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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口村党总支、村委会、居委会领导开会研究工作

▲沙口村党总支、村委会、居委会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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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科特色享誉省内外的城东医院——沙口村村民统筹医疗所在医院

卜沙口小学电脑教室

内学生正在上课

正在游戏

●沙口幼儿园的孩子们



■沙口村陛画展中获奖

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l
普哈丁墓园一沙口村西北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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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口村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经济建设位居

全市前列的明星村。沙口村历史悠久，秦汉时期

这里是长江古道的曲江段。西汉著名文学家枚乘

《七发》一文中所写的“广陵曲江观涛”之盛况，

即指这里。明代嘉靖年间，这里曾是扬州人民英

勇抗击倭寇的古战场。清代学者郑板桥对这里曾

有“十里栽花算种田"的美誉。

沙口人世世代代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解放

前，他们辛勤种地以维持生计，解放后，他们以

种植蔬菜为主，改进栽培技术、改良和引进优良

品种、提高蔬菜产量和质量，为服务城市、满足

扬州市民日益提高的吃菜需求作出了宝贵的贡

献。



·2· 扬州沙口村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后，

沙口人开始放开手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他们

先是大力发展村、组工业，使工业经济逐步占据

全村经济的主要地位，壮大了村级经济，提高了

村民的收入。至九十年代，沙口人根据本村交通

发达、人口稠密等地理特点，开始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转移到第三产业上。

他们大办各类小商品市场、农贸市场、物资交易

市场，发展商贸业、服务业、运输业等，使该村

成为扬州的三产名村。至2000年，该村第三产

业产值达4．3亿元，占全村经济总量的80％，

成为该村经济的主要支柱。工业产值为1．2亿

元，占全村经济总量的19％o二、三产业相加，

占了全村经济总量的99％o这样，沙I：I村就由

昔日典型的农村变成了新型的城市化的乡村，沙

口人从此改变了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新一代的村民。

如今的沙口村已与扬州城连为一体，成为扬

州城的一个组成部分。到处高楼大厦耸立，工

厂、机关、文教卫生单位、商场、宾馆、饭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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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次栉比，宽广整洁的大街一条条纵横交错，马

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沙口村已成为都市化的乡村。

这本书记载的时间截止到2000年，这段历

史弥足珍贵，理应载人史册。由于区划调整，

2002年1月沙口村已划属广陵区，我们祝愿，

在新的政区、新的环境里，沙口村将越来越繁

荣，越来越美好!

扬州市郊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刘在銮

政协扬州市郊区委员会 主席 吴 红

二oo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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