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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丹徒县志》，经过修志人员八易寒暑

的辛勤笔耕，现已出版问世。我们和全县人民感到由衷的高兴，值得庆

贺。 Ⅳ_一．

丹徒环绕历史文化名城镇江，山青水秀，风景优美，矿藏丰富，交通

发达，人文荟萃，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由于

历史的局限、制度的桎梏，使丹徒的发展受到影响；然而，勤劳聪慧的丹

徒人民，仍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丰硕的物质成果与精神财富，谱写了

革命斗争的光辉篇章。从明清到民国，曾编写过十多部《丹徒县志》，记

述着这段时期丹徒的历史和丹徒人民的业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经过近半个世纪的

奋斗，丹徒的经济状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鼓舞着丹徒人民加

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198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达8．19亿元，工

农业总产值6．47亿元，是1949年的16．81倍；人均国民收入757元。

1990年，社会总产值23．4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20．83亿元，比1985

年增长了2倍多；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到1488元，增长了近1倍，正在向

“小康县"迈进。值此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之际，全县修志人员，继承和学

习前辈修志者的优良传统和有益经验，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

料编纂成新的《丹徒县志》。新县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扼要记载了从

古代到近现代的大事，以保持志书的连续性；同时，以大量的篇幅真实



业
地记述了建国后至1985年丹徒县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方

面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广大丹徒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十年艰苦

奋斗，勇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艰难历程和光辉业绩。这部新县志编成传

诸后世，不仅为后来建设者们进一步振兴丹徒提供经验，还可以成为传

留千古的历史资料文献；不仅为教育子孙后代提供可贵的乡土教材，还

可以为国内外朋友提供一部全面了解丹徒的百科全书。

承前为了启后，继往为了开来。编写《丹徒县志》，旨在帮助我们认

识丹徒，研究丹徒，以更好地建设丹徒、振兴丹徒。因此，立志为丹徒腾

飞作奉献的同志和关心、支持丹徒的人们，能从阅读这部志书中得到启

迪，踏着前人的脚印，迈出更快的步伐；继承前人的基业，创造出更为辉

煌的成就。

《丹徒县志》的出版问世，凝聚着三百多位同志的心血和汗水，尤其

是一些离退休老同志作出的重要贡献，我们衷心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

同时，还要感谢省、市地方志编委会的同志及许多专家学者，并向出版

部门和关心与帮助丹徒修志的有关单位表示谢忱。

中共丹徒县委书iL廑硝茜’

丹徒县人民政府县长j乎?I
199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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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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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体现时代精神，反映地方特色。

二、系统记述丹徒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资治、教化、存史"，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记人载事上限不定，贯通古今，下限一般止于1985年；图照、大事记、人物

卷和中共丹徒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成员更迭延至1990年。断限内丹

徒县与镇江市合并期间，按当时建置名称记述。

四、全志由卷首、分志和附录组成；设卷、章、节，部分卷立目，乡镇卷不分章

节，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分志大类序列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

五、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照片置扉页后，图表随文插附，标明名

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

六、《人物卷》以近、现代和丹徒籍人物为主，生不立传，以卒年为序排列；劣迹

昭著的人物附列于后。

七、“解放前"、。解放后"，为1949年4月23日丹徒县全境解放前、后；“建国

前’’、“建国后”，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八、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内容，分别载入大事记和有关分志。

九、纪年，建国前以朝代年号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

年。数字书写，执行国家出版局等七单位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均按1万比1折成现人民币。历年工农

业总产值，统一换算为1980年不变价格。

十、资料录自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和县各部门、各

乡镇编写的志稿和史料，均经考订校核，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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