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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桥塘村志》在改革开放，物阜民康的新形势下得以付梓成书，

实属桥塘村，新安乡乃至我市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她的问世，对

于我们认识桥塘、研究桥塘、建设桥塘、将起到重要的史鉴作用。

桥塘，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周朝显王十八年间，这里为

。杨家溜”。唐代李治二十四年间，更名为“桥姑塘”。清代易名为

“桥塘村”。1956年成立新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83年建立新

北村，1999年10月恢复桥塘村。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太白，鲁王

周公旦均在此设过军点。乾隆下江南，曾在此建有行宫。历史的

积淀为桥塘村留下了不少人文景观。历史上战乱频仍，洪灾肆虐。

桥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桥塘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取得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今天的桥塘村是

“徐州市小康村”，“徐州市安全文明村”，“省模范村民委员会”。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古人云：“盛世修志”。随

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编写乡志、村志已成为时代的客观要求。

桥塘村深明修志意义，顺应时代要求，编史修志，以鉴后人，实

为功在当今，惠及子孙的大事。

《桥塘村志》承民族文化修志传统，秉人民史书之笔，集古今

资治文锦，文图表并茂。此志因事而异，追溯发端，下限止于1997

·】 ‘



年。大事记始于1912年，止于1997年底。全书15章56节，附

录5节，共计30万余字。此志充分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坚持了细、全、实的原则。评价历史公正客观，力求反映本来面

目，使其充分发挥“资攻、育人、存史”的作用。附录备有历史

顾问，政策法规，小知识，荣誉库等栏目。此志既是一本实用的

工具书，又是对青年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一本很好的乡土教

材。

《桥塘村志》编写历时3年，数易其藕。其间得到社会各界支

持，倍受各级领导关注。全体编纂人员呕心沥血、辛勤笔耕。回

顾志书编纂之艰辛，历览桥塘沧桑之巨变，都令人感奋。在此，我

对为此志付出心血，为新沂文化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敬

意。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任重道远，前景光明。新沂

人民已在这块祖辈生息的热土上绘出了宏图，建立了功业。我相

信，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正确指

引，有全市各级党政组织创造性地工作，有广大干部群众的团结

拼搏，新沂一定能顺利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新沂的未来

更加美好!

是为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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