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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真武镇位于江都市境西北部，境内风光秀丽，河流湖泊碧波荡漾，稻麦芳香，绿带成

网。这里人杰地灵，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水陆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工业发达、采油井架林

立。

勤劳勇敢的真武人民摄湖荡河泊之灵气，承中华民族之精神，在战争年代，跟着中国

共产党用血肉之躯捍卫了革命根据地。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真武镇又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了党在农村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用智

慧和汗水浇灌了这片沃土，各行各业昌盛兴旺，镇村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盛世修志，警示后人，为的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真武镇志》修编成书，是新世纪初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真武镇党委政府服务当代、资政育人、功益千秋

的一大创举。志书涵盖了真武、滨湖、杨庄三乡有史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状况，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及其成就，为子孙后代热爱家乡，建

设家乡，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广大人民群众和长期在外

地工作的游子以及海内外朋友了解乡情地情、借古鉴今提供了参考资料。

愿真武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率先进

入小康社会，谱写出更加美好的华章。

中共江都市真武镇委员会书记

江都市真武镇人民政府镇长

厶

易荔犯
J

夯以
I

2005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全镇范围内自然与社会的历

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篇、章、节、目序列排列，一般以时间为序，章下设序。第一篇原真武镇，第

二篇滨湖乡，第三篇杨庄镇，第四篇真武镇。附录载有关文史资料。

三、本志时限，第一、二、三篇上限因事而异，据实溯源，下限至2004年4月，第4篇上

限2000年5月，下限至2003年12月，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写；图片

截至2003年12月。

四、本志以志主要表述形式，述、记、传、图、表、录并用，采用语体文记事。

五、本志所载的行政机构名称，均按当时规定的建置名称记述。2004年4月前，在概

述、大事记、附录中涉及真武镇称为原真武镇。

六、本志记述范围为真武镇行政区划，涉及行政村、组名称一般以90年代为准。

七、本志内“解放前、后”，指1948年5月真武镇第二次解放前后。

八、本志记述年代。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则在公元纪年后括注

朝代纪年和民国纪年。本志所用20年代"--90年代等系指20世纪。

九、本志采用规范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洁、通畅。

十、本志数字规范按照1995年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一般按1984((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货币单位以历

史币值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5年3月1日前旧人民币按1万元比1元折成人

民币币值表示。

十二、本志人物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收录县级以上行政官员和有建树的工程师以上

的专家、教授以及本地有一定名望的、专业特长有一定影响人作人物简介，以生年为序。

十三、本志记述资料源于史志、文档、报刊、专著及口述、碑文、采访，及原乡镇内各部

门单位提供的资料，经鉴别核实后载人，一般不注明出处。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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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真武镇位于江都市西北部，是里下河地区比较繁华的小镇，以境内“真武庙”而得名，距今有300多

年历史。’北与高邮市八桥镇隔河相望，南临邵伯镇，东与永安镇、丁沟镇为邻，西傍昭关镇、大运河。距

江都城25．5公里。省级内河航道盐邵河纵贯全镇，京沪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并设有真武道口j全镇总

面积75．41平方公里，南北长9．6公里，东西宽10公里，耕地面积3397．19公顷。2003年，全镇总人口

58 176人，经济总收入23．1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 650元。 ，：’、． ⋯

一明代真武地区隶属扬州府泰州分司江都县艾陵乡。1731年(清雍正九年)，境内设杨家庄坊、顾家

庄坊、陆家庄坊，隶属甘泉县邵伯巡检司。1912年(民国元年)，合称杨顾陆市，隶属江都县。1929年(民

国18年)，境内设真武、永裕、惠隆、黄铁、樊墅、镇荡、杨庄、东明、西明、永桥、新民、福善12个乡。1942

年(民国31年)，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真武区公所，境内建12个乡级民主政府。新中国成立后，1957

年撤区建真武乡、杨庄乡，后建真武人民公社、杨庄人民公社、滨湖人民公社。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建

制，设乡、镇建制。2000年4月，江都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真武、杨庄、滨湖3乡镇，建立真武镇。一·

真武镇有史以来为单·农业经济区，生产稻、麦、油菜。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税征收。新

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左倾”思想限制了集体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60年代，每个行

政村平均年经济总收入只有10万元左右(包括农户家庭收入)，70年代，17万元左右。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开发多种经营，工业、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振兴，

农村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1984～1990年，行政村平均年经济总收入147万元左右，1999年达1 246

万元左右，2003年达2 685．11万元。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1985

年，原真武镇54．37万元，滨湖乡63．29万元，杨庄镇40．22万元；1990年，原真武镇280．54万元，滨湖

乡130．73万元，杨庄镇111．08万元；1999年，原真武镇398．50万元，滨湖乡464．71万元，杨庄镇

281．22万元(1998年)；2003年，全镇财政收入1 201．71万元。、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

进步。‘ ．
。．

。，．

一。，：． ·．∥’ ’：

‘真武镇境内无霜期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渌洋沏、荇丝湖、艾陵湖环绕陆地，河网密布，水资源丰

富。盛产稻、麦、大豆、油菜等作物，鱼、虾、蟹、鳖等水产业兴旺。温湿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为发展农业、

副业、渔业、林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素称“鱼米之乡”。新中国成立前，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社会制

度束缚，雨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和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等多重剥削，加上农业技术落后，生

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很贫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根治了

淮河、大运河，国家投资兴建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1958",-1961年，全党抓农业，抓粮食生产。境内兴

修了自流灌溉二干渠、三干渠、四千渠，共挖土方129．10万立方米。1970"--1982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和低产田改造，开生产河12条，挖土方185．3万立方米，开挖排灌水沟、做路埂挖土方675．60万立

方米，平田整地50．30万立方米，低产田改造54．3万立方米，造桥、涵闸等其他土方63万立方米。滨湖

乡围湖造田筑堤23万立方米，改造二干渠土方35．20万立方米，改造三干渠土方6．70万立方米。全镇

共挖土方1 093．40万立方米。农村形成了河、渠、沟、涵、闸、路、田、埂、桥、庄台、绿化一体化，设施配套

完备，彻底改变了山河旧貌。1968-,,-1972年，电力供应到各村各户，农业抗御tl然灾害的能力增强，“日

降200毫米不受淹，百日无雨不受旱”。农业科学技术普及推广，良种覆盖率100％，化学除草率100％，

植物病虫害防治率100％，农业播种、收割、脱粒、运输一条龙机械作业，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j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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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2003年，全镇

养鱼水面达1000公顷，其中精养鱼池460多公顷。粮食总产达23 696吨，单位产量(亩)465公斤。农

业产值1．56亿元，其中多种经营收入1．Ol亿元。’ ，

真武镇境内历史上有油坊、碾坊、磨坊等粮油加工作坊。集镇徐森泰油坊为境内规模较大的粮油专

业加工企业，30年代前后便用机器加工粮油，1953年公私合营，1956年改造成国营江都米厂。同年建

江都县真武铁木竹生产社，生产经营农村生产生活用具。乡、村办工业企业和建筑业始于60年代。70

年代，农村经济受“左倾”思潮影响，工业处于停滞、徘徊状态。1980年，全镇工业产值1 103万元。8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共中央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乡、村企业不断增加投入，加大技术改造力

度，不断开拓创新，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随着农村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和不断完善，乡、村企业及民营企业逐步壮大，1999年，形成了环保设备、船舶制作、机械加工、玩

具、轻纺织造、耐火材料、电器电缆、化工塑料等八大支柱产业，5 000多个系列品种，产品行销全国和欧

美、东南亚地区。天雨环保机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列入中国乡镇企业500强，排218位。建筑安装业遍

及北京、上海、湖北、广州等数十省，建筑队伍发展到8 654人。金鼎建筑工程总公司北京、上海、昆山分

公司排名全市建筑行业前列。1998年，全镇工业产值5．94亿元，其中原真武镇2．68亿元，滨湖乡1．66

亿元，杨庄镇1．60亿元。滨湖乡建筑施工产值1．70亿元，原真武镇建筑施工产值1．30亿元。2003

年，全镇工业产值14．70亿元，建筑施工产值7．62亿元。。‘ ，一
真武镇地下石油资源丰富。1974----1999年，江苏油田在境内先后开采油气井168口。设钻井、试

采一厂、测井、镇管中心4个处级单位，以及下属二级单位若干，驻真武干部职工1万人左右。1990年，

真武开采65口井时，开采量占江苏油田年产量的37％。江苏油田建设对真武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各项

社会事业的进步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一

一．、

‘真武镇历史上商业较为发达。1949年，真武、杨庄两集镇共有私营工商户385户，邱墅阁、金家巷

各有10多户个体工商户。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个体工商经营户，由

供销合作社统一经营，全面实行计划经营管理，打击投机倒把、个体经营等非法活动。农村供销合作社，

这一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成份商业主体，在30多年计划经济经营活动中，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障供给作出

了巨大的努力。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几十元资本起家，至90年代企业改制，为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利

益，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国家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束缚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农村商品流通不畅，

货源紧缺。80年代，中共中央“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使境内个体工商户如

雨后春笋般兴起，真武、滨湖、杨庄集镇建设的发展，为个体工商户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境内市场繁

荣，贸易旺盛。2003年，全镇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1 028户，年营销收入达11亿元，增加值3．20亿元，

三产从业人员11 500多人。， i

’

’

1970年以前，境内历史上交通运输以水运为主。省级航道盐邵河南接长江，西连大运河，北接淮

河、黄海。70年代，建成邵真公路，2001年，“同江一三亚”线高速公路穿越全境，设真武道口。境内水陆

交通便利，运输业发达。2003年，有轿车、卡车200多辆，大拖拉机200台、小拖拉机400多台，自航长

江、内河运输船20多条(一次运载量1万多吨)，从事交通、运输业。滨湖乡从事砖瓦运输拖拉机300多

台，滨湖村60％农户从事运输业，滨湖组几乎每户都是运输专业户。1902年(光绪28年)，境内设森泰

号信柜，1909年(宣统元年)，设真武邮政局。1993年，设置程控电话和移动电话，2003年，电话用户占

全镇总户90％左右，就业群体中90％人拥有移动电话。
、

、

境内镇村建设以农田水利建设规划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渠道为路，自流灌溉干渠、支斗渠

道取代了弯弯曲曲田埂。1965年，盐邵河拓宽，原真武、杨庄集镇沿河东岸扩展，建商业区、居民住宅

区。70年代，．“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土地方整化建设，集镇建设以原集镇为基础向东延伸发展。

原真武镇形成“十”字形街道集镇，杨庄镇呈“目”字形街道集镇，1992年，滨湖乡重新规划开发“工”字形

集镇新区：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住宅楼群融合在一起，成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村则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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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生产河为依托，沿河两岸设置庄台。裁弯取直原干渠、支斗渠道，拓宽成交通道路。原真武镇新开8

条生产河，建8处庄台。杨庄镇新开中心河，全长6150米，沿河两岸建农民住宅。滨湖乡沿二干渠、支

斗渠两侧建12处农民居住区。9a年代，境内交通主干道路基本修建为柏油路、水泥路。1998．---1999

年，滨湖乡投入600多万元，以1．15万米长的二干渠和12条支斗渠路为交通枢纽，总长28 887米、总面

积10．8万平方米，连接各村，全都建成3～6米宽水泥路面。2003年，全镇村村组组通汽车，彻底解决

了农民“行路难”问题。 ．。

一

新中国成立前，境内农民以种田为主，农户拥有土地多少是穷与富的区分标准。一般人均拥有lO

亩地以上的农户较富有，人均拥有5亩地左右的农户仅能维持温饱，人均只有2亩地以下或无地农户生

活贫困，缺衣少食。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经营，单一农业经济束缚了农村集

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户收入的增长。70年代末，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60～80元，农民生活处于温饱状

态。1984年以来，农村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系列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乡镇工业、建筑业、第三产

业的发展，为农村广大劳动力开辟了多种就业渠道，农民勤劳致富有了良好的环境条件，打破了农业生

产单一和靠种田为生的传统经济格局，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多种经济全面发展，多

渠道创收的新型农村经济格局。1984--一1990年，全镇人均年纯收入653元，1999年3 400元左右，2003

年人均纯收入4 650元，98％的农户翻建了住宅，人均住房面积32．90平方米，室内生活设施齐全，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稳步向小康社会迈进。 一

’1新中国成立前，真武镇境内教育以私塾为主，较富有的家庭子女才能入学受教育，绝大部份贫民百

姓的孩子无钱读书，世世代代为文盲on 1912年，境内创办公学堂，有杨庄小学、谈套小学、牛栏宫小学、

真武小学(30年代为完小)，儿童接受新文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后，原真武境内创办了永裕、西明、高

楼、阚庄小学，滨湖境内创办了张士良、刘庄、陆厦、福善小学，杨庄境内创办了金巷、滨谈、管贺小学。

1954"1955年，滨湖境内创办了邱桥、蒙套、大同小学，真武镇境内共有16所小学，学生l 000人左右，

教师40多人。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侯王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农村来办”。1969年，境内

的各生产大队都开办小学校。’村办小学条件差，教学设施简陋，管理混乱，影响了少年儿童德、智、体健

康成长。70年代，境内在校小学生6 000多人，儿童入学率近100％。80---90年代，由于实行人口控制，

小学生人数大幅度减少，政府对村小学进行撤并。+2000年，全镇有小学10所，91个教学班，共有小学生

3796人，适龄儿童入学率100％．学校占地105 629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23 338平方米，固定资产621

万元。2003年，全镇5所小学，其中3所中心小学，2所初小，61个教学班，小学生2 461名，学生平均占

地40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990余万元。1958年9月，原真武境内创办初级中学，学生数112人。50

～60年代，初中入学率较低，为10％",-15％。1969年，境内完全小学附设初中，1979年，杨庄镇创办初

级中学。1982年，滨湖乡创办初级中学，境内小学升学率逐渐提高。90年代，儿童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

率达95％以上。2003年，初中生12周岁～14周岁学龄儿童1 684名，在校学生1 658人，入学率

98．4％，流生2人，辍学率0．1％，初中毕业生657人，毕业率100％。初中阶段流生主要是由于年龄大、

成绩差和经济困难等原因造成。50年代，师资队伍人员紧缺，60-,-．70年代，招聘了一批初中、高中文化

水平人员进入教师队伍，为民办教师。师资队伍总体上文化素质偏低，中师以上学历只占教师数30％

左右。90年代，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加强。2000年，全镇小学专任教师225人，其中9人达本科，76人达

大专，140人达中专，师资达标率达100％。初中专任教师105人，本科学历12人，大专79人，中专14

人，师资达标率87％。2003年，中小学师资达标均为100％。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注重扫盲工作，每

年冬春开展扫盲运动，文盲人数逐渐减少。90年代末，全镇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青壮年文盲率为2％，

2002年，成为无文盲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由扫盲为主向“走农科教结合道路，实施富民工程，开展农

工副实用技术培训”转变。2003年，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24期，受培3 280人次，多渠道多形式立体培

训18期，培训人员2 800人次。
’

新中国成立前，境内有中西医坐堂挂牌医生20多人。50-一60年代，相继建真武中心卫生院、杨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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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院、滨湖卫生院。1999年，共有医务人员146人，其中主治医师19人，医师70人。医院建筑面积

共10 398平方米，医疗设备先进，科室齐全，为一级甲等卫生院。50年代，境内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消灭了天花、麻疹、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有效地控制了伤寒、结核、肝炎、疟疾等疾病的发生。50～

70年代，大规模开展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共收治血吸虫病患者20 958人。80年代末，消灭了血吸虫病。

80"-'90年代，农村全面实施以改水改厕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90％翻建住房的农户修建了无害化厕所。

2003年境内有5个自来水厂，90％农户饮用自来水。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妇幼保健工作。80年代开始实

施孕产妇“一表二卡”系统管理、妇女病普查普治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1999年孕妇建卡率100％，儿童

计划免疫率100％。1968"--2003年，境内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各村建立合作医疗医务室，配备

1～2名医务工作人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务室的建立为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疫病防治、妇幼

保健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一

境内历史上舞龙、麒麟唱、荡湖船、花担、莲湘、河蚌舞等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劳动人民在

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民间歌谣、谚语、传说，内容丰富生动，乡土风情特色鲜明。刘氏香火戏传承100

多年，第八代传人刘鹤童成为扬剧界著名演员。30年代，真武集镇有业余音乐团队，1949年，滨东乡业

余青年剧团演出革命现代戏，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公社)建立文化站，传统

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80"--90年代，政府注重文化事业的建设，建立文化中心楼、影剧院、万册图书室，

创办广播电视站，有线电视入户超万户。多次举办“扬剧”演唱、“卡拉OK”演唱大奖赛，多次举办书画

笔会、金秋晚会、踩街游艺等活动。每年举办2---3次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获得“江

苏省群众文化先进乡镇”，被授予扬州市“小康文化示范乡镇”称号。原真武镇举办4届农民运动会，每

届运动会参赛群众达600,---1 000多人次。多次组织代表队参加江都市体育运动会竞技项目，获得较好

名次。1998年，被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授予“群众体育先进镇”称号。

1928年(民国17年)，中国共产党在真武地区活动，中共邵伯特支成员许开甲在此开展宣传工作，

筹建武装组织，次年2月许被捕，活动停止。 +．

1937年“七七99 66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疯狂侵略我国。12月中旬，扬州、仙女庙、邵伯沦陷。

1938年6月3日晨8时，日军向昭关坝侵犯，派3架飞机轰炸真武(庙)集镇，炸死炸伤群众30多人。

1939年3月9日，驻守昭关坝的江苏省保安三派胥金城团与日军血战至次日上午，双方均有重大伤亡，

昭关坝失守。真武地区逐渐沦为邵伯伪第七区公所戚墅庙毕春茂部伪军推行的伪化地区，建立了伪乡

政权(维持会)。9月，日本侵略军窜到真武(庙)集镇纵火、抢劫，烧毁半个真武集镇。1940年冬，日军3

次窜到杨庄朱楼村纵火、抢掠，打死2人。20"-'30年代，毕春茂土匪经常到真武镇境内抢掠、“绑票”，每

年达10多次以上，成为一大公害。1941年，伪军夏铄武(夏大麻子)师2 000余人分驻樊川、永安、真武、

戚墅一线。1940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多次到真武活动，发展谢伯屏为中共党员。1941年春，建立真

武地区第一个中共惠隆乡支部，谢伯屏任支部书记。1941年，新四军及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真武地

区开辟革命根据地。1942年1月13日，新四军52团拔除了真武据点，全歼了驻镇伪军，取消了伪政权

组织。真武地区先后建立了中共区、乡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工抗会、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

商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真武区建立了武装部队(游击连)，乡建民兵大队，村建民兵中队。开展了减租

减息、动员参军、筹集军粮物资等轰轰烈烈的抗El救亡活动。杨庄成立了“青年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

创办了“协成合作社”，缓解了日军对解放区军民物资封锁的局面。新四军在境内设立了兵工厂、被服

厂。1943年，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在真武召开了县参政会、乡镇农民抗日协会会议。真武抗日根

据地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支持抗日，支援前线，抗日活动如火如荼。在人民群众支持下，1944年6月“南

戴庄战斗"，真纪大队全歼伪军一个连。11月，“杨庄战斗”击溃日伪军300多人，夺回被抢去的物资。

1945年8月，真武地区军民举行盛大集会，载歌载舞庆祝抗日战争伟大胜利。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

全面内战，时真武地区开展了“五四”土地改革运动。10月底，新四军和人民民主政府北撤，部分革命同

志转入地下。国民党“还乡团”从上海、南京、扬州等地还乡，占领了真武地区，恢复了国民政权，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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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队”武装组织。大肆进行复田倒租、“清乡剿共”、捕杀革命同志和抗日积极分子。留下坚持斗争的

乡、村干部大部分到外地躲避。中共真武区委宣传科长沈焕文、民运科长孙来杰和永裕乡二村(林园村)

土改积极分子柏茂良等3人被还乡团残害致死。中共高邮市委敌工部干部、滨湖乡革命烈士徐方恺在

车逻被还乡团杀害。抗日民主政府的乡、村干部家属和新四军战士家属，几乎一个不漏被还乡团抓去刑

讯、拷打、威胁、勒索，逼其家人交10"--60石米不等赎人。1948年5月，江都独立团歼灭真武、杨庄还乡

团自卫队，捣毁了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解放了真武地区，恢复了区、乡民主政权机构。从此人民翻身当了

家，成为国家的主人。

为了夺取民主革命斗争胜利，真武地区有数百名群众走上了参军、参干革命道路。杨庄小学校长真

武区妇抗会会长吴佩秋、副会长邱枫、小王庄交通员王翠兰等3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真武地区最早参

加革命的“巾帼’’楷模。他们与各种反动腐朽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牺牲的革命烈士

有名录的52人，杨庄战斗一仗就牺牲了19名战士。真武人民用血肉之躯保卫了人民政权和解放事业。，

每个活着的人和子孙后代将永远怀念他们，讴歌先烈们革命精神和英勇业绩，继承发扬先辈们的光荣传

统，把毕生精力奉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

新中国成立后，真武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

走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集体道路，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42年～1949年，境内

12个乡级民主政府建立党支部，共有党员300多人。1956年始，乡建立中共党总支、党委会，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生产大队建党支部。70年代开始，企事业单位建党支部。至2003年，全镇共有91个中共

党支部，2 087名中共党员。真武镇自40年代初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诞生起至21世纪初，历届党

委和党支部始终把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充分发挥了党组织核心领导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夺取了民主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创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立下了不朽功勋。
。

。

家乡优秀的文化和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影响和熏陶了现代真武人，一批批青年记着亲

人的嘱托，带着家乡泥土的芳香，怀着立志报国的满腔热血，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岗

位。他们有的在党政军领导岗位上为党为人民辛勤劳动，有的在向科学技术高峰进军中奋力攀登，有的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开拓进取，有的默默无闻地充当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的铺路石⋯⋯。他们有毒

物研究女专家研究员徐婉、陶瓷专业博士生导师殷庆瑞、第二军医大学博士生导师梅长林、医学教授郭

试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一起草人农民费桂龙等等。有10多人获得省、部委、国家表彰。

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汗水浇灌培育了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累累硕果，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取得的成

就令家乡人民骄傲和自豪。 ‘·

真武地区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勤劳和智慧，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建设家乡创下了不朽的

业绩，谱写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光辉诗篇。一个新型的经济格局合理化、城乡建设

一体化和人民生活现代化的新型集镇，跃现在盐邵河畔、里下河地区。可以预料钟灵毓秀的真武将会日

益繁荣兴旺，成为江都西北境的一颗明珠，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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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东 晋

385年(太元十年)‘．
。 ；‘

太傅谢安率民众在步邱之北筑埭渲蓄。解除水涝之患，利农利运，民思其德，比之周朝召伯，称其所

筑之埭为“邵伯埭”。 ，

又，谢安为宠妾邱姬在故乡滨湖建别墅，世称“邱墅阁”。
”

606年(大业二年)． ．．

大业二年“奉敕建西明禅寺”于真武境内(西明村)，为境内最早建立的庙宇。

： ，

．。

。

．唐’ ．。⋯
、』

～

618m907年(唐朝时期)‘

杨庄境内建东明禅寺(谈套村)。

兀
●

1353年(至正十三年) ，t’

J|
”

：

白驹场人张士诚组织“红巾军"起义，泰州河垛场人徐廷秀避居樊川渌洋湖畔张师娘庄，支姓繁衍不

下数百家，庄墅与谢埭相掩映。徐廷秀去世后葬于顾家庄，墓东南向。张师娘庄、顾家庄为真武地区最

早记载地名。 ，

‘

明

1368年(洪武元年)

天下太平后，明洪武帝下诏，屡屡将苏州大批富户迁至京师(南京)、凤阳、苏北等地，为历史上著名

“洪武迁徙"。真武地区先人大部份均由苏州迁来落户，繁衍族系。

1403——1424年(永东年间)

艾陵至杨庄、真武至北河道开通。

1491年(弘治四年)

7月，南官徐氏重修西明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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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1627年(天启年问) ‘，。

真武地区隶属扬州府泰州分司江都县艾陵乡。

．‘ 清 ，

．^
．

√

}．

1661年(顺治末年始) ‘

百姓在真武大河两岸建房设店经商，逐渐形成集镇区域。

”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 ．，

。

建真武庙。庙内供奉真武大帝，自此，以庙名称为真武镇，延袭至今。

1731年(雍正九年) 。．

江都分江都与甘泉二县，境内杨家庄坊、顾家庄坊、陆家庄坊隶属甘泉县邵伯巡检司。

1742年(乾隆七年)

夏，里运河水涨，邵伯闸决开，真武地区及里下河地区一片汪洋。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

重建武当行宫(斗坛)。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

壬子秋月，建金墅庵。

1855年(咸丰五年)
· “ ’

'．

7月，邵伯人董恂编纂《甘棠小志》，杨庄、真武：滨湖在《甘棠小志》中有记载。

／

1902年(光绪二十八) ，t

’

11月15日，官办邵伯邮局成立，直属镇江总局。下设四个信柜：邵伯镇南市大街柜j邵伯镇北市大

街柜、真武庙森泰号柜、樊川镇厚安号柜。
’

u，

． 1909年(宣统元年) 一 。’

设真武邮政局。
‘‘ +

1910年(宣统二年)’

11月27日，亥时初，江都境内地震甚烈，历时约五分钟，房屋倾倒。真武地区深受影响。
、

1911年(宣统三年) ．．’

’

：．

‘

，，

11月扬州光复，废扬州府。江都县、甘泉县合并为江都县，真武地区属江都县。

，- 中华民国 ’

‘

；

‘

1912年(民国元年)￡ ：

．．

‘

宣统皇帝下台，废帝制，建国民政府，废巡检司建市公所，实行镇乡自治制，设议事、董事两会，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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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坊、顾家庄坊、陆家庄坊隶属杨顾陆市。杨庄集镇设立邮寄代办所。

真武邮政局改为邮寄代办所。

公办真武、杨庄小学建立，境内儿童接受新知识教育。

1917年【民国6年)

六月初六白天，真武庙河西街于鼎亨当典被土匪劫抢。当年被劫三次，被迫关闭。

1923年(民国12年)

7月29日，江都县律师公会成立，选举真武庙人戴天球为会长。

1925年(民国14年)

真武庙人陆康侯、徐辇之、徐擎一、殷仲辂等几位有知识、文化的青年，在真武庙“武当行宫”内重新

开办真武小学校。
。

‘1927年(民国16年) 、

5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二十一师曹万顺部攻克邵伯，孙传芳残部溃逃至真武庙，当晚住北关

帝庙，次日继续北逃。

1928年(民国17年)

真武庙徐森泰油坊使用机器榨油、机米。

1929年(民国18年J

夏，大旱，河底干涸裂开，盐邵河底见天，农民在河心牛耕、人挖开沟渗水，汲水饮用、灌溉。

是年，江都县建乡制，乡以下设问邻制，5户为邻，5邻为间。。 ，·、：
，

．，

1930年(民国19年)

真武庙设水上缉私队，30人左右，缉查水上贩卖私盐者，驻北关帝庙。

8月，江都县政府在原真武成立“真武庙民众教育实验区’’，主任刘兆梧，实验大单班小学校长刘萌

南，地址在武当行宫。
‘

又，夏秋之交，永裕乡董(乡长)周子庚带领数乡民众护真武大河圩堤防洪，与客运轮船发生纠纷，土

匪乘机打劫。被状告“通匪达盗”。周子庚据理力争，打了一年官司获胜诉。

是年，真武庙建业余音乐团，有30多人，团长韩文富。

1931年(民国20年) 。

真武庙设警察所，巡官冯志宏，班长刘炳山，十二、三人，驻真武庙内。

夏，县境内雨量特大，邵伯运河东堤决15处，水头高丈许，真武地区及里下河一片汪洋，人畜淹死无

数，房屋倒塌若干。 ．|．一7| ?，

1932年(民国21年)
’“

由真武庙民众教育实验区培育出的体育运动优秀女子陈锡兰保送上海体育学校深造。

真武庙设保安队，队长姓韩(绰号韩傻子)，20人左右，驻堂子头广福庵，专职保护商行大户。

是年，江都县长马镇邦到真武视察区政工作，视察了“真武庙民众教育实验区”，’题赠“政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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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匾额一块。

1934年(民国23年) ，

春，江都县国民政府在真武庙建立农业仓库(即农业银行)，负责人徐辇之，向江苏省农业银行贷款

1000元，利率6厘，仓库资金存放徐森太处。农民以青苗抵押贷款，粮食收后归还，使农民免受高利贷

剥削，很受农民欢迎。开张时县长马镇邦专程来真武祝贺。抗日战争爆发后停止。 j

是年，江都县国民政府将七区√＼区(真武地区)合并为七区，区公所设邵伯，后迁至真武北关帝庙。

区长杨国香，后凌鸿宝。

1‘又，国民政府废闾邻制，县境及真武地区实行保甲制。。．
。

‘

‘。1935年(民国24年)

。』 真武庙邮政代办所升为三等乙级邮局。

1936年(民国25年)

基督教信徒徐後生在真武南徐庄自己公馆里正式设教堂，有信徒十多人。

1937年(民国26年)
。

7月，滨湖牌楼庄霍乱瘟疫，几天内死亡十多人。
一

12月中旬，日军侵占扬州、仙女庙、邵伯，逼近真武地区，江都县国民政府从扬州城流亡到黄珏，后

迁移到永安大悲寺。．
-

1。

。 J

1938年(民国27年) ，
。一

6月3日(五月初六)上午九时，日军轰炸机三架至真武庙上空轰炸，机枪扫射百姓。下午及晚上驻

邵伯日军炮击真武庙一28名群众被炸死，重伤9人，炸毁房屋400余间。集镇中桥被炮击中炸断。‘

驻永安大悲市江都县国民政府教育局，出资在惠隆乡办文昌宫小学，1942年停办。‘

1939年【民国28年)
。‘

3月10日，昭关坝被日军占领，真武地区沦为敌占伪化区，建伪乡政权，驻伪军，设碉堡据点，并设

伪税所搜刮民脂民膏。直至1941年底。 ，．

“

10月29日(九月十七日)，下午日军窜来真武庙四下纵火，300多间房屋被烧毁，北关帝庙数十间古

典建筑、徐森泰油坊50多间皆化为灰烬。
“

冬，日军放火烧毁东明禅寺99．5问庙宇。’‘ ：

1941年(民国30年) ．
]

。

?，

春，惠隆乡中共党支部秘密成立，支部书记谢伯屏。至1943年支部公开活动时已秘密发展中共党

员12人，并由李跃华接任支部书记。1
’ ‘

．

6月下旬，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建杨庄税所。

7月下旬，真武庙伪税所人员及伪军30多人撤走。4

11月，新四军五十二团一个营进入丁伙、杨庄开辟抗日根据地。

12月，真武乡伪乡长徐方训及西明乡伪乡长孙耀卿因作恶多端，助虐为奸，被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

处以死刑，并将罪恶以公告示众，以昭炯戒。
‘

冬腊月，日军先后3次到到朱楼村“扫荡”，放火烧毁房屋62间，抢掠财物，打死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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