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蛳泉乡派出所

柳泉乡变通管理所

柳泉乡电力管理站



梆泉乡巾心小等

蛳黼鼹柳泉乡文化中心管理委员会

梆泉乡电影院



柳泉乡税务所

梆泉乡邮电支¨

柳泉银行、信用社



梆泉乡煤矿

柳泉争八丁造纸一厂

柳泉乡第三十九建筑工程处



挪见乡引删厂

御泉乡机械厂、农具r

御泉乡化1厂



柳泉供钔大楼

柳泉乡稂油加工厂

高皇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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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泉乡向阳聚三十八孔怂桨大桥

柳采乡向阳槊一级甜水站

向阳渠群英灌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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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中华民族，悠悠五千载。全国有史，记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地乃有志，反映

了各个地方的共性和不同特色，循规载册。史志辉映，构成了我们民族完整而丰寓的体系。

柳泉乡，位于徐州北四十五华里。两千多年来，人们就在这块土盹卜．辛勤劳动，门j自己

的双手创造出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五谷丰登，花草为药，鱼虾味鲜，．n素有五秒通衢之

称。南有秦亭汉桥，北有高祖灵丘，西有古城残迹，东有石户八丁。近代北阀罕张勋曾扎驻

二郎山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9 2 7年就在柳泉诞生。

l 9 4 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柳泉人民得到解放，靓碎了封建枷锁，求得丁自

由，开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勤奋劳动。

志是记实，柳泉乡志在国史来说，虽是沧海之一粟，它却是梆泉乡全面情况的综合著述，

在反映柳泉乡政治斗争和生产过程中升、降，沉，浮，是、非、功，过，可以借鉴，继往开

来可参看．故而修志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l 9 8 6年l 1月，中共柳泉乡委，乡人民政府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指示，成立了

乡志编纂小组。l 9 8 7年2月开始，全体编纂人员，遍查新IN资料，召开各种会议，印发

统计表册，查访函调有关各界人士，6月份开始编写．历时七个月的n,J间完成初稿。经有关

部门审阅，广泛听取了各方面意见，送往县志办公室阅批指正，几经反复修改、补充．最后

经县编委拙准，同意印发·

这部志书记载了柳泉地区的历史沿溯，天文地理、政治斗争、经济发展、文教卫生，名

人轶事、乡俗人情。既有胜利的欢悦，也有磨难的病苦，真实地反映了先人的劳动艰辛，今

人造福的伟大志向，无疑是对后辈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它对过去是个

回顾，对今天是个指导，对将来是个借鉴，确系有益于今，造福于后的历史镜子。

在编写过程中，尽管我们尽上了最大努力，但因水平有限，材料短缺，错漏之处确所难

免，我们深感内疚。在此对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各界人士及各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成柱

一九八九年=f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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