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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集乡志》的出版，是魏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是两

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志书详实而系统地反映了魏集乡的历史和现状，涵盖了乡境的方

方面面。既有魏集人民受尽侵略、剥削、黄泛之苦的哀叹、悲泣，又

有血与火的战斗洗礼，既有翻身解放的欢歌笑语：又有重建家园的革

命气魄，既有左倾错误的惨痛教训，又有改革开放奔小康的希望之

光。 ，

魏集乡历史悠久，魏集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光辉的战斗历

程，革命战争年代1 50余名优秀儿女转战南北，英勇无畏，为祖国

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魏集人民用自己

的双手医治了战争的伤疤，重建自己的家园。今天的魏集，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沧桑变化，正是华夏的缩影，这里可以看到中华民

族深重的灾难，艰难的跋涉，奋进的英姿，锦绣的家园；可以听到炎

黄子孙痛苦的‘呻吟，崛起的呼号，铿锵的足音，幸福的歌声。

乡志编辑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跑遍了每

个角落，将乡境内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有影响的事

情整理出来，反映了本乡社会主义革命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状况，

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特征和改革的时代精神。志书本着“存真求实”的

原则，既力求内容与形式的相一致，又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在保持事物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分类揭示了事物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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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面目。

乡志是一面镜子，有助于我们借鉴历史，正视现实，思考未来，

以更好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乡志是一部教材，不仅能勾起中老年入痛苦和欢乐的回忆，更有

助于激励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生活。

乡志是一笔财富，绘出了魏集发展的轨迹，人们循着这条轨迹，

会悟出各种各样的道理，它既能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少走弯路；

又能为人们了解魏集提供一把钥匙，对建设魏集、振兴魏集多有裨

益。

由于我们的知识和能力有限，书中的疏漏和讹错在所难免，敬请

各界人士不吝指教。

中共魏集乡委员会书记 袁新华

魏集乡人民政府乡长 沙兴奇

一九九七年元月五日



凡纠

凡例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全志论述内容上限起于建置之年，重要文物，名人及颇具地方特色的名特

产品，追溯至发端年代，下限一般至1995年，大事记记述到1996年。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辅之记事本末体。

四、记述事物横排竖写，专志设章、节、目、子目。

五、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论。 ’

六、纪年，1949年lO月1日前，采用历史纪年法，加注公元纪年，后采用公

元纪年。

七、全志立足当代，通贯古今，按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现代历史和当前现

状。

八、数据，度量衡单位、地名及历史事件按《江苏省地方志行文通则》的规定

使用。

九、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对长期定居本地并有重要业

绩的客籍人物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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