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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盱眙县志》，经过七年努力，终于成书出版，

这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盱眙素有修志传统，宋代就有县志，其前还有类似县志的图经。明、清两代，盱

眙编修八部县志，流传至今的尚有六部。但是，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编修《盱

眙县志稿》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县志失修已近百年；即使从民国25年(1936年)

《盱眙县志略》编成算起，也达50多年。这段时间，除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伟大

变革以外，正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时代，是我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并取得抗

日战争彻底胜利的时代，也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

辉煌成就的新时代。在此期间，盱眙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盱眙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

业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盱眙人民团结奋

斗，致力建设，各项事业取得很大成就，谱写了光辉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盱眙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励精图治，涌现出一大批开拓型的先进人物，开

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所有这些征服自然、改造社会、

创造文明的斗争历史和伟大业绩，理应载入史册，流传千古，彰往察来，发扬光大；

对于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也应记入志书，以便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因此，编

纂一部全面而系统地反映盱眙历史和现状的新县志，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是时代

赋予的重任。

盱眙是淮上古县，历史上旱涝灾害较重，同时，又屡遭兵燹，因此，经济基础

差。建国以来，全县各项事业均有长足的进步，但比起先进地区却有很大差距，振

兴盱眙的任务十分繁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全县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

众，越来越感到要有一部资政之书、教化之书、存史之书。《盱眙县志》的出版发行，

满足了这项要求。该志以大量翔实的资料，记载了盱眙近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的变化，作了重点记述。这对全县干部、群众了解县情，增长

知识，鼓舞斗志，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盱眙，无疑大有裨益；对青少年学习革

命先烈，培养爱祖国、爱家乡的高尚情操，准备挑起振兴盱眙的重任，也是极好的

乡土教材。

编纂新《盱眙县志》，受到很多老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得到不少方志行家的热

心指教；安徽省档案馆、图书馆提供建国前的盱眙资料；县直机关各部门和各乡镇

积极配合，并通力合作；编纂人员则在人力不足，资料短缺，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勤

奋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谨向参与和支持新《盱眙县志》编纂出版的同志，

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而奋斗。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希望这部志书对了解和研究盱眙的历史和现

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

《盱眙县志》付印之际，欣然命笔，聊表祝贺，并资纪念。

县长 王寿昌

i991年8月18目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反映盱眙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

状。

二、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横排门类，全志设34章，下列目

及子目，分别记事，以事系人。《概述》、《大事记》置其前，《人物》、《附录》位于后，共

38个部分。图表随文配置，照片集中于卷首。

三、时间上限因事而异，多数自清代末或民国初写起，下限至1985年，《大事

记》延伸到1990年。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

四、立传者均为已故人物，侧重本籍，兼收外籍。一般为对地方有较大贡献或

影响者，以及盱眙籍在外地有显著功业者，顾及方方面面的代表性，排列以卒年为

序。极少数反面人物记载其后。此外，有关古代名人和近现代革命烈士，则有选择、

按层次另作简介列后。

．五、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的运用，以及数字的书写等，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和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统计数字，主要来源于县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

也有少数系其他有关部门提供。1985年底划入的河西五个乡的统计数字，一般只

采用当年的，不追溯。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从当时习惯用法；此

后，使用1984年国务院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粮票、布票等证券仍从票面计量单

位不变。

七、年代表述：民国及其以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用公元纪年。文中解放前后的时间，以民国37年(1948年)12月13日县境解

放之日为界。

八、较长的名称及某些词语，一般首次出现的用全称，以后出现的用简称。例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建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必要时再简称

“党"；中国共产党盱眙县委员会简称“中共盱眙县委”，必要时再简为“县委"。也有

直接简称的，如：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称“新四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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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盱眙建县于秦，距今已有2200多年。县名初为“盱台”(台，音怡)，后为“盱眙静。境内都梁

山，古时盛产都梁香革(即泽兰，是一种药草)，隋大业初，炀帝在盱眙置都梁宫后，盱眙别称“都

梁”。

盱眙位于淮河中下游，洪泽湖南岸，江苏省西部，淮阴市南端。境内冈峦起伏，形势险要，为

兵家必争之地。旧志载：“两淮常为天下战场”，“而盱眙控两淮之要，据三口(清河口、汝河口、颍

河口)之险，系淮南江左之本，自古未有不得盱眙，而能东下江左、西上中原者也。”境内汉王(刘

邦)城、霸王(项羽)城和清平山柴王(周世宗柴荣)寨等古军营遗址，以及南北朝刘宋0．3万兵

力却北魏重兵的以少胜多著名战例和宋金以淮为界、盱眙为双方对峙的前沿阵地等历史记载，

反映了古代盱眙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 ．

盱眙，历史上曾建过都，升过郡、军，还有州、郡在盱眙设治。秦末，项梁、项羽起兵反秦，以

复楚号召天下，立楚怀王熊槐的孙子熊心为怀王，建都于盱眙。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县升为

郡，经宋、齐、梁、陈，前后达170年。南宋时，盱眙为抗金前沿，先后两次升为军。从西晋至清代，

临淮郡、南兖州、北谯州、西楚州、招信军、招信路总管府、临淮府和泗州等先后在盱眙设治。民

国时，安徽省第六、四、九行政督察区先后设治于盱眙。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民主政府——淮南路东专员公署也曾设在境内。

盱眙，古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较多。鲍集乡淮洪引河东岸发现的下草湾新人股骨化石，证

明四五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盱眙就有人类活动。维桥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桥乡发

现的商、周时期遗址，东阳乡出土的当今世界上最早的彗星运行图，穆店乡出土的稀世珍宝

——战国时期的“陈璋圆壶"，为盱眙的古老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东阳乡的秦汉东阳城遗址，

盱城镇的第一山题刻，管镇乡的明代第一陵——明祖陵，黄花塘乡的新四军军部旧址，均为江

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盱眙故治在今治东北圣人山、甘泉山一带。东晋置郡，治所迁今盱城镇。县城依山傍水，景

物宜人。第一山怀古、玻璃泉浸月、杏花园春昼、瑞岩庵清晓、五塔寺归云、八仙台招隐、宝积山

落照、龟山寺晚钟、清风山闻笛、会景亭陈迹十景，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曾为此作诗，从此都梁十

景名闻遐迩。“十景”历经沧桑，已非昔日面目，但第一山、宝积山、玻璃泉等，仍不失为县城的重

要景点。 _．



盱眙，地处北亚热带北缘，兼具暖温带气候特征，春季冷暖多变，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天高

气爽，冬季干燥寒冷。全年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水充沛，适宜农作物生长。山区有逆温层，越

冬条件好，冻害轻，利于亚热带的经济林繁育。

盱眙，南高北低，高程相差200多米。西南多山，东北系平原，其余为丘陵，淮河横贯境内。

1985年，全县总面积2482．4平方公里，人口648593人；辖2个镇，26个乡，10个国营农林牧

+场圃，404个行政村，14个村级场、站，4个居民委员会。

盱眙，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全县耕地154万多亩，按农村人口计算，人均2．6亩，适宜多种

．作物生长。山地64万亩，按山区人口计算，人均2亩多，适宜发展林业和畜牧业。水域面积94

万多亩，淮河、洪泽湖、陡湖和水库、塘坝、小河小湖等水面，不仅可为全县大部分农田提供灌溉

用水，而且还适宜发展多种水生动植物。石灰岩矿分布广、储量大，’已查明的有5．4亿吨，可生

产水泥、石灰和电石等。国内稀少的凹凸棒石粘土矿，已发现10多处。境内东南部地区，蕴藏

着优质饮用矿泉水，分布面积达1012平方公里。全县野生药用植物有738个品种，药用动物有

42个品种，蜈蚣、灵芝、太子参、黄精、猫爪草等珍稀名贵药材和丹参、山楂、桔梗、柴胡、白头翁

等地产药材，远销省内外。境内栖息着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哺乳类有草獐、狗獾、草狐、狼、野猪、

野兔等，草獐为省定一类保护动物。鸟类有鸳鸯、鹦鹉、白头翁、画眉：四声杜鹃、黄腰柳莺等，鸳

鸯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盱眙，农作物品种很多。粮食作物有水稻、三麦(大麦、小麦、元麦)、玉米、高粱、大豆、山芋

和豌、蚕、豇、赤、绿等各种豆类。经济、油料作物有棉花、油菜、芝麻、花生、苎麻、黄麻、烟叶、薄

荷等。此外，还有多种瓜果和四季不断的蔬菜。

盱眙，林特产种类也很多。乔、灌木树种已查明的有65科，232种。其中桑、槐、榆、柳、泡

桐、侧柏、黑松等林地面积较大。果木树有板栗、核桃、枣、梨、桃、杏、柿、苹果、葡萄、山楂等。此

外，蚕茧为外贸产品，雨山牌茶叶畅销县内外。

。 盱眙，畜牧业比较发达。“盱眙水牛”系地方优良品种。生猪和家禽畅销于南京等城市。

盱眙，水产品种类多，质量好。淮河、洪泽湖的淡水鱼有16科，93种，鳊、铂、鲤、鲫、鳜、鲭、

鳙、鳗、鲶、银鱼等鱼类及虾、蟹、龟、鳖、河蚌等远近闻名。此外，还有芡实、莲、藕等。
、

盱眙，自然条件虽然比较好，但是，历朝的统治阶级大都只向人民榨取，很少投入，丰富的

自然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和开发；加之，水旱灾害频繁，内外战乱严重，因此，解放以前，全县经济

比较落后。解放以后，人民政府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领导人民除害兴利，大搞建设，盱眙开始改

变贫困落后面貌。

盱眙人民具有革命斗争和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秦末，东阳(今东阳乡)人陈婴起兵反秦，

起义队伍达2万人。隋末，孟让率义军从长白山南下，破盱眙，据都梁宫。唐，庞勋起义，义军攻

泗州(在今淮河乡境内)，并屯兵于都梁城。南宋时，金兵南侵，以刘泽保为首的义军，于绍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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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1161年)聚义于清平山柴王寨，凭险抗金，金人不敢近其营垒。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五月，倭寇犯天长、盱眙，主簿朱吴、义官阚宽领兵民抵御，后被总兵刘显将其击败。明末，张

献忠的起义军，曾攻破盱眙，直指清淮。清道光、咸丰年间，盱眙境内先后有三支义军，分别活动

予涧溪、河桥、旧县、紫阳一带和盱眙、六合的边境，有的策应太平军，牵制清军；有的与捻军会

合，打击清军。

民国期间的革命斗争更加波澜壮阔。早在民国18年(1929年)深秋，水冲港青年、共产党

员李桂五，受党组织派遣，回乡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民国20年(1931年)，中共盱眙县委员会成

立。民国21年(1932年)4月，李桂五和武飞、徐德文一起，组织西高庙农民暴动，沉重打击了反

动势力。8月，南京政府派重兵“围剿”盱眙红军游击队，终因敌强我弱，李桂五、徐德文和许多

．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这场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为盱眙播下了红色种子。

民国28年(1939年)5月，中共盱眙县特别支部成立，利用县抗日青年文化事业委员会的

合法身份，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和国民党盱眙县长秦庆霖等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

争。同年秋天，新四军第五支队在罗炳辉、郭述申、周骏鸣等率领下挺进淮南路东，进驻盱眙半

塔集(现属安徽省来安县)。次年3月，“半塔保卫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韩德勤等国民党顽固

势力，盱眙从此就成为抗日根据地。民国32年(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迁至境内黄花塘，陈

毅、张云逸等在这里运筹帷幄，领导华东地区的对敌斗争，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民国27年(1938年)1月"--34年(1945年)8月，日军三占盱眙城，先后统治达5年之久，

盱眙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军第一次侵占盱城时，爱国人士王养吾率领民练，配合国

民革命军六十六军驻盱的“黄连”(一个连队，连长姓黄)奋起反抗，血战风坡岭。日军第三次侵

占盱眙后，盱眙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夜袭盱眙城”、“三打伪区

署”、“活捉吕介甫(伪区长)"、“击毙日军中队长”。日军被迫龟缩在县城和交通线上的碉堡内，

陷入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国内战争。民国35年(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淮南津浦

路东地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淮南主力北撤山东，国民党军队在还乡团配合下占领盱眙。县民兵

总队政委梁化农等壮烈牺牲。但是，盱眙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顽固势力所吓倒，在共产党领导

下，组织武工队和游击队，顽强地坚持斗争。盱眙武工队和民兵曾配合主力部队与国民党军队

进行数十次战斗。民国37年(1948年)3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四旅和淮南支队，在王店

集以北的十里长山，痛击国民党的青年军二。三师两个团，歼敌千余人，俘敌300余人，缴获大

批枪枝弹药。同年12月13日，盱眙全境解放。

四

盱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的36年间，各项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特

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速度更快。和1980年相比，粮食产量三年翻了一番，

是全国一百个三年翻番县之一；工农业总产值四年翻了一番，提前六年实现了第一步“翻番”的

目标；财政收入五年增长88．2％，增强了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实力。

盱眙，历史上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县。建国后，为确保粮食增产，全县开展大规模的治

山治水，30多年来，投入1亿多个工日，搬动土石方2亿多立方米，初步建成防洪、灌溉、排涝



和水土保持4套工程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抗灾能力大大增强。在改变生产条件的同’

时，还注重科学技术，推广良种和先进耕作技术，科学种田水平相应提高。1981年，全县普遍实

行以大包干为主体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迅速发展。1985

年全县粮食总产达55．5万吨，人均占有粮食856公斤，剔除行政区划调整等不可比因素和

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12．6倍，人均占有粮食增加3．8倍。

在确保粮食增产的同时，全县注重发挥山水优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建国以后，大搞植树

造林，到1985年，全县拥有林地26万多亩，园林地6万多亩。宜林山地已绿化65％以上，森林

覆盖率达12．1％，是全省林业基地县之一。在发展林业的同时，全县发展以牛、猪和家禽为重

点的畜牧业。1985年，全县(老区划)牛饲养量平均两户1头，是全国商品牛基地县之一，生猪

饲养量平均每户4．1头，家禽饲养量平均每人12．3只；近几年，羊和兔发展也较快。水产方面，

近几年，在捕捞的同时，加强了养殖。1985年，水产品总产量达4800吨，以农业人口计算，人均

8．1公斤。其他副业也有相应发展。全县1985年的农业总产值为3．2亿多元，其中林、牧、副、

渔的产值占24．8％‘。．

盱眙，建国前几乎没有工业，建国后先后办起建材、机械、化学、食品、纺织、制药、造纸、印

刷、皮革制品、饮料制品、饲料加工等工业企业。1965年，省在盱眙县建设“小三线”，又发展了

国防工业。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6651万元，比1949年增长154倍(按1980年不变价计

算)。狼山牌水泥，合格率达100％，1983"-'1985年连续三年保持全优。旧铺的砖，全市质量评

比名列第一。天鹅牌帆布，1980年获市“信得过产品”称号，1983年获市优质产品称号，已打入

国际市场。瑞香牌、桂花牌小磨麻油，气味醇香，分别获部优和市优产品称号，远销香港等地。皮

革公司生产的皮茄克和皮鞋，款式新，质量好，受到上海等地消费者欢迎。用凹凸棒石粘土生产

的内外墙涂料，抗盐搬粘土、活性凹凸棒石粘土等，是国内新产品。制药厂生产的蟾酥注射液、

野马追片疗效高，分别获市医药科技成果奖。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全县交通运输、邮电事业和商业也得到相应发展。建国前，盱眙

运输主要靠水运，陆运很不发达，属交通闭塞地区。建国后，除发展水运外，狠抓公路建设，大力

发展陆路运输。到1985年，全县公路总长已达401．93公里，其中国道27．72公里，省道

193．73公里，县道105．26公里，乡道50．09公里，专用线25．13公里。1978年通车的公路、油

管两用桥——淮河大桥，气势雄伟，沟通了南北交通。现在全县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建国前，

全县城乡邮路只有131公里，电信只有三管再生式、哈脱雷式收发报机和60门电话总机。建国

后，大力发展邮电事业，到1985年，全县邮路总长已达3645公里，是建国前的26．8倍，电信无

论是长途还是农话，均已使用载波机，城乡电话覆盖率已达100％。建国前，政局混乱，物价飞

涨，商业很不景气。建国后，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商业开始繁荣。1985一年，全县农副产品收

购总额11556万元，人均178元；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716万元，剔除行政区划调整等不可

比因素和1949年相比，增长130倍。

盱眙，历史上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建国后，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到1985年底，全县(老区

划)文化馆、站23个，乡镇文化中心5个，剧场、电影院11个，电影放映队57个。教育事业发展

较快，1985年，全县有中小学322所，在校学生达8．2万多人，分别是1949年的5．8倍和39．5

倍。此外，还发展了职业中学4所，开办了广播电视大学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965年创办的

龙山农业中学，是江苏省职业教育的先进单位。卫生事业同样有较好发展，到1985年底，全县



有医院、卫生院25个，病床745张，比1952年增加24．8倍，每千人拥有床位1．58张。卫生防

疫、妇幼保健、药品检验等工作均有较好发展。此外，还发展了广播事业，1985年全县88．7％的

村、83．5％的组通有线广播。1977年建的电视调频台，除为江苏广播电台调整频率外，可同时

接转两套电视节目。

随着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全县人民的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1985年，全县(老区划)

农村人均收入449．2元，比1981年增长1．53倍。城镇的职工人均年收入已达863．6元，比

1980年增长55．8％。县城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6平方米。城乡储蓄年末余额达

2551．8万元，是1960年的12．8倍。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卫生医疗条件改善，人的寿命延长

了，1982年人口普查表明，全县平均寿命，男性为65．5岁，女性为69．6岁。

五

盱眙，建国36年来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全

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1950年冬至1951年秋，全县进行土地改革，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

和发展。1951年，全县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93．2％。从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中，尽管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快了一点，但

总的来说是健康的，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有较好发挥，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1957年粮食

产量又比1951年增长46．3％。这·年的工业产值则比1951年增长1．07倍。但是，由于“左糟

的影响，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曾发生超越客观条件，片面追求生产的高

速度和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的倾向，采取了一套生产高指标、公社搞核算、吃饭不要钱等错误

做法，致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作风)盛行，生产下降。1962年全

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32．6％，粮食产量则下降30．5％。从1959年起，根据中共中央

两次郑州会议精神，着手纠正分配上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和生产上无偿调用生产资料、无偿调

用劳动力的“一平二调”错误，进行算帐退赔，并逐步把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给生产队。从1963

、年起，又对全县的经济进行了三年调整。此后，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又开始发展。到1978年，，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4亿元，比1962年增长6．3倍，比1957年也增长3．9倍。但是，由于政策

上仍然存在着“左’’的倾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干扰，因此，发展速度缓慢。70年代，全县“粮

超四亿(斤)棉翻番(指产量)”的口号，曾喊了多年，均未能实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全县拨乱反正，“左”的倾向逐步纠正。19"81年，全县普遍实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

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较好地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

业生产迅速发展。1981,---1983年，全县粮食生产以年均7000多万公斤的速度递增。工业的改

革，虽然比农业迟一点，但一当简政放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各种经济责任制后，工业生

产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1982年，全县工业总产值闯过亿元大关，并且每年以18．5％的速度继

续增长。全县人民从实践中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只要实行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

策，全县的经济和各项事业一定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盱眙，建国36年来各项建设的成就说它是巨大的，这是同盱眙自己的历史对比而言，如果

横向比较，和苏南的兄弟县对比，和苏北的先进县对比，各项建设的发展速度还是不够快的i差



距还是不小的。这种差别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盱眙的劣势是基础差，底子薄。但盱眙也有

很多优势，有比较丰富的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有36年来建设所拥有的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

有每年可提供15万吨以上商品粮以及其他农副产品I有近65万勤劳勇敢的人民和充裕的劳

力资源。只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盱眙的优势，把全县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把产品

优势再转变为商品优势，并进而转变为全面的经济优势，盱眙是可以大大加快发展速度的，前

途是十分广阔的。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述优势已逐步为盱眙各级领导所认识，并予以重视。中共盱眙

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已向全县人民提出第七个五年计

划，要求到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再翻一番。可以预料，古老的盱眙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大道上阔步前进，为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大 事 记

秦

秦王政二十四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3"～前221年)期间，盱眙置县，为盱台(it，音

怡)县。先属泗水郡，后属东海郡。县治在盱眙圣人山、甘泉山一带。

二世二年(前208年)，东阳(秦东阳县，今东阳乡)少年杀县令，举陈婴为首领，起兵反秦。

陈率部二万人，与项梁起义军会合。六月，项梁根据范增建议，拥立楚怀王熊槐之孙熊心为怀

王，建都盱眙。陈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九月迁都彭城。

． 西 汉

高祖六年(前201年)置荆国，十二年(前195年)废荆国，置吴国。盱眙先后属荆、吴两国。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废吴国，盱眙改属沛郡。 ’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夏，河决濮阳瓠子，通淮泗，汛郡十六。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置临淮郡，盱眙属之，为临淮都尉治所。

新王莽时期(9～24年)，盱眙改名武匡县。
。

东 汉

光武帝年间(25"--57年)，临淮郡并入东海郡。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从东海郡划出临淮

郡故地置下邳国。盱眙先后属东海郡和下邳国。

献帝建安元年(196年)，袁术攻刘备，备拒之于盱眙，相持经月，互有胜负。

建安四年(199年)，陈登任广陵太守，建破釜塘，蓄水灌溉。五年(200年)，陈登又在盱眙建

大型双梁石平桥——洪泽桥，长六丈四尺，宽一丈二尺，高一丈。

三 国

三国时期(220"'265年)，盱眙入魏国，属徐州下邳郡。后期，盱眙为弃地。

蠡#嚷户$¨F



西 晋

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下邳郡的淮南地区置临淮郡(后一度更名临淮国)，盱眙为属县，

并系临淮郡(国)治所。

．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年)，石勒起兵攻晋，盱眙一度被石氏占据。
、

一 、东 晋

太元三年(378年)，前秦俱难等率步骑七万攻淮南，五月攻占盱眙。次年(379年)三月，秦

将彭超、俱难又攻盱眙，五月拔之。六月，晋谢玄率五万人反攻，遣何谦帅舟师乘潮而上，夜焚淮

桥，和秦军战于君川，超、难弃盱眙，屯淮北。

穆帝永和九年(353年)十二月，姚襄渡淮，迁屯盱眙，招流民多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

桑。

安帝义熙七年(411年)，盱眙从临淮郡分出，设盱眙郡，属徐州。郡治在今盱城镇。

南 北 朝

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加徐州日南徐州，盱眙仍为属郡。 。

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割江淮之间的地区为南兖州，盱眙郡属之。二十八年(451年)，

南兖州从广陵移治盱眙。三十年(453年)，州治仍迁至广陵。 ，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春，盱眙遭雨雹灾害，杀禽畜，伤牛马。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大举伐魏，发沿淮三郡兵集盱眙。十二月，魏主引兵

南下攻宋，攻盱眙未克。次年(451年)正月，魏师以数十万众围攻盱眙城，郡守沈璞和辅国将军

臧质率兵三千坚守，魏攻三旬不拔而退。

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十一月，盱眙获石柏，宁朔将军殷业以献。

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复置盱眙县，属南兖州盱眙郡。四年(482年)，北兖州治由淮阴

移至盱眙，盱眙郡改属北兖州。

梁武帝时期(502"～549年)，盱眙郡初属北兖州，后属淮州。武帝末年(549年)，盱眙被东魏

占领。后入北齐，盱眙郡仍属淮州。
、

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筑淮堰。十四年(515年)，堰坏复筑，冬大寒，淮泗尽冻，筑堰
士卒死者十之七八。

，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月，北齐都督段韶大破梁兵于盱眙。‘

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年)八月，盱眙郡入于陈，九月改属谯州。七年(575年)，改属南兖州。

十一年(579年)，郡入于周，改属扬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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