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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 ： 第 一 届

主任委员：何赋硕(1985年春至1986年5月) ，

许仲林(1986年5月至1989年9月) 。

。

王武龙(1 989年9月至1991年5月)

j：。 王希龙(1991年5月——)

副主任委员：周维宇邵元亮 尚耀东 王祖田
。

’

李啸郑庆生匣尘习

委 员：王斌司平朱长凤孙清滇

许志大刘成德刘瑞田刘振华

余明侠李敏李绍禹李兴杰
。

李锦泰李培根沙维春吴国斌

佟树本陈凡章郑友明杨秀英 ；

、 张立人张国良张景田 谢真生 ，

一． 周俊生林凤翔罗永祯孟余庆

赵立伯钟玉珍胡居臣唐振歧

原英义郭以根。管丛超曹 明，

曹大明黄卫国薛道华董献吉

顾国权翟居忠蔡承贤滕明

办公室主任：董献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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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王希龙

副主任委员：孟庆华刘瑞田 吕文权

委 员：李啸丁爱华周维宇王朝栋

董继忠刘广哲许太学厉书祥

管丛超程经国赵立伯吴敢

高之堪谢端尧张茂廷夏志高

董献吉

办公室主任：董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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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徐州市委书记．李仰珍

徐州市市。长‘王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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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项社会事业，都在不断地延伸自

身的历史轨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运用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形式，世代

相继地记载着神州大地发展变化的历程，为祖国的文化宝库积累了汗

牛充栋的宏卷巨著，为炎黄子孙留下了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历代各类志书数以千计，仅清代康、乾时期的

府志、州志、县志达数十种，河山、名镇、行业等专项志书达数百种，为历

史文化名城增加了光彩，为徐州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本世纪20年代，徐州地区修有少量的县志。而后，因国民革命军新

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国民政府徐州地方当局无力修志。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开国元勋

的倡导下，徐州和全国一样，曾大力开展过新方志编修工作，后因“文化

大革命”动乱而被迫中断。70年代末，社会主义祖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举国上下生机盎然。应“盛世修志"的客观要求，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再度把修志事业提到历史日程。

80年代中期，徐州城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又逐步展开。经

全市修志人员七八年的艰苦努力，80年代末期，县(市)、区及各类专业

志进入全面出成果阶段。在此基础上，《徐州市志》进入总纂，1991年底

成稿。次年6月经省级专家评审后，又经近一年的修订，交付出版。

《徐州市志》主要记载近百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徐

州现行区划内自然和社会的沧桑巨变，百业成败与兴衰。全书分上、下



2 徐州市志

两部。上部为总述、大事记、政区沿革和29个产业卷及6个经济综合管

理卷；下部为党政军和其他上层建筑方面的27个专卷及附录。

《徐州市志》的问世，应该说是徐州历史上的一大盛世盛举。它是在

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政府编修的第一部徐州百科全书，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徐州市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成果，是人民政府操

办的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修志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我们殷切期望世人能够从这部志书中，

认清徐州的过去和现在，借取先辈成功之经验，鉴戒前人失败之教训。

世世代代为开发徐州、建设徐州、振兴徐州接力拼搏，努力把徐州建设

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生活一J、康、社会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

市。
i

由于近代以来行政区划和各级管理机构变动频繁，加之建国前资

料匮乏，这无疑给当代修志工作增加了难度。全市修志工作者本着“存

真求实、实事求是"的编修原则，千方百计广征博采，力争最大限度地将

事物的历史面目记述清楚。尽管如此，《徐州市志》也还难免存在疏漏和

瑕疵，我们希冀各界贤达，披阅补正，使之更臻完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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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徐州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新方

， 志“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根本原则，力求科学性、思想性和资

磊 料性相统一。

9：
， 二、全志立足徐州城区，全面系统地记述徐州市现行区划

省 内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

n·’ 三、遵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全志立足当代、纵

t 贯古今。下限为1985年，因周期性、整体性而难以断割的个别

事物，稍作延伸。人物延至1990年，大事记延至1993年。

四、古今影响较大的本籍或长期生活、活动在徐的客籍已

l 故者入传；战功(事迹)突出的本籍英烈入录。 。

!‘ 五、从当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本着切实、得

≮ 体、易行的原则，按专志平行列卷。卷内设分述和若干专章，章
； 下设节，节下设目(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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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志采用“横排纵写’’的记述方法。 、，．

七、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志为主体，图

照集中，表格插设。

入、本志依照《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书写。书中出现较

多的专称，初为全称，后为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2 徐州市志

“1948年12月徐州市(现域)全境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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