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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往事，查访历史，记述史实，是乡史内容不可缺少的一部

份。但主要的还是通过修志整理解放前后四十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史

料，建设概况，以使它能较完整的表现小海的过去和现状。总结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为后人提供地方历史知识，使大家更加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

展。这是党和人民的良好愿望。

今小海乡地区成陆于南宋以后(元明之际)，北宋已有小海墙，

但其地在今草堰附近。元朝有小海场，是否涉及今小海，情况不明。

明清FF,来可供参考的有明天启《小海场志》， 清乾隆《小海场新

志》。这两种志书所称的小海扬包括现在的草堰、洋心洼等乡。只有

少部份涉及到今小海。《兴化县志》、《兴化县续志》、 《东台县

志》三志中亦有小海的史料可资参考。

小海地区蝙修志书，从清乾隆初年林正青编修《小海场新志》以

来，中断了二百年之久，在此期问小海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等史料，旧社会无人过问，更谈不上资料的储存；建政后虽注意档

案的收集整理，但因连年战乱，资料的收集贮藏屡遭破坏，给我们整

理编写乡志带来困难。所幸建国以后，区乡党委对档案工作相当重

视，保管的资料不少，加以县志办公室、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大力支

持，各村、组、各乡直单位密切协作，我们勉力修纂了这部乡志，由

于我们见闻有限·水簪豫+高。疏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将

来修订。

大丰县小海乡志编修小组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I．



乡 志凡 例

一、乡志的宗旨应贯彻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以革命史和建国史为重点，有古有今，古为今用。在古今比重方

面，古代资料不超过二成。

二、中共小海区委的成立，是小海地区历史上的大事，我们对小

海地区革命时期的重大事件，在本地和外地牺牲的烈士以及革命文

献、文物均应尽可能收集好、编写好。

三、一九四。年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前小海地区隶属东台县第九

区，九区管辖范围涉及现在十几个乡，按县志体例老九区的事迹，区

域范围及大事亦应简明记载。

四、宋元以来几百年是小海场的历史，小海始于北宋，现在的小

海就是由宋朝的小海场推演而来的，元明清三朝场有小海场，关于场

的情况亦予适当记载，以供后人参考。

五、关于古今史料的编排，我们采取横串竖写的方法，就是把政

治、经济、军事、教育资料，按系统从古到今写下来。以便于专业工

作者查考，如教育工作者可以把古代教育、．近代教育、根据地教育、

建国后教育，一1：2气看一下，省得这里去翻到那里去找。

六、属于考古方面的资料，如庙碑、桥碑、墓碑亦尽可能地记

载。

·2·



小海乡人民政府 小海中学



小海泓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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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共小海乡党委会

前排从左到右 倪}}圣(刚书记) 主希明(乡l乏) 李恺玉(副乡长)

王通茂(书记) J‘永发(副书记) 后排从龟到右 董立富(纪检委

员) 邓俊宽(剐乡长) 徐汝峰(人武部长) 李石根(党委秘书)

黑俊鹏(副乡长) 吕翠拌(组织委员)

小海乡志编写人员

前排左起 徐长安 朱一辛

后排左起 夏代 茅佰荧 吕如根

未参加照棚 朱眷楠 陈畏 唐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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