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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县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1986．7～1987．11淮阴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苏尚忠

副主任沈业富 王正榜 郑德黎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宜祥 王凤兰 王其俊 王教荣 任光铸

吴立波 杜玉成 庄洪凤 周立诚 l杨金荣l 张一农 张立才

张世德 张佐潼 高从政 高泰昌 梁培祚 裘浩 雷如洪

1987．11～1989．10淮阴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苗秀章

副主任李忠善 王正榜 潘美忠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宜祥 开玉宏 王其俊 杜玉成 吴立波

陈太超 周明成 周立诚 l杨金荣l 张端正 张世德 张佐潼

张顺成 赵兰萱 赵中明 高从政 秦长文 谈明银 梁培祚

裘浩

1989．10-．一1992．3淮阴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冯加庚

副主任李忠善 王正榜 祁进川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宜祥 开玉宏 刘广华 孙寿玉 吴立波

陈太超 冯正芳 周立诚 吴以生 张端正 张世德 张佐潼

张顺成 赵中明 高从政 I徐登保l 谈明银 梁培祚 崔寿龄

崔如发 童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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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3～1995．6淮阴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冯加庚

副主任周明成 蔡国俊 夏继忠

委员 (排名不分先后) 刘广华 赵永平 罗士荣 陈绍荣 许同华

马萍 梁培祚 石学金 赵克亮 荣从怀 张世德 刘风祥

张顺成 尹维高 开玉宏 程玉华 吴以生 周长明 袁洽

毛宗玉 杨维义 周立诚 姚业林 石耀年 张佐潼 李荣朝

丁健民 张如英 漆欣亭

1995．6～1995．12淮阴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周云飞

副主任李源 蔡国俊 夏继忠

委员 (排名不分先后) 刘广华 赵永平 罗士荣 陈绍荣 许同华

马萍 梁培祚 l壁毅乡I 石学金 赵克亮 朱士前 孙大文

刘凤祥 董明才 尹维高 开玉宏 程玉华 吴以生 袁洽

杨金城 唐志超 毛宗玉 杨维义 周立诚 孙建英 石耀年

张佐潼 丁健民 张如英 漆欣亭

1995．12淮阴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周云飞

副主任李源 何桂华 夏继忠

委员 (排名不分先后) 刘广华 赵永平 罗士荣 陈绍荣 许同华

蒋长林 蔡国俊 张树林 石学金 赵克亮 朱士前 汤建奎

刘凤祥 董明才 尹维高 开玉宏 沈洪宇 吴以生 张平

杨金城 唐志超 毛宗玉 程玉华 周立诚 孙建英 石耀年

皮大山 陈德乐 卢永明 唐明高 王中华 高从礼 李荣朝

姜四海 周仕礼 漆欣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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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淮阴县委书记 冯加庚

淮阴县代县长 周云飞

淮阴县自秦代建县，秦汉以降，素有“七发枚乘

之丘，三杰楚王之窟”的称誉，可谓是人杰地灵之

地。

可是由于自然的刷汰湮掩，留下记录淮阴文化

的志书却只有6部：最早的(据现有史料)是明朝嘉

靖乙丑年(1565年)由知县吴宗吉主修的清河(淮

阴)县志；经过1 oo多年，至清康熙壬子年(1 672

年)，由知县邹兴相主修了第二部；事隔23年，即康

熙乙亥年(1695年)，由知县管钜主修了第三部县

志；乾隆庚午年(1 750年)，知县朱元丰又主修了第

四部；成丰甲寅年(1854年)，由知县吴棠监修、鲁一

同主修了第五部县志，这部志书被方志界誉为名

志；第六部志书是光绪丙子年(1876年)由漕督文彬

监修、吴昆田主修的丙子县志；民国初，范冕等又接

丙子志下限以后史事，仿丙子志体例，编修了续纂

清河县志，稍后，县长徐钟令花了数年心血，搞了个

《民国淮阴志征访稿》，但未刊印成书，时至今日，已

有80余年了。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

经济日益繁荣，值此盛世，县委、县政府于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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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集人力，拨付专款，成立修志机构，开始淮阴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

志的编写工作。9年来，修志工作者在人员少、经费紧、办公条件差的情

况下，充分发动群众，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尽九载之功，四订纲目，五易

其稿，新编《淮阴县志》终于杀青付梓。我们忝居积事，躬逢盛举，实倍感

欢欣。

新编《淮阴县志》包括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分门别类，记述详

尽，洋洋百余万言。纵览全书，其特点有三：一是指导思想、观点正确，资

料翔实可信，文字流畅可读；二是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记述了淮阴地方政

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纳县情于一书，寓褒贬于叙事

之中，优劣同记，得失互见；三是重视经济部类的记述。

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教化”之功能，新编《淮阴县志》有全县古

往今来的地理民情，有各行各业的发展沿革，有淮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光辉业绩，还有值得借鉴、吸取的历史经

验、教训。她对于淮阴各级干部来说，是很好的“资治通鉴"，有助于我们

了解地情，察古通今，增强政治远见，实现科学决策；对广大人民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来说，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

材；对于客居他乡的淮阴籍人士来说，是沟通信息，以解思念之情的乡

讯，是为振兴桑梓献计献策的依据；对于曾在淮阴这块土地上战斗和工

作过的老前辈，可以激起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深切回忆，并从淮阴发生的

巨大变化中得到慰藉。

新编《淮阴县志》的出版，是淮阴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我

们仅代表淮阴县人民，对一切为此项浩瀚工程作过贡献的同志深表谢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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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反映淮阴县不同时代的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上限不限，因事溯源，下限一般至1987年底。概述、大事记、人物延至

1992年底。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记述体为主，并根据需要适当采用说明文等文体。

坚持以事分类，横排竖写，贯彻“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精神，着重记述民国以来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状况。

三、以序、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为主要表述形式。志前设序言、概述、

大事记，中为27编，计134章，492节，志末设附录。

四、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入人物简介、表、录者不受此限；入传人物以卒年先后

为序；党政机关人事更迭限记县级正、副职领导人。

五、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每节同

一年号出现两次以上者一般只注第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皆称建国后；单

位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皆用简称；地名一般采用现行标准地名，古地

名适当夹注今地名。

六、数字书写，按1987年7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均以1987年国家

标准计量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

七、引用的各种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缺限的，则用有关部

门提供的数据。

八、资料来源主要是各级各类文书档案；正史、旧志、报刊、图书及亲闻、亲见、

亲历者的口碑资料或笔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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