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霪黼勰蓑赵少麟淮阴市人民政府市长～／∥明

淮阴，是淮、沂、沭、泗水下游一块古老而饱经

沧桑的土地。淮阴境内曾发现四五万年前的人类活

动的见证，一度被称为“江苏之最”。先秦时期，淮阴

是徐文化的中心地域，是吴邗沟、古善道等南北水

陆交通干线的经临处。当时，淮阴有“交通、灌溉之

利甲于全国”的美誉，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名人辈

出。 ，

然而，魏晋以后，南北对峙拉锯，境内兵连祸

结。南宋以后，黄河夺泗夺淮，肆虐700余年，更导

致淮阴农业经济的严重“倒流”。近百余年来，淮阴

则相继经历了黄河北徙，漕运停废，铁路绕道，盐运

异途等重大变故，使“九省通衢"、“七省咽喉’’的地

位尽数丧失，河、漕、盐、榷之利陆续易手。加之稍后

内战迭起，异族入侵，到全境解放前夕，2万平方公

里的淮阴大地几乎是一片赤地，万户萧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淮阴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农业，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基本上

建成了能蓄、能排、能灌、能降的水利体系，从根本



上改变了过去“洪水走廊”、百孔千疮的山河旧貌。同时，经过逐步改革

耕作制度，大力繁育和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提高植保技术等，促进了淮

阴农业迅速发展，又使淮阴一跃成为全国新的重要商品粮和副食品生

产基地。

工业，则在初解放时的几个“随军打游击"工厂的基础上起步。经过

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和发展，目前已初具规

模，基本形成了以食品、轻纺、农机、化工、建材、冶金为支柱的具有地方

特色的工业体系。

淮阴资源丰富，可耕地面积1251万亩，水蕴藏量年均460亿立方

米，岩盐、石英砂、凹凸棒土、石灰岩、白云岩，以及石油、天然气等非金

属矿产种类多，蕴藏量大。这些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也在改革开放的

年代先后起步，并取得喜人的成果。

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其他诸多原因，淮阴的发展在江苏省

辖市中还比较落后。作为中共淮阴市委书记、淮阴市人民政府市长，我

深感任重道远，决心和全市一千万人民一道，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

展，坚韧不拔，万众一心，共同创造淮阴辉煌灿烂的明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未来。《淮

阴市志》立足当代，统合古今，横陈百科，纵溯千年，系统记述了淮阴地

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有着重要的“资政"作用，是我们鉴往

知来，认准路子，奋力拼搏，走出低谷，开拓前进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

向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的好教材。

《淮阴市志》的编纂，八经寒暑，数易其稿，终成巨帙。其间，受到很

多老同志和侨胞、台胞、港澳同胞的关怀和支持；得到不少方志行家的

热心指教；得到许多档案馆、图书馆的资料帮助；市直各单位和各县

(市、区)地方志办公室积极配合，通力合作；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在

人力和经验不足、资料短缺、办公条件比较艰苦的情况下，勤奋工作，付

出了大量辛勤劳动的汗水和心血。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同时，我希望全市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读志用志，使《淮阴

市志》在淮阴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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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市的自

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 一

二、本志记述范围一般以本市现辖地域为准，突出市区，笼罩全市。．时间上限

因事而异，量事追溯，下限一般截止于1987年底，人物志延至1993年底。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志’’、“传"、“考”、“图’’、‘‘表’’、“录”，以“志"为主。行

文用语体文。本志以“史略”置前，不设“大事记"，而以时间为序，制“事件索引"(又

制“人名索引’’)于书后。“史略’’以下，设54卷。记述层次为卷、章、节、目，少数至子

目。
’

四、被立传和简介者均为已故人物，入表录者则不受此限。立传、简介人物侧

重本籍，兼收外籍，排列以卒年为序。市区籍烈士亦入表录，各属县烈士，因县志中

已载，故只记各县烈士人数。

五、历史纪年：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重复出现同一年号，只

在首次出现时夹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淮阴市全境第一次

解放是在1945年9月22日，第二次是1948年12月12日。本志所称“解放后"，系

指第二次；如指第一次，则在“解放’’前面加“第一次"三字。 。

六、行政区划、机构、职官及地名、计量单位、货币面额等一般依当时名称，需

用简称者，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古地名视需要夹注今地名。朝代名称沿用历史正

称；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可

简称建国前后。

七、各种数字书写规范，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

八、本志所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统计数字，以市、县统计局的为准；如统计

局缺，则使用有关部门的数字。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各类档案、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刊和专著，

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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