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ω
K
W
O
J
R同Z
。
浏
阳
〉

Z
N

出
问

编

@烹:黑立果丘

宝应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国

::..:: 』

』叫
a 

注』
'"'<::; 

z 宝
应
县
地
方
志
编
篡
委
员
会

f--叫

。、斗 可

出 C飞

』叫

··
' 

·
、

，•• 
, 

•• 

啕

P

.
，. 

•••••• , ••• 

, 
•. 
, 

····
'···· 

、•••••••• 

w···· 

······P-ee--

••• 
、• 

••••••••••••••• 

、

•••••••••••••••• 

、

•••••••• 

、•••• 

、•• 
,,, 

·
·
·
·
·
·
·
·
·

、

υ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

•• ••• •• 

、

.
噜

•• 
••••• 

、

••••• 
·
·
·
·
、

4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e
s
t·-

••••••• 

• ,,, 

•••••••••••••• 

血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啕

、•• 
, ••••••••• 

·'·············· 
·
·
4
·
·

、

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 

t
,,
‘ ••••••• 

••••••••• ·'

,· 
' 

@丁i 烹:i黑黑黑丘

'A 
j~、

( 1990-2005 ) 

下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宝应县志 1990 - 2005/ 宝应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 一北
京:方志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44-1382-3 

1.①宝… II. ①宝…皿 ①宝应县-地方志-1990 - 2005 
IV . ( K29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宇(2014)第223745号

宝应县志、 (1990 - 2005) 

宝应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诸玲珍

冀祥德

方志出版社

编者:

责任编辑:

出版人:

出版者: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9号(国家方志馆4层)地址

100021 

网址 http://www.fzph.org 

方志出版社发行中心

电话 (010) 67110500 

各地新华书店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889X 1194毫米

邮编

1/16 

81. 375 

2363千字

2014年9月第 1版

0001~5500册

2014年9月第 l次印刷

-T丁:

销
刷
一
本
张
数
次
数

发

经
印
一
开
印
字
版
印

600.00元

·版权所有

定价:

翻印必究·

978-7一5144-1382-3/K' 1128 ISBN 



~ ￡域~

总目录

F
D

勺
t
q
u
Q
d
Q
J

月i
q
J
q
J
q
J
F
D
F
O

叮
i

勺
t

勺
t
q
d
F
h
d

町
i
1
i
Q
u

q
白

n
b
Q
d
1
i
q
d
7
0
1
i
q
J
F
h
d
n
h
u
a
u
n
u
q
J
n
b
Q
d
q
J
F
h
u
Q
d
q

中

-
A
1
i
1
i

。
白
门
，
白
。
白

9
血
。
白

q
d
q
J
q
J
q
J
A

『A
A

『A
A

古

F
D

境
…
…
…
…
…
…
…
…
…
…
…
…
…
业

环
…
…
…
…
…
…
设
…
…
…
…
…
…
…
产

然
…
…
…
…
…
建
…
…

υ

…
…
地

自
…
…
理

u
u

化
川
革
业
…
房
业

υ

务

管
力
息
改
发
业
菜
业
务
税

划
口
护
源
设
电
利
信
述
制
开
蔬
业
业
服
业

区
保
资
建
综
体
放
生
产
筑
贸
融
政

置
境
土
乡
通
电
济
济
开
农
水
水
工
建
商
金
财

建
人
环
国
城
交
水
邮
经
经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戳在
第二十篇经济综合管理

第二十一篇 中共地方组织和群众团体………................……........ 595 

第二十二篇人大政府政协...... ..…….................................. 633 

第二十三篇政法军事....…………………………………………….. 667 

第二十四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 727 

第二十五篇民 政

第二十六篇科学技术

第二十七篇教 育…·……………………………………………….. 831 

第二十八篇文化体育………………………………………………… 873

第二十九篇卫 生

第二十篇社会生活……………………………………………………… 971

第三十一篇各镇概览…................

第三十二篇人 物…………………………………………………… 107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d嬉 . 1 . 

下册町录

第二十篇经济综合管理

第一章计划管理…………........……. (552) 

第一节 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552) 

第二节专项规划........….......... (554) 

第三节宏观调控..................…. (554) 

第四节协调服务.......….......…. (555) 

第二章统计管理……………………… (557)

第一节统计报表制度……......... (557) 

第二节普查….................……. (558) 

第三节抽样和专题调查………… (559)

第四节统计服务..............……. (560) 

第三章物价管理..... . . .………………. (562) 

第一节价格管理..................…. (562) 

第二节收费管理….................. (566) 

第三节价格监督检查............... (567) 

第四节价格服务…….........…… (568)

第四章工商行政管理………………… (570)

第一节企业登记管理............... (570) 

第二节市场建设与管理….... ..... (57 1) 

第三节公平交易监督管理......... (572)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 (573) 

第五节商标广告管理…………… (573)

第六节消费者权益保护........…. (575) 

第五章质量技术监督…………......... (575) 

第一节标准化管理..............…. (576) 

第二节计量管理................….. (577) 

第兰节质量管理监督……......... (579) 

第四节打假治劣……….......….. (582) 

第五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582) 

第六章审计……........……….......... (583) 

第一节财税审计….................. (583) 

第二节金融审计…………......... (584) 

第三节行政事业单位审计……… (584)

第四节企业审计........…………. (584) 

第五节经济责任审计….........… (585)

第六节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 (585) 

第七节专项资金审计和审计调查

. (586) 

第八节社会审计….................. (586) 

第七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587)

第一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587)

第二节药品监督管理……......... (589) 

第二节药师队伍..................... (591) 

第八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59 1) 

第一节宣传教育……........……. (59 1) 

第二节制度建设…….......…….. (592) 

第三节安全监管…………......... (592) 

第四节专项整治...................… (593)

第五节安全生产事故处理……… (594)

第二十一篇 中共地方组织和群众团体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宝应县地方组织

. (596) 

第一节组织机构……….......….. (596) 

第二节党的代表大会…........…. (598) 

第三节重大决策…........………. (600) 

第四节纪检监察工作….........… (603)



• 2 • 靠主宝…
第五节组织工作………………… (607)

第六节宣传工作………………… (610)

第七节农村工作.......………….. (613) 

第八节统战工作……..... .......... (615) 

第九节台湾工作………………… (616)

第十节党校工作….................. (617) 

第十一节党史研究工作........…. (617) 

第十二节老干部工作…........…. (617) 

第十三节机关党务工作………… (618)

第二章工商联群众团体…........…. (620) 

第一节宝应县工商业联合会

. (620) 

第二节宝应县总工会………...... (62 1) 

第三节共青团宝应县委员会

(624) 

第四节宝应县妇女联合会……… (625)

第五节宝应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627) 

第六节宝应县科学技术协会...... (628) 

第七节宝应县残疾人联合会

(629) 

第八节宝应县红十字会............ (63 1) 

第九节宝应县个体私营经济协会

. (632) 

第二十二篇人大政府政协

第一章县人民代表大会……………… (634)

第一节全体会议..................... (634) 

第二节重要会议…........………. (636) 

第三节重大事项审议与决定

(638) 

第四节监督........…….........…. (639) 

第五节人事任免………........…. (641) 

第六节代表工作.........…......... (642) 

第七节议案建议.................. (643) 

第八节换届选举................….. (645) 

第九节乡镇人大工作.......…….. (645) 

第二章县人民政府..............………. (646) 

第一节机构设置………………… (646)

第二节重要会议........ . .... . ..….. (648) 

第三节施政纪要…………......... (65 1) 

第四节 日常政务…........………. (655) 

第五节法制工作….................. (657) 

第六节外事侨务..............…. (658) 

第七节信访工作……….......….. (658) 

第三章县政协委员会………………… (660)

第一节全体委员会议

. (66 1) 

第二节重要会议………………… (663)

第三节协商议政..................... (664) 

第四节民主监督........….......... (665) 

第五节社情民意…........………. (665) 

第六节提案工作..................... (666) 

第七节文史工作..... . ...........…. (666) 

第二十三篇政法军事

第-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668) 

第一节群防群治........…………. (668) 

第二节平安创建活动…………… (668)

第二章公安…............. . ...…………. (669) 

第一节机构队伍........…………. (669) 

第二节案件侦查………………… (670)

第三节治安管理.................…. (673) 

第四节安全保卫………………… (676)

第五节户政管理........…………. (679) 

第六节出人境管理........………. (680) 

第七节道路交通管理……......... (68 1) 

第八节预审与监所管理........…. (684) 



第九节消防管理..............……. (685) 

第十节 "110"报警与处置…......... (686) 

第三章检察.......................………. (687) 

第一节机构队伍........…………. (687) 

第二节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

(688) 

第三节刑事检察.................…. (690) 

第四节 民事行政检察…………… (692)

第五节控告申诉检察…………… (693)

第六节履行监督….................. (694) 

第四章审判…………………………… (696)

第一节机构队伍…………......... (696) 

第二节司法改革….................. (697)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立案、信访……........……. (698) 

刑事审判..............……. (699) 

民事审判 ………………… (700) 

商事审判…........………. (703) 

行政审判........…………. (704) 

审判监督........…………. (705) 

第二十四篇人事

第一章人事……........…….........…. (728) 

第一节党政机构改革…........…. (728) 

第二节事业单位综合配套改革

(730) 

第三节机构编制管理...."....……. (73 1) 

第四节 干部与公务员管理……… (733)

第五节考核奖惩........…………. (735) 

第六节工资福利管理…………… (736)

第七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737)

第八节人才工作………………… (739)

第九节军转干部安置与解困

(741) 
第二章劳动..............……........….. (74 1) 

第一节劳动制度改革…...........…. (74 1) 

第二节劳动就业………………… (742)

第三节农村劳动力转移………… (744)

目 录 d嬉 • 3 • 

第九节执行工作........…………. (706) 

第五章司法行政.......….......………. (707) 

第一节机构队伍….................. (707) 

第二节法治宣传….................. (708) 

第三节人民调解.........…......... (709) 

第四节公证工作.................…. (711) 

第五节律师工作.................…. (712) 

第六节法律援助…........………. (713) 

第七节基层法律服务…………… (714)

第八节安置帮教与社区矫正…… (715)

第六章军事........……………………. (716) 

第一节组织机构………….. ....... (716) 

第二节兵役工作………........…. (720) 

第三节民兵….................……. (721) 

第四节预备役……........……·… (722)

第五节 国防动员与教育........…. (723) 

第六节拥政爱民........….......... (724) 

第七节人民防空........….......... (725) 

第八节武装警察部队........……. (725) 

劳动和社会保障

第四节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 (745)

第五节劳动工资….................. (746) 

第六节劳动合同管理……......... (749) 

第七节劳动争议仲裁.......…….. (749) 

第八节劳动保障监察……......... (75 1) 

第三章社会保障.......….......………. (752) 

第一节养老保险………………… (752)

第二节失业保险….......…........ (755) 

第三节医疗保险…………......... (756) 

第四节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758)

第五节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759) 

第六节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76 1) 

第七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76 1) 



『啕i:"h.爵扩以

• 4 • 吗勤勤df 宝应县志(1990 - 2005) 

第二十五篇民 政

第一章基层自治组织建设….........…. (764) 

第一节村民委员会建设………… (764)

第二节社区居委会建设.........… (765)

第二章社会救助……........…………. (766) 

第一节社会救济………........…. (766) 

第二节灾害救助..................... (767) 

第三节住房救助……........……. (767) 

第四节 "五保"供养........………. (768) 

第五节慈善救助和收容救助…… (769)

第三章优抚安置…........……………. (770) 

第一节优待抚恤........…………. (770) 

第二节接收安置........…………. (775) 

第三节烈士褒扬………........…. (776) 

第四章社会福利….................…·… (777)

第一节福利企业.................…. (777) 

第二节福利影票..... . ........……. (778) 

第五章社会事务管理…........………. (779) 

第一节 民间组织管理……......... (779) 

第二节婚姻登记..............……. (782) 

第三节收养管理..... .... ............ (783) 

第四节殡葬管理…………......... (783) 

第六章地名管理和县界勘定…... ...... (785) 

第一节地名管理.................…. (785) 

第二节县界勘定….................. (788) 

第七章军民共建..............…………. (790) 

第一节组织领导…............... ... (790) 

第二节双拥活动..............……. (79 1) 

第三节创建双拥模范县........…. (792) 

第二十六篇科学技术

第一章机构与队伍........….........…. (794) 

第一节机构….................……. (794) 

第二节队伍................…........ (795) 

第二章科技普及…........…·………… (795)

第一节科普宣传........….......... (796) 

第二节技术培训11 ………………… (798)

第三节科技交流………………… (799)

第三章科技推广........……….......... (799) 

第一节科技计划项目............... (799) 

第二节农副业技术推广………… (804)

第三节工业技术推广……......... (807) 

第四节产学研结合... ............... (810) 

第四章科技成果........………………. (811) 

第一节科技成果推介….........… (81 1)

第二节科技成果认定与获奖

. (812) 

第五章科技管理........…................ (820) 

第一节科技项目管理............... (820) 

第二节科技创建................….. (82 1) 

第三节科技经费管理…………… (824)

第四节知识产权保护…………… (828)

第六章气象与防雷防震……........…. (829) 

第一节气象测报…........………. (829) 

第二节气象服务........….......... (829) 

第三节防雷........….........……. (829) 

第四节防震………........…·…… (830)



目 录 ι过路 . 5 . 

第二十七篇教 育

第一章教育改革........………………. (832) 

第一节体制改革………………… (832)

第二节教育教学改革…………… (833)

第三节人事制度改革…........…. (835) 

第四节学校布局调整…………… (835)

第五节教育督导………………… (837)

第二章设施与经费……........………. (837) 

第→节教学设施………………… (837)

第三节教育经费…………......... (839) 

第三章学前教育........………………. (842) 

第一节规模........………………. (842) 

第二节课程设置….................. (843) 

第三节幼儿园选介……………… (843)

第四章小学教育..............…………. (845) 

第一节规模……….................. (845) 

第二节学制与课程设置………… (846)

第兰节教育教学………………… (846)

第四节学校选介……….........… (847)

第五章中学教青…........……………. (849) 

第一节规模………........………. (849) 

第二节学制与课程设置………… (85 1)
第兰节教育教学…………......... (85 1) 

第四节学校选介..............……. (853) 

第二十八篇

第一章文化单位与队伍……………… (874)

第一节文化单位…………......... (874) 

第二节队伍….................…. (878) 

第二章文学艺术……........….......... (878) 

第一节文学……........…………. (879) 

第二节戏剧小品……………… (880)
第三节音乐舞蹈.................. (881) 

第四节书画摄影………......... (882) 

第三章群众文化……………………… (884)

第一节企业文化………………… (885)

第六章高等教育……………………… (856)

第一节县教师进修学校及高师
函授班…......………...... (856) 

第二节扬州电大宝应分校……… (856)

第兰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857)

第七章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 (858) 

第一节成人教育………………… (858)

第二节职业教育………………… (859)

剪兰节学校选介………........…. (86 1) 

第八章特殊教育……………………… (862)

第一节事业概况………………… (862)

第二节学制与课程设置………… (863)

第芝节县特殊教育学校………… (864)

第九章社会力量办学........…………. (864) 

第一节发展概况………………… (864)

第二节翔宁教育集团…………… (865)

第十章教师队伍……………………… (866)

第一节队伍状况…........………. (866) 

第二节队伍建设………………… (868)

第十一章教育管理与研究…........…. (87 1) 

第一节教育教学管理…........…. (87 1) 

第二节教学研究………………… (87 1)

文化体育

第二节校园文化………........…. (885) 

第三节社区文化…........………. (887) 

第四节乡村文化………........…. (887) 

第四章非物质文化遗产……………… (889)

第一节 民间传说与故事………… (889)

第二节传统音乐与舞蹈………… (890)

第兰节传统手工技艺…………… (894)
第五章文化市场........……….......... (895) 

第一节市场状况…………......... (895) 

第二节市场管理与服务………… (897)



. 6 • 号辈在宝应县志…05)
第六章文物胜迹..............…………. (898) 

第一节文物调查与发掘…......... (898) 

第二节文物保护….................. (899) 

第三节古迹遗存.................…. (900) 

第四节纪念性建筑物与旧址…… (902)

第七章广播电视报纸…........…. (904) 

第一节广播……........…………. (904) 

第二节电视…........…..... . ...…. (905) 

第三节报纸........…….........…. (906) 

第八章档案工作………........………. (906) 

第一节档案馆........……………. (906) 

第二节基层档案工作…………… (907)

第九章地方志工作…………………… (907)

第一节方志编篡………........…. (907) 

第二节年鉴编篡........….......... (908) 

第+章体青........….........….......... (909) 

第一节体育设施与队伍…......... (909) 

第二节群众体育……............... (911) 

第三节学校体育………………… (913)

第四节体育竞赛........…·……… (915)

第五节体育管理与交流………… (925)

第二十九篇卫 生

第-章卫生改革…........……………. (928) 

第一节体制改革………………… (928)

第二节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 (929)

第二章机构队伍……........…………. (930) 

第一节机构………........………. (930) 

第二节队伍........………………. (933) 

第三章卫生监督……………………… (934)

第一节食品卫生.................…. (934) 

第二节饮用*Jl生.................. (934) 

第三节劳动卫生…………......... (935) 

第四节学校卫生…………......... (936) 

第四章医疗........….........….......... (937) 

第一节 门诊、急诊与住院………… (937)

第二节医疗技术………........…. (938) 

第三节医疗设备…...............… (94 1)

第四节护理……........…………. (94 1) 

第五节 医学教育与科研………… (942)

第五章中医中药........………………. (943) 

第一节中医........................... (943)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 (945) 

第三节中药…........................ (945) 

第四节创建省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

(946) 

第六章疾病预防控制………………… (947)

第一节预防接种………………… (947)

第二节血吸虫病防治…………… (949)

第三节传染病防治…........……. (950) 

第四节结核病防治…........……. (952) 

第五节麻风病、性病、艾滋病防治

(954) 

第六节职业病防治.. . .. .. .………. (955) 

第七节其他疾病防治…………… (955)

第七章卫生保健........………………. (957) 

第一节初级卫生保健…........…. (957) 

第二节妇女保健........…………. (957) 

第三节儿童保健........…………. (959) 

第八章爱国卫生…........……………. (96 1) 

第一节环境卫生……............... (961) 

第二节农村改水改厕.........……. (962) 

第三节除"四害"…........………. (964) 

第四节创建省级卫生城………… (964)

第九章卫生管理........................... (965) 

第一节医政管理……............... (965) 

第二节药政管理........….......... (967) 

第三节血液管理………………… (968)

第四节经费管理 .................a …. (96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ι追思 • 7 • 

第三十篇社会生活

第一章精神文明建设………........…. (972) 

第一节宝应精神.................…. (972) 

第二节思想道德教育……......... (973) 

第三节未成年人教育……......... (975) 

第四节现代"三大"教育工程…… (976)

第五节文明创建活动…………… (978)

第六节树文明新风……………… (980)

第二章人民生活…........……………. (983) 

第一节城乡居民收入…………… (983)

第二节城乡居民消费…………… (984)

第三章 民族宗教事务........…………. (987) 

第一节民族事务………………… (987)

第二节宗教事务………………… (988)

第四章老龄工作………………......... (990) 

第一节老年人口.................…. (990) 

第二节老龄事业…………......... (99 1) 

第兰节老有所为………........…. (992) 

第五章凤俗民情……..... . ..…………. (992) 

第一节生活习俗........…………. (993) 

第二节生产习俗.................…. (996) 

第三节岁时习俗………………… (999)

第四节礼仪习俗……........……. (1 002) 

第六章语言…........….........………. (1 004) 

第一节方言词汇.................…. (1004) 

第二节普通话推广...............… (101 1)

第三节流行新词语... ... ... ... ...... (1011) 

第四节谚语.................………. (1 015) 

第五节歇后语………........……. (1 022) 

第三十一篇各镇概览

第一章安宜镇........…................... (1 026) 

第一节区域概况…………………(1026)

第二节经济建设..................... (1 026) 

第三节社会事业………………… (1028)

第四节人民生活…………......... (1 029) 

第五节特色选介….........………. (1029) 

第六节并人乡镇简介……………(1030)

第二章泪水镇…·…....... ... ............. (1031) 

第一节区域概况………........…. (1 03 1) 

第二节经济建设….........…...... (103 1) 

第三节社会事业..... .. .............. (1 033) 

第四节人民生活…………………(1033)

第五节特色选介.................…. (1 033) 

第六节并入乡镇简介……………(1034)

第三章夏集镇…………........………. (1 035) 

第一节区域概况........….......... (1 035) 

第二节经济建设.................. ... (1 035) 

第三节社会事业........…. ......... (1 036) 

第四节人民生活.................…. (1037) 

第五节特色选介………………… (1037)

第六节并人乡镇简介…………… (1037)

第四章柳堡镇……….................…. (1038) 

第→节区域概况...............…… (1038)

第二节经济建设…... ............... (1 039) 

第三节社会事业………........…. (1040) 

第四节人民生活…………………(1040)

第五节特色选介………........…. (1040) 

第六节并人乡镇简介……………(104 1)

第五章鲁垛镇……........…….......... (1 041) 

第一节区域概况.........………… (104 1)

第二节经济建设…………......... (1 042) 

第三节社会事业 ................….. (1 043) 

第四节人民生活…………………(1043)

第五节特色选介.................…. (1043) 



. 8 . .;i注明志(199
第六章广洋湖镇…........……………. (1044) 

第一节区域概况……........……. (1044) 

第二节经济建设........……....... (1 045) 

第三节社会事业........…………. (1 046) 

第四节人民生活…........………. (1046) 

第五节特色选介…........………. (1 046) 

第七章小官庄镇……........…………. (1 047) 

第一节区域概况…………………(1047)

第二节经济建设…………………(1047)

第三节社会事业……... ............ (1 048) 

第四节人民生活…………......... (1 049) 

第五节特色选介…...............… (1049)

第八章望直港镇……..............……. (1 049) 

第一节区域概况........…………. (1049) 

第二节经济建设……............... (1 050) 

第三节社会事业........….......… (105 1)

第四节人民生活………………… (105 1)

第五节特色选介…·……......….. (1 05 1) 

第六节并人乡镇简介........……. (1 052) 

第九章射阳湖镇…........….........…. (1 052) 

第一节区域概况………........…. (1 052) 

第二节经济建设..................... (1053) 

第三节社会事业…·….............. (1 054) 

第四节人民生活…………......... (1054) 

第五节特色选介………........…. (1054) 

第六节并入乡镇简介……………(1055)

第十章西安丰镇……………………… (1056)

第一节区域概况…………………(1056)

第二节经济建设……….......….. (1056) 

第三节社会事业........…………. (1057) 

第四节人民生活………………… (1058)

第五节特色选介..............……. (1058) 

第十一章曹甸镇........………………. (1 058) 

第一节区域概况…………………(1058)

第二节经济建设……........……. (1059) 

第兰节社会事业…………………(1060)

第四节人民生活…………………(1060)

第五节特色选介…………………(1060)

第六节并入乡镇简介….........…(106 1)

第十二章泾河镇..............….......... (106 1) 

第一节区域概况….......……….. (1 06 1) 

第二节经济建设................….. (1 062) 

第三节社会事业…………………(1063)

第四节人民生活………………… (1064)

第五节特色选介…………………(1064)

第六节并入乡镇简介……………(1064)

第十三章黄膛镇…........……....... ... (1 064) 

第一节区域概况…........………. (1 064) 

第二节经济建设…........…....... (1 065) 

第三节社会事业…………………(1066)

第四节人民生活……........……. (1 067) 

第五节特色选介………………… (1067)

第十四章山阳镇…………............... (1 067) 

第一节区域概况..............……. (1067) 

第二节经济建设……........……. (1068)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社会事业………........…. (1 069) 

人民生活........….......... (1 069) 

特色选介…………………(1070)

并人乡镇简介……………(1070)

第三十二篇人 物

第一章人物传畸………………......... (107 1) 

陈婴…………………….........… (107 1)

陈登......................…......….. (1 07 1) 

王敬则….................…….......... (1072) 

贾涉………........………………. (1 072) 

朱应登……………………………… (1072)

耿随龙……………………………… (1073)

季愈………………………………(1073)

吴春淡…........……………………. (1 073) 

玉凯泰........….........…….......... (1 073) 

郝夫人........………................... (1 074) 

孟佐天........………...............…. (1 074) 

朱寿铺........………….........……. (1 075) 

朱耐根………………………………(1075)



目 录￡过事 • 9 • 

5
F
D
ρ
O
F
O

户
。
叮

t
7
'

民
U
Q
U

民
U
Q
d
Q
d
Q
J
Q
u
n
u
t
-
-
A
9

白

?
"
q

中

q
u
q
u
A

哇

A

叶A
A

『A
F
b
F
D
P
O
F
0

月i

叮
d

叮i
Q
U

民
U
Q
J
Q
d

吁，
4

叮i

叮t

叶i

叶i

同i

叮i

勺
t

叮i
7
·

巧i

叮i

叮
i
Q
u
g
u
a
U
Q
U

民
U
Q
U
Q
U
Q
U

民
U
Q
U
Q
U
Q
O
Q
U
Q
U
Q
U
Q
U
Q
U
Q
U
Q
U
Q
U
Q
U
Q
U

贝
U

AUAUAUnunununUAUnununununununununununununUAUnunununununununununununununu 
功
明
魁
琼
科
贤
舟
生
乙
藻
桥
栋
芹
凡
崖
之
言
青
平
凡
传
远
诚
纯
如
生
之
力
瑞
如
荣
泉
白
雨
龙
香

克
兆
巨
振
连
少
梦

更
星
春
石

同
立
铁
于
让
守
国
冶
一
道
鉴
念
金
长
克
肇
亚
和
沂
大
玉
仁

宁
傅
梁
毛

赵
杨
梁
郝
梁
金

王

徐
郝
陈
吴
部
陈
万
黄
乔
部
陈
郑
郁
陶
李
华

王
季
李

芮
王
潘
夏
孙
刘

Q
d
n
u
n
u
-
-
1
4
1
A
q
L
n
L
?
"
q
u
q
u
q
u
A
1
4
A
A

吗A
F
b
-
b
p
b
n
b

户
O
P
O

町i

町i

叮i

民
U
Q
U
Q
U
Q
d
Q
J
Q
d
n
u
n
u
-
-
n
u

Q
U
Q
d
Q
d
Q
J
Q
d
Q
υ
Q
J
Q
d
Q
d
Q
J
Q
d
Q
d
Q
J
Q
d
Q
U
Q
J
Q
J
Q
d
Q
d
Q
d
Q
J
Q
d
Q
U
Q
d
Q
υ
Q
d
Q
J
Q
d
Q
d
Q
u
n
u
n
u
n
u
o

白

n
u
n
u
n
u
n
u
n
u
n
υ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A
U
n
u
n
u
n
u
n
u
-
-
t
i
-
-
1
1
 

表
…
丧
…

…
员
…
各
…

…
人
…
贤
…

U

术
川
乡
川

表
技
…
外

…
范
业
…
在
…

川
模
专
…
籍

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录
动
级
…
应

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劳
高

u

宝

物

H
H
U
U
U
H
U
H
U
U
U
U
U
H
U
H
H
H
H

川

U
U
U
H
H
U

物

烽
波
泽
人
如
林
勇
超
同
成
高
生
裴
成
杰
彰
作
柱
玻
宇
水
高
甲
谋
蜒
红
毅
雅
承
幢
人
节
节
节

夜
俊
元
泽
之
亦
玉
明
新
庆
庚
文
承
乃
振
秋
继
恒
祖
世
旭
明
少

景

一
二
三

刘
明
洪
章

马
王
尹
卢
冯
乐

刘
刘
朱
朱
张
周
范
房
居
赵
俞
胡
陶
袁
郭
钱
曹
萧
谢
蒋
章
第
第
第

三

第
第

附录…………………………………….................………………….........……………………. (1127) 
后记……………........…..................…..................….........……………….........……·… (1169)

索引…….............…................…………...........................….........….........….......... (117 1) 



第二十篇经济综合管理 L . 551 . 

第二十篇 经济综合管理

1990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全县经济综合管理工作不断加

强和改进。 计划管理由传统的下计划、分物资、管审批等微观直接管理，逐步转向宏观调拉、协调服务;

由偏重年度计划制定，转向侧重中长期规划和专项规划制定;由注重检查计划执行情况，转向加强对经

济运行质态的跟踪监测、分析预测，为领导决策发挥参谋作用 。 适应经济体制变化，统计工作按照新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逐年开展各项经济社会统计和专项调查，先后开展人口、第二

产业等全国普查，及时开展统计资料汇编、运用，为领导机关决策和经济社会活动提供权威、准确的数

据服务。 以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目标，物价管理由行政定价为主转向主要由市场定价，从单纯的

物价管理向收费管理、监督检查、咨询服务拓展，推进投资发展环境优化和市场经济秩序稳定。 在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不断加大市场培育、监督检查和规范管理力度，通过查处不

正当竞争，维护经营者、消费者权益;依法开展企业登记，提供快捷方便的"一条龙"服务;参与企业改

制，扶持发展私营个体经济;重视加强经济合同、商标、广告管理 ，为 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县质量技术监

督局统一承担质量、标准、计量监督管理和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并牵头组织"打假"统一行动 。 为适

应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审计监督力度加大、工作创新、领域拓宽。 1996 年，首次对县级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进行审计，首次开展企业资产、负债、损益审计。 1998 年首次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通过财税

金融审计、企业审计、经济责任审计 、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专项资金审计、审计调查等国家审计项目的逐

年实施和社会审计的开展，及时查处财务违纪行为，严肃财经纪律，在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廉

政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 2001 年，宝应县先后成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法

加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 。 2005 年，县内组织

10 次大规模安全检查，有效推进全县各业安全生产 。



四筝在j 宝应县志(1990 - 2005) 

第一章计划管理

1990年后，全县计划体制实现由计划经济为主到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重大转变。 计划管理重

点由传统的分钱、分物、分指标的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协调服务;由行政于段直接管理为主，转向

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间接管理为主;由单纯制定年度计划，转向主要编制中长期规划，加强

对经济运行质态跟踪监测和分析预测，对经济生活中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为党委、政府

领导决策施政当好参谋，提供服务 。 2001 年，县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县发展计划局。 2005年，县发展计划

局更名为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一节 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一、"七五"计划

1986年由县计委编制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 ， 1987年 5月经县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实施。 "七五"计划指导思想: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

内搞活方针，稳妥推进经济 、科技、教育等管理体制改革;继续贯彻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

营方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中心工作，正确处理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坚持量力而行、尽力

而为，搞好综合平衡，严格控制罔定资产投资规模;推进科技进步，加强智力开发;坚持"两个文明"一起

抓。 "七五"末主要指标(1980 年不变价) :国民收入 7. 50亿元;士农业生产总值 13. 50亿元，其中工业生

产总值9亿元、农业生产总值 4.50亿元;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下同 )0.43 亿元;外贸收购额 o. 55 亿

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50元。

"七五"计划完成较好，除T农业总产值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未完成计划外，其他经济指标均超额

完成计划 。 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 9.20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77.9% ，年递增 12.2%; 同民收入 8.80亿

元，比 1985 年增长 97.3%，年递增 14.6%; 工农业总产值 12. 45 亿元(1980年不变价) ，年递增 10.8%;其

中 T业产值8.80亿元，年递增 17.2%;财政收入 4468 万元，年递增 7.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 57亿

元，年递增 13.1%;外贸出口收购额 6217 万元，比 1985 年增长 2. 20 倍，年递增 26.2% ; 固定资产投资额

。.60亿元，年递增 6.4%;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608 元，比 1985 年增长 52.3%，年递增 8.8%;职工年人均工

资 1562元，比 1985年增长 77.5%，年递增 12.2%。

二、"八五"计划

1990 年，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治理整顿要求，县计委编制以调整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八五"计划

(草案)， 1991 年 3月，经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实施。"八五"计划指导思想:继续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围绕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

调发展;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坚持科教兴县战略，推进科技进步;相应发展

各项社会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o 八五"末主要指标(1990 年不变价) :国民生产总值 13亿

元 、工农业生产总值 21 亿元、财政收入 0.6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300 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亿

元、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费收人 1584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900元。 主要措施:千方百计组织好工农业

生产，抓好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突破，实施科教兴县战略，深化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实施"八五"计

划的领导。

1992 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全县出现经济加速发展势头。 8 月，县委 、县政府印发《关

于调整"八五"后兰年主要经济指标的通知))，其中期末工业总产值由 16. 50 亿元调整为 50亿元(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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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0 至 1995 年八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 1995 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 33. 19 亿元，完成计划的

255% ，比 1990 年增长 2.61 倍，年递增 32.3%; 工农业总产值 76. 39 亿元(现行价) ，比 1990年增长 3. 52 

倍，年递增 44.5%; 财政收入1. 37亿元，完成计划的 211% ，比 1990年增长 206.7% ，年递增 259毛;固定资

产投资 5. 51 亿元，比 1990 年增长 8.20倍，年递增 55.8%; 出口商品供货额 4.23亿元，比 1990 年增长

5. 30 倍，年递增 44.6%;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3107 元，比 1990 年增长1. 60倍，年递增 2 1. 3%;农

民年人均纯收入 2085 元，比 1990年增长 2. 25 倍，年递增 26.6%。

三、"九五"计划

1995 年，县计委编制宝应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草案) ，于 1996 年 3 月 13 日经县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九五"计划指导思想:努力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从小康向富裕转变，坚持改革驱动、外

向牵动、科技推动，大力实施规模经济战略、"龙"型经济战略、科教兴县战略，促进兰次产业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前全面实现小康。"九五"末主要指标(1990 年不变价) :国

内生产总值 12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 30 万元、自营出口 2500万美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9000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4000元。"九五"计划在提出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同时，还提出着力推

进二次产业快速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科技教育事业发展，努力提高经济外向水

平，继续深化各项改革，继续推进卫生、文化、环保、民主法制等社会建设主要措施。

"九五"计划实施过程中受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之"九五"期间国家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

控政策，使县域经济发展受到市场和资金两方面制约九五"计划实际完成与原计划出现一定差距。

2000 年，同内生产总值 52.66亿元(现价) ，比 1995 年增长 58.5%，年递增 9.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766

元，比 1995 年增长 58.1% ，年递增 9.6%;财政收入 2.41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75.9% ，年递增 12%; 固定

资产投资 10. 51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90.8% ，年递增 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 66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68.2%.年递增 11%;实际利用外资 800 万美元，比 1995 年增长 40.4% ，年递增 7%;城镇居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 5223 元，比 1995 年增长 68.1%. 年递增 11%;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3265 元，比 1995 年增

长 65.2% ，年递增 10.6%。自营tH 口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营业额出现高速增长，分别增长 2217.7%和

640.4%。

四、"十五"计划

《宝应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卡五"计划纲要》于 2001 年 2月经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批准实施。"十五"计划指导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进城市化为抓手，以富民强县为目标，

着力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生

态协调发展，努力把宝应建成富裕型小康县。"十五"末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 93亿元，年均递增

12.1%; 财政收入 4. 40亿元，年均递增 12.8%; 自营出口 2亿美元，年均递增 46.1%;城镇居民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 8000元，年均递增 8.9%;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4500 元，年均递增 6.6%。主要措施:围绕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提高综合竞争力为目标，加快发展T.业经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提高贡献份额;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外向度;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继续实施

"科教兴县"战略，推进科教与经济紧密结合;积极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抓好计划生育、土

地管理和环境保护丁伞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等。

"十五"计划主要预期目标全面超额完成。"十五"时期成为宝应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最快、改革开

放力度最大、城乡面貌变化最明显、人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至 2005 年，地区

生产总值98. 52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 万元，达 11824 元，分别比 2000年增长 87.3% 、 105.2%;

财政收入 8. 51 亿元，比 2000年增长 253.1%。改革开放取得突破。"十五"期间，实施企业改制 400 多家

(不含乡镇、村办企业) ，置换职工身份近 3万人。累计利用外资1. 68亿美元、自营出口 3.14亿美元、外

经营业额 2932 万美元，分别为"九五"期间的 5倍、 3. 20倍和 2倍。城乡面貌显著变化。"十五"期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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