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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塘镇志》的编写，印刷，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完成这样

一项工作，是许多同志努力的结果。这是令人高兴的。

为曲塘镇编志，这就是为曲塘镇保留一份完整的全面的档案

资料，也可以说是为曲塘镇编写了一部发展史，还可以说是就地编

写好了一本乡土教材。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市镇，曲

塘镇也在进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了这

份档案资料，就可以做到“有案可查黟。建设曲塘，当然要了解

曲塘的历史情况，从实际出发。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了这

部历史，也就可以“以史为鉴黟，在今后进行建设时，按照有过

的过去的得失，运用经验教训，发扬成绩，避免错误的重复产生。

作为一个市镇，在伟大祖国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一点，

不过正是无数的小点，组成了祖国的面积。因此我们爱祖国，是

与爱自己居住的这一点是一致的。也就是爱国与爱乡是统一的。

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建设祖国，首先就应该爱祖国的这

一点，建设家乡。自古以来，曲塘发展到今天，不知经过了多少．

人的努力，做出了贡献。如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许多人

为斗争的胜利，流血流汗，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曲塘的

当地的人和事，都是一代代记住的。先行者是后来人的榜样。这

也就是所谓发扬优良传统。所以我说，镇志也是乡土教材．



曲塘的历史悠久，据说西汉吴王刘濞开凿上官运盐河，蜿蜒

曲折穿镇而过，《卤水赋》中就写过“曲水名区，弹丸小地，河分

南北，桥立东西⋯⋯’’但作为曲塘一镇，尚未有过志书，记载历

史沿革。因此，现在的《曲塘镇志》，是个开创性的工作。有了这

个基础，随着曲塘的建设发展，它也会更加完备丰富的。 ．

按照老的行政区域算，在四十余年之前，曲塘属泰县，所谓

“姜：堰)、曲(塘)，海(安)’’为泰县东部三大名镇，现在则为海

安县所属。我是泰州人，曲塘也算我的家乡。而在抗日战争期

间，我在这里工作过，斗争过。即使伪军二十六师陈才福部盘据

陷塘时，我也进入曲塘镇进行过地下活动。我对曲塘镇是有感情

的，是经常怀念的，所以，当《曲塘镇志》编就嘱我写序时，我是

不能坚辞的。借此机会，祝贺曲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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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设概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卫生，社会篇，

以下分若干章，节，附有图表，照片，记叙以时间先后为序。

． 二，有史以来曲塘无镇志，为了不割断历史，所载资料上溯

不限，下迄一九]k-年底，大事年表延至一九八七年底。 ·

三、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记载，座谈、走访及有关单位提供

的史实为主。

四，不为生者立传。

五、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未设专章，分载于大事年表及

有关篇章。

六．本志各篇内容详略，依所获材料多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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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书画家．中旧美术家协会理事，一⋯玛书法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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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塘镇乍站南路市容一角r一九八五』



中共海安县曲塘区委员会办公大楼

f一九七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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