以流传千古；对当代省以上劳模，县团(指正职)

以上干部，获硕士学位以上的研究生和工程师、讲师v；L上的中高级知

识分季．r男IJ施其简历I至于获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亦予名留本
志。

五、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据事直书， 由事及

人，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六、在文字表达上，除引用文字外，均采用现代汉语，为方便读

者，对引用古代迅谔或涉及本志有关资料，尽编者所知，加以注释和

附录。 ．、

‘

七、凡遇以时系事的文字记载，均以公元纪年领，先。但为了保持

史料的准确性和群众的习惯，有些还沿用古历。为便于读者的记忆和

查考，则注以各有关历史朝代帝王谥号和年号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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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冈志》编修人员题名

《大冈志》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陈克乾 张德楼
． ，。

刘桂成 施道明～

沈文龙 石雨桂
_。

韦玉波、

1《大冈志》编写人员

总 编： 沈文龙 韦一玉波

?责任编辑：

资料搜集：

审 阅：

√

封面题字：

韦玉波 朱传。扬 崔宗法 施学和

马振涛 +熊寿永一
‘

石雨桂．

周．’一萍t殴十年代任盐城县委书记，现在国防科委工作)

封面设计： 朱传扬

摄 影： 朱传海 史长华

靠lj 图： 周德甫 沈’文龙 施学和 曹国琪

绘 画： 陶。敬然’
：

校 订t 沈文龙 韦玉波 施学和

一41



历 代 大 事 参 考

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二月二十日 卞元亨的祖母唐氏卒，而葬于大冈。

元·至元四年(1338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卞元亨的祖父卞国辅卒，与祖母唐氏合葬于大冈

祖茔。

明·万历七年(1579年)

明·崇祯六年(1633年)

明·崇祯九年(1636年)

清·顺治三年(1646年)

清·乾隆四年(1739年)

同 年

县丞杨瑞云编著的《盐城县志》中载有“大冈镇”之名。

施肇宇捐资独建文殊阁(又名五圣庙)。

施城宇捐资独建施家庵。

建造大云山。

旱、蝗灾严重，乾隆赈救时大冈曾设粥厂一月。

大云山毁于火。

清·乾隆九年(1744年) 重建大云山。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 乾隆南巡路经大冈。

清·咸丰九年(1859年) 大冈监生郭金纶捐建义学。

清·光绪三十年(；；1908年)盛朝元创办大冈进化高等学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盗城县划为四十区，大冈属南三区。

‘同 年 姚卿甫在郭氏宗祠创办第二国民学校。

清·宣统二年(19tO年) 徐兆鼎在郭氏宗祠办第三国民学校。

民国元年(1912年) 盐城县戈4分为2 5市乡时为大冈乡。

民国五年(1917年) 卞绍武在曹家庙创办了便仓乡立第一初级小学校。

朱长召、郭乃奎在北朱庄创办了大冈乡立第三初级小学校。

陆恩魁在赉陈庄创办大冈乡立第四初级小学校。

郁馨山在茆家庄创办大冈乡立第七初级小学校。．
民国六年(1917年) 大冈乡改为大冈乡农会，颜生亭任会长，后改乡助理员。

民国八年(1919年) 北大教授印銮章(水心)先生莅临大冈考察编史。

1 9 2 0年 卞梁柏等人在大冈创办女子职业学校。

l 9 2 6年7月 吴广文在大冈成立国民党盐城县党部第一区分部。

l 9 2 7年春 仇一明来大冈秘密吸收吴广文加入共产党。

同 年 大冈乡改为大冈行政局。

1 9 2 9年 盐城县划分为十四个区，大冈属第十三区。

l 9 3 1年 遭受严重水灾，大冈镇中心都能撑船。

1 9 3 2年 大冈镇创办了农民教育馆，后改为民众教育馆，不久停办。

l 9 3 4年 大冈地区霍乱流行。

l 9 3 6年 大冈镇设立邮政代办所(姚家香店内)。

1 9 3 8年5月 盐城有部份难民逃难到大冈镇居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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