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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四春秋，经六易稿，江宁乡地方第一部志书((江宁镇

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正以空前的势头不断发展的今天，

终于编纂成功而出版问世了。这是盛世中的一律盛举；是全镇

人民的一件喜事；是全体编志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是县委、

县政府的关心，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各方面积极支持的结果。

江宁镇地方自古山川称胜，人民勤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虽然屡经改朝换代的兵燹之害、旱涝风雹的自然之灾和沉

重的封建剥削压迫，广大人民群众仍然以池们的智慧和双手，

创造出了丰硕、璀璨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留下了许多堪足

衍续、发扬的优良传统。然而，朝朝代代，即使是史称盛世的

年代，这里也没有留下过一部地方志书来。而今天，经过建国

后三十余年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

镇人民的开拓、奋斗，江宁镇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都已进入了一个空前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就在此时，抹去历

史空白而呱然问世的《江宁镇志》诞生了。如果说，前人所说

的“盛世修志"还有它时代局限性的话，那么，今日镇志的出

现，就完全雄辩地说明。当今，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的盛世，才

真正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短暂出现的盛世的盛世l

古人有云：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又说t稽古可以鉴

今，前事可以为师。我们编纂《江字镇志》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系统、翔实地记录下江宁镇地方前人和今人走过的历

史足迹、奋斗成果和经验教训，从而使今人和后人更好地了解

过去，策励现在，创造未来。因此，我们希望全镇人民、特别

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从《江宁镇志》中“温故而知新’’，获



取必要教益，发扬优良传统，借鉴成功经验，使我们在今后的

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上，增几分明智，少走些弯路，并以此为

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使更多的人们了解江宁镇，支持江

宁镇。从而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为我们

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来。

值兹《江宁镇志》出版之际，高兴之情，实难名状，为书

数语，聊作短序。并谨代表中共江宁镇委员会和江宁镇政府，

向一切关心、支持《江宁镇志》编纂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

衷心的感谢，致以崇高的敬礼!

中共江宁镇委书记 王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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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上下努力，八方支持，春秋四易，众手成志。《江宁镇

志》终于编成、审定，并由南京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这部

江宁镇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书，诞生于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的今天，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只有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才有可能、有条件、有力

量去完成我们的先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

修志，是件浩繁、艰巨的工作。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即使是几代、几十代人难得一遇的所谓盛世，修志至多也

只限于府、县而已。而自列强凌夷，战灾频繁的近百年来，．则

连一部江宁县志的编修也只能是人们的一个良好愿望，更不要

说编修什么镇志了。在今天，党中央发出了编修社会主义地方

新志书的号召，省、市、县专门建立了编志机构来从事这项工

作。我们江宁镇也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县志办的大力支

持、热情辅导下，配备专门人员，聘请专家协助，同心合

力，孜孜以赴，终于从无到有，编成了这一部打破江宁镇地区

“零"的纪录的地方志书。因此，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欣

喜，而且从一个侧面再次启示我们t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比优

越的，依靠党的领导，。是会无往而不胜的!

《江宁镇志》的编成出版还说明。 。众人添柴火焰高’’，

心齐力合，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编志，我们毫无经验，

编一部社会主义新镇志，更连一部可资借鉴的旧镇志也无从查

找。但是，在上级领导支持下，在镇村各部门、各单位的通



力合作下．在编志人员不惮跋涉，不计年高，废寝忘食的辛勤

努力和有识之士殚精竭虑的指导、协助下，我们不但编成了这

部志书，而且为南京出版社所称道，并公开出版发行了。在

此，我仅向有关领导和所有为《江宁镇志》这朵志书之林中

的小花浇过水、施过肥、整过枝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I

江宁镇地区历史悠久，人文久著。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

的春风里，经济、文化及各项事业迅速发展，跨进了“亿元

镇”的行列，获取了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的累累硕果。然

而，伟标在前，任重道远，我们还需以新的创业精神，去斩关

克隘，夺取一个接一个的新胜利。 “温故而知新”，甚望我们

——全镇的干部、群众都能从这部《江宁镇志》中，借鉴前入

经验，汲取历史的精华，创造性地用之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使命!

江宁镇镇长 李德才



凡 例

—、本志书编写遵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时

限上自1911年，下至1985年．除其中个别章节上溯西晋或延至

1987年。大事记到1989年上半年外，重点记述建国后36年的现

状。另放“附录"记载1986·1"1987年发展概况。

二、本志书采取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的编纂方法。全书计

29章、106节，共25万余字。篇首有大事记、概述，篇末有附

录、后记。

三、为了避免重复记述。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

的重大事件，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中，不作专门章节

记述。

四、遵从史家通例，不为生者立传。本志书中立传的有革

命烈士、模范人物和本乡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等。

五、本志书运用语体文，记述体。其中引用的文句，除标

有引号外i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书历史纪年．1911年以前按当时通用称呼。在括

号内加注公元年号；1911年以后概用公元纪年。纪录数字用阿

拉伯字书写。对行政机构名称，按当时称谓，以正历史面目。

七、本志书资料，大部录自县、乡档案资料和有关历史书

籍，部分为各基层单位所提供。对调查得来的口碑资料．均经

慎重考证．力求真实。

八、1989年3月，经南京市政府批准．江宁乡在建制上撤

乡建镇。改为江宁镇，由此，本志书亦定名为《江宁镇志》．

但文中1989年3月份之前的有关叙述．仍称“江宁乡’’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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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志编辑人员合影

江宁镇党政领导和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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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镇文化宫

镇敬老院

●清修村美人山人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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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镇有机化工厂化验室

清修村镇流器厂产品

南京江宁木工机械厂





沮春附场

山村小学腰鼓队

江宁镇中学教学搂



镇医院中医门诊

司家村农民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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