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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编《新安乡志》，是新安乡建置后的第一部新方志’：她的同世，是薪安乡人民

的一大喜事。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竣工哆必将彦生深远的桂会影响，以励今人，垂

鉴后世，传诸千秋!≯蔓；，囊奠盖主髓蟊麦砭ij▲三乏爨势蕊；：i魏互·j一专．毫：嘉：r《 ．

，．卜．《新安乡志》系统记载了新安乡沧海桑田的演变I勾勒了全乡历史发展的轨

迹i、’新安乡境域素有“洪水走廊"之称：据史籍记载：，舅沭河漫溢为患；十岁而九一≥

“土圹而民贫"。建国前，粮食亩产平均不足50公斤：j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新安，≮

乡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掀起波澜壮阔地治水斗争，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水利

配套工程体系。’水利建设的成就，奠定了新安乡农业发展基础：。70年代初’，耕作制

度进行重大改革，水稻面积逐年扩大，粮食生产获得突破性发展：。=1978年，全乡粮

食总产15580吨，平均亩产383．4公斤。中共千。届三中全会后，新安乡进入经济

振兴和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粮油连年大丰收，一年迈上一个新台阶。1984年，全乡

粮食总产24684吨，平均亩产425公斤。90年代以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

发展蔬菜和经济作物：。被新沂市委：市政府授于“蔬菜、瓜果第一乡’’的称号。

建国初期，新安乡境内只有几家手工作坊。经过几十年艰苦创业，逐步形成了

农副产品加工、丝绸服装、食品、建筑建材、机械等工业体系。全乡有乡办工业20

多家，村组企业180多家，个体私营企业150多家。有2家乡办企业被评为省明星

企业，有5家企业被评为徐州市明星企业。1995年，新安乡实现工业产值7．511亿，

元，利税8859万元。十多年来，新安乡一直是新沂市工业产值、利税和工业投入第，

一乡。近几年，新安乡先后荣获“江苏省苏北农村综合实力百强乡镇"、“江苏省高

标准农田林网示范乡镇”、“江苏省科技工作先进乡镇"、“江苏省农村教育综合改

革先进单位一、“徐州市先进乡镇"、“徐州市发展乡镇工业先进乡"、“徐州市发展乡

镇企业先进单位一、“徐州市村民自治模范乡’’、“新沂市发展经济排头兵"等称号。

昔日贫穷落后的新安乡，如今山河锦绣，1日貌展新颜。

《新安乡志》以翔实的资料，生动地记述了勤劳勇敢的新安乡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拼搏，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为驱逐日本侵略者，新安乡人民不

畏强暴，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书写出一篇篇气吞山河的史诗；为推翻三座大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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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人民不屈不挠，视死如归，勇往直前，演奏出一曲曲威武雄壮的赞歌；为改变

穷困面貌，新安乡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谱写出一首首壮丽的诗篇；

为建设、美化家园，新安乡人民发挥聪明才智，挥洒汗水，开拓进取，描绘出一幅幅

宏伟的画卷。新安乡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新安乡志》立传14人，简介26人，人革

命烈士英名录31人，载受国家、省、市(地)级单位表彰的先进人物286人次。诸多

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和英雄模范人物，为新安乡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

勋。他们是新安乡人民的优秀儿女，他们是新安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一

《新安乡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的

要求，详今略古，寓褒贬予记述之中，实事求是记述新安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教育、科技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和地方

’性的高度统一，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是一部成功的。一方全史一。她将资治当

代，通鉴后世．
，

，'
．。，

鉴古以知今，温故而知新。认识过去是为了开拓未来，愿全乡人民在社会主义

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团结一致，锐意进取，创建更大的功绩。 ．．
‘

值《新安乡志》付梓之际，谨以为序一

中共新安乡委员会书记”庞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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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新安乡建置以来第一部志书，定名为《新安乡志》，由新安乡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编纂。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事求是地记述新安乡的自

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充分反映时

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

三、本志按事物分类，横排纵写，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照片为表现形式。

以志为主，采用章、节、目结构。地图、彩照集中在志首，概述、大事记置前，附录殿

后。 ．

四、本志记述主要内容的时限，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因事而异，力溯其

发端，下限截止1998年末。大事记和个别章节内容下限至1999年末。

五、本志记述范围，立足于新安乡1998年政区境域，1998年境域以外内容记

述，以不割断历史为原则。

六、本志纪年，中华民国以前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年月，中华民国期间，先

用阿拉伯数字标民国时间，再加注公元年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
。1

七、本志计量单位以1987年国务院颁发的《计量实施细则》为准。数字按1987

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八、本志各项数据，主要为统计部门和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

九、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不作集中记述，均散见于《大事记》和各有关章节

中。 ：

十、本志除少量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字流畅、朴实、简洁。

十一、本志立传人物均系本籍人，以卒年为序。简介人物既有本籍人亦有客籍

人，以生年为序，人物表以村(或单位)和时间为序。

十二、本志资料取自历史文献，新、旧县、市、州志，报刊、档案卷宗、党史资料、

政协文史资料、统计资料、新编专业志以及调查采访。凡人志资料均经核实，一般

不注明出处。



目 录 ·1·

录

序⋯⋯⋯⋯·；⋯⋯⋯⋯⋯⋯⋯⋯⋯⋯⋯⋯·900OOO⋯⋯⋯⋯⋯⋯⋯⋯⋯⋯⋯⋯⋯⋯⋯⋯⋯(1)

凡例⋯⋯⋯⋯⋯⋯⋯⋯⋯⋯000 O·O⋯⋯⋯⋯⋯⋯⋯⋯⋯⋯⋯⋯⋯⋯⋯⋯⋯⋯⋯⋯⋯⋯⋯(1)

{毵述⋯⋯⋯⋯D O O m oore OB⋯⋯⋯⋯⋯⋯⋯⋯⋯⋯⋯⋯⋯⋯⋯⋯⋯⋯⋯⋯⋯⋯⋯⋯⋯⋯⋯(1)

大事记⋯⋯⋯⋯⋯⋯⋯⋯⋯⋯⋯⋯⋯⋯⋯⋯⋯⋯⋯⋯⋯⋯⋯⋯⋯⋯⋯⋯⋯⋯⋯⋯⋯⋯(5)

第一章建置区划⋯⋯⋯DOO OOO DO⋯⋯⋯⋯⋯⋯⋯⋯⋯⋯⋯⋯⋯⋯⋯⋯⋯⋯⋯⋯⋯⋯(41)

第一节位置面积⋯⋯⋯⋯⋯⋯⋯⋯⋯⋯⋯Q IOO OOQtoDD Q·⋯⋯⋯⋯⋯⋯⋯⋯⋯⋯⋯·(41)

第二节建置沿革⋯⋯⋯⋯⋯⋯⋯⋯⋯⋯⋯⋯⋯⋯⋯⋯⋯⋯⋯⋯⋯⋯⋯⋯⋯⋯⋯(41)

第三节 乡治所和乡名由来⋯⋯⋯⋯⋯⋯⋯⋯⋯⋯⋯⋯⋯⋯⋯⋯⋯⋯⋯⋯⋯⋯·”(42)

第四节辖村简介⋯⋯⋯⋯⋯⋯⋯⋯⋯⋯⋯⋯⋯⋯⋯⋯⋯⋯⋯⋯⋯⋯⋯⋯⋯⋯⋯(43)

第二章自然环境⋯⋯⋯⋯⋯⋯⋯⋯⋯⋯⋯⋯⋯⋯⋯⋯⋯⋯⋯⋯⋯⋯⋯⋯⋯⋯⋯⋯⋯(50)

第一节地形⋯⋯⋯⋯⋯⋯⋯⋯⋯⋯⋯⋯⋯⋯⋯⋯⋯⋯⋯OOO OIO QOO⋯⋯⋯⋯⋯⋯⋯(50)

第二节气候物候⋯⋯⋯⋯⋯⋯⋯⋯⋯⋯⋯⋯⋯⋯⋯⋯⋯⋯⋯⋯⋯⋯⋯⋯⋯⋯(50)

第三节水系水文⋯⋯⋯⋯⋯⋯⋯⋯⋯⋯⋯⋯⋯⋯⋯⋯⋯⋯⋯⋯⋯⋯⋯⋯⋯⋯(53)

第四节土壤植被⋯⋯⋯⋯⋯⋯⋯⋯⋯⋯⋯⋯⋯⋯⋯⋯⋯⋯⋯⋯⋯⋯⋯⋯⋯⋯(54)

第五节 自然资源⋯⋯⋯⋯⋯⋯⋯⋯⋯⋯⋯⋯⋯⋯⋯⋯⋯⋯⋯⋯⋯⋯⋯⋯．．．⋯⋯(55)

第六节 自然灾害⋯⋯⋯⋯⋯⋯⋯⋯⋯⋯⋯⋯⋯⋯⋯⋯⋯⋯⋯⋯⋯⋯⋯⋯⋯⋯⋯(57)

第七节环境保护⋯⋯⋯⋯⋯⋯⋯⋯⋯⋯⋯⋯⋯⋯⋯⋯⋯⋯．．．⋯⋯⋯⋯⋯⋯⋯⋯(60)

第三章人口⋯⋯⋯⋯⋯⋯⋯⋯⋯⋯⋯⋯⋯⋯⋯⋯⋯⋯⋯⋯⋯⋯⋯⋯⋯⋯⋯⋯⋯⋯⋯(63)

第一节人口历史⋯⋯⋯⋯⋯⋯⋯⋯⋯⋯⋯⋯⋯⋯⋯⋯⋯⋯⋯⋯⋯⋯⋯⋯⋯⋯⋯(63)

第二节人口分布与密度⋯⋯⋯⋯⋯⋯⋯⋯⋯⋯⋯⋯⋯⋯⋯⋯⋯OOO QOQ OOg⋯⋯⋯⋯(64)

第三节人口构成⋯⋯⋯OOQBOO⋯⋯⋯⋯⋯⋯⋯⋯⋯⋯⋯⋯⋯⋯⋯⋯⋯⋯⋯⋯⋯⋯(66)

第四节 人口控制⋯”O Q OQ⋯⋯⋯⋯⋯⋯⋯⋯⋯⋯⋯⋯⋯⋯一⋯·OO·OOQ⋯⋯⋯⋯一(70)
第四章农业⋯⋯⋯⋯⋯⋯⋯⋯⋯⋯⋯⋯⋯⋯o⋯⋯⋯一⋯⋯⋯⋯⋯⋯⋯⋯⋯⋯⋯⋯(73)

第一节生产关系变革⋯⋯⋯⋯⋯⋯⋯⋯⋯⋯⋯⋯⋯⋯⋯⋯⋯⋯⋯⋯⋯⋯⋯⋯⋯(73)

第二节种植业⋯⋯⋯⋯⋯⋯⋯⋯⋯⋯⋯⋯⋯⋯⋯⋯⋯⋯⋯⋯⋯⋯：⋯⋯⋯⋯⋯·(76)

，第三节林业⋯⋯⋯⋯⋯⋯⋯⋯⋯⋯⋯⋯⋯⋯⋯⋯⋯O I OOO⋯⋯⋯⋯⋯⋯⋯⋯⋯⋯(82)

第四节 畜禽饲养⋯⋯⋯⋯⋯··Q OOO OOO 0 00·OO··⋯．．．⋯⋯⋯⋯⋯⋯⋯⋯⋯⋯⋯⋯⋯一(84)



·2· 新安乡志

第五节渔业⋯⋯⋯⋯⋯⋯⋯⋯⋯⋯⋯⋯⋯⋯⋯⋯⋯⋯⋯⋯⋯⋯⋯⋯⋯⋯⋯⋯⋯

第六节农机农具⋯⋯⋯⋯⋯⋯⋯⋯⋯⋯⋯⋯⋯⋯⋯⋯⋯⋯⋯⋯⋯⋯⋯⋯⋯⋯

第七节经营管理⋯⋯⋯⋯⋯⋯⋯⋯⋯⋯⋯⋯⋯⋯⋯⋯⋯⋯⋯⋯⋯⋯⋯⋯⋯⋯⋯

第五章水利⋯⋯⋯⋯⋯⋯⋯⋯⋯⋯⋯⋯⋯⋯⋯⋯⋯⋯⋯⋯⋯⋯⋯⋯⋯⋯⋯⋯⋯⋯⋯

第一节河道治理⋯⋯⋯⋯⋯⋯⋯⋯⋯⋯⋯⋯⋯⋯⋯⋯⋯⋯⋯⋯⋯⋯⋯⋯⋯⋯⋯

第二节排灌工程⋯⋯⋯⋯⋯⋯⋯⋯⋯⋯⋯⋯⋯⋯⋯⋯⋯⋯⋯⋯⋯⋯⋯⋯⋯⋯⋯

第三节农田建设⋯⋯⋯⋯⋯⋯⋯⋯⋯⋯⋯⋯⋯⋯⋯⋯⋯⋯⋯⋯⋯⋯⋯⋯⋯⋯⋯

第四节防汛抗旱⋯⋯⋯⋯⋯⋯⋯⋯⋯⋯⋯⋯⋯⋯⋯⋯⋯⋯⋯⋯⋯⋯⋯⋯⋯⋯⋯

第五节管理⋯⋯⋯⋯⋯⋯⋯⋯⋯⋯⋯⋯⋯⋯⋯⋯⋯⋯⋯⋯⋯⋯⋯⋯⋯⋯⋯⋯．．．

第六章工业⋯⋯⋯⋯⋯⋯⋯⋯⋯⋯⋯⋯⋯⋯⋯⋯⋯⋯⋯⋯⋯⋯⋯⋯⋯⋯⋯．．．⋯⋯⋯

第一节工业体制⋯⋯⋯⋯⋯⋯⋯⋯⋯⋯⋯⋯⋯⋯⋯⋯⋯?⋯⋯⋯⋯⋯⋯⋯⋯⋯”

第二节纺织工业⋯⋯⋯⋯⋯⋯⋯⋯⋯⋯⋯⋯⋯⋯⋯⋯⋯⋯⋯⋯⋯⋯⋯⋯⋯⋯⋯

第三节服装工业⋯⋯⋯⋯⋯⋯⋯⋯⋯⋯⋯⋯⋯⋯⋯⋯⋯⋯⋯⋯⋯⋯⋯⋯⋯⋯⋯

第四节机械、化工工业⋯⋯⋯⋯⋯⋯⋯⋯⋯⋯⋯⋯⋯⋯⋯⋯⋯⋯⋯⋯⋯⋯⋯⋯

第五节建材工业⋯⋯⋯⋯⋯⋯⋯⋯⋯⋯⋯⋯⋯⋯⋯⋯000 900 00Q⋯⋯⋯⋯⋯⋯⋯⋯

第六节食品、酿酒工业⋯⋯⋯⋯⋯⋯⋯⋯⋯⋯⋯⋯⋯⋯⋯⋯⋯⋯⋯⋯⋯⋯⋯⋯

第七节粮油饲料工业⋯⋯⋯⋯⋯⋯⋯⋯⋯⋯⋯⋯⋯⋯⋯⋯⋯⋯⋯⋯⋯⋯⋯⋯⋯

一第八节造纸、印刷工业⋯⋯⋯⋯⋯⋯⋯⋯⋯⋯⋯⋯⋯⋯⋯⋯⋯⋯⋯⋯⋯⋯⋯⋯

第九节草柳编工艺品工业⋯⋯⋯⋯⋯⋯⋯⋯⋯⋯⋯⋯⋯⋯⋯⋯⋯⋯⋯⋯⋯⋯⋯

第十节部分名、优、特产品选介⋯⋯⋯⋯⋯⋯⋯⋯⋯⋯⋯⋯⋯⋯⋯⋯⋯⋯⋯⋯⋯

第十一节工业管理⋯⋯⋯⋯000
e00 0 00 0·0⋯⋯⋯⋯⋯⋯⋯⋯⋯⋯⋯⋯⋯⋯⋯⋯⋯⋯

第七章交通邮电⋯⋯⋯⋯⋯⋯⋯⋯“⋯⋯⋯⋯⋯⋯⋯⋯⋯·⋯⋯⋯⋯⋯⋯⋯⋯⋯⋯

第一节 交通⋯⋯⋯⋯⋯⋯⋯⋯⋯⋯⋯⋯⋯⋯⋯⋯⋯⋯⋯⋯⋯⋯⋯⋯⋯⋯⋯⋯⋯

第二节邮电⋯⋯⋯⋯⋯⋯⋯⋯⋯⋯⋯⋯⋯⋯⋯⋯⋯⋯⋯⋯⋯⋯⋯⋯⋯⋯⋯⋯⋯

第八章能源⋯⋯⋯⋯⋯⋯⋯⋯⋯⋯⋯⋯⋯⋯⋯⋯⋯⋯⋯⋯⋯⋯⋯⋯⋯⋯⋯⋯⋯⋯⋯

第一节 电力⋯⋯⋯⋯⋯⋯⋯⋯⋯⋯⋯⋯⋯⋯⋯⋯⋯⋯⋯⋯⋯⋯⋯⋯⋯⋯⋯⋯⋯

第二节煤炭⋯⋯⋯⋯⋯⋯⋯⋯⋯⋯⋯⋯⋯⋯⋯⋯⋯⋯⋯⋯⋯⋯⋯⋯⋯⋯⋯⋯⋯

第三节石油⋯⋯⋯⋯⋯⋯⋯⋯⋯⋯⋯⋯⋯⋯⋯⋯⋯⋯⋯⋯⋯⋯⋯⋯⋯⋯⋯⋯⋯

一 第四节 柴草沼气太阳能 液化气⋯⋯⋯⋯⋯⋯⋯⋯⋯⋯⋯⋯⋯⋯⋯⋯⋯⋯

第九章商贸业⋯⋯⋯⋯⋯⋯⋯⋯⋯⋯⋯⋯⋯⋯⋯⋯⋯⋯⋯⋯⋯⋯⋯⋯⋯⋯⋯⋯⋯⋯

，；第一节供销合作社⋯⋯⋯^⋯⋯⋯⋯⋯⋯⋯⋯⋯⋯⋯⋯⋯⋯⋯⋯⋯⋯⋯⋯⋯⋯·

第二节集体商业⋯⋯⋯⋯⋯⋯⋯⋯⋯⋯⋯⋯⋯⋯⋯⋯⋯⋯⋯⋯⋯⋯⋯⋯⋯⋯⋯

第三节个体商业⋯gO D SOn 000⋯⋯⋯⋯⋯⋯⋯⋯⋯⋯⋯⋯⋯⋯⋯⋯⋯⋯⋯⋯⋯⋯⋯

；， 第四节饮食、服务业⋯⋯⋯⋯⋯⋯⋯⋯⋯⋯⋯⋯⋯⋯⋯⋯⋯⋯⋯⋯⋯⋯．．．⋯⋯
j

。J
?J

0

))))))))))))))))))))))))))))))))))

蹦州，茸㈦吒眩吲％卯％％叮必∞∞加n坨n

M¨""貂孔孔弱打蕊∞舯；!：；；抛∞

0

0

0

0

0

0

0

0

0

0

0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n

Q

Q

Q

Q

Q



目 录 ·3·

第五节集市贸易⋯⋯⋯⋯⋯⋯⋯⋯⋯⋯⋯⋯⋯⋯⋯⋯⋯⋯⋯⋯⋯⋯⋯⋯⋯⋯⋯(134)

第十章粮油⋯⋯⋯⋯⋯⋯⋯⋯⋯⋯”⋯⋯⋯⋯．．．⋯⋯⋯⋯⋯⋯⋯一⋯⋯⋯⋯⋯⋯⋯“(136)

第一节粮油管理机构⋯⋯⋯⋯⋯⋯⋯⋯⋯⋯⋯⋯⋯⋯⋯⋯⋯⋯⋯⋯⋯⋯⋯⋯⋯(136)

第二节粮油市场：⋯⋯⋯⋯⋯⋯⋯⋯⋯⋯⋯⋯⋯⋯⋯⋯⋯⋯⋯⋯⋯⋯⋯⋯⋯⋯”(137)

第三节粮油收购⋯⋯⋯⋯⋯⋯⋯⋯⋯⋯⋯⋯⋯⋯⋯⋯⋯⋯⋯⋯⋯⋯⋯⋯⋯⋯⋯(138)+

第四节粮油销售⋯⋯⋯⋯⋯⋯⋯⋯⋯⋯⋯⋯⋯⋯⋯⋯⋯⋯⋯⋯⋯⋯⋯⋯⋯⋯⋯(140)

第五节粮油储运⋯⋯⋯⋯⋯⋯⋯⋯⋯⋯⋯⋯⋯⋯⋯⋯⋯⋯⋯⋯⋯⋯⋯⋯⋯⋯⋯(141)

第六节粮油加工⋯⋯⋯⋯⋯⋯⋯⋯⋯⋯⋯⋯⋯⋯厶⋯⋯⋯⋯⋯⋯⋯⋯⋯⋯⋯⋯(141)

第七节饲料⋯⋯⋯⋯⋯⋯⋯⋯⋯⋯⋯⋯⋯⋯⋯⋯⋯⋯”!⋯⋯⋯⋯⋯⋯⋯⋯⋯⋯(142)

第十一章综合经济管理⋯⋯⋯⋯⋯⋯⋯⋯⋯⋯⋯⋯000@oo ol·⋯⋯⋯⋯⋯⋯⋯⋯⋯⋯⋯(143)

第一节工商行政管理⋯⋯⋯⋯⋯⋯⋯⋯⋯⋯⋯⋯⋯⋯⋯⋯⋯⋯⋯⋯⋯⋯⋯⋯⋯(143)

第二节‘物价管理⋯⋯⋯⋯⋯⋯⋯⋯⋯⋯⋯⋯⋯⋯⋯⋯⋯⋯⋯“一⋯⋯⋯⋯⋯⋯“(147)

， 第三节标准计量管理⋯⋯⋯⋯⋯⋯⋯⋯oooo@o omQ⋯⋯⋯⋯⋯⋯⋯⋯⋯⋯⋯⋯⋯⋯(147)

第四节审计管理⋯⋯⋯⋯⋯．．．⋯⋯⋯⋯⋯⋯⋯⋯⋯⋯⋯⋯⋯⋯，⋯⋯⋯⋯⋯⋯”(148)

第五节统计管理⋯⋯⋯⋯⋯⋯⋯⋯⋯⋯⋯⋯⋯⋯⋯⋯⋯⋯⋯⋯⋯⋯⋯⋯⋯⋯⋯(148)

第十二章财税金融⋯⋯⋯⋯⋯⋯⋯⋯⋯⋯⋯⋯⋯⋯⋯⋯⋯⋯⋯⋯⋯⋯⋯⋯⋯⋯⋯(150)

第一节财政⋯⋯⋯⋯⋯⋯⋯⋯⋯⋯⋯⋯⋯⋯⋯⋯⋯⋯⋯⋯⋯⋯⋯⋯⋯⋯⋯⋯⋯(150)

第二节税务⋯⋯⋯⋯⋯⋯⋯⋯⋯⋯⋯⋯⋯⋯⋯⋯⋯⋯⋯⋯⋯⋯⋯⋯⋯⋯⋯⋯⋯(151)

第三节金融⋯⋯⋯⋯⋯⋯⋯⋯⋯⋯⋯⋯⋯⋯⋯⋯⋯⋯⋯⋯⋯⋯⋯⋯⋯⋯⋯⋯⋯(154)

第四节保险⋯⋯⋯⋯⋯⋯⋯⋯⋯⋯⋯⋯⋯⋯⋯⋯⋯⋯⋯⋯⋯⋯⋯⋯⋯⋯⋯⋯⋯(158)

第十三章乡村建设⋯⋯⋯⋯⋯⋯⋯⋯⋯⋯⋯⋯⋯⋯⋯⋯⋯⋯⋯⋯“⋯⋯⋯⋯⋯⋯⋯·(159)

第一节村庄住宅建设⋯⋯⋯⋯⋯⋯⋯⋯⋯⋯⋯⋯⋯⋯⋯⋯⋯⋯⋯⋯⋯⋯⋯⋯⋯(159)

第二节公共房屋建设⋯⋯⋯⋯⋯⋯⋯⋯⋯⋯⋯⋯⋯⋯⋯⋯⋯⋯⋯⋯⋯⋯⋯⋯⋯(159)

第三节道路桥梁⋯⋯⋯⋯⋯⋯⋯⋯⋯⋯⋯⋯⋯⋯⋯⋯⋯⋯⋯⋯⋯⋯⋯⋯⋯⋯(162)

第四节公共设施⋯⋯⋯⋯⋯⋯⋯⋯⋯⋯⋯⋯⋯⋯⋯⋯⋯⋯⋯⋯⋯⋯⋯⋯⋯⋯⋯(163)

第五节村镇建设管理和土地管理⋯⋯⋯一⋯⋯⋯⋯⋯⋯⋯⋯⋯⋯⋯⋯⋯⋯⋯⋯(164)

第六节建筑业⋯⋯⋯⋯⋯⋯⋯⋯⋯⋯⋯⋯⋯⋯⋯⋯⋯⋯⋯⋯⋯⋯-．．．⋯⋯⋯⋯⋯(166)

第十四章中国共产党乡地方组织⋯⋯⋯⋯⋯⋯⋯⋯⋯⋯⋯⋯．．，⋯⋯⋯⋯⋯⋯⋯⋯⋯(170)

第一节组织机构⋯⋯⋯⋯⋯⋯⋯⋯⋯⋯⋯⋯⋯⋯⋯⋯⋯⋯⋯⋯⋯⋯⋯⋯⋯⋯⋯(170)

第二节党务工作⋯⋯⋯⋯⋯⋯⋯⋯⋯⋯⋯⋯⋯⋯⋯⋯⋯⋯⋯⋯⋯⋯⋯一⋯⋯⋯·(174)

第三节党员代表大会⋯⋯⋯⋯⋯⋯⋯⋯⋯⋯⋯⋯⋯⋯⋯⋯⋯⋯⋯⋯⋯⋯⋯⋯⋯(180)

第十五章政权⋯⋯⋯⋯⋯⋯⋯⋯⋯⋯⋯⋯⋯⋯⋯⋯⋯⋯⋯⋯⋯⋯⋯⋯⋯⋯⋯⋯⋯⋯(182)

第一节乡人民代表大会⋯⋯⋯⋯⋯⋯⋯⋯⋯⋯⋯⋯⋯⋯⋯⋯⋯⋯⋯⋯⋯⋯⋯⋯(182)

第二节人民政府⋯⋯⋯⋯⋯⋯⋯⋯⋯⋯⋯⋯⋯⋯⋯⋯⋯⋯⋯⋯⋯⋯⋯⋯⋯⋯⋯(185)



·4·

第十六章社会团体⋯⋯⋯

第一节贫下中农协会

第二节共青团⋯⋯⋯

新安乡志

(190)

(190)

(190)

(192)

(193)

(194)

(195)

(195)

(199)

(199)

(201)

(201)

(204)

(207)

(209)

(210)

(214)

(215)

(215)

(216)

(217)

(218)

(220)

(222)

(222)

(224)

(226)

(228)

(234)

(238)

(241)

(246)

(254)

(258)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第一节

文化⋯⋯⋯⋯⋯⋯⋯⋯⋯⋯⋯⋯⋯⋯⋯⋯⋯⋯⋯⋯⋯·

文艺宣传⋯⋯⋯⋯⋯⋯⋯⋯⋯⋯⋯⋯⋯⋯⋯⋯⋯⋯⋯·

第二节广播 电影 电视⋯⋯⋯⋯⋯⋯⋯⋯⋯⋯⋯⋯⋯⋯⋯·

第三节新闻报道⋯⋯⋯⋯⋯⋯⋯⋯⋯⋯⋯⋯⋯⋯⋯⋯⋯⋯⋯·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一 第十节

古建筑

古建筑

第二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十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十五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新安乡志

第一节岁时习俗⋯⋯⋯⋯⋯⋯⋯⋯⋯⋯⋯⋯⋯⋯⋯⋯⋯⋯⋯⋯⋯⋯⋯⋯⋯⋯⋯(311)

第二节称谓习俗⋯⋯⋯⋯⋯⋯⋯⋯⋯⋯⋯⋯⋯⋯⋯⋯⋯⋯⋯⋯⋯⋯⋯⋯⋯⋯⋯(312)

第三节生活习俗⋯⋯⋯⋯⋯⋯⋯⋯⋯⋯⋯⋯⋯⋯⋯⋯⋯⋯⋯⋯⋯⋯⋯⋯⋯⋯⋯(314)

第四节礼仪习俗⋯⋯⋯⋯⋯⋯⋯⋯⋯⋯⋯⋯⋯⋯⋯⋯⋯⋯⋯⋯⋯⋯⋯⋯⋯⋯⋯(317)

第五节陋俗杂俗⋯⋯⋯⋯⋯⋯⋯⋯⋯⋯⋯⋯⋯⋯⋯⋯⋯⋯⋯⋯⋯⋯⋯⋯⋯⋯(322)

第二十六章宗教⋯·i⋯⋯⋯⋯⋯⋯⋯⋯⋯⋯⋯⋯⋯⋯··：⋯⋯⋯⋯⋯⋯⋯⋯⋯⋯⋯⋯·(324)

第一节佛教⋯⋯⋯⋯⋯⋯⋯⋯⋯⋯⋯⋯⋯⋯⋯⋯⋯⋯⋯⋯⋯⋯⋯⋯⋯⋯⋯⋯⋯(324)

第二节道教⋯⋯⋯⋯⋯⋯⋯⋯⋯⋯⋯⋯⋯⋯⋯⋯⋯⋯⋯⋯⋯⋯⋯⋯⋯⋯⋯⋯⋯(325)

第三节基督教⋯⋯⋯⋯⋯⋯⋯⋯⋯⋯⋯⋯⋯⋯⋯⋯⋯⋯⋯⋯⋯⋯⋯⋯⋯⋯⋯⋯(325)

第四节伊斯兰教⋯⋯⋯⋯⋯⋯⋯⋯⋯⋯⋯⋯⋯⋯⋯⋯⋯⋯⋯⋯⋯⋯⋯⋯⋯⋯⋯(325)

第五节道会门⋯⋯⋯⋯⋯⋯⋯⋯⋯⋯⋯⋯⋯⋯⋯⋯⋯⋯⋯⋯⋯⋯⋯⋯⋯⋯⋯⋯(326)

第二十七章方言俗语⋯⋯⋯⋯⋯⋯⋯⋯⋯⋯⋯⋯⋯⋯⋯⋯⋯⋯⋯⋯⋯⋯⋯⋯⋯⋯⋯(327)

第一节方言⋯⋯⋯⋯⋯⋯⋯⋯⋯⋯⋯⋯⋯⋯⋯⋯⋯⋯⋯⋯⋯⋯⋯⋯⋯⋯⋯⋯⋯(327)

第二节谚语⋯⋯⋯⋯⋯⋯⋯⋯⋯⋯⋯⋯⋯⋯⋯⋯⋯⋯⋯⋯⋯⋯⋯⋯⋯⋯⋯⋯⋯(329)

第三节歇后语⋯⋯⋯⋯⋯⋯⋯⋯⋯⋯⋯⋯⋯⋯⋯⋯⋯⋯⋯⋯⋯⋯⋯⋯⋯⋯⋯⋯‘(331)

第二十八章人物⋯⋯⋯⋯⋯⋯⋯⋯⋯⋯⋯⋯⋯⋯⋯⋯⋯⋯⋯⋯⋯⋯⋯⋯⋯⋯⋯⋯⋯(332)

第一节人物传略⋯⋯⋯⋯⋯⋯⋯⋯⋯⋯⋯⋯⋯⋯⋯⋯⋯⋯⋯⋯⋯⋯⋯⋯⋯⋯⋯(332)

李克恒 陈王氏李艺林刘占彪李振仙 李镜时 臧彭年

臧靖徐祗兴葛惠臣 姬兴周 马正守 陈淑亚 陈天渠

第二节人物简介⋯⋯⋯⋯⋯⋯⋯⋯⋯⋯⋯⋯⋯⋯⋯⋯⋯⋯⋯⋯⋯⋯⋯⋯⋯⋯⋯(314)

赵继元胡继舜马杰李培智 崔福财葛树松孙光秀

马光文张 虎谢荫达黄学花索庆云 刘召强 江方田

一 马如彬 杜文生王学军 田中恩 徐 娟 沈乐忠 张同礼

马志强 刘学文 闻 涛 田中勋 郝朝凤

第三节人物表⋯⋯⋯⋯⋯⋯⋯⋯⋯⋯⋯⋯⋯⋯⋯⋯⋯⋯⋯⋯⋯⋯⋯⋯⋯⋯⋯⋯(351)

一、获中、高级职称人员表⋯⋯⋯⋯⋯⋯⋯⋯⋯⋯⋯⋯⋯⋯⋯⋯⋯⋯⋯⋯⋯⋯(351)

二、受国家、省、市(地)级单位表彰的先迸人物表⋯⋯⋯⋯⋯⋯⋯⋯⋯⋯⋯⋯(356)

三、在外乡贤一览表⋯⋯⋯⋯⋯⋯⋯⋯⋯⋯·Iooo·ooo⋯⋯⋯⋯⋯⋯⋯⋯⋯⋯⋯(365)

第四节革命烈士英名录⋯⋯⋯⋯⋯⋯⋯⋯⋯⋯⋯⋯⋯⋯⋯⋯⋯⋯⋯⋯⋯⋯⋯⋯(369)

附录⋯⋯⋯⋯⋯⋯⋯⋯⋯⋯⋯⋯⋯⋯⋯⋯⋯⋯⋯⋯⋯⋯⋯⋯⋯⋯⋯⋯⋯⋯⋯⋯⋯⋯⋯(371)

新沂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新安乡志》出版问题的请示报告”⋯⋯⋯⋯(371)

徐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关于新沂市《新安乡志》稿的审验批复”⋯⋯⋯⋯⋯(372)

J舌记⋯⋯⋯⋯⋯⋯⋯⋯⋯⋯⋯⋯⋯⋯⋯⋯⋯⋯⋯⋯⋯“⋯·⋯⋯⋯⋯⋯⋯⋯⋯⋯⋯⋯⋯(373)

编纂机构人员及审定单位⋯⋯⋯⋯⋯⋯⋯⋯⋯⋯⋯⋯⋯⋯⋯⋯⋯⋯⋯⋯⋯⋯⋯⋯⋯⋯(375)



·1·

)。东与北沟乡接壤，南与唐店乡相连，西

界：全乡总面积45．4平方公里，地形东

北偏高，西南偏低，海拔31～25米，平畴沃野，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农林．
h

‘

4．

牧副渔各得其宜。
‘ ’‘。

一●

新安乡历史悠久，远在一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此涉猎谋生。周代属钟吾国。秦代以后属

宿迁县。民国元年设新安乡，后改乡为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设新安区，今新安乡和新安

镇同属新安区。1956年4月撤区建镇，今新安乡所属村庄当时都属新安镇管辖．1958年成立

人民公社后，新安镇建制被撤销，称新安人民公社。1963年7月，社、镇分设。1983年9月，取

销公社体制改称新安乡。1998年，新安乡辖13个村，48个自然村庄，84个村民小组，18047户，

52211人，其中农业人口46537人，非农业人口5674人，耕地31632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新安乡经济和社会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先后荣获江苏省苏北农村综合实力百强乡镇、徐

州市先进乡镇、徐州市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单位、新沂市发展经济排头兵等称号。 ，

新安乡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东陇海铁路横贯东西，新(新沂)长(长兴)铁路在乡

境内与东陇海铁路接轨。205国道、231省道、徐(徐州)、连(连云港)一级公路和正在修建的霍

(霍尔果斯)连(连云港)高速公路在乡境内纵横交错。沭河、黄墩河、臧圩河纵贯南北，新戴运河

在乡境内与沭河交汇．一 ，，t
．

●
’

新安乡自然资源丰富。沭河黄砂质量居全国第二位，储量丰富，年开采量120万吨，畅销5

省市40余县。70年代，国家建造南京长江大桥所用黄砂大部分由新安乡提供．新安乡土地肥

沃，盛产稻麦、蔬菜瓜果。1998年被新沂市委、市政府授予。蔬菜瓜果生产第一乡”称号。水域辽

阔，内河鱼虾极为丰富。林木资源雄厚，林木面积9670亩，森林覆盖率22．9％，木材蓄积量2．3

万立方米，1997年被省政府授予“高标准农田林网示范乡镇”称号。 ． 一： ·‘

新安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军事上历来是南北争夺之地。因地处苏鲁交界，东临东海，西

近徐州，北控齐鲁，南屏江淮，放史称“南北襟喉”。战国中期，齐魏马陵之战，孙膑胜庞涓的战场

在乡境东北方向15公里处，当时齐、魏运兵皆经乡境．秦末项羽吴中起义，北上伐秦途经乡境．

宋、金五战淮阳，于下邳以决雌雄，双方多次转战乡境。清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从乡境北上天

津攻打清王朝，后又退守刘马庄(新安镇)，清将僧格林沁，跟踪追击到乡境内，并在此驻扎。清

同治三年(1864)，淮扬镇标在乡境内设游击衙门，分管邳、宿、沭三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乡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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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成为军阀争夺的地盘，蒋介石、白崇禧、孙传芳、张勋、张宗昌等皆统兵到过乡境．民国28

年(1939)2月，乡境沦陷，日军在境内驻有重兵。民国35年(1946)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

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部分部队途径乡境参加宿北战役，后又从乡境北上山东。民国36年至民

国37年(1947至1948)，国民党军第507部队、六十三军、六十四军、七十四师、八十三师、二十

五师、五十九师先后在乡境内驻扎。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九纵队，从山

东经乡境追歼国民党军，拉开淮海战役序幕。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东线总部和后勤卫生总部驻在乡境内。建国后，乡境内一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

新安乡历史上以农业为主，男耕女织，苦为经营。由于水、旱灾频仍，加之残酷的封建土地

制度和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建国后，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

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从1951年起，境内建立互助组、农业社，至1956年全都实

现农业合作化。生产关系变革，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和优良品种普及，使农业生

产得到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改善。1958年，盲目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关系超出

生产力承受范围，加之自然灾害和“瞎指挥一、。共产风”、“浮夸风”的盛行，导致农业减产失收，

农民生活水平下降。1959年至1962年，因营养不良而浮肿的人较多．1962年实行。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政策，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1964年全面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挖沟修渠，

建电力排灌站，实行旱改水，大面积种植水稻．1966年粮食总产8906．5吨，平均亩产147．1公

‘斤，农民生活水平高于1956年．_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新安乡后，“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堵资本

主义路”，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致使经济发展缓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84年，全乡粮食总产24684吨，平均亩产425

公斤，农民温饱问题真正得以解决。90年代以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蔬菜和经济

作物：1998年，全乡粮经比例达到5。5，农业形成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一体化经营，社

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的经济体系．1998年，全乡农业总产值15123万元，粮食总产10083吨，

平均亩产370．5公斤．
7‘

’1 一’。 _’

’，，‘新安乡历史上只有一些传统手工业作坊．1958年后工业始有发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乡办工业、村办工业：个体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新安乡注重搞活乡、村企业，把工

业经济的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按照“乡办工业抓骨干，村办工业挑重担，组户工业齐发展”的

路子，不断扩大工业经济规模。全乡有乡办企业20多家，村组企业180多家，个体私营企业

i150多家。形成了丝绸服装、食品、建筑建材三个一条龙体系．建成了省级群冠丝绸集团、宇龙

’．丝绢集团和爱酒酒业集团。群冠丝绸集团和宇龙丝绢集团为国家中型企业，被评为省明星企

。、业，名列徐州市乡镇企业“50强”。另有5家企业被评为徐州市级明星企业．个体私营企业马仕

西服集团公司，年产西服10万套，年销售额3000万元，是江苏服装行业利税大户和“60强企

．业”．有2家个体私营企业名列徐州个体私营企业。50强”．全乡各类企业联结60％以上农民

参与贸工农、产供销一体化经营，80％的农剐产品实现了加工增值．1995年，新安乡实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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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7．511亿元，利税8859万元。1998年，在市场疲软、资金短缺等不利因素较多的情况

下，实现工业总产值5．004亿元，利税2919万元。10多年来，新安乡一直是新沂市乡镇企业工

业产值、利税、工业投入第一乡． ．：
i

。．，

‘。

新安乡有合资企业7家，引进资金4000多万元，是新沂市兴办。三资企业”第一乡．字龙丝

绢集团和群冠丝绸集团生产的白厂丝、丝棉、双绉系列丝绸被评为省、市优良产品和外贸出口

免检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西欧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石英耐火材料厂生产的石

英熔融块质地优良，畅销日本、东南亚等地。东辰氏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柳编工艺品。造型新

颖，玲珑美雅，出口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1995年，全乡出I=i产品交货额1．2亿元．

1998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全乡出I=1产品交货额6350万元．‘

新安乡建筑业j交通运输业、商业、邮电、金融业在改革开放中全面振兴．1998年，全乡有

建筑企业11个，总产值4034．4万元。基础设施取得很大进展，乡容乡貌大有改观。全乡56条

近8万米乡、村级路道全部进行了整修，有的是水泥路面，有的铺上柏油，有的铺上砂石，达到

阴雨无泥泞。有6个村安装了路灯。全乡共投入480万元用于改水工程，建成水厂12座，铺设

自来水管道70多万米，80％以上居民吃上自来水。1998年，全乡从事交通运输业912人，有机．

动车辆821辆，运输业总产值2939万元。新安乡大力实施。以路兴商”战略，把建设大市场，发

展大贸易，搞活大流通当成经济工作的重头戏。设在新北村的竹木市场，已发展成为全国五大

竹木市场之一；乡政府所在地的新东综合市场，已成为新沂市区的第二商业中心；田吴建材市

场是新沂最大的建材市场；黄墩和李庄蔬菜批发市场人来车往不断；老庄农贸市场初具规模。

1998年，全乡社会商品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产值3415．6万元。1998年，全乡有程控电话

4680部，达到百人9部。1998年，乡境内有2个农业银行分理处，2个信用合作社，共设储蓄所

14个，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60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5820万元．乡农村合作基金会吸收

资金余额515万元。1998年，乡财政收入1959．3万元，支出2059．98万元．

国民经济振兴，推动社会各项事业长足发展。新安乡有完全中学1所，初级中学3所，在校

中学生4008人，教职工258人；小学12所。在校学生9761人，教职工360人；幼儿教育班35

个，人园幼儿1394人．幼儿教育工作者67人．全乡幼儿人园率100％，小学入学率100％，初

中入学率99．3％。1992年，新安乡被徐州市人民政府评为。校建先进单位”和。义务教育示范

乡”。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先进单位”．乡属新沂市第三中学，1993年，被

评为徐州市民主管理先进单位；1994年，被评为省德育工作先进校；1996年，进入徐州市“模范

中学”行列。1984"-1998年，向大专院校输送875名新生。社会主义大厦靠教育奠基，尊师重教

蔚然成风。文化事业迸一步繁荣，13个村全部办起了文化活动室。大刘庄村建成苏北第一家农

民书画院，黄墩村建成新沂市一流的农民文化活动中心．‘李庄村志》出版发行，‘新北村志》初

稿完成并通过评审．房上村张良杰创办农民业余剧团，大刘庄村吕景芝创办“民俗博物馆”，李

庄村五保老人臧荣年创办业余书画学校。新新村张虎父子3人和新北村鲁中慧兄弟2人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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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根雕和赏石艺术，张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民问工艺

美术家”称号．鲁中慧任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集藏家辞典》编委。大刘庄刘学

义、刘召文等人，被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新北村唐文明创作的长达30万字长篇纪实

文学《苏北大战》，已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唐文明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母吴村

田忠民创作多篇民间故事，被徐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乡电影队成绩显著，自1988

年以来，一直是新沂市文化系统先进单位，多次受到徐州市和省文化部门表彰，1992年，受国

家文化部、农业部、林业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科委、科协联合表彰。新安乡积极实施“科教

兴乡”战略，大力推进科学与经济的结合，1996年获省级科技工作先进乡称号。1997年又获省

科技管理先进乡镇称号。1998年，全乡有科技人员350人，其中农业科技人员53人．卫生事业

发展很快，乡卫生院通过徐州市验收，成为高标准的爱婴医院，防保站被评为甲级防保站，15

个村级卫生室，全部是甲级卫生室，成为新沂市首批达标的初级保健合格乡镇。计划生育工作

逐步纳入正轨，节育率100％，计划生育率92％，一胎率达97％，人1：3出生率7‰，1998年获新

沂市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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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神文明建设切实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精神文明

建设摆到重要位置．广泛开展学法用法，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乡．军民军政双拥共建成绩突

出。新安乡人民和驻军子弟兵长期朝夕相处，感情至深，子弟兵把新安乡视为第二故乡，新安乡

人民视子弟兵为亲人。在军民“共建”活动中培育了一束柬喷芳吐艳的’双拥新花”，双双受到南

京军区、江苏省人民政府表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作题为“马陵山下并蒂莲”的录音报道。’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1998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3003元，年均递

增20％。农民人均占有粮食218．6公斤，人均住房面积22平方米。全乡人民衣食住行条件大

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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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新安乡的变化翻天覆地，展望未来新安乡前景光辉灿烂。新安乡有自身优势，面

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在前进的道路上仍有诸多的困难和新的课题，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去

克服，去探索。具有艰苦创业优良传统和雷厉风行革命作风的新安乡人民，在改革开放新形势

下，定会团结奋斗，再展宏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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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民国元年(1912)

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民国成立，消息传来，乡境内薪学人士奔走相告，店

铺及各小学，悬灯结彩，燃放爆竹，以示庆祝．
‘

2月 宿迁县行政区划改清制五乡四隅五十二图为六市十一乡．新安置乡，地辖新安镇、

狄湖、马场、司吾、王儿庄、龙泉沟、唐店等地区．乡治所设在新安镇。

是年革新风气，乡境内男性始剪发，女性始放足．
， ．

民国2年(1913)
’

‘

4月 宿迁县办理省、县议会议员选举，同时进行乡议会选举，成立乡议会，施佑贤被选为

新安乡议长． ．

，

9月 袁世凯干将张勋部队路过乡境，拉夫扰民，抢掠民财． ．， ，

是年新安镇设邮政信箱，办理平信、包裹、印刷品等邮寄业务．
，

民国3年(1914)

4月 宿迁县土地验契．新安乡清丈土地，归户造册，分等级制定田赋(忙银)定率，交粮纳

税。 ．． ?

7月19日 沭河暴涨，20日至22日河东沙冲，河西李庄，河水决堤漫溢，乡境内平地水深

2～3尺，中晚秋庄稼全被淹没，成为百年巨灾． ，

是年 宿迁县成立教育经理处，新安乡设学务委员1人． 。

。

民国4年(1915)
：7

．2月 新安镇建立初级国民学校，为新安乡第五初级小学．高鸿举为首任校长，靳懋堂为

校董．

’ 民国5年(1916)
， ‘

8月初新安镇游击衙门撤销．盘踞在徐州的张勋部，派一营辫子兵进驻新安镇．辫子兵

住原游击衙门(今新沂市蓝盾制服厂址)． 。

’

8月中旬 辫子兵帮带(相当副营长)高某带兵到侯墩抢掠，遭当地农民反抗，发生冲突．

农民打死高帮带．事发后，辫子兵抓50余人，带回新安镇，次B，在新安镇东门外一次残杀25

人，并把人头悬挂在东门上威吓群众．
’

是年乡境内气候异常，立冬始降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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