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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努力，《泰州志》终于脱稿，即将付印面世。这是我市精

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全市人民盼望已久的大事，令人十

分高兴。

泰州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自西汉海陵县起算，已有2100多
年的历史，素为人文荟萃之邦。南宋至民国，先后修志14次，现存志

书、志稿8部，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此次编修的《泰州志》，既继承

了传统，又有所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记述泰州的自然和

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第一部新方志。它不仅为了解泰州地情提供了丰

富的资料，也为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爱乡教育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十

年来，修志人员不畏艰难，不慕荣利，辛勤笔耕，默默地奉献。我们谨

代表中共泰州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向所有关·

心支持《泰州志》编修工作的部门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泰州地处里下河地区通往长江的必经之路，历来是苏中经济发

达地区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国民经济第八个五年计

划期间，泰州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1993年，进入全国明

星县(市)的行列；1994年、1995年，连续被评为全国小康县(市)；

1995年，名列全国百强县第54位。可惜《泰州志》下限止于1987年，

此后的情况无法反映。我们希望这部志书出版后，有关部门再接再
厉，认真搜集1987年以后的各种资料，为下届修志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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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希望全市人民团结一致，努力拼搏，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载入新的史册。

《泰州志》的编修历经数届政府，我们主持党政工作期间，恰逢成

书出版，欣喜祝贺之余，谨缀数言为序。

中共泰州市委书记 蓑素群
泰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旎孕譬

199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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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求实存真

的原则，全面记述泰州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记述范围基本以现今泰州市行政辖区为界，“建置区划’’等少

数篇章，涉及历史上海陵县、泰州、泰县在今泰州市辖区外的部分。

“泰州”一词除指行政区划外，作为地名，依习惯指称城市及近郊。‘
． 三、取事通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因事而异，不求一致。28篇分

志下限一般断至1987年，个别事项略有延伸；“概述”、。大事记"、

“人物传”、“附录"断至1996年9月(其中统计数据至1995年底)。
、

四、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照)、表、录诸体并用。采用语体

文。
‘

。

五、本志以28篇分志为主体。分志以事设类，不受机构隶属关系

限制。’各分志均设章、节，部分节下设目与子目，少数篇章有附文。

六、分志之前为“概述"、“大事记"，分志之后为“人物传’’、“附

录"。“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人物传"主要记载今

。辖区内古今人物，籍贯均以其出生时行政区划名称为准。今辖区外历

史上海陵县、泰州、泰县的人物，择影响尤大者立传，同时注明今所属

行政区名称。民国以来在泰州活动的客籍人物，亦酌情收录。生不立

传。人物排列以生年为序。 -，

七、清代及其以前纪元，于每节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
纪元不加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按民国年份加1911推算。1949年10

月开始采用公元纪年。本志所述“年代”，均属20世纪。记述中的“解
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1月21日泰州城区解放为界；“建国

前"、“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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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名、朝代、政府、党派、职衔等，均沿用当时名称。各种名称

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酌用简称。

九、数字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

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货币与

计量单位按各时期通用名称记述。1 949"--'1953年的人民币币值，除个

别注明者外，均折算成新版人民币币值。

十、统计数据主要依据统计部门资料，少数采用有关单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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