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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鉴古烛今，有利治平，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历代统治阶级

都十分重视地方志书的编纂，把地方志看成是。资政”、。辅治”之书，即所谓“治

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他们编纂地方志的目的在于“资治牧

民”，是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今天，．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目的也很明

确，不是要。牧民”，而是要。利民”，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

。泗县历史上曾多次编纂志书，现存的有：《虹县志》清康熙十七年(1678)

本，2卷4册，主修人知县龚起犟；《泗州志》，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卷6

册，主修人莫之翰；《泗虹合志》，19卷8册，光绪十三年0887)成书，主修人

知州方瑞兰，编纂江殿飓、许湘甲；《泗县志略》1册，民国23年(1934)石印

本，专员兼县长鲁佩璋主修，王汾纂；《泗县考古录》1册，民国26年许鸿盘

撰写的抄本；《泗县乡土志》1册，民国年间手抄本，撰稿人贺占鸿。其中以

《泗虹合志》为最好。它是安徽省唯一的一部合志，也是全国少数合志中较好

的一部，编纂颇有特色。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思想局限。

新编《泗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理，如实地反映泗县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编纂

工作自始至终都充分重视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结合，力争编

成一部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文笔凝炼，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突出的新县志。

新编《泗县志》取平列分目体，以事标目，一志一章，记、志、传、图、

表、录综合表述，相辅相成。全书除序、凡例、概述、行政区划图、大事记

外，共分33章。第一章《地理》，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行政区划沿革、

古今灾异等。第二至三十章，是志书的主体部分，对泗县经济，政治、文化等

建设事业的发展脉络、兴衰状况，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建国前的简记，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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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详述，特别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所取得的辉

煌成就。第三十一章《人物》，重点记载民主革命时期以来的革命先辈、革命

烈士、先进人物和爱国志士，以达到。反映历史，服务现实，振奋精神”的目

的。同时也为若干反动人物立传，揭露其丑恶面貌和反动本质，用以昭诫后

人。第三十二章《社会》，记录了泗县人民的衣食住行、社会陋习、宗教信

仰、婚姻家庭、方言谚语等。第三十三章《附录》，凡不便归类或不必另立章

节而有存史价值的资料，统编入其中，包括文献、杂辑、名人题咏等。卷首中

的大事记，记录了泗县从有史可查之时起直到1985年的大事、要事，以反映

泗县人民的生产活动和政治斗争为重点。

新编《泗县志》的编纂工作，是在人手少，任务重，经费紧缩的情况下开

始的。编委和全体编修人员，包括应聘参加编纂工作的离退休老教师，在县委

和县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在老顾问们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和地区地方志办公

室的具体指导下，在方志学有关专家的热情帮助下，团结一致，刻苦钻研，辛

勤笔耕。经过四年努力，一部新型的《泗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上下努力，

八方支援的结晶。它将为各级领导了解县情、运筹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起到

很好的参谋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编《泗县志》已完美无缺了，缺点错误仍

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各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和所有关心爱护本志书的同志

予以批评指正。

·

2
·

县长李志先

1 988年6月

：●
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l；
} ‘r、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泗县的经济、政

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取平列分目体，以事标目，不设编、篇，各章并列，在。章”一级

。的层次上不标。志”；排列顺序是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

三、本志首列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次为专志，共分33章，顺序

为：地理、人口、农业、林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电力、城乡建设、

商业、粮油、财税、金融、工商管理、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群团、政

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文化、新闻广播电视、教育、科技、医药卫

，生、体育、人物、社会，最后是附录。

． 四、本志编纂体例为编年与纪事本末、纪传诸体相结合，以横为主，纵横

结合，记、志、传、图、表、录综合表述，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五、本志各章内容不划统一上限，凡有资料追溯者尽量向上追溯；下限定

于1985年，个别章节至1984年。

六、‘历史纪年：民国时期以前用旧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

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的。建国前”、。建国后”分别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

八、本志中的各种数据一般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则采用各有关单
7

位数字。。人口”章部分采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

九、关于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

成语。专门名称和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数，分数均用

阿拉伯字。民国以前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年、

月、日用阿拉伯字。

．1．



、十、关于人物：本志按史家通例，生不立传。立传人物原则上限于本籍

人，客籍人在本地对历史或事物发展起推动或阻碍作用并有较大影响者，亦酌

选入传。在本地或外地牺牲的本籍革命烈士，一般予以记入烈士英名录。本志

所涉及到的人，一律直书其名。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省、地、县有关档案、各专业志和采集的口

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引用古志或其他书刊处加引号，以括

号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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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泗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33
o

16 7～33。46 7，东经

117。40 7～118。10 7。总面积1787平方公里，基本呈长方形。西距宿县行

署所在地宿州市89公里，西南去省会合肥市233公里，均有汽车直达。

泗县境内平原面积约占总面积的63．8％，湖洼地约占27％，低山残丘地

约占2．7％，岗地约占6．5％．岗地偏于东南一隅。低山残丘分布于北：西和

东北部．湖洼地多达十四五处，以西南部为最，故古有。地僻人烟冷，鱼多水

气腥”之说。这种平原、山丘相间接，湖洼、岗陵相拱抱的地形特点，是泗县

历史上水旱灾害多见的一个重要因素。丘岗地高易旱，湖洼田低易涝，故旧有

。土皮薄，砂礓窝，庄稼没有野草多，三日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似湖泊”的歌
‘

谣。

泗县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水充沛，霜期短，具有对农作物生长有利的

气候条件。 n|

’

。 泗县古为禹的封地夏丘，历史悠久。清为直隶州，民国期间，先后是安徽

· 省第七区首席县、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解放区淮北七专署所在

地。全县现有1898个自然村，设10区、2镇、47乡，辖4个居民委员会、

461个行政村。人口65万有零，以汉族为主，另有回、满、蒙．黎、苗、壮

等族260多人，约占总人口0．4‰。

泗县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清代，长直沟、吴圩等地有不少农民参加过

捻军的革命活动。民国19年(1930)，在中共泗县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爆发

一次农民暴动，暴动失败牺牲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18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期间，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为抗日救亡和人民解 ，

．放事业英勇战斗，光荣献身的近千人。民国37年，在渡江解放南京战役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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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有lO万多人支援前线。1951年，全县人民为抗美援朝捐献现金近L9’万

元(折成新人民币)，粮食47万多斤。 ．

。

泗县粮食作物有lO多种，产于严岗、齐岗一带的。青秆粘”稻，清代列为

。贡品”。经济作物中的芦竹，是制作·种西洋乐器的发音材料，为泗县特产，

北京，上海等地常来人收购。产于朱山、马厂一带的药用植物半夏：个大，体

圆，色白，粉足，质地优于他产，特称。泗马半夏”。动物，野生的有貉(俗称

狗獾)、黄鼠狼、‘灵猫、蟾蜍等等，’蟾蜍的。酥”，灵猫的。香液”，黄鼠狼的皮

毛，貉的皮、，油，均较珍贵。饲养的山羊，其板皮张幅中长，皮厚细(一般可

剥7"-'8层)，毛粗壮，弹力强，是制作高级服装和西服领带的优质材料，远销

美、英、法和联邦德国等国家，泗县因之被列为全国山羊生产基地县，荣获国

务院颁发的奖旗。

建国前，泗县经济、文化建设均甚落后。农业，由于大量土地为地主阶级

、所占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加上地瘠(据县《土壤志》载，·全县现有区

域内的土地有71．89％是三四等劣质土壤)，肥少，水利失修，灾害多见，耕

作粗放，生产工具落后，科学知识贫乏，农业生产长期低而不稳。1949年，

全县农业生产总值仅2646多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粮食亩产百斤

矿左右．此为正常年景产量，水旱年头则只收几十斤，十几斤，甚至籽粒不见。

工业，基础异常薄弱，1949年全县只有一些私人开设的手工匠铺和作坊，生

产规模小，水平低，机械、化工、电器制造等工业均属阙如。商业，民国22"--'25

年间，全县900多家商店的年营业额最高仅455万元。经济建设落后，人民，

尤其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城乡平民大多是衣无两件整，粗食淡饮，居

室简陋。正常年景，每到春二三月，乡村农户常常是。千家数粒炊，万户吞菜

汤”；城镇贫民且有家无生计，沿街乞讨的。荒歉岁月，更可见。逃荒背乡井，

路有饿死骨”的惨景。它如教育，民国36年的发展高潮期，全县只有小学134

所，学生9471人；普通中学2所，学生约400人；简师l所，学生150人。

卫生，全县只有71个公私立医院、诊所，中、西医务人员(包括走方散医)

不足300人。卫生设施差，医疗设备简陋j防病治病能力甚弱，天花、麻疹、

白喉、黑热病等传染病流行广；危害大。霍乱亦间有发生。出生婴儿死亡率较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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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均寿龄偏低，男女平均寿龄为34．74岁。交通，陆运均是土路，无一条

晴雨通车的公路。水路河窄水浅，只能通行自航木帆船，吨位小，运载能力甚

低。．
‘

建国以来，泗县经济、文化建设经历了一个既有挫折；又有发展、成就的 ，

过程。 ，’

。

1949---1957年，经过土地改革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

系变革，各项事业发展，粮食由耕地面积单产100．4斤上升到156．8斤；农业

总产值5104．4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92．86％。工

业，由手工作坊发展到工厂，工业门类增多，1957年工业总产值42万元，比

1949年有所增长。商业、交通、邮电、文教、卫生、科技等方面也都有较大

发展。

1958年，由于左倾冒进，。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生活

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严重，泗县各项建设受到挫折。农业产量、产值连年

虚假，造成三年人为灾害；商业管理混乱，物资匮乏，市场萧条；人民生活严

重困难。

1961～1965年，冒进、浮夸之风得到扭转，工作渐趋求实，但受自然灾

害影响，各项事业发展水平有很大波动性。其中粮食产量，1961年总产

12148．75万斤，1962年增至14391万斤，而1963年猛降到6115．03万斤，‘

1964年回升为16604．07万斤，1965年又下降到10895．41万斤。

，。文化大革命”中，泗县各项事业受到冲击，损失严重。其中文化、教育等。

上层建筑事业受害尤甚。学校教育质量低，效果差；文学艺术领域禁令森严，

作品贫乏、单调，大多偏颇于政治宣传；社会风气不正，派性斗争激烈，精神

污染严重，流氓、诈骗、盗窃、抢劫、杀人等刑事犯罪增多，社会、工作、生

活秩序极端紊乱。．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制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

开放的政策，泗县逐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i扩大企

业自主权，经济建设活力大大增强，各项事业发展速度加快，成就显著。

农业——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内部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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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增加，生产情绪高涨，1985年农业总产值达26492万元，比1949年增

长9倍多i从1982年起，全县连续4年人均产粮过千斤，成为全国粮食翻番

县之一．棉花、油料总产分别由1949年的30和70万斤增长到1308和4032

万斤以上。蚕茧产量超过40万斤，跨入了全国蚕桑生产基地县的行列。农村

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不断发展，1985年有各种专业户888户，其中67户年总

收入达万元以上。经济联合体127个，固定资产32．52万元，年总收入163．34

万元，向国家提交税金2．05万元。

工业——逐步建立起以建材、轻纺、食品工业为重心，化学、机械工业

为辅佐的工业新体系。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0515万元(按1985年价格

计算)，其中新兴起的乡、村、联合、个体办的工业企业产值4963万元，占

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7．19％。在县办工业中，泗州酒厂生产的。泗州特曲”，

1983年被评为宿县地区大曲酒类第r名。泗县阀门厂生产的Z44H-16Q快速

排污阀，远销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地区、巴基斯坦等国家。．泗

县鞋厂生产的SXV—l型药物布鞋，1985年在安徽省轻工产品评比中荣获第

一，国家轻工业部授予优秀产品奖，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孟仁寿药厂生产的

。八宝眼药”，1984年被评为安徽省优质产品。泗县磷肥厂各项指标完成较

好，1985年2月在全省46家磷肥厂评比中获银杯奖。

商业——逐步建立起以国营商业为主导，供销合作商业、集体商业为助

手，个体商业为补充的商业体系。通过开放城乡集贸市场，疏通商业渠道，商

品购销活跃，市场欣欣向荣。1985年，全县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其

他集体所有制商业机构1100多个，个体有证商户3500多户，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12740万元，是民国25年的28倍。 一．4

交通——1985年有干、支线公路12条和水运码头1处。陆运有248公里

以上的路面可以晴雨通车，占公路总里程的63．6％。车运量48．1万吨，周转

量4701万吨公里。水运，1984年有船舶94艘，年吞吐量9万多吨。

邮电——1985年有邮电局、所29处，邮路单程240公里，农村投递路线

单程3347公里。年邮电业务量525142元。

文化——1985年有县，区、乡文化馆，站17所，电影发行公司1所，电

影院、影剧院9所，电影放映队53个，’戏曲剧团1个，图书馆l所。1982年

以来，有7件文艺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其中14岁少儿杨惠东的国画《我的

·．老师》，获全国少年儿童美展优秀奖，并被选入《中学美术教材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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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1985年有小学452所，普通中学54所，农职业中学4所，师范

卜学校1所。各类学校学生数，与民国36年相比，最低的增长0．83倍(师范)，最高

．的增长63．03倍(普通中学)。成人教育有电大，函授、高等自学考试等，分

’别填补了建国前的空白。
’

卫生——1985年有县人民医院、妇幼保健站、卫生防疫站、卫生干部进

修学校各1所，区中心医院、卫生院11所，乡卫生院16所，村卫生网点434

个，厂、校、机关门诊部、所、室43个，各类卫生医务人员878人；卫生医

疗机构和卫生医务人员，分别是建国前的7．15倍和4．93倍。县人民医院一般

能进行脑骨探查、脊柱吻合、心肌修补等较大手术。疾病防治能力加强，人民

健康水平提高，男女人均寿龄达67．88岁，比建国前延长了33岁多。

科技——1984年，全县有各类科技人员2241人。1981年，县渔场工程

．师王四玉研究成功。鲭鱼人工繁殖”技术，填补了全省空白。1983年，县气象

局主编的《泗县农业气候资源分析与利用》一书，分别获宿县地区和安徽省区

划成果三等奖和四等奖。。1985年，泗县被命名为全国科学普及县。
． 人民物质生活大大改善。1985年，农村人均收入307元，城镇人均储蓄

498元，城乡出现了许多万元户。农村私人建造的砖瓦房和小楼达164．5万平

方米。缝纫机、收录机、电视机、电冰箱等中、高档商品已进入农家。

社会精神风貌有了很大变化。十年动乱中打、砸、抢的坏风气已经肃清，

敬老，爱幼，睦邻解纷，．急公尚义，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常有所见。1984

年，全县涌现出643个。五好家庭”(。五好”是：学习、执行路线、方针、政策

好；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勤奋劳动、勤俭持家好；民主和睦、团结互助、尊

老爱幼、遵纪守法好；计划生育、教育子女好；勇于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

俗、树立新的家风好)。1985年，有16个单位、22个村分别被评为文明单位

’和文明村。

四
’

●

●

建国36年来，泗县各项事业虽已取得重大成就，但距离现代化建设要求

还很远。耕地较多(农业人口人均2．3亩以上)，劳力充足，人民勤奋自强，

有一定数量的各种专业人才，城乡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等内在优势，还没能充分

利用和发挥；工业基础薄弱，矿藏资源不足，劣质土壤比重过大等客观劣势， ，

一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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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能很好扭转或摆脱其影响。中共泗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据此客观实际，

制定了。五个轮子(区、乡、村、联户、个体)一起转”和。十个方面(农、

林：牧、副、‘渔、工、商r运输、建材、服务业)一起上”的总体发展战略，

并且从工农业两个重点方面提出下列措施：

工业：走。内涵改造和外延并重，重点发展食品、轻纺，带动机械、化

工，加强县办工业”和“注重发展乡镇企业，狠抓加工，主攻建材，大力发展第

三产业”的路子，实行以承包为主的各种形式责任制，挖潜结合改造，充分利

用现有技术设备，注重培养技术骨干力量，以加快工业发展步伐。

农业：注重改土培肥，推广农业机械，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和抗灾保产能

力，进一步调整内部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立一个亦

农、亦工、亦商、亦运、亦建、亦服的多种发展渠道的农业新体系。

可以预见，这一战略任务完成之后，泗县的面貌必将大为改观。

·

6
·



西 汉

置夏丘县，属沛郡。

大事记

东 汉

初平四年(193)，曹操军攻徐州，兵洗睢陵、夏丘。

唐

武德四年(621)，析夏丘县一部置虹县。，

武德六年，废夏丘县并入虹县(夏丘县名废)。

贞观八年(634)，虹县隶泗州。

元和四年(809)，虹县改隶宿州。
，

●

宋

元祜七年(1092)，。割虹县的灵璧镇升为县。

建炎元年(1 127)，宋金战争，虹地为金所有(《金史·地理志》虹州虹

县条)。后因长期战争，城郭沦为废墟近60年。

‘——_．

． 兀 ～

至元十三年(1276)，虹复立县治，属江淮行省河南江北道，隶宿州。

‘ l ’

＼i



明

洪武四年(1371)，泗州改属中立府(凤阳府)。

景泰元年(1450)，虹知县王磐重修土城。

弘治元年(1488)，虹知县樊江为土城建造砖石结构城门，上置重楼。

正德四年(1509)，农民起义军王大川，杨虎部7次入虹境，战争纷起。

嘉靖二年(1523)，夜半降陨石雨，红光通天。

万历二十三年(1 595)，虹县改建砖城。

崇祯十二年(1639)，虹城大火，全城延烧过半。

清．

康熙七年(1668)六月十七日戌时，虹地震，城墙倾数十丈。

．十一年，虹令龚起晕编纂《虹县志》，2卷4册。
、

乾隆二十三年(1758)，虹城西关三孔砖桥改建为五孔石桥。

四十二年，裁虹归泗，泗州迁治虹城，是为新(泗)州(虹地改称虹乡，1日

泗州地称泗地1。

五十三年，泗州州守叶兰编纂《泗州志》，ll卷6册(未付印)。

道光十三年(1833)，岁无收，人相食。 ．

咸丰六年(1856)二月初一(己丑)，捻军首领陈秃手率部千余，进袭虹‘

地西北及北部重镇大庄集一带。团练郭得藻率队截击，被捻军击毙。

九年正月，捻军首领张乐行率部由五河入虹境，先后破北乔圩、草沟圩，

并两次攻州城未克。后在草沟遭清军袭击，向南败退，伤亡惨重。

五月二十七日(丙申)，捻军攻占泗州西乡关王庙、王家圩。

，十一年二月初三日(辛酉)，捻军苗沛霖部丁潮臣攻破长直沟。州西10里’

外均为捻军所有．关庙圩、长直沟周围有很多穷人参加捻军。 ，

三月初三日(辛glJ)，泗州州守郑沅率军进剿朱山周圩捻军，于老山南遭．

捻军伏击溃败，郑沅被杀。 ，

九月、十一月，藩司张学醇遣副将宋庆两次督兵攻长直沟捻军，未克。

光绪十四年(1888)，泗州州守方瑞兰和泗贡生江殿飚编修《泗虹合

志》，计19卷8册。‘ ，+

· 2 ·



十九年元月，德国神甫卞良弼在泗城铁市巷南端建天主教堂。

三十年，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泗城人张启厚(字燕昌)榜列传胪。

三十二年，泗州第一所中等学堂泗州日新中学堂和泗州师范传习所，在夏

邱书院开办。 ．

五月淫雨，半收；秋大水，圮城冲桥，遍地行舟。

三十四年，创办官立泗虹初等小学堂和邮政代办所。
’

宣统元年(1909)，创办官立泅州高等小学堂。

二年秋，皖北大水，泗州受灾惨重。

是年，孟仁寿八宝眼药在南洋劝业会上，荣获金质奖章。

三年，基督教传入泗州，在南关设立教堂(俗称福音堂)，发展教徒，开

办教会学校(男校含宏，女校含贞)。
，

中 华 民 国

民国元年(1912)4月，泗州更名泗县，．直属安徽省。

8月13日，划属安徽省第三行政区。 ．

3年5月12日，泗城群众4000人在第一高等小学堂大操场集会抗议。美

孚洋行”倾销洋货，并将查出的日货当众烧毁。
’

是年，县知事赵镜源亲自参加三湾、草沟等小学毕业典礼。 ．·

6年7月，；长勋复辟失败后，所属定武军(人称。大辫兵”)驻在泗城的一

个营于夏历六月二十八日(公历8月15日)夜哗变，大肆掠夺，地方深受其

害，称为。大辫兵之乱”． ‘

秋，土匪与溃兵勾结，抢劫、烧杀，泗县、五河等县纷纷向省府告急。

是年，设立县邮政专局，为三等甲级。

8年5月6日，全县各学校师生，城市居民以及商界人士集会游行示威，

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行动。

是月，泗县学生联合会成立。 ，’

9年，设立电报房。

10年，自夏历五月六日至A)1十六日(公历6月11日至9月17日)，陆

续降雨101天，县境一片汪洋，

13年9月，在徐州中学读书的泗城人王子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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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泗县第一个中共党员。

14年6月12日，在孔庙举行群众反帝示威大会。

是月，成立五卅运动后援会，张一寒任主任委员。

15年10月，王子玉受中共徐州独立支部派遣，返回泗县发展党员，建立

组织，并为泗县妇女界起草了《泗县妇女协会宣言》(手稿保存在徐州市革命

历史博物馆)。

16年4月，泗县商民协会成立，王子玉任会长。 。

17年春，土匪猖獗。城西约20华里的周庄圩被陈茂昭匪众围攻3昼夜：

官府坐视不救。圩破，全庄被杀害200余人，死绝18家，房屋被烧，财物被

洗劫一空。 ．

3月，中共地下工作者郭子化，由庐山来到泗县，在马厂一带以行医为

名，开展农民运动。

6月，泗县农民协会成立，陈馥东任会长。‘

10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共泗县委员会，丁超武任书记。

是年，中国国民党泗县县党部指导委员会成立。

18年3月，马厂共产党组织发动当地商民协会，两次赶跑盐警，并公开

集会声讨县官盐局的罪行。

10月，泅县工会组织建立，在中共泗县县委领导下开展合法斗争。

19年4月6日，中共地下组织以第一高等小学为中心，发动全城师生开

展反对学阀张一寒的斗争。 ．

． ．7月30日(农历六月初五日)，在泗县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南以石梁河

东小魏庄为中心，北在屏山一带厨时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并宣布建立。红军独

立师”。

8月3日，农民暴动武装在黑塔西北唐沟遭敌人围击，最后失败。王子

玉、魏正斌、魏尚书、何凤池、．赵海涛等主要起义领导人均被俘。

8月6日，魏正斌在泗城西关外就义。中旬，魏尚书、．赵海涛、陶士勋等

相继被害。
、

8月下旬，王子玉被解送安庆，次年3月8日(农历正月二十日)就义。

20年春，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强化社会治安。‘
’

’秋，大水，全县麦收三成，秋收L成。 ．

21年七八月间，连刮18天西南风≥全县霍乱流行，死亡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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