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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崔学锋

《新集镇志>经过两年多辛勘耕耘，现在交付出版了。这是实

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盛世修

志，资治盛世。《新集镇志>是在新集有史以来社会、经济和文化

发展较快较好的时期诞生的，对新集创造新的辉煌大有裨益。

新集镇位于历史文化名城扬州西郊，地处中国经济最具活

力的长三角地区，交通十分便捷。镇区距上海280公里，南京

60公里，扬州市10公里，仪征市区15公里，已纳入扬州新一

轮城市总体规划之中。古老的运河赋予古城扬州深厚的文化底

蕴，使她成为名闻退迩的历史文化名城，而坐落于扬州西郊的新

集镇，则首当其冲地接受这种文化的辐射与滋润，遂有了“扬州

西门第一集”的美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源远流长的文化积

淀，使新集成为一方吉祥宝地。经过新集人民祖祖辈辈的艰苦创

业和辛勤耕耘，新集境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今，夫

时、地利、人和使新集面临着加速发展的极好机遇，成为一方不

可多得的投资热土。2003年6月，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省长

梁保华先后来新集考察，要求我们发挥优势，为实现两个率先多

作贡献，这是对新集人民的极大鼓舞!

文化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之重要体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不但要有繁荣的经济，而且也应该有繁荣先进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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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视发挥地方乡土文化资源的作用，加强对地方乡土文化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于推动文化繁荣进步，加快把新集建成“仪

征重镇、扬州强镇、江苏名镇”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编修《新集

镇志)的初衷就在于此。<新集镇志>客观地记述了新集的自然风

貌。地理民情，历史变迁，社会兴衰，尤其是新集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艰苦奋斗业绩。她纵贯历史，横及各业，是新集地区

的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可以帮助我了解地情，察古通今，探

索客观规律，实行科学决策；可以为当代和后人提供一份热爱祖

国、热爱家乡的乡土教材，保存一份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探讨

新集镇史作参考；可以让新集镇的他乡游子们更好地了解家乡。

认识家乡，亲近家乡，唤起乡情，从而为振兴桑梓贡献一份力量。

相信《新集镇志>不仅对于新集人了解家乡有很大的帮助，也将

受到关心与支持、热爱新集的人们的欢迎。我们坚信，具有悠久

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新集镇，不仅无愧于历史，而且会努力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事业中，谱写更加美丽雄浑的乐章!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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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土壤

第三节 河流

一、南北向河流

二、东西向河流

第四节 气候

一、四季特征

二、气象要素

三、气象灾害

第三章 人口与计划生育⋯⋯⋯⋯⋯⋯⋯⋯⋯⋯⋯102／116

第一节 人口总量

第二节 人口变动

一、机械变动

二、自然变动

第三节 人口构成

一、性别构成

二、民族构茂

三、年龄构成

四、文化构成

附：1990年新集乡和张集乡人口姓氏

第四节 计划生育

一、组织机构

二、制度措施

三、工作成效

第四章 镇村建设与建筑业⋯⋯⋯⋯⋯⋯⋯⋯⋯⋯1 17／135

第一节 建设规划

第二节 镇区建设

一、新集镇区

二、张集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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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畜

二、家禽

三、水产

六节 农业技术

一、品种改良 ．

二、耕作方式

三、水稻栽培

四、植物保护

五、肥料施用

七节 服务管理

一、农经管理

二、农技服务

三、农机服务

四、土地管理

五、畜禽养殖服务

章 水利⋯⋯⋯⋯⋯⋯⋯⋯⋯⋯⋯⋯⋯⋯⋯⋯181／199

一节 工程建设

一、河道治理

二、水塘开挖

三、涵、闸修建

二节 农田排灌

一、水车排灌

二、机械排灌

三、电力排灌

三节 农田整治

一、平原区

二、丘陵区 ．

四节 防汛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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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二、抗灾纪实

第五节 水政服务

第七章 工业⋯⋯⋯⋯⋯⋯⋯⋯⋯⋯⋯⋯⋯⋯⋯⋯撇27
第一节 发展概况

一、个体工业

二、村(大队)办工业

三、镇(社、乡)办工业

四、民营工业

第二节 体制改革

一、推行厂长负责制

二、产权置换

第三节 投资与引资

一、基础设施建设

二、招商纪实

第四节 重点企业简介

一、江苏金陵船舶有限责任公司 ，

二、仪征市轻纺机械厂
、 三、江苏赛格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四、仪征顺达冶金机械配套厂

五、仪征市溶解乙炔气厂

六、仪征市宏鹰机械车件制造厂

七、仪征市华宇机械厂

八、仪征市新集玩具厂

九、仪征市自行车焊管厂

十、仪征市新扬制衣厂

十一、仪征市康平毛绒织造有限公司
’

十二、仪征市扬子冷轧带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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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商业⋯⋯⋯⋯⋯⋯⋯⋯⋯⋯⋯⋯⋯⋯⋯⋯228／241

第一节 私营商业

一、发展概况

二、部分商场(店)选介

第二节 集体商业

一、发展概况

二、重点商业简介

第三节 国营商业

一、营销单位

二、粮油统购

三、粮油合同定购

四、粮油统销

五、生猪(肉)等统销

第四节 交易市场

一、集市

二、农贸市场

第九章 交通邮电电力⋯⋯⋯⋯⋯⋯⋯⋯⋯⋯⋯242／259

第一节 交通运输

一、铁路

二、公路

三、航道

四、桥梁

五、车辆

六、陆路运输

第二节邮政电信

一、机构

二、邮政

三、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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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和人员配置

二、重大政事纪要

第四节 社会团体

一、妇女联合会

二、共产主义青年团

三、中国少年先锋队

四、工会

五、新集镇老区扶贫开发协会

六、计划生育协会

七、新集乡(镇)科学技术协会

八、仪征市工商业联合会新集分会

九、其他社团

第十二章 军事⋯⋯⋯⋯⋯⋯⋯⋯⋯⋯⋯⋯⋯⋯⋯312／327

第一节 战事
’

一、清代战事

二．民国战事

三、群众革命斗争事迹选

第二节 人民武装工作

一、机构

二、民兵

第三节 兵役

一、征兵制

二、志愿兵役制

三、义务兵役翩

四、预备役

第十三章 公安司法民政⋯⋯⋯⋯⋯⋯⋯⋯⋯⋯⋯328／346

第一节 公安

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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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治安

三、户籍管理

四、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管理

五、消防管理

第二节 司法

一、机构

二、普法教言

三、民事调解

四、法律服务

第三节 民政
7

一、机构

二、拥军优属

三、优抚

四、复员退伍安置

五、社会福利

六．婚姻登记

七、殡葬管理

第十四章 科教文卫⋯⋯⋯⋯⋯⋯⋯⋯⋯⋯⋯⋯⋯347／382

第一节 科学技术

一、机构

二、科技普及

四、工业技术革新

第二节 教育

一、私塾教育

二、学前教育

三、小学教育
。

四、中学教育

五、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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