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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徐州市郊区区委书记张广伦

群盛世修志抑，自古亦然。值此深入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年

代，编纂志书提到了议事日程。修志工作是前入遗愿，后人期望的千

秋大业，’“记陈事供所鉴，记新事供所用”。此乃修志之目的。

徐州遍及遗台故垒，名胜古迹，风景怡人，是人文荟萃的历史文

化名城。新中国成立后，百业振兴，成为新崛起的工业城市。郊区是

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山绿水，资源丰富，交通方便，得天独厚。为支援

市政建设，服务于城区，作出重大贡献b将郊区发展的史实编成铸今

熔古，彰往昭来之志书，既可提供资政，又可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对两个文明建设有特殊意义。

郊区政府于1986年7月，始建编志办公室，着手征集自1912年以来

的各种文献资料。区属党政军各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各乡党政提

供了大量宝贵材料。由区志办的同志历经三年，废寝忘食，纂成《郊区

志》初稿。1 989年5月，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持召开了评审会，对初稿

进行审议，发了合格证书。区编纂委员会又听取各方意见，修改增删

成《徐州市郊区志》。

该志，除统计表外，有四十余万字，开篇有序言、概述，大事记，

以下按门类分成八编四十五章，记载了郊区沿革和各行各业的起始、

发展，现状，寓经验教训、事物辨证规律于叙述之中，末加褒贬之词，



尊重史实，详今略古，具有资料性、真实性和科学性，是一部成功的
志书。

适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谨以此志书向国庆献
礼! r，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

二、该志年代断限：、《灾情》项上限于汉代，《大事记》上限公

元1912年，全志下限于1987年。

三、郊区志以记、述、志、传，图、表体例，事以类从，横分竖

写的原则，记述各行各业的发展与现状。 ．

四、本志部分篇章设无题小序，各级机构的变更皆于小序中叙

述。

五、工农业等统计数字，来源于郊区经济委员会《统计资料汇

编》。

六、志中诗词引自《徐州府志》《铜山县志》及《唐宋诗词选

集》o ．



概 述

徐州市郊区地理座标为东经117。67331；至117。17739"1。北纬34。11755"至34。20727伊之间，

东西宽34．16里，南北长31．54里。全区面积l 293．3平方里。地处平原与丘陵之间，有近60座

山。其中：泉山山峰最高，海拔为238．2米。公元1944年前，未曾有过徐州市郊区建置。

194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南部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鲁南区党委)，为了开展工作，

而成立中共徐州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郊区工委)。书记陈瑞生。鲁南区党委并将这时

运河县的永河，王台、贾柳三个区划归郊区领导。1946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重兵把守

徐州，镇压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郊区工委按照上级党指示，实行战略转移，把工委人员分散

到铜山县北部农村等地，开展游击活动。1949年5月，徐州市人民政府成立第一区区公所下

淀办事处和第三区区公所奎山办事处，分片管理郊区。同年8月，撤销上述二办事处。1950

年12月恢复中共徐州市郊区工委，书记任广修，副书记孙耀南。工委下设办公室、组织部、

宣传部、农工部、共青团、工会，妇联等机构，领导群众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同

年，开展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1951年1

月，成立郊区办事处，主任任广修、副主任崔仁甫、孙耀南。1953年5月，撤销郊区办事

处，所属单位分别划归市内各区管辖。1957年5月，成立徐州市环城区(即郊区)人民政府

和中共徐州市郊区委员会(简称区委)。区委开展反击右派斗争。1958年撤销环城、贾汪

等4个区，重新组建郊区人民政府与中共徐州市郊区委员会。区委开展“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矽运动。郊区农民集体吃住，过军事化生活。工业“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完不

成炼钢指标，就把饭锅等铁器砸烂回炉，算新炼出的铁，刮起了浮夸风和“共产风"(平均

分配劳动所得)，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丰产没丰收，出现严重灾荒，许多人患浮肿

病。1960年3月，撤销郊区建制，其下属单位划归城区领导。1962年7月，恢复郊区办事处

和工委建制。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给文化教育等事业带来严重损失。“支左’’解放

军进驻郊区，成立区临时工作组、核心领导小组。1971年撤销临时工作组，成立郊区“革命

委员会"。区委书记郑林(军代表)副书记李锦亭，刘德纯(军代表)、赵守良。1972年2月，

区委书记李锦亭、副书记吕怀子(军代表)，辛原，刘笃恒。1973年恢复市农林水利局。

1974年， “支左黟解放军撤出郊区。1978年，撤销郊区建制，成立徐州市农林水利办公室和

徐州市农林水利局、徐州市社队工业局。1981年成立市农业委员会，撤销农林水利办公室。

1983年，撤销市农业委员会，农林水利局和社队工业局，恢复郊区人民政府和区委建制，至

今未变。

区内有汉、蒙、回等15个民族，1987年总人口l 145226人，其中农业人口l 95494人。境

内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在个别年份里偶而出现过摄氏43℃的高温和零下22．6℃的低温，常

年气候温和，宜种稻、麦、林、果，发展畜禽，水产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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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徐州地区就开始种植水稻，因频繁的战争及黄河的多次溃决，水系遭到破坏，

水灾过后就是旱灾，无法再生产水稻。所以，自元朝起，郊区只能种早粮，1948年前，粮食

亩产很低。1949年，全区夏粮亩产75斤。秋粮亩产97斤，1959年，郊区粮食亩产218斤。1964

年，试验旱改水，1966年实行全面早改水，粮食亩产1000斤，个别村粮食亩产1500斤。1970

年前，全市冬天需要的蔬菜是从江南调拨的。盔文化大革命”时期，矗割资本主义尾巴挣，想搞

副业的人不能生产工副业产品，大部分农民连自己家吃的蔬菜都很少。1972年由于扩大了蔬

菜种植面积，不断改进种菜技术，增加了产量，而缓解蔬菜紧张。1976年，粉碎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区政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则狠抓了农

副业生产。1983年，区政府坚持“稳定粮食、蔬菜耕地面积，推广优良品种，主攻单产，立

足抗灾夺丰收矽的方针，而获得连续三年粮菜大丰收。郊区林木复盖率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15％，荣获省绿化先进单位称号，绿色企业之一的徐州市果园，不仅成为郊区的重要果品生

产基地，还是副食品生产较好的单位。果园现在又分出一个盆景园。区政府根据“服务城

市，富庶郊区"的方针，正在加快发展畜禽和乳制品生产。1956年，郊区只能生产鲜牛奶，

没有其它乳制品，有奶牛91头。1978年，能批量生产麦乳精等省名优产品。1985年有奶牛

2120头，并能生产出固态、液态两大形态的系列化全省名优乳制品。1987年，全区乳制品稳

定增产。年产禽蛋648万斤，生产成品鱼228．4万斤。1988年，区政府拟定了“菜篮子工程一，

新建大型“徐州种禽场”，为建设商品基地创造条件。

解放后，区人民政府不断整治农田水利，每年冬春季节都去筹集资金，动员民工疏浚河

道，修筑堤坝，排涝泄洪。特别是1983年、1984年，市郊组织了百万民工开挖徐运新河，修

理云龙湖大堤护坡。同时还整治农田三沟，兴建桥，涵、闸等配套项目三百多座。1987年，

全区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三，大大改善了农业、蔬菜生产条件，亦为工副业

生产带来便利。

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8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

为9．80万马力，1987年是10．8万马力。目前全区有农用载重汽车560辆。

区、乡办工业企业和农业在1982年开始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1984年底，区政府贯彻

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区、乡、村办工业企业予以整顿，进一步完

善经济承包责任制，并积极开展横向联合。因地伽宜地学习江南经验，更新商品经济观念，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新产品开发，坚持乡、村，队(生产队)、联(新经济联合体)、户(专

业户)五个轮子一起转，实行工(工业)，商(商业)，建(建筑业)、运(运输业)、服(服

务业)五个层次同时上，而加速了工农业发展步伐。1985年现价社会总产值：33495．42万

元。区，乡、村三级工业企业年总产值19316．1万元，1987年现价社会总产值为40668万元。

工业企业年总值23071．4万元。其中乡镇企业总产值为19781．07万元。同年，联合体经营者和

个体专业户3011户，其产值数百万元元。

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人的劳动技能也得到提高。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1957年，

郊区每一个农业劳动生产率为206元，1976年则上升到504元，1985年为1131元，1987年，高

达2537元。郊区工业企业起步晚，70年代以前工业企业很少，工业劳动生产率亦较低。1985

年，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为7900元。1987年，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达到1．08万元。

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乡村建设与人民生活亦有改善。现在全区农村基本上实现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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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仅有花园式的学校、工厂，还有沈场、奎山，黄山垄、王场等花园般的高层建筑新

村。农民每人平均新建用房1．5间。农户亦用上电冰箱、彩电。95％以上的群众吃上了自来水

和农用照明电。1987年，全区人均收入804元，郊区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昔日破敝不堪

的城郊，而今是旧貌换新颜。

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区政府不断发展教育事业。郊区于1908年前所建学校，都是私

塾。1909年，兴办了开明学堂、杨庄民办小学。1931年夏，郊区创建第一所农业中学，(下淀

农业学校)，创建人是苏企陆。两年后，该校由民众教育馆接收。1938年日军侵占徐州地区

后，郊区教育事业和其它敌占区一样，每况愈下。解放后，除恢复原来小学(包括少数私

塾)外，1956年，下淀乡王庄办农业中学，简称农中。同年，市政府于城郊杨庄办起第十初

级中学。1969年，在四乡成立四所区属普通完全中学。1975年区办事处建“五·七’’农业大

学(一九七八年撤销)。1976年徐州市果园创办口七·=一刀工人大学(相当于园艺校)，郊

区同时发展了职工业余教育。目前全区有49所小学，6所中学。在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中，

有部分毕业生成为国家干部和教师。郊区二十七中毕业生鲍传运，现在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团成员。小学中出现了“英雄少年"许吉林。

郊区没有中等技校与高等学校。1958年市政府开始向该区统配中专生及大专生。现有科

技人员485名，其中有农民技术员76人，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进行了辛勤的劳动，并取

得重要成果，而受到省、市表彰与奖励。

徐州市人才荟萃，社会名流较多，郊区也有不少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同志。他们当中有

“扫素写道径，笔精妙传神”的八十年代书法家，早期有原中央民族歌舞团尉团长(共产党

员)李尼、原铜北县工委书记李益民、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一二·一"运动四烈士之一共

产党员潘琰等人，是“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的抗日战士、民主革命勇士，为党的事业

作出了重大贡献。 、，

市郊优势多，山色青黛，逶迤四合，壮为前观。境内气候宜人，风力资源丰富，还有石灰

石与粘土及煤炭等资源。同时潜藏着水力资源。1958年改建的云龙湖，面积大于杭州西湖，

目前是郊区最大的水库，亦是将来的八景游览胜地。1988年市政府在郊区和锕山县交界处，

城东北荆山桥附近，发现了大量的地下水，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市郊交通发达，既有京杭

大运河的万寨港，徐州港客货航运之便，又有京沪铁路及陇海铁路纵横四方与四通八达的公

路网，1988年开放了民航机场，从而构成畅通无阻的水陆、空运输线，便于商品流通、集

散，可促进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市郊境内既有徐州最大的公园“彭园"和苏北最大的泉山自然保护区与古今闻名的云龙

山、九里山、子房山及驰名中外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淮海战役纪念馆刀等名胜，

又有石桥汉墓葬品、狮子山汉陶俑等文化遗址，“处处人惊叹，观者自动容"。昔日的荒山

秃岭，今已成为“芳树集花红，群茑乱晓空"的生机勃勃的新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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