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志》编纂委员会

苏人民出版社



1．原沛县到县长肯允亭题词

2．沛县人大常委会到主任朱

庆蠢题词



●-I-，

闷

集

乡

，一
‘。’．。。

楼 乡

≮得乡寮
圈

☆ 乡政府驻地

。 村垂会驻地

。 自然村

⋯一乡界
一·蝴

例

———●■===

’百
，一-'

铁路-

公路

乡村路

沟河

桥



吣

廖一帑～，．

3鹿湾乡政府办公楼一

角

4鹿湾乡农丰寸合作基金

会

5鹿湾邮电局营业楼

一餮～



6中国农业银行鹿湾营

业所

7鹿湾医院

8鹿湾税务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3潘阍村党支

蕊、村委会

4任庄丰寸生物链

养殖场

5夏洼村农民蛋

鸡养殖场一

角

6 17沛县铁路

工程总公司

办公楼及获

得的部分佛

虞

一



18 19合贲企业镶州新宇塑

映有眼公司及其产品

20合贾企业徐州沛发太阳

篦热水器有限公司

21沛县第二棉纺厂纺纱车

间

q

，

rIIIllL



22稼州市物质再生

利用第二加工厂

23蔓洼村砖瓦厂

24鹿湾乡党委、政府

顿导在研究工作



25(鹿湾乡志>编委

会全体成员

26 7鹿湾乡志，顾问

27《鹿湾乡志>全体

缩■人员



序 l

序

新编《鹿湾乡志》历时一年，四易其稿，终成卷册，付梓问世，这

是全乡人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我们留

给后代的“前省所稽，后省所鉴”的历史遗产，可庆可贺!

鹿湾乡位于美丽富饶的微山湖西畔，地处沛县的中心地带，素

有沛城“南大门”之称。徐沛铁路、公路纵贯全境，沛丰、沛胡公路横

穿东西，土肥水丰，风光独秀，近城靠矿，交通便利，可谓“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之地。乡政府驻地鹿湾村取其村西河道弯弯，形如辘

轳演绎而得名，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哺育出许多优秀儿女，记载着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鹿湾人勤劳淳

朴、勇敢智慧、重武崇教、开拓迸取的风尚，被传为一代代佳话。

在战乱频繁的旧中国，鹿湾人民只能守着金碗讨饭吃，多次在

贫困的阴影里徘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雷震醒了这块沉睡

的土地，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为该乡人民注入了勃勃生机。今日的

鹿湾乡，粮丰树茂瓜果香，路通灯明机器响，幢幢楼房平地起，干群

备力舞夺隶。

鹿湾乡曾于80年代两次修志，均已成书。但由于时过境迁，诸

事巨变，重修乡志，势在必行。新编《鹿湾乡志》不是旧志的续修，而

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中共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按照“贯通古今，详今略古，

承前启后，立足当代”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鹿湾乡的人物与事

件、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既注意时代特点，又注重地方特色，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为鹿湾乡的“两个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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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无论现在或将来都将产生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编《鹿湾乡志》上限起于建置之年，但对于一些重要的人物

和颇具地方特色的产品，追溯到发端年代l下限止于1995年，既吸

取了旧志有关资料的精华，又充实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分门别类。按概述、大事记、地理、人口、经济、政治、文

化、人物、附录的顺序编写，基本上达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

例完备、语言朴实、文图并茂的要求。洋洋30余万言，兼具史地，注

重人文，考证史例，纪实求真，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

内，成果斐然。这部志书，当是我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极好教

材。

“志以致用”，冀全乡各界，特别是干部，能将志书置于案头，经

常翻阅研读，以鉴戒tl己，并教育后代，成为工作和生活中的良师

益友。

由于历史原因和水平局限，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诸君

批评指正。

中共鹿湾乡委员会书记邢厚仁

鹿湾乡人民政府乡长姜传华

一九九六年三月



凡 倒 1

凡 例

一、新编《鹿湾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的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等各

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起于1957年，但因事而异，对一J竖重要人物及颇有

地方特色的名特产品，—般追溯到发端年代I下限止于1 995年年底。

三、本志所记的地域范围，以1995年鹿湾乡辖区为准。
‘

四、本志的体裁，根据编纂要求，采取述、志、记、传、录、图、表

等综合并用，以志为主。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编纂，横排门类，以类系事，纵向叙述，原则设章、节、

目、子目4个层次。全志共设二十三章。第一章至第二十二章为专

志，是志书的主体，最后一章为附录。

六、本志遵照。生不立传”的修志通例，《人物》章中的人物传收

录现代已故的知名人物；人物录(表)收录迄今征询到的本籍有名

望的(含离、退休和已故)人员。 ．

七、本志行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中数字，除序数、叙述性数

字，惯用语数字和夏历、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表示外，其余一

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沿用历史纪年，写朝

代年号或民国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年份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称谓原则按当时各个时期的政区、机构名称，一般写

全称，不写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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