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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睢宁县志》的出版，是睢宁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修志是我

国优良传统，睢宁县于明代万历年间已开始编修县志。由于社会变革 、

和战事频繁，迄今已有100多年未有新修《睢宁县志》出版。因此，

重修县志已成为全县人民期待已久之事。

这部新县志是睢宁历史上公开发行的第七部县志，收编的内容

极为丰富。她向人们全面地展示了睢宁的古老历史和社会变迁；详尽

地叙述了睢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忠

实地记载了在革命战争年代睢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赶 ．

走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翔实地再现了全

县人民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英雄业绩；客观地反映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县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为建

设新睢宁所经历的近四十年的光辉历程。这部新县志对于我们了解

过去i借鉴历史，着眼现实，开创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新县志的出版，无疑对我们工作将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 新县志出版是睢宁当代人留给后世子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 ’．·

历史财富。它的出版不仅告慰了古人，激励了后人，特别是在改革开

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将进一步焕发睢宁人民的斗

志，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谱写出社会主义建设更加绚丽的篇
立

‘

．早。
．

新县志在编纂过程中，除了修志工作者作出艰苦努力外，还得到 ，

．

，

，

．

、． 阻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借鉴历史开创未来

了江苏省和徐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的关怀和帮助，各有关单位、专

家、学者也给予了热心支持。因此，新县志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藉此新县志出版之际，向关心《睢宁县

志》编纂工作和为此作出贡献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

中共睢宁县委书记 吕永信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



青

新编《睢宁县志》，六经寒暑，．三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这是

睢宁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它对激励今人、启迪后代

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睢宁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

睢宁县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淳厚、勤劳、善良的睢宁人民，长

期以来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为建设家乡，振兴睢宁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在革命战争年代，睢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

英勇斗争，为保家卫国，除寇灭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1948

年11月，睢宁获得了解放。从此，睢宁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全

县人民在中共睢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百业俱兴，人民安居

乐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改革开

放政策，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编

修新县志，将这些伟大业绩载入史册，乃是时代的使命，人民的愿望。

睢宁县修志源远流长。据史载，曾先后于明万历十四年、崇祯十

五年和清康熙七年、二十二年、五十七年、光绪十二年六次编修县志

(惜前三部已失传)。民国年间两次编修县志，均因故半途夭折。自光

绪十二年(1886)后，志业中断迄今一百余年，其间社会变革殊大，

风情变化甚多。举县瞩目，冀盼新志，以续史册。1980年底，中共

睢宁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重新编修县志。

为使新编《睢宁县志》既反映历史风貌，又体现时代精神，以充

分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坚持历史唯



2 序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又承前启后，贯通古今。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相统一，正确地反映睢宁的历史与现状。

《睢宁县志》的编纂成书，是全县人民通力合作，各方专家学者

和各界人士大力支持的结果，更是全体专业修志工作者辛勤耕耘的

结晶。借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所有为《睢宁县志》编纂、出版付出

心血与汗水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修社会主义新县志是一项科学的社会系统工程。由于我们知

识与能力所限，书中的疏漏或讹错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不吝指

教。

睢宁县人民政府县长韩振美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凡 例

一、全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求实

存真”的方针，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之统一。

二、全志记．述内容，上限不限，下限除大事记记述到1992年外，

一般断至1987年。全志通贯古今，并按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

社会主义革命-9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

、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设篇、章、节结构。大事记编年纪事，适当辅以记事本末。志前列概

述、大事记，志后缀附录。全志以事物属性分类，横排竖写，不受行
政隶属关系限制。 ‘．

’四、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行文使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

和行文规则。
、

五、按照生不立传原jH,0，立传人物以本籍、近代人物为主，主要

记述对睢宁县有重要贡献和重大影响者。

．六、纪年，1 949年10月1日之前，沿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

年；之后采用公元纪年。

七、计量单位，建国前沿用旧制，建国后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数字用法，按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使用。

八、各项数据，以县统计部门汇编上报数字为准，统计部门缺失

部分，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
一

九、全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市(地)县档案馆、图书馆、旧志和

县属各部门编写的志稿和史料。亦有部分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
处。

十、各种名称，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随后用简

，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分别简称为“新中国建立前

(后)"，或“建国前(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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