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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历代重视修志。明代洪武年间、成化二十二年(1486)嵇纲、正

德十一年(1516)万镒、天启五年(1625)知县刘君聘分别编修或主修过

《安东县志》，但均散佚。清代顺治五年(1648)卜永升、嵇宗孟、康熙三十

七年(1698)知县乔弘德、雍正五年(1727)知县余光祖、光绪元年(1875)

知县金元娘，分别编修、监修《安东县志》。民国21年(1932)，当时的教

育局长郑宾翻印了光绪本《安东县志》。建国后，县委书记孙燮华主持了

对光绪本《安东县志》的删节译注，1963年-1月刊印《涟水旧志今译》。

1964年4月，编写了《新编涟水县志》，因资料太简，未刊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全

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编史修志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1981年，

县委、县政府组建修志机构，县长孙步坦组织人力搜集资料。1989年，

组建县志总纂班子，用了5年时间，_部百余万字的《涟水县志》终于脱

稿。忝主涟水党政，有幸躬逢其盛，不胜欣慰!

《涟水县志》包括概述、大事记、32篇分志和附录、图表，分门别类，

记述详尽。综览全志，其特点有：一是用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编修县

志，资料翔实，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二是实事求是，客观辩证地记述涟

水地方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的变化，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记得失

于情理之内；三是重视对经济部类的记述，对农业治水改土、工业酿酒

业的记载较详，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四是对建国后党的政治活动

事以类从，难于归类的专列，以期全面反映当时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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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涟水县志》记有古往今来

的地理民情，有各行各业的发展变革，有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

国捐躯的英雄人物，有战天斗地、治水改土、征服自然灾害的光辉业绩，

还有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部县志有助于我们了解县情，察古

通今，为建设涟水制订规划提供决策依据；有助于向青少年进行爱祖

国、爱家乡、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为编写乡土教材提供资料；有助于长期

在外工作的游子了解故乡的历史和现状，为振兴桑梓、同谋共略提供资

料；对于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和工作过的老一辈，可以激起对往昔峥嵘

岁月的深深回忆，从中得到慰藉。
’’

《涟水县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县志的出版是涟水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件大事，我们谨代表涟水百万人民对所有为县志工程作过贡献的

同志、朋友，深表谢意。

中共涟水县委书记戴宗宝

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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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县志》从1989年成立县志总纂班子以来，经过7年的艰苦努

力，终于成帙付梓，实在可喜可贺。

7这部新县志，记载了涟水建置以来两千一百多年的璀璨历史，囊括

了全县政治、经济、社会、人文、自然、地理等各个方面，内容浩瀚，史事

久远；兴衰悲欢，集于一册。粗览之后，心潮起伏；掩卷遐想，感慨系之。

纵观涟水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广大人民战天斗地，生生不息，改造自

然的创业史；就是广大人民反抗压迫，抵御强暴，争取自由的斗争史；就

是广大人民团结拼搏，开拓进取，不断创造的奋进史。无数先祖先辈为

了涟水这块大地的丰收，洒尽了汗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自由解

放，流尽了鲜血。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是涟水人民的骄傲。编史修志，

目的是为了资政、教化、存史，是为了继承、发扬和开创。在涟水这块古

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必将孕育出新的连绵不断的生机和辉煌。

这部新县志，也记载了为政者的是非功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

各级领导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共产党人作为人民公仆，不图名，不为

利，每一个为政者都要以史为鉴，倍加努力。我作为县长，深感责任重

大，唯有真抓实干，只争朝夕，为全县人民多办好事、实事，才无愧于涟

水光荣的历史和勤劳的人民。

这部新县志，也是进行中国近代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乡土教育

的好教材。阅览此志，定会增强广大读者热爱涟水、建设家乡的激情，增

强涟水人民团结．一致、加快步伐奔小康的信心。我相信，在改革开放和

；，：；F争qP}擎；S，蠡髯擎羹矗囊蓼．逮鐾譬甏雹霞誊曩墨器



·2· 序二

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百万涟水人民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谱写出

历史蚋瓶篇章。

涟水县人民政府县长王振彦

一九九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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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尽量追溯各类事件的发端，下限

截止于1987年。大事记、人物篇分别延伸至1993年、1994年；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32篇分志和附录等组成。分志按地理、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为序排列。结构采用分志并列体，一般分篇、
章、节、目四个层次。

三、体裁上，记、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分志以类记事，横排门类，纵述

史实。照片集中于卷首，图表随文配置。

四、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简体字书写。文风力求朴实、严谨。方言
≯ 用国际音标注音。 ．。

《 ·五、人物以生者不立传为原则。入传及简介人物不受职级、地位限

制，|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或有较大影响的涟水籍人为主，兼顾客
． 籍。排列基本以卒年先后为序。

’

六、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汉字书写；民国时期，用民国年

号，阿拉伯数字书写。每节首次使用年号，均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以

： 下凡使用相同年号，则略而不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 阿拉伯数字书写。
．； 七、政区、机关、地理名称，一般用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今名。多次

； 出现的专用名词可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i 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等。．

喜 八、数字用法一般以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公布

萎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

季 用，按1984年2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

囊， 行。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则照实记载，可换算值者，用括号注明。

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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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941年2月至1950年6月间，抗日民主政府将县境分为两个

县j涟水县指盐河以西范围，涟东县指盐河以东范围。用“全县"一词表

述时，指两县。“解放前后"，指1948年7月6日涟水解放前后。

十、本志资料取自史书、旧志、档案、报刊、专著、口碑等，经考证筛

选入用，文中一般不注出矮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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