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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__Jk

口

素称“五省通衢”的徐州，是具有四千余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军事匹镇和

商业都会，地处苏、鲁、豫、皖交界，京沪、陇海两人铁路干线在此交汇，公

路四通八达，京杭大运河贳通南北，是我罔蓖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

新中国诞生以来．徐州在中囤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3()余年的建设．工农

业生产有了色速发展，已成为具有n二定规模的综合。Pl：【业城市，是霞要的能源、

建材基地和商品粮产地?

随着京杭运河苏北段的整治。港口的j乓缱．徐州的水运事业得到很人的发

展。为r认真总结徐州水运和港口建设、发展、演变、管理的历殳过程及科学

成就。更好地为社会{三义现代化服务。我们在江苏省交通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和徐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及有天译位和同志们的

大力支持，编蔡r《徐州港务局志∥：全}弓分为6章22 1了．1 1万宇二并附柯地

图8幅，表42张。照片32张?

志书资料翔实，内容较丰富，具有水运港务的特点及地方特色。既¨r以向

干部和科研工作者等提供历史依据，又叮以作为向职工进行历『殳传统教育的教

材。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渎者：

行家批评指正。

编 者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追溯到1958年，下限至1985年底，重点是反映1976年

至1985年的历史情况，个别内容叙述到1986年。

二、本志按章、节、目、项顺序排列，采用语体文，以“事"为横，

以“时"为纵，横排竖写。

三、本志的记年方法，凡旧制年号，均采用当时的通用记年方法，

并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号。解放后一律采用公元记年方法。

四、本志出现的公元时间和统计数字等都使用阿拉伯数字。

五、本志以文字记载为主，并充分利用图表、照片、散列于有关章

节之后。

六、表的空白内标出“／”符号的，是因无法查到或不必要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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