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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沭阳县志》，历经十余载，今厥功告成，得以问世，可喜可贺。

沭阳建县于西汉，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几千年来，沭阳人民

走过了．t条坎坷曲折、拼搏抗争、波澜壮阔的道路。在那洪荒的年代，先

’．j民们为着自身的繁衍、生存和发展，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进行了艰

∥tr-难的跋涉和拼搏，抗御自然灾害，创造了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内乱外

患，兵事连结，给沭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沭阳人民在血与火的考：

验中，勇敢抗争，坚决反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

．．‘民族英雄，推动了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 +’二t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沭阳县于1927年建立地方党组织，从此，沭阳’

人民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勇往直前，与全国人民一二道积极开展

～．i反帝反封建斗争，先后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在1948年3月迎来了沭阳全境解放，摆脱了悲
‘

惨、忧患、屈辱的困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沭阳人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

：_针、政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间尽

管出现了曲折和反复，但各方面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劲风，使得沭阳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

’1机，沭阳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推进全县的改革开放和

经济建设，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获得了全面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工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第三产业起步较好；基

：，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有长足的进步。 ’

。：-。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有独特的文化学术价值和资鉴价值。

新编的《沭阳县志》全面记述了境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教育、

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她将资治当代，通鉴后世。’我们要通过．

、j：’阅览新编的县志，了解县域历史，认识县情，激发起爱党爱国爱乡的热
、。0。’。 ， 二

。

’．



情，积极投身我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
伐。

新编的《沭阳县志》，始编于1986年，成书于1997年，这期间得到

了前几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修志人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前，我们正处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相信，只

要全县人民发扬光荣传统，奋力拼搏，开拓进取，迎难而上，沭阳就一定
能够如期如实达小康，以崭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

一 ～。

中共宿迁市委常委

宿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仇和
中共沭阳县委书记

沭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薛甫伦

一九九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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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科学
地反映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二、坚持详今略古原则，全面记述境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

会、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三、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54年沭阳县行政区划为准。

四、上限尽可能追溯，下限除人物传和个别事件外，止于1987年。
大事记顺延至1995年。

五、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为表

述形式，首列概述、大事记，次为分志，末为后记。县行政区划图、照片置

于志首，分志图、表，随文设置。
六、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卒年为序；本客籍人物兼顾，以

本籍为主；革命烈士中排长以上入英名录，古、近代本籍官吏、进士、举
人，入人物表。

七、本志行文遵循《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的规定。较长名称首

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出现则用简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
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一、中国共产党沭阳县委员会简称“中共沭阳

县委’’或“县委"，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沭阳

县委员会简称“共青团沭阳县委员会”或“团县委"，中华民国、中国国民
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别简称“民国力、“国民党"、“三青团力等。

八、历史纪年，民国及其以前采用旧式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

九、本志资料采自历史文献：地方志、报刊、档案、诗文、统计资料、

党史与文史资料、各单位专业志、乡镇概况、口碑材料等，并予以考辨。
为节约篇幅，一律不注明出处。 。

十、数据以县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如无有关数字，则引用书
刊、方志、部门、口碑数字；计量单位均以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

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但古代不易换算的计量单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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