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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高德正在全省审计工作会

议上作重要讲话

江苏省志·审计志

．．1998年，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曹

克明出席省审计厅聘请特约审计员会议

●1998年，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俞兴德出席全省审计工作会议暨

“双先”表彰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第一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于明涛(右一)到

江苏考察审计工作并拜访原中共江苏省委书

记江渭清(右--)

卜第四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右

一)视察江苏省审计厅并与厅领导交谈



卜 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金基鹏

【右三)在省审计厅领导陪同下视

察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志·审计志

●国家审计署常务副审计长崔

建民(右一)出席在江苏召开的审计

工作会议

．．1997年，国家审计署副审

计长刘鹤章(左一)在省审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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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李松庆局长(右三)在苏州接待

方的印度尼西亚最高审计委员会主席尤素福

兰(左二)

▲现任省审计厅厅长余效明(右一)接待来访的

德国审计院院长

余效明厅长、包汉良副厅长接待来省审计

井学的德国审计院前任院长

▲包汉良副厅长(右--)接待来江苏考察世界

银行贷款项目的世界银行官员



▲1990年4月，省审计局副局长袁有江(右二]

出席全省审计工作会议，听取省政府领导对审

计工作的指示

▲1997年12月，江苏省审计学会举办审计专题

研讨会，原省审计学会会长王士文(左--)等同志

出席了会议

▲1998年，省审计厅党组全体成员在一起研

究审计工作

江苏省志·审计志

▲1991年，省审计局朱守信副局长(右--)在常

州听取各省辖市审计机关开展基本建设审计情

况汇报

▲ 1998年，省审计厅朱尧平副厅长(左三J听取

全省审计计划工作汇报

瓣

▲1995年，省审计局领导与全省11个省辖市审

计局领导合影



▲1992年7月，省审计局袁有江目Ⅱ局长(前排左

一)听取农业发展基金审计工作情况汇报

▲1998年6月，江苏省审计厅、江苏省内部审

计协会在无锡举办全省内控制度评审培训班

▲1992年12月，省审计局在溧阳市召开全省审

计师事务所先进集体表彰大会

▲1998年，省审计厅举办全省审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人员在禄口国际机场进行机场建

设项目审计，省审计厅朱尧平副厅长(左三)与审计人

员在一起审看图纸

江苏省志·审

▲商贸审计人员对粮食济

行审计，省审计厅包汉

(右二)到现场指导审计工

●财政金融审计

人员在银行进行

金融审计



▲农林、水利审计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测量小型水利闸坝及农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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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9年4月起)

主任委员季允石 ．

副主任委员 俞兴德 胡福明 段绪申 张长胜 王建中

委 员(排名以发文顺序为准)

顾介康 钱协寅 唐 建 赵京玉 吕振林

柯广坚 刘向东 戴镇基 张九汉 吴 晶

黄玉生 钱志新 周 游 叶 坚 徐其耀

王永顺 陈乃林 杨布尔 梁昆义 施学道

季根章 杨卫泽 王传明 夏 鸣 谈宝忠

邹国忠 宋林飞 朱步楼 王宏民 吴新雄

于广洲 孟金元 陈德铭 程亚民 夏 耕

陈从亮 李全林 苏泽群 周大平 丁解民

佘义和

《江苏省志》总纂、副总纂

总 纂胡福明

副 总 纂 樊发源 姜其温 吴 镕 邱 路 郁 冠

翁 展 刘登仁 蔡秋明 叶春生 熊人民

张俊森 汪文超 王建中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9年4月起)

主任委员季允石 ．

副主任委员 俞兴德 胡福明 段绪申 张长胜 王建中

委 员(排名以发文顺序为准)

顾介康 钱协寅 唐 建 赵京玉 吕振林

柯广坚 刘向东 戴镇基 张九汉 吴 晶

黄玉生 钱志新 周 游 叶 坚 徐其耀

王永顺 陈乃林 杨布尔 梁昆义 施学道

季根章 杨卫泽 王传明 夏 鸣 谈宝忠

邹国忠 宋林飞 朱步楼 王宏民 吴新雄

于广洲 孟金元 陈德铭 程亚民 夏 耕

陈从亮 李全林 苏泽群 周大平 丁解民

佘义和

《江苏省志》总纂、副总纂

总 纂胡福明

副 总 纂 樊发源 姜其温 吴 镕 邱 路 郁 冠

翁 展 刘登仁 蔡秋明 叶春生 熊人民

张俊森 汪文超 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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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友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规模宏大的《江苏

省志》各分卷开始陆续问世了!这是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我省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功在当代，惠及

子孙o

《江苏省志》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主持编纂的大型地方资料文

献。全志共92卷，约4000多万字。内容从自然到社会，记述江

苏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江苏人民在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

勤劳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宏伟业绩，特别是1978年贯彻改革开

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编纂《江苏省志》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我省准确、全面、完

整、系统的地情资料，为今人及后人了解江苏、认识江苏、发展江

苏提供借鉴，以期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之功效。

编纂《江苏省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是江苏人民

的迫切需要。我国历来有修志传统，江苏省又素有人文荟萃之

誉。但是，自清代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建省300多年来，由于

种种原因，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江苏省志》出版面世。康熙二十三

年刊刻的《江南通志》，仍按江南省旧例，以江苏与安徽合置。雍

正九年(1731年)重修的《江南通志》，刊刻于乾隆元年(1736年)，

地域范围一仍其旧。宣统元年(1909年)设江苏通志局，为创修

《江苏通志》之始，此后，在民国7年(1918年)、民国18年和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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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先后4次动议，4次设局编修，其结果是4次中辍。当时，

先后出任总纂、主编的缪荃荪、冯煦、庄蕴宽、吴廷燮，都是著名的

大手笔，终因种种原因，加上人事更迭，最后只留下部分铅印本和

一大摞手稿。这部《江苏省志》的最终出版面世，从而结束“内地

十八省，唯江苏无专志”的历史!

《江苏省志》工程浩大，牵涉面广，编修实属不易。自1986年

起步，到第一部编修完成的《江苏省志·陶瓷工业志》于1993年交

付出版，前后已历时8年，整套《江苏省志》全部出版面世，还需要

若干年艰苦的努力。在编纂过程中，动员组织了数千名各行各业

的人员参与这项工作。修志人员从研究情况、制订篇目开始，到

搜集、整理、鉴别、考证资料，撰写志稿，组织专家、行家多次评审，

对志稿反复修改编纂加工，最后定稿付梓，这是众手成志的工作

过程，也是一个相当严谨的科学的工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

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辛勤搜寻资料，并要通过社会调查挖

掘抢救珍贵资料，还要集中众人的智慧，字斟句酌，认真推敲，精

心撰写，方能完成。这届修志，队伍之庞大，组织之严密，方法之

科学，都是以往修志所不可比拟的。可以说，这部《江苏省志》，是

我省修志人员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辛勤笔耕的科学结晶。

这部《江苏省志》，大部分资料来自历代文献和档案资料，亦

有部分资料采自口碑，皆弥足珍贵。编成这部巨型的科学著作，

除了修志队伍努力的工作外，还依靠许多老干部、老同志的大力

支持以及许许多多孜孜不倦工作的无名英雄的配合。

地方志书的实用性极强，修志是为了用志。我们殷切希望

《江苏省志》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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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为《江苏省志》，各专业志定名为《江苏省志·××

志》。

二、本志上限不定，各类事物的记述，均追溯至起始发端；下

限年份，考虑到各专业志的相对独立性和全志编纂时间较长，分

别采用1987年、1990年、1992年。下限为1987年的专业志，其概

述和大事年表延伸至1990年或1992年。

三、本志记述江苏省现行行政区划境域内之事物。对在江苏

境内的中央、军队以及兄弟省、市、自治区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和

三资企业等均作记述。为反映事物的完整性，对业务主管范围延

伸至省外者，延伸部分作简略记述。

四、本志记事，详今略古。全志设89部专业志，另有《总述·

大事记》、《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纪略》、《附录》各l卷，共计92卷。

五、本志从现代社会分工、科学分类和便于编纂出发，继承

“横分门类，纵向叙述”的传统做法。各专业志原则上设章、节、

目、子目四个层次。少数专业志增设“篇”的层次。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并用的综合体裁。全

志的总述和专业志的概述，述议结合，勾勒事物发展的轮廓；全志

的大事记和专业志的大事年表，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

体。各类专业志用记述体。

七、本志《人物志》分传、简介、表三个层次。生不立传，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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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人物表。各专业志不设人物章，用以事系人的办法，反映人

民群众的作用。

八、一般专业志不写党、团、工会组织及其活动，有关内容入

《党派志》或《社团志》。中共各级委员会的重大决策和民主党派

的重大参政活动，穿插在专业记述之中。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归人《农业志》记述；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城市部分归入《商业志》记述，农村部分归入《供销合作社志》

记述；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归入《轻工业志》记述；《综合经济志》

则综合记述“三大改造”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运动不设专

志，分别在《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中记述。

九、为了行文简略，以“建国前(或后)”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或后)”o ，

十、本志资料，均为经过核实整理的历史文献、档案和口碑资

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建国后的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

字人志；统计部门没有的数字，以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数字入志。

十一、历史纪年，建国前先写朝代纪年，后括注相应的公元纪

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大事记和大事年表中，一律用公元

纪年，建国前的公元纪年括注朝代纪年。

十二、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1984年3月以前使用的计量单位则照实

记载，必要时用括号注明其换算值。

十三、数字的使用，按1983年12月10 El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于1986年12

月31日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四、地名，以省地名委员会颁布的地名为准。古地名用原

名，有准确地域范围的括注今地名。地图，以省测绘局的标准图

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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