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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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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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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主任

副主任

《灌云县志》编修机构及人员名录

灌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10月

徐洪松
．．团吴中成

张琪珂 王长杰陆宜轩袁洪宝谢月如 朱鲜龙吴中信

匮圃 池文炜 许关葆 钱如标 汤 震

1986年9月

吴加庆

张琪珂吴中成

汪建中 王长杰 陆宜轩 袁洪宝 陈 琳 许俊玉匮圈
时明安 张真杏吴中信周同余许关葆谢月如 周成奎

张可严以德万锦富徐建华 江希涌 封炬昌

1990年5月

张治法

吴中成张琪珂 。

孙存松王长杰刘佩让刘飚许俊玉 汪登銮陈琳

时明安 范庆余吴中信赵希扬 许关葆谢月如 王启昌

蒋彬袁如华朱嗣桐 陈浩 万锦富徐建华李家岗

江希涌朱光封炬昌

1994年3月

周同余

袁洪宝张琪珂许俊玉

门



委 员 王长杰

葛 莘

李玉林

王建棠

刘佩让刘飚

范庆余吴中信

袁如华张恩忠

潘寅时匡翊

孙汝军

王占荣

姚春元

王爱民

1996年8月

龚瑜臣

沈伯飞

万锦富

孙 明

汪登銮周成奎

孙志敬朱培柱

徐建华李家岗

封炬昌

主任汤建鸣

副主任袁洪宝张琪珂许俊玉孙汝军

委员 龚瑜臣 汪登銮 黄庆柱孙朝熹胡希贵 周成奎蔡同华

范庆余吴中信 王占荣 沈伯飞章东林朱培柱 李玉林

茆贵生 张恩忠 姚春元万锦富徐建华 李家岗 王建棠

潘寅时l王立旭l李明友孙 明 封炬昌

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顾绍平

袁洪宝

孙 明

胡希贵

李玉林

张继明

封炬昌

顾绍平

袁洪宝

孙 明

胡希贵

沈伯飞

杨军

赵国强

姚春元

孙志敬

周虎泉

刘佩让

范庆余

王占荣

茆贵生

王世久

孙绪文

刘佩让

范庆余

陈和平

孙存余

李明友

陈燕海

徐建华

刘以祝

周勤山

1998年4月

张琪珂

龚瑜臣

蔡同华

苏云峰

王建棠

程皆明

汪登銮黄庆柱孙朝熹李明友

唐念慈沈伯飞章东林朱培柱

张恩忠柴林姚春元徐建华

董良华潘万闰潘全如徐开涛

1999年7月

张琪珂

黄庆柱

王 勇

黄玉仁

柴林

徐开涛

修建成

赵恩平

王立华

程皆明
t

孙朝熹龚瑜臣 王旭东唐文虎

王 军陈光亚 马文华钱中和

钱怀芝李玉林朱成和李超

张恩忠苏云峰章东林董良华

阚 明 潘全如 潘万闰孙昭堂

杨长华陈波王世久朱和

颜景明程广流王中和 张敬科

史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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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张琪珂

张真杏

范庆余

孙绪文

副主任冯桂祥

郑厚忠

史国成

灌云县地方志办公室

(兼，1984年10月～1986年9月)

(兼，1986年9月一1990年5月)

(兼，1990年5月一1996年8月)

(1996年8月一1999年4月，其中

1996年4月一1998年4月兼)

(1984年10月。1998年4月)

(1998年4月．1999年4月)

(1999年4月～)主持工作

《灌云县志》编纂人员

总 纂袁洪宝

副总纂孙 明 范庆余史国成孙绪文冯桂祥郑厚忠江尧运

汤成奋

特约编审李明友张可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平淑娟(女)史国成冯桂祥孙绪文江尧运 陈鹏

汤成奋 郑厚忠

摄 影罗海成侍启新曹海晏

主要采编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云青 丁福华万锦富 马保祥

王 沛

牛祥富

刘万锸

江汇荣

伏守岗

张炳超

汪启栋

李新民

汤 震

武宜祥

姚祥麟

唐念慈

王俊玉

尹德昌

刘兴梅

江尧琥

何云

张培通

李 云

沈幼俊

孟凡思

武雨然

徐广琪

顾宝华

王剑贵

冯云寿

刘海滨

孙君

何淑华

张德康

李超

吴中成

孟祥东

金惠生

徐云林

黄玉中

圃
冯欣海

刘斌

孙逊

杜友干

肖正东

李明友

吴征宇

林以胜

赵玉成

徐开勋

梁 军

王立华

王维军

田 军

朱长生

孙炳钺

张 可

陈龙山

李忠仪

吴福田

周庆昭

胡居华

徐兴华

戚其斌

团
王朝阳

田同超

朱兆忠

任学礼

张怀义

陈宜贵

李树德

吴振隆

周启海

姜雨恩

高文明

程民恒

王永登

王智鼎

史洪松

朱祥茂

任芝祥

张秉红

陈益山

李康汇

时明亮

周治平

柳祖芳

袁立春

蒋学群

王步宣

卞光武

史洪路

朱崇华

许守玉

张洪保

汪 辉

李锦富

邱展

侍 昆

柳祖葵

唐占新

焦家成

f岔



万士全

张卫怀

陈华

韩世泳

尤岩

张义壮

花景庭

缪小咏

葛啸飞谢福荫彭增玉 蒯文之路正理

戴淦戴洪桥

地图绘制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灌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灌云县志》评审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世泰

张孝昌

季为群

樊继苏

王庭槐

张尚金

赵匡民

江卫东

张树庄

钱梅

审定单位

江锦尧

李嘉球

郭黎安

中国共产党灌云县委员会

灌云县人大常务委员会

灌云县人民政府

政协灌云县委员会

验收单位

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吕武进

汪文超

屠武周

孙继和

陆永学

葛永明

辉成汁葛潘树平

．

家

掌潘富礼传学掌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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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灌云县委书记汤建鸣

灌云县人民政府县长顾绍平

即将付梓的《灌云县志》，是灌云建县后第一部新方志。她的出

版问世，向社会奉献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为全县人民提供了

一部经世致用的百科全书。这是灌云发展史上一大盛事，也是我县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百花园中绽开的一朵奇葩。

灌云古属海州，始建于1912年，境域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境内

大伊山石棺墓遗址，距今6 500多年，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

文物资料。伊芦山曾是3 000多年前，商朝开国功臣、贤相伊尹晚年

隐居的地方。据《史记》载，“项王之将钟离昧，家住伊芦”。清代板浦

许乔林、许桂林兄弟，曾被誉为“海州二才子”o东辛乡是清代武状元

卞赓的故里。辛亥革命烈士董开基、著名教育学家江问渔、举世闻名

的科学家汪氏兄弟(汪德耀、汪德昭、汪德熙)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中诸多革命先烈、志士仁人，都在神州大地上谱写了一支支金曲壮

歌。指数历代辈出的英才名士，为国为民气贯长虹，给灌云的历史增

添了夺目光彩。

近百年来，灌云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前，灌云人民

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境内灾荒不断，民不聊生。新中国建立后，天

变，地变，人更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灌云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

强，开拓进取，艰苦创业，使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了青春，昔日贫穷落

后的凄凉景象已一去不复返，呈现出的是一派初步繁荣、昌盛、文明、

开放的勃勃生机。三麦单产从1995年起连续三年名列全省第一。

棉花单产从1996年起连续两年列全省之冠，进入全国棉花生产20

强。先后被国家和省确定为旱粮生产基地县，省三麦高产示范县、棉

花示范县、种子工程项目县。工业已拥有轻纺、建材、食品、机械、化

t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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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十大主要产业。获市以上名优产品41个，其中37个获得部级金

牌。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工作都出现

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文化

工程，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伟业。“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这

不但是传统修志的本源，更是存史、资政、教化的需要，是人民的期

望，时代的呼唤。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灌云县已跨入新中国建立

后最好的经济发展时期，“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志书吟咏历代文明，

述说山川风情，描物华，绘天宝，歌人杰，颂地灵。她不仅是一部教科

书，也是一部典籍式的“工具书”，更是反映我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成就的综合全书。《灌云县志》的问世，对于认识灌云，研究灌云，建

设灌云，振兴灌云，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灌云县志》的出版，是全县各界人士鼎力支持的结果，是省、市

地方志办公室和方志专家、学者精心指导的结晶，是修志人员多年呕

心沥血勤奋笔耕的硕果。在此，对所有为这部志书给予关心和支持

的同志，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遵循求真存实原则，实事求是，全面记述境内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记述范围以现在县境为主，县境以外的历史记述，忠于历史

真实，以不割断历史为原则。

三、年代断限，上限追溯到有史可据，下限止1990年。人物篇、

大事记则延至1998年底。

四、采用篇、章、节、目为结构，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

为表述形式。首列概述、大事记，次载分志，末为附录、跋、编后记。

县行政区划图、照片置于志首，分志挨次，图、表随文附置。

五、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传、简介以生年为序；入志人物原

则为灌云籍人。简介主要收录地、市级以上的正职地方干部，部队正

师职以上的干部，专业技术职称在教授级以上的，以及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劳动模范等人物。革命烈士、县、团职干部、副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收入人物名录。

六、历代纪年、地名、党派、团体、政府机构、军队、官职、名物等

均采用当时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略称为建国前(后)o

建国前纪年加注公元年份，建国后一律公元纪年。

七、数据以统计部门统计数字为准。经济数据凡注明不变价

者，均为当年价。

八、数字按1987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以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计量实施细则》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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