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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港上镇五万多劳动人民乘“改革、开放”的浩荡东

风，农、林、工、商各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逐步跨入“小康”。

“盛世修志”。1998年初春，镇政府组织人力撰写《港上镇志》，以达到“资治、存史、教化”之目

的，为港上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后人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的历史遗产。

“忆往昔，峥蝾岁月稠。”

五、六千年前，祖先们便在沂河两岸辛勤耕作，创造过灿烂的文化。

清·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北征部队一部分人马在将领刘业居率领下从冯官电突围，沿

南京、北京间的官道南撤来港上附近，赖地方百姓支持，转战数月，屡败清将僧格林沁-，垒尸原野，留

下万人墓。至今，长毛的故事在民间仍广为流传。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捻军首领刘天福攻邳州北部。清·同治元年(】862年)，捻军攻

港上村南大滩，击毙候选知府窦元灏。数月后。赖文光率部再回邳州东境。港上村西留点将台、演兵

场等遗址。樊氏族谱云：“旌旗遍地，烽火连天。“营队直连百里，夜深火烈炬，光上逼重霄。”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土匪蜂起，“撒向人间都是怨。”港上人修起土圩子．设坛练武，夜夜更鼓。

20世纪30年代初，港上人和宋逸云一起组织邳县第一个党支部，党的地下工作者亦来境内播撤革

命火种。中华民国27年(1938年)南荆邑村梁明善参加共产党，发展党员6人。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945年)，港上三种政权并立(中国共产党邳县抗日民主政府、中国国

民党邳县县政府、汪精卫伪政府下属)。港上人广泛参加抗日救国会，青年们踊跃参加八路军、新四

军，紧跟罗荣桓、徐向前、陈光、钟辉、粱新源、栗培元南征北战。

民国36年(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鲁解放区。还乡团还乡，杀人、放火，白色恐怖笼罩

港上。港上人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郯城县五区党委领导下，组成武装工作队，战斗在大沂河两岸，打

顽匪、端国民党的乡公所，围歼乡队。在沉沉黑夜里。燃起熊熊革命火炬。

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出现了众多英雄模范人物，产生以石少培为代表

的众多党的优秀干部。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港上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改

天换地，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迅猛发展，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摆脱了贫困，告别了

“一穷、二白”。

。改革、开放”后，港上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飞跃

发展。

滔滔沂河水从镇区西部流过，历代的统治者很少有人兴修水利。夏水一发，沂河两岸一片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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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麦茬豆、豆茬麦，一年百十斤。”两次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人民公社，粮食产

量逐年提高。70年代末，港上人依靠科学种田，普及小麦、玉米良种，产量翻番，年均亩产850公斤。

生产责任制之后，建设高标准农田，改革耕作制度，粮食产量再上新台阶，亩产近吨粮，为邳州市小

麦良种基地。

“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港上地处沂河冲积平原，土质适宜栽植银杏。《邳志补》云：“有圩寨，有

果园林木之饶”，“平林漫漫。”每年秋，“舟舶填塞，帆桅错动，舶载特产，下而远售。”邳之银杏果为

行远之大宗。”境内存古银杏树近万株，枝繁叶茂，累果枝头，为全国五大银杏基地之一。80年代，银

杏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走俏。中共镇党委抓住机遇，主攻银杏，扩植银杏定植苗、采叶圃3万亩。经

数年努力，育成天下银杏第一园。

港上有银杏、蚕桑优势。为给农林产品深加工，从90年代起，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产

品打入国内外市场，蜚声世界，为国家创大量外汇。港上成为徐州市“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单位。”

小城镇建设日新月异，高楼栉比，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集日人流量在5万人以上，为苏鲁边陲

重镇。

近年来，港上农、林、工、商齐发展，农民人均年收入3000元，进入徐州市综合经济实力“十强乡

镇”。

精神文明建设亦取得显著成绩：近20年来，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人口出生率控制在7‰以

内；港上中学为“江苏省德育先进学校”，9所小学成为徐州市、邳州市“模范小学”、“优秀小学”、“百

佳校园”；文化工作被评为“江苏省文化工作先进乡镇”。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大弟子曾皙日：“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

希望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男女老幼都能有宽松、愉快的心境，美好的心灵，良好的道德修养。这是

咱们中国人世世代代的憧憬。今天，港上人把古人的向往，变成现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今天，港上人怀着沉重的历史使命感，自加压力，努力奋进，发扬老区人民光荣革命传统，坚决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港上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再创辉煌而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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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港上镇志》的编撰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忠实地记述港上镇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

史和现状，突出近十年来港上镇的巨大变化，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与准确。

二、全志立足当代，着重记述现代历史。

三、全志采用记述、传、图表、录等文体，用语体文。

四、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体。

五、志书的编写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为成就卓著和影响较大的过世者立传，对在世者作优

秀事迹简介。

六、全志采用公元纪年，对年代久远的事件写明历史纪年．书中数字使用阿拉伯字码。

七、志中的政区名、地名均用现时名称。地名必要时用历史名称，标明现代名称。

八、关于历史纪年、记数、计量等记述，按《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行事。

九、港上镇曾称过港上乡、港上公社，为行文方便皆用港上。叙述历史时称港上乡，港上公社。

“港”字在1992年统一由“蜷”字改为“港”字，文中除必要用“蜷”外，皆用“港”字。

十、时间断限：上起中华民国3年(1914年)，下迄2000年9月(追记农民战争及自然灾害部分

例外)。

十一、志中触及一些历史知识，为方便读者，作必要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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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五大银杏基地之一的邳州市港上镇位于江苏省最北部，东经118。10，、北纬34。40，附近。大

沂河从镇区西边流过，隔河相望的是邳州市铁富镇、官湖镇；南部与新沂市合沟镇接壤；东部、北部

与山东省郯城县花园乡、新村乡毗邻。面积64．7平方公里，人口5．6万。

镇域地处北温带的暖温带南部边缘湿润带，季风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3．8℃，

年均降雨量933．6毫米，无霜期210天左右，积温5139．3"C。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农作物、银杏树的

生长提供了极佳的条件。 ．

境内为大沂河冲积平原，沃野坦途、沟河纵横，田畴丰润。由于大沂河的冲刷、堆积，土壤中含沙

量大，酸碱度适中，宜于栽植银杏，播种小麦、水稻、玉米、高粱、黄豆、山芋等。

从古至今，港上人喜植银杏树，现存古银杏树近万株，高耸云天、枝繁叶茂，树影婆娑，蔚为壮

观。近年，新植银杏定植苗、采叶圃遍布四野，丰姿秀丽、碧叶绿浪、漫无际涯。

5000年前，祖先们便在大沂河两岸繁衍生息、创造过灿烂的古文化。周代，孔子、孟子、墨子、苟

子在离这里不远处成就他们的事业。儒家学说广为流传，教化百姓，民风淳朴，崇尚礼仪。

港上自古隶属江苏邳州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曾两度属山东省郯城县治理。1953年

重归江苏省邳县。1957年撤区并乡，建港上乡，辖地39个自然村。1958年建港上人民公社。1983

年撤公社建港上乡。1991年11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撤乡建港上镇，下辖26个行政村。

在长达百年的民主、民族革命斗争中，港上人屡建业绩。清·咸丰五年(1855年)，北征的太平

军在部将刘业居率领下南撤，驻扎港上，赖民众力助，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大破清军与地主团练，战

绩辉煌，留下鏖战遗址数处。

中华民国27年(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从山东海岸登陆，沿沂蒙山南麓西进。在临沂受阻后，

板垣师团一部从郯城南进，妄图占领草桥、炮车，切断东陇海线。在港上境内王庄、李庄、冯窑、展庄

一带受中国国民党第59军张自忠部阻击。激战五昼夜，击毙日军2500人，日军龟缩郯城。59军胜

利完成了阻击任务。港上人民为支援抗日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民族斗争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

章。 ．

民国28年(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部分主力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下，开进鲁西

南抱犊崮山区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钟辉将军率领陇海南进支队、粱新源旅长率领东进支队驻沂河

西岸铁佛、邹庄一带，常渡河来港上打击日、伪、顽。徐向前元帅亦在此处从事过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匪邳县县长王化云带保安团驻港中村、半庄村、卢庄村。汪伪邳县铁佛

(铁富)区区长刘洪江带千名伪军驻庄安村。日、伪、顽勾结，派捐、派粮，鱼肉百姓。港上人为保家、

保粮，组织小刀会，与日、伪、顽斗争，表现出民族斗争的凛然气概。在共产党领导下，港上人组织农

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民兵基千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有力地支持了人民子弟兵。

民国36年(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鲁解放区。港上的共产党员、基层革命干部200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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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随华中野战军北撤。国民党还乡团回乡后杀人、抢掠。港上的部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成敌后

武工队奉命潜回，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白色恐怖中燃起革命火炬，表现出大无畏的民主

斗争精神，谱写一曲曲战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港上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合作化、公社化等政治运动。

几十年来，港上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在改天换地的农业战线，走过了两步：1990年前，根

治大沂河。平整土地、开挖十里长沟、大洼沟，挖田间大、中、小三沟375条，基本上解除水患。打机井

270眼，建电灌站5座，基本上解除旱灾。1990年后，大搞高标准农田基本建设，沟、渠、田、林、路全

面规划，桥、涵、闸、站、井全面配套，洪、涝、旱、渍、碱综合治理，建桥近500座，新打机井、轻型井近

1000眼，建成高标准农田4万亩，纯良化覆盖率100％，被邳州市列为“小麦良种基地”。

科技兴农，积极推广小麦精量播种，化学除草、药肥混喷、去杂、机械收割。依靠科技增产、增收、

增效的比重不断增大。

从1979年起，农业连年丰产、丰收，粮食亩产稳定在850公斤左右。

港上栽培银杏有千年历史。近年来，银杏在国内外市场上走俏，价格高涨，果农欣喜。1990年

后，银杏叶提取物广泛运用于药物，治疗脑血管、心血管疾病，银杏叶价格猛增。中共镇党委、镇政府

狠抓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力扩植银杏苗，大搞银杏产品深加工。栽银杏定植苗100余万株，套种

银杏采叶圃3万亩。1997年，银杏贸工农一体化系列产值达2．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1％，农

民仅银杏一项人均增收1240元，占人均年纯收入的40％。1999年，银杏产品市场疲软，农民收益减

少。

1972年～1997年，港上大搞植桑养蚕。1992年桑田达1．2万亩，年产茧万担。随银杏栽植增

加，桑田逐渐减少。1997年仍有6000亩，1999年又增植桑苗，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蚕桑基地，成为港

上的支柱产业之一。

为把农林产品深加工，增加产值。从1990年起，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给港上的经济发

展增加了活力。缫丝厂、丝织厂、黄酮厂、中、法德合资中大银杏叶有限公司、大沂河酒业有限公司不

断扩大规模，产值连年上升。1997年，黄酮厂、中大公司出口创汇达800万美元，1999年仅中大公司

一家就创汇190万美元。

从1990年起，港上经济乘“改革、开放”的春风腾飞。1995年以后，工农业总产值以高达60％的

速度递增。1997年工农业总产值6．425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3025元，被中共徐州市委、市政府命

为：“1997年度工农业产值十强乡镇”。1999年，工农业总产值7．8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3043元。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镇党委、政府不断调整农业生产结构，1999年形成3万亩银杏园，6000

亩桑园，1000亩油栗园，在银杏园内套种了10000亩青菜、15000亩辣椒和5000亩大葱的整体格

局。 ‘

1980年前，港上集市贸易冷落。集日，赶集上店的仅千人。1980年后，银杏产品打开国内外市

场，走俏。中共镇党委、政府建市场，促流通，活经济，富群众，相继投入亿元拆旧房、铺新路、建高楼。

按大市场、大开放、大流通、大发展的要求，以310国道为轴心，建成3条东西大街，8条南北街。8大

市场；形成规模大．层次高，功能多，全方位的市场结构，成为苏北鲁南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

商业贸易中心。 ·

1997年，商品流动额扩大到1．5亿元，第三产业产值达1．2亿元。贸易流通额每年以66％的速

度增加。近两年加大建设力度，筑巢引凤，建市引商，争取两三年内把港上建成苏北最大的乡镇级批

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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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镇政府投资50多万元，购置冬青、棕榈、草皮、各种观赏树20多种，对镇区特别是310

国道全面绿化，安装路灯、霓虹灯、装饰灯，被徐州市评为“徐州市市容市貌管理十佳镇”。

1999年，镇政府投资50多万元，建银杏文化广场，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竖银杏果、银杏叶

不锈钢雕塑。此雕塑命名为“支柱”，寓含银杏为港上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基础。为镇容、镇貌添了一

条亮丽的风景线。

中共镇党委、政府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齐抓的方针，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都得到了

发展。科技开发和推广力度不断加大。银杏产业被列为国家级区域性支柱产业，被林业部命名为：

“优质高产银杏示范基地”，“中国名特优经济业银杏之乡”，被江苏省批准为“银杏产业星火技术密

集区”，被邳州市评为：“1999年度科技工作先进集体”。

文化事业大发展．经常“送戏下乡”、“文艺会演”，被评为“江苏省文化先进乡镇”．

教育事业在1996年顺利通过江苏省教委“双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验收，合格。1997年7月徐州六县五区“教育促小康”现场会在港上召开。9所小学被命为：“徐

州百佳校园”、“邳州市模范学校”、“邳州市优秀小学”。中心小学被评为：“徐州市模范小学”。中心

中学于1992年被评为：“江苏省德育先进校”，1997年被评为“徐州市模范学校”。

多年来，计划生育工作稳步进行。港上镇人口教育学校于1995年3月被江苏省计划生育委员

会评为：“江苏省乡镇人口学校先进单位”。1997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6．55‰。计划生育率提高到

95．5％，有9个行政村被邳州市评为：“计划生育合格村”。港上镇被中共邳州市委、市政府表彰为：

。1997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达标单位”。连续三年被徐州市政府表彰为：“计划生育示范

镇”。

人民群众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座砖瓦结构的四合院、一幢幢新颖的小楼遍布镇区

和大小村庄。北荆邑村于1994年被徐州市评为“小康示范村”，21个银杏专业村已向观光型发展。

农民的饭桌上已见不到粗粮，吃的精米、细面、鱼肉荤腥；农民穿的是化纤、毛料，式样美观、大方，一

步步城市化。彩电、冰箱、轻骑、电话源源走进寻常百姓的家。

中共镇党委、政府团结全镇5万人民群众奋勇拼搏，20多年来不断得到上级党委、政府的表

彰。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1999年上半年，被邳州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双文明单位”等称号17

次；被徐州市委、市政府各类表彰18次；被江苏省组织部、科委、省文化厅、省团委、省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表彰6次：优秀教学奖、群众文化先进镇、科技工作先进镇、

省安全文明乡镇、“三争三创”活动先进单位、省文明乡镇。1996年，被国家妇联、林业部表彰为“全

国三·八绿色工程活动优质工程”、1999年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分别奖给

锦旗、铜牌、奖杯。这是对港上全体干部群众的热情鼓励。

忆往昔，萧萧黄尘茅棚草舍；看今朝，郁郁银杏红瓦粉墙。

港上人拍手欢呼：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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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中华民国3年(1914年)，港上人在孙中山先生倡导下“废书院、兴学校”。冯窑村办起国民初等

小学校。港上村办起发常小学校，后改为港上圩第10国民小学校。

民国4年(1915年)，十房办起第6国民小学校。各小学校开设国语、算术、音乐、美术、体育等

课程。民国初年，初小为4年制，高小为3年制。

民国5年(1916年)至民国17年(1928年)间，港上受军阀张勋、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统治。

民国7年(1918年)后的几年，各村中仍继续办私塾，塾师教学生念《四书》。

民国10年(1921年)春，境内流行黑热病、伤寒病，死亡2600多人。卢庄村西小姬庄死亡人数

占全庄人口的80％，其中6户人家死绝。幸存者迁走，小姬庄消失了。

同年，军阀混战，兵匪祸起。港上村百姓为防土匪抢掠，经数年努力，在村四周挖起圩沟，将土推

在沟内，成为圩基。在圩基上、外侧，用泥土踩墙3米高，留方孔射眼、建西门、南门。在圩墙东北角、

西北角、东南角、西南角及南北墙中间各建1座炮楼，共六座炮楼。各备土炮一、--fl。土匪横行、军

阀混战期间，夜夜有人敲梆、敲锣值班守夜。抗日战争爆发后，圩墙、圩基、炮楼逐渐被破坏。1960年

前后仍有较完整的西门，后被拆除。

民国11年(1922年)，齐村办起初等国民小学校。

民国12年(1923年)2月，东陇海铁路(徐州至新浦段)在荷兰人主持下修通。火车从新浦开至

邳县运河车站。境内不少人去草桥、炮车看火车。

民国16年(1927年)农历4月19日，土匪集结起来打港上圩子。当时土匪头子有佟学征、李学

早、谢康侯等。他们各有1000多人。打圩子的应为他们中一股。

民国17年(1928年)4月，港上村附近，土匪横行，肆意抢掠。百姓为保家护粮自愿成立黑旗会，

会员很快发展到500人。 ’

同月，土压头子韩文先来北荆邑村攻打韩光斗群墙。

7月，从炮车方向开来一辆黑色汽车，到港西村前停。从车上下来10多个穿灰色军装的奉军。

奉军在江南和皖系军阀孙传芳交火后撤到山东省郯城县码头镇。

同年，冯守谋当国民党港上乡董事长。

民国21年(1932年)，窑湾乡魏牌坊村人张九峰(1930年参加共产党)，由邳县教育科分派到齐

村小学校任教。他在学生中、群众间广泛宣传革命道理，教唱进步歌曲。抗Et战争爆发后，他组织学

生到乡绅家动员捐款抗日。

民国24年(1935年)6月、蝗虫从北方飞来，离地10米，遮天蔽日。降落港上村东头一带。落地

后，庄稼、树枝叶、野草被吃光。屋草被食。蝗虫接连吊在屋檐下，长达1米余。

7月，港上地区连降大雨。沂河涨水，冲出堤岸，淹没庄稼，积水月余。

8月，国民党邳县县长秦杰仁(江苏省六合县东沟镇人)带20个便衣。身穿蓑衣来邳北捉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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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来到港上村曹增荣家敲门。曹增荣开门后误认为他们是土匪。

民国25年(1936年)5月初，第10国民小学校全体学生在校长张学聪带领下游行示威。小学生

手举红、黄、绿色小三角旗。高喊：“打倒小日本!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三省!“反对华北

自治!”等口号。高唱爱国救亡歌曲，歌词为：“拿起我的刀和枪，中华血性儿女快快去前方。打倒小

B本，誓与我大中华共存亡。”

同年，国民党港上乡乡长冯守伟，乡内设10个保。港上村设5个保，保长分别为：冯守前、冯锡

乐、周克友、冯世元、曹增荣。

同年，乡长冯守伟、港上小学校长张学聪(呦鹿山人)奉邳县县政府令卖三官庙庙地，建学堂。曹

庆业老人亲见令文及县府红印。 ·

民国z6年(1937年)10月，国民党港上乡乡长冯守伟，港上村保长冯守前将樊家志抓走，充当

现役兵。

民国初年"--26年，村中人玩乡会。节目有狮子舞、旱船、地跷(一种比高跷矮的装置)、花车子、

呱嗒板(快板书)、挂鞭子(将方孔钱装在l米长的细竹杆上的娱乐乐器)舞。

民国27年(1938年)4月，国民党军队为阻击南进陇海路妄图切断其交通的日本侵略军，在港

上村北挖1．5米深、2米宽战壕。战壕外筑树寨，大量砍伐各种树木，白果树尤多。一道树寨西从沂

河东岸东到半庄村北头。附近村亦挖战壕。树寨外铺上秫秸，秣秸下埋成捆手榴弹。其时，村民知

道要在村子附近打火了，纷纷准备外逃。富人家备车、备马，穷人家收拾担子，人心惶惶。

4月11 B，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南进至王庄、李庄、展庄及山东省郯城县花园乡刘湖一带受国

民党军队张自忠部阻击，交战五个白天两个夜晚，打死日军2500人。日军尸体未来得及焚烧者遍

野，填满沟塘。

摘录：“59军接战区令：渡沂河截击由郯城南进之敌。删第180师由吴家道口渡河，经北谢、半

庄向大王庄前进。”前卫营到大王庄与敌遭遇，村中激战。”第26旅在半庄、冯家窑与敌对战终日，

未分胜负。”4月11日，天刚亮，冯家窑之敌向我展庄猛烈炮轰。”8时左右，敌排成纵队疯狂向我

展庄阵地进攻。删本B战斗，毙敌不下400至500人。删12日晨，敌向我展庄炮击。删战况激烈，双

方在村内外冲杀争夺。硝天黑前，敌占展庄东部，我军占西部，在村内展开巷战。”刘振三师长奉军长

张自忠令“到26旅督战。棚13日佛晓，张宗衡旅长到火线指挥。“村中战斗于7时开始。“村内外7

个营一齐参战夹攻，迫使敌人全部撤出展庄，向冯家窑退去。”估计敌人自进攻到撤退，伤亡不下

1000人。”4月15 B黄昏后，到夜12时左右，敌人见我军毫未动摇，乃自动撤去。此后，敌人主力撤

退到郯城、冯家窑附近。舢我军胜利完成了保卫临沂城和牵制敌人南下的任务。“4月底，奉战区命

令，我军将原防地(郯南)交由第46军樊松甫接替”。(作者顾相贞当时系国民党第27军团第59军

第180师作战参谋。节摘《徐州会战》。双方交火时间——据港西村人回忆：农历3月20逢会，会后

第二天闻战事外逃。交火时间应为4月20日。据《浴血邳州》中徐一呜文：4月23日，第26旅678

团前卫在王庄南与敌交火．26日晨在展庄打退B军。交战时间3～4天。顾文为4月11日。交战时

间为4天左右。港中村人回忆：国民党军为王仲廉部。王仲廉军长部在临沂，应为张自忠军长部。顾

文：记两处日军死伤1500余人，徐亦记敌在两处死伤1500余人。据当地百姓述整个战场B军共死

2500人。战场占王庄、李庄、袁庄、冯窑、展庄、拐头、涝沟、刘湖、曹庄等村庄。)

4月，港上沦陷。

9月，南荆邑村梁明善参加中国共产党，同时在村里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民国3年(1914年)～民国27年(1938年)，港上街有田姓开的“恒龙”商店；曹姓开的“永发”、

。兴盛”商店；樊姓开的“永兴”、“元丰”商店。他们各自印发纸币，称门头票，可以在方园几十里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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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购买货物。

注：时，官方使用银元、剞钱(清及以前各朝代铸造的方孔铜钱)、铜钱、纸币(逮里的纸币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农

民银行、江苏银行、安徽银行、山东银行印剞，币上印面值)。

方孔制饯每一个一文钱。铜钱根据大小不同，分10文、20文、50文、100文、200文教种。兑换法为：1枚10文铜

饯一10枚方孔静J钱。1000枚方孔制饯称作一吊钱。5吊饯=1块银元。1块银元可购买30～35公斤小麦。当时，虽

有军阀混战．社会不稳定，但物价稳定，延续至1946年．

秦始用方孔饯为中固铜钱固定形式，直至清末、民固初年．同时，使用黄金。汉代使用银币。后代，以银重量参

与流通．唐代．边疆用银子．宋代普遍用白银与铜币．清柬用银元．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1949年6月停止使用

银元．
●

民国27年"34年(1938"-'1945年)，日军、伪军在港上村、北谢村等处修炮楼、伐木筑圩寨，大

量毁坏白果树。

民国28年～30年(1939～1941年)，国民党顽匪邳县县长王化云带领200多人保安团驻港上

村地主冯守堂家、后转到卢庄村地主、国民党乡长吴香亭家，前后约3年时间，鱼肉百姓。

民国28年(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一部分主力部队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下挺

进抱犊崮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钟辉将军率领陇海南进支队进驻邹庄、铁富(佛)一带。南进支队

和梁新源旅长率领的东进支队常派队伍渡河来港上北部几个村子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各种抗

日群众组织。要求妇女剪掉长头发，放开小脚。常演活报剧、话剧，群众极乐意观看，深受教育，提高

觉悟。

民国29年(1940年)4月15日，中共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200多人，在铁

富(佛)北冯场小学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邳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栗培元被选为邳县县长。此后，

栗培元率领县大队常来港上活动。

这几年间，港上地区土匪横行。土匪头子禚小逢、刘洪江、冯兴奎、王老五等。他们各拥有1000

多条枪。百姓遭难。

8月，国民党89军驻泰兴，曾派人来港上招兵。

同月，土匪头子丁玉增、姬富松带人在港上村西大沂河中拦路抢劫临沂南大李庄的几条运豆油

的船舶，光天化日之下抢走所有的豆油。

同月，八路军115师南进支队来港上村宣传抗日。在河西岸油坊村成立抗日群众动员委员会

(群众称：“动员会”)。

同月，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驻齐村，前后1年多。

9月，国民党邳县保安团连长黄景云带100人驻扎港上村樊继胜群墙内，驻1年余开走。

同月，顽匪邳县县长王化云的骑兵连班长樊敬恩带人驻港上村樊洪升家。在村中派捐、派粮、派

饭吃。

其时，社会混乱，国民党地方兵集兵痞、土匪、流氓于一身；国民党官吏冯守前等人亦集土匪、地

主、兵痞于一身。他们和黑社会青、红帮混一起，横行乡里，肆意抢劫。在港西村的盐路上抢盐车。在

盐车上贴门票，任意要过路钱。在沂河中抢拦船舶，造成极坏影响。当时有“宁走三江口，不从港上

西门走”的说法。

同年，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公开投降日本人。这年，邳县成立县、区、乡维持

会。驻港上伪军头子为铁佛区区长刘洪江。时，国民党县长王化云和伪军合流，同在港上横行，派捐

派粮，欺压百姓。

同年，展庄人韩洪道组织小刀会抗捐、抗粮。维持会、土匪头子刘洪江率人攻打展庄、北荆邑。烧

毁民房百间，杀死村民韩洪飞，烧死村民5人，烧伤70多人，烧死牲畜18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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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会很快在四周村庄发展万人。

各村男性村民上从45岁下到18岁，大部份参加小刀会。各村都有会长。小刀会员头顶青纱巾，

腰系红兜肚，肩扛红缨枪，手握大刀，设祭坛练武。

农历9月20 B，小刀会组织会员攻打港中伪军据点。伪军连长冯福新蹲在冯守堂家的炮楼上

不敢下来。围困一天，小刀会成员涝沟人张伸月战死。小刀会中伪军缓兵计。夜12点，据点得驻庄

安伪军援助。小刀会员撤。

21日晨，伪军放火烧村。在圩内先点燃樊洪升、樊家伦家，在圩外先点燃曹福江、曹福家家。大

火蔓延，火势凶猛。百姓全部逃走，无人救火。大火烧掉五户大家及数十家小家，计100多间房屋、

粮食、柴草，烧死部分家禽、家畜。港上村遭到空前浩劫。

10月，国民党邳县谍报处侦察科的便衣特务孔繁章为探得驻重坊集八路军的情报，住港上西

村樊玉生家。天天向老百姓要熟食，达1年久。

同月，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渡过沂河来港上攻打港中村伪军据点，打开后撤走。

民国30年(1941年)4月，八路军115师下属组织“青年抗日联合队”(简称“青抗联”)，在大队

长刘德运的带领下来港上开辟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县长王化云、维持会形成割据局面。

5月，八路军东进支队在半庄攻打王化云。王化云带人逃到郇楼。

9月，从临沂来一部分维持会(百姓称北维持)驻卢庄村。一个常队长、～个苗队长。13日，常队

长带人来港西村抓民夫修据点，向百姓要捐、要粮。

伪军在港上修炮楼，肆意砍伐树木筑东西树寨。

同年，国民党邳县保安3大队队长张作栋(山东省郯城县花园乡杰庄村人)带保安队数十人驻

冯窑、半庄、大拐庄、展庄、曹庄一带。他们盘据一方，要捐要粮，常到港上村搜刮民脂、民膏。

同年，八路军南进支队、东进支队夜间常渡过沂河来打保安队。

中华民国29年、30年、31年，国民党邳县保安团团长冯清奎。一大队长冯宪桂，驻冯窑村南头；

2大队长戴冠斗，住郇楼村；3大队长张作栋，驻冯窑村北头。其间，国民党邳县县长曾更换郭华轩、

辛华轩。

民国31年(1942年)4月，新四军邳睢铜灵根据地下属邳南“青年抗日大队”100多人开进港西

村。

初夏，新四军彭雪枫部下三团进驻庄安及附近村庄，开展抗B斗争。其后，三团渡河去邳城作

战，后开赴皖北。 ．

5月～6月，八路军东进支队从齐村出发去攻打临沂。打1个多月，打开后路经港西村回沂河西

铁佛一带。在港西村驻近10天，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开走时，群众出门送行。

8月，日本人从连云港、新安镇、瓦窑、炮车等地集结千人，加上伪军数千人来清乡扫荡。“青抗

大队”渡沂河撤到四户、岔河乡良壁一带，后于依宿前与B军交火，战斗十分激烈。

同月，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栗培元、第七区区长顾其山带抗B大队100多入来港西村召开群

众大会。斗争、宣判、枪毙汉奸3人。斗争会上演文明戏(类似活报剧)《活捉日本鬼子》。

同年，国民党保安二团团长刘银涛驻窦场村。某天，刘派副官去展庄要捐、要粮和韩洪道的父亲

韩召运谈判未成，打死韩召运。刘银涛又亲去展庄，被韩洪道刺成重伤，拾回窦场后身死。事后，小

刀会迅速发展会员，加紧练武。一时间，小刀会发展到几十个村庄。

民国29～31年(1940年秋至1942年初)，国民党县长王化云逮捕抗日救国群众动员委员会成

员30人。29人先后在卢庄、港东村东被杀害，一人叛变。

民国32年(1943年)春，汪精卫伪政权邳县公署铁佛寺(铁富)七区区长，伪军大队长刘洪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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