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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先烈乡志》在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出版问世·是我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o《先

烈乡志》出版问世，实现了全乡人民的愿望，实为乡内一大喜事。为此，我表示衷心的祝

贺。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出一系列正确的

方针、政策，但全国各地的地理，经济资源等条件都不相同，如何从我乡实际出发·正确

执行中央的指示．确非易事．这些年．我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指示文件时，总是首先分析

我乡的实际情况，努力寻求符合我乡实际的最佳方案，扬长补短。实践使戮体会到，要领

导坷一个乡的工作，不仅要认真研究f{t央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深刻了解乡情、，不仅要汰

识现状，而且要弄清历史脉络。《先烈乡志》本着详今略古、立足肖代，回首过去．放眼

未来的原则，搜集了我乡自然和往会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竹观矗加以分析研究，去芜每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予以记载。尤其是解放以后的

史料．茕以争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司题的决议》为准绳，如实地记载我乡

各项工住的胜利和曲折．这对于我们认识先烈乡情，探术先烈乡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正确

决策，无疑会起到很大作用。

《先烈乡志旁的编纂成书，是各单位及知。青者大力支持的结果，是上级领导部门精心

指导的产物，也是修志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借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所有为《先烈乡

志》编纂出版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

吴 连 洲

一九八九年十．-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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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二)

先烈地区在民国期间，水利失修，易旱易涝．荒歉之年甚多I水面虽广，不兴养鱼．

只捞不养，水产日少；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广|大农民租重税多，缺吃少穿，生活十分穷
／

苦。 ‘

民国3 2年(1 9 4 3年)，中国共产党在先烈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先烈地区周围的时埝，溱潼、姜埝，曲塘、海安，富安、安丰、东台等

地，先后为日本侵略军、汪伪军-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所占领。中国共产党时埝区在这一5

地区领导的游击队，四面受敌，斗争异常残酷。很多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留下了7
二 ‘

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烈地区人民在党．
：

和政府的领导F，兴修农田永利，开发水利资源，深化农业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地；

方优势，发展乡村工业，积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本乡发生了可喜的变．

化。全乡已有95％的农民住上了新瓦房，3 0 0多户农民盖起了小楼房．电视机、洗衣机，

等高档商品，已进入农民家庭。乡机关所在地，工、商业，不陆交通、文教卫生事业，皆；

较发达。新街宽阔，市场繁荣。整个先烈乡巳由贫穷落后的穷乡僻壤变成了美丽富饶的鱼

米之乡。 、

。

记述先烈乡建困后的巨变和“两战帮时期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对先烈乡的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犬有裨益的。为此，我们特在上级领导的指导下，组织专人编写

了这部《先烈乡志》。

这部乡志，通过先烈乡历史和现状的记叙，有力地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

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通过先烈乡建国后经济建设兴衰起伏的记述，清楚地说明了一个

无可辩驳的事实一一只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丰硕成果。通过革命先烈生前对敌

斗争萼迹的叙述、不仅重现了他们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崇高品质，而且也是进行革命传；
i

统教育的生动教材。通过建国后各条战线发展情况的记载，深刻地显示了广大干群振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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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革命精神，她是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的珍贵课文。

我们深信，广大读者在这鄙乡志的启迪下，在先烈们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奋力向上，

勇往直前，定可使先烈大地开放出更多“四化"鲜花，让《先烈乡志》续写上更多能够继

承先烈遗志的光辉事迹。

沈 浓 ．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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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例
一，术。I-：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兰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对先烈地区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及现状，系统地进行叙述，力求达到“资治、教化，存史、致富矛的要求．

二，本志取事，立足当代，详今略远。断限时冈，上限一般自民国元年(1 9 1 2年)开

始，有些事追溯历史渊源，下限断至1987年底。

三、现先烈乡境大部分地区曾属过时埝、台南、城南等区，因此，对该时期内发生的

对全区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亦予记载，以保持资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四，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结构为编、章，

节、目四层。采用以志为主，志、记，传略、图表并用的综合体裁。首凋“概述劳和“大

事记一，然后本着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进行排列．

五，“大事记露为编年体，按时亭一事一叙。对季节明，月，日不明者，以季记事；

对年份明，季，月，日不明者，在当年末以。△一为事件的区分标志。

六、本志着重记述乡境现代历史和当前状况，充分反映革命斗争，社会变化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基本侍况，尤其着重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改革成就，以

体现金乡人民爱国爱乡，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和伟大业绩．

七，对凡是先烈乡特有的事物以及影响较大、教育意义深远的史料，均立专章，专节

进行记述．凡涉及副全县、全囝共性的内容，一概从略。

八、根据修志惯例，不为生入立传，只为影响较火的革命烈士立传。外省劳模和知名

人士，只设人名录，不予立传。其典型孥迹，则散记予有关章、节之中·

九．本：占按照。宜分散不宜集中，宜粗不宜细"的原贝lJ，对历次政治运动，分散记予

口大事记一和胄关章．节中·

十，对无从盘考的史料，一律不予记载。
‘

十一、建国后、一般选用1957．1965．，1978，1987四个有代表姓年份的统计数字。

有些较为重要的项目，则取其历年统计数说明问题，没有搞“一刀切节·

十二、对f：lj史的兴衰，事倩的成败，人物的功过．是非，除在夺序中，适当议论外，

一律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十三．本志一律采用现代汉语，进行记述。志中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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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内括号中的拼音，是按方

言读音拼写的．

十四，对历史纪年用当时年号。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概用公元纪年。

十五、本志资料，大部录自县档案馆和乡档案室，部分来自有关单位及知情同志的口

碑资料。所有资料，皆去粗取精·反复核实、考证，力求真实可靠。

十六，志中“先烈地区嚣，指先烈乡现境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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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先烈乡位子东台具西南边境，属苏北里下河地区，东邻梁垛，安丰两镇，北接台南乡，

西毗时埝镇，西南连溱东镇，南与海安县的自甸、瓦甸两乡隔南官河相望。境内较大的自然

村庄有lO个。 全境东宽西狭，呈桑叶形。东西长11．8公里，南北宽5．9公里，总面积43．66

平方公里。1987年辖24个村，场，147个树民小组，计9041户，30918人。人口中非农业人口

877人，农村劳动力17632人，均为汉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12人。耕地面积41782

亩，人均耕地1．35l亩。 ：

境内地势平坦，气侯温和，四季分萌，土壤肥沃，河沟纵横，港汉交错。平均真高2．8

米，最高点真高3．2米，最低点真高1．4米。平均温度14．5。C，最高温度38．6oC，最低温度

零下12 oC。年平均降雨量1115．2毫米，集中在6至9月。主要河流有东西向的安时、红光，

南官等河，南北向的先东、先进、先胜、先锋等河。安时公路，先胜公路成“丁一字形，同

六烈桥连接。水陆交通，甚为方便。 。

民国期间，先烈地区先为东台县时埝、安丰两市辖地，后为东台县五、六两区管辖范

围。民国3z年(1943年)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带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以后曾隶属过紫石县

(海安县)，东台县的仇时，仇湖、时埝、城南、台南等区。甲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

称建国后)，分属吲埝．安丰两区。1957年撤区并乡时，由原时埝区甸港、建设两个小乡和

振中、谢谭两个小乡的部分地区，合并成立为先烈乡。1958年9月人民公社化时，先烈、潦

东、时埝、进胜四个大乡合并为时埝人民公社。1959年2月，人民公社划小，原先烈乡和从

安丰人民公社戈{I来的缪陆、姜凡两大队，组成先烈人民公社。1983年12月，政社分设，仍称

先烈乡。 ’ ’

，
，．

全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有4 2位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

命。今先．张乡的乡名及乡境内的沈波、振中、存山、沙杨，六烈五村的村名，六烈桥的桥

名，均是为纪念革命烈士而命名。

乡机关驻地后港村，因庄后有河港而得名，距东台城2l公里。建乡前，为一仅有140多

户700多人口的偏僻小村。建乡后，由于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设置，村南大河北岸，逐渐

形成一段100多米长的小街。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原小街巴不适应，遂于1974年在村南大

河南新辟了一条尔西长1．5公里、南北宽16米的大街。商店、机关、企事业单位分布于大街

两侧，有楼房30多幢。现后港村和坚强村已连成一片，共有7500多人，小集镇规模巳初步形

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下简称建国前)，先烈地区以农为主，一年稻、麦两熟，棉

l



田很少。由于水利多年失修，荒歉之年甚多，产量低而不稳。工业只有几家私人开设的小

型油坊、酒坊和糖坊。商业只有10多家私人开设的小商店。水面虽广，不兴养鱼。交通、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不发达。人民生活十分贫苦。

建国后农业发展较快，工、副虽亦有发展，但在70年代以前，因受搿左一的思想影

响，步子跨得不大。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

业，，(农业，工业，副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1978年农，工，副产值的比例(以百分比计

算，下同)为l 59．4：29．1：11．5，而1985年则改变为I 29．6；58．5：11．9，工业产值开

始超过农、副皿产值之和。1987年工业产值占。三业一产值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农，

工，副产值之比为l 18．3：72．4：9．3。 ，一

’

J987年全乡工业企业有209个，其中乡办20个，村办107个，组办25个，联户办n个，‘”

户办46个。在乡办厂中，东台县耐火器材厂较火，1987年有职工4S1人，楼房两幢，固定

资产l26．81万元，产值658．30万元，人均产值1．42万元，利润27．87万元，人平利润6 1 8

元，厂内出产的高铝纤维、轻质砖等名优产品，远销国内28个省、市、冉治区。全乡工业

行业有建材机械、化工、食晶、翅料、工艺美术等。?‘ ，

农业生产，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神采取0‘兴修农田水利、改革耕作制度、实行稻、

麦、棉、绿肥轮作等措施，特别是1982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棉产量大

幅度上升。1987年粮食总产18114．7吨，棉花总产1041．8吨，为解放初期194"9年的3倍和

2．1倍。
’

副业生产发展也比较快，特别是水产养殖业发展更快。1976年在东台县境内率先试行

网箱养鱼。1986年被列为汀苏省和东台县水产养殖重点单位o 1987年底全乡有水面5 5 8 0

亩，水产总量542吨。江苏省、盐城市和东台县曾先后16次在本乡召开养殖现场会。《新

华日撤》，《致富摄》均刊载过本乡渔业生产的有关文章。．

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在1s78年放宽政策后，均有很大发展．1987年底全

乡有供销社和集体商店门市部49个，户办商店330个．个体运输户193户，服务网点71个。

。文教卫生事业也相应地彳『了较大的发展。1987年底有幼儿园l所，幼儿班21个，小学

16所．中学4所．在校中。小‘学生3345人。初等教育普及率达97％。各校设施较好，获盐

城市“一无=有黟(校校无危险房屋，班班有教室、学生个个有课桌凳)奖。教师的教材、

教法考试，全部及格，受到盐城市的表彰。本乡还有成人教育中心校l所，职工学校2所，

农校班21个。有文化站1个，影剧院1个，电影放映队2个，．卫生院l所，树卫生室2 3

个．体育工作被盐城市和东台县命名为_体育先进乡一。 ．：

建国以后，全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为显著．

1987单人平收入613．86元，为1959午47．93元的13倍，为1978年197．81元的3．2倍。 ，

2



大事记

民国元年(1912年)实行地方自治，先烈地区处于删埝、安丰两市境内。

民国3年(1914年)海水倒灌，庄稼失收，大闹。咸水荒黟．

民国5年(1916年)夏季干旱，河底能跑入。秋季倒河塘，农田淹没，先旱后涝，灾情

严重。

民国6年(1917年)10月8日，地震。14日复大震，墙窗动摇．立者头目眩晕。18日微

震。垂

民国7年(1918年，夏秋季霍乱流行，地方缺医少药，民众迎神会，求助于迷信活动。

民国lO年(1921年)倒河塘，西水横流，秋熟伦物失披。

民国11年(1922年)春季虫害，夏秋季雨害，庄稼三种三改．

民国12年(1923年)小麦发生口雄黄瘟一，农民形容收的小麦是；细粒子能穿针，大粒

子随风飘，出售无人要，磨面没味道。 ．

民国16年(1927年)水稻大面积发生虫害，造成稻穗白秀．

民国17年(1928年)大旱年，田地龟裂，农民在河心挖井取水。

民国18年(1929年)市、乡改为区，全县划为9个区，先烈地区属第五，第六两区。

民国19年0930年)大旱，河底能行人，庄稼失收。

民国20年(1931年>7月13日。发生巨风暴雨，一天水涨I米多。住在单舍上的人，皆

葬身鱼腹。先烈地区，尽成泽国。这次水灾为明，清以来六百年未有的大水灾。

民国21年(1932年)夏季霍乱大流行，后港．陈庄、倪莫，孙庄，甸张、雍庄，姜凡等

较大的自然村内，患此病死亡者很多，条条巷子有哭声．

民国22年(1933年)国民党政府改间，邻制为保、甲制。每保10甲，每甲lO户。先烈地

区编成40多个保。

4月(农历三月初六，，后港村举行“龙王会黟，此会迷信色彩很浓．

民国23年(1934年)旱灾。旱情严重，为60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旱灾·

民国25年(1936年>夏秋季蕊涝成灾，疟疾流行。

民国27年(1938年)霍乱大流行，遍及各村舍，较大村庄死亡百人之多。

民国29年(1940年)10月10日，东台城第一次解放，东台县时埝区(当时沿袭旧制，仍

称第六区)民主政府建立，先烈地区隶属时埝区民主政府。

陈庄村民陈友荣在黄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为先烈地区第一个在外地加入究的共产党

员·

零



民国30年(1941年)春，新四军派员(姓严)至先烈地区杨舍开辟工作。以做裁缝为掩

护，寄住在岳士根家中。

5月．时埝镇为日本侵略军所占领，原驻时埝镇的国民党江苏省保安旅进入先烈地

区，称之为“野三旅咿o ．

民国31年(1942年)9月，国民党东台县流亡政府在后港庄创办初小l所。

民国32年(1943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和汪伪军大举扫荡， 口野三旅黟崩溃，翻旅

长胥金诚率部突圈投奔。联抗一· ·

3月，中共兴东泰特委堤西(东台县范公堤以西地区)办事处决定，开辟仇湖，时埝

地区1作，成立仇时区，民运主任王旭，区长郭懋德(又名郭深)，副区长江潮．先烈地

区属仇时区的管辖范围·当时，逐步建立民主基层政权。
、 ’

4月，苏中行署为纪念爱国士绅韩紫石，决定在泰州以东的海安一带，建紫石县。先

烈地区所属的仇时区亦在紫石县境内· ‘-

6月，中共兴东泰持委，紫石县决定将仇时区划分为仇湖、时埝两区·先烈地区绝大

部分地方雇时埝区，东四村属仇湖区，吴甸(现英雄村)有一个保属仇湖区朱虞乡． 。

6月，孙永乐调任刚埝区民运主任．
” 一

．

，／。R月，耐埝区第一个党支部～一后陈乡党支韶建立，有党员8入． ，

‘

’冬，先烈地区开始“二五一减租，建立民兵组织。
‘

民国33年(1944年)3月，孙雍乡党支部建立。 ’一‘ 一

3月，时埝区决定大甸乡(现台南乡大凡村圾先烈乡沈波村一带)为搿二五一减租试

点，翟可明和宋万顺被选为正副农会长，负责减租工作。’

3月，姜凡乡改称姜杨乡(珊先烈乡东四村)。
‘ ’ 。

3月，汪伪东台县朵五区(仇湖区)区公所设在杨家垛(现存山村)。

4月，时埝区区长张希繁调苏中党校学习，顾滨代理区长兼区队副。

4月，中共时埝区党委会由丁亚梅、孙永乐，’顾滨，王克基，刘立群5人组成．
‘。5月，时埝区实{亏新乡制，改保甲为村鲴，民主选举乡长。

’

5月，“联抗一司令员黄逸峰在大凡庄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有3 0 0多人参加。他在会

上作了关于抗日斗争形势的报告．

10月，时埝区队配台紫石县团攻打錾伪据点杨家垛．汪伪五区区长石玉柱只身潜逃，
其余汪伪军全部缴械，被俘73人。

10月t时埝区委书记孙永乐谚苏中区党校学习，顾滨兼时埝区区委书记。
～

lO,q,时埝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顾滨调出，顾亭接任区委书记，江毅接任区长．

lO月，罗倬调任时埝区区队酣。 ：
“

民11134年，(1945年)5月，春寒缺雨，麦苗大部枯萎，时埝区夏荒严重．
’

夏，时埝区委在顾家舍(现顾舍树)举办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的有徐金海等5 0多

人·

7月，时埝区队副罗倬罚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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