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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西濒长江，风光秀丽，人文郁盛，宛若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长江“金三角”上。泰兴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早在民国15

年(1926年)就建有共产党组织；土地革命时期是如泰农民运动和

红十四军的策源地；抗日战争期间的“黄桥决战’’驰名中外；解放战

争中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首尾两仗均在泰兴境内进行。在长期的

革命斗争中，有8000多名英雄儿女，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他们为党、为人民、为共和国创立的功绩，彪炳青史，光照‘

日月。 +、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泰兴城乡经：

济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粮食产量、肉类产量、乡镇工业和财政收入

均已进入全国“百强县”之列，兼有“生猪之乡"、“银杏之乡”、“建筑

之乡"美称。经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泰兴已经成为苏中地区具

有重要影响的县份之一。
’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泰兴独立修志始于明代中2

叶，自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先后编修县

志九部。这些旧志，由于受当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偏重人文，轻

视经济；为达官贵人歌功颂德，对农民起义大肆诬蔑；用封建伦理观

察社会，以迷信观点记述自然。‘但是，它以泰兴为固定对象，在建置

沿革、自然资源、社会风俗、文化艺术、杰出人物i遗闻轶事等方面，

保留了不少历史资料，为我们今天新修县志提供了重要借鉴。1 959

年，泰兴县奉国务院通令，开始修志，至1963年写成初稿，凡8卷

26万字，后因“文化大革命’’未能成书。此稿油印本除县档案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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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缺“卷首”、“卷末")外，余均散失，修志工作实际中断70余年。

1986年，县委、县政府决定新修县志。是年8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

会，10月建立县志办公室，通过与县级机关76个部门签订修志合

同书，发动各行各业搜罗史实，拾遗补缺，至1990年1o月写成初

稿，随即印发县级各部门征求意见。经过县志办公室编纂人员订正．

史料，精雕细琢，于1 991年3月底通过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江苏

省志编委会、扬州市志编委会及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联合评审，以

后又经8个多月的修改、补充和润色，终于付梓出版。

新编《泰兴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广及．

百科，通贯古今，资料翔实，编排科学，蕴涵了泰兴人民丰富的实践

经验和可贵的斗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它的出

版问世，为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为全县各级干部了解县情、借古鉴今提供了参考；为长期在外

地工作的游子以及各界朋友了解泰兴提供了资料。

我们有幸主持泰兴党政，躬逢其盛，不胜兴奋。现得国务院批准‘

撤县设市，步入泰兴市建置的新起点。我们将在此新的基础上，团结

全市人民，把泰兴市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中共泰兴市委书记 李体明

泰兴市人民政府市长黄龙生

1 992年1 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真实记述泰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概述，综述县情，统摄全

书。大事记，纵贯古今，列叙建县以来大事。专志备篇，横列门类，纵

述史实；每篇结构一般根据事物属性设章、节、目、子目四层；同一事

物不同的侧面，亦可交叉互见于他篇，但力求避免重复。附录，收录

有关修志资料。 ，

三、本志人物记述分传、表、录三部分。传中仅收有重大影响的

已故人士，以泰兴县籍为主，兼顾曾在泰兴工作、活动的客籍人士。

表内人物则以具有市(师)、局(厅)级以上职务，副教授、副研究员、

副编审、主任记者、副主任医师和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及受省政府

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优秀)工作者为限。英名录所收均为民·

国14年(1925年)以来的革命烈士。余则采用以事系人办法载入有

关篇章。

四、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因事而异，据实溯源；一F限截

止于1987年，个别事物延至1988年，《大事记》延至1990年。

五、本志纪年。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和朝代年

号，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则采用公元纪

年。人物生卒年代一律按公元纪年。“解放前99"、65解放后”以民国38

年(1 949年)1月24日泰兴县城解放之日为界。



六、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和计量单位等均以

当时名称为准，名称过长，且重复出现，除在第一次出现时须用全称

外，以下可用简称。旧时地名有变更者加注今名；若出现同名，则分

别予以注明。

七、本志所用数据，原则上以政府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统计部

门缺少的则采用其他部门提供的数字。各项经济数字，1949年以来

的工农业总产值均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余用当年数字。1 955年

3月1日前的旧版人民币全部折为新人民币。 ·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所藏档案、书

报、县直各部门提供的志稿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经考证鉴别后

采撷运用。但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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