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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世纪钟音甫呜，新编《贾汪区志》杀青付梓，堪称贾汪政治和文化建设的一

件大事。我们身为贾汪区党政主要领导，甚感欣慰。

贾汪踞徐淮要津，为苏北门户，齐鲁南屏。京杭运河横穿于境，徐州第一峰雄

立于腹，历史文化悠久，自然资源丰厚。清光绪八年(1882年)胡恩燮于此掘井挖

煤，由此揭开了贾汪“百年煤城”的历史；抗日战争中，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南依

运河之利，北凭黄邱套之险，于贾汪一带建立根据地，打击、牵制日寇主力；解放战

争中，国民党将军张克侠、何基沣率爱国将士举行了著名的“贾汪起义”，陈毅等

“前委”领导运筹贾汪决胜淮海战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

期，贾汪人民励精图治，战胜各种困难，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这期间，有很多丰富宝贵的经验需要总结，亦有不少教训

需要汲取。新编《贾汪区志》，把贾汪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奋斗业绩载入史

册，把贾汪的历史变迁记录下来，使之服务当代，惠及子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义

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1994年，贾汪行政区划又作调整后，其辖区范围、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诸方

面已非昔比。经近十载图治、发展，贾汪已成为徐州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卫星城。

原《贾汪区志》编于1986年，下限断至1985年，所涉内容已不能反映世纪交替之时

的贾汪面貌。今天的贾汪亟需一部权威、科学、完整的地情资料书。1999年3月，

区委、区政府遂决定重编《贾汪区志》。编修志书，是一项严肃、艰苦和纷繁复杂的

连续性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方能成功。新编《贾汪区志》历经4年，人员更替，

困难重重，而领导始终重视支持，档案、方志部门认真组织实施，编修人员矢志不

渝，尽数年之劳，查阅、考证了大量档案资料，走访了众多老同志和知名人士，广集

史料，殚精竭虑，字斟句酌，数易其稿，其情其志，可堪嘉勉o

“志属信史”o志书是一个地区的“资治通鉴”、“百科全书”，具有存史、资政、

教化、致用之功能。新编《贾汪区志》百万余言，上至明万历年间，下至2000年，全

面、系统记载了贾汪400余年自然、历史、社会发展历程D该志书史料翔实，简明扼

要，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对贾汪的自然、建置、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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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方面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地记述，为人们察古通今、了解区情提供了历史借鉴

和参考资料。我们衷心希望各界朋友，透过《贾汪区志》这个“窗口”，了解贾汪，支

持贾汪，共同开发建设贾汪。也希望贾i．王A．-士-，通过《贾汪区志》了解贾汪的昨天，

鉴古知今，抚今追昔，更加激发爱我家乡、建设贾汪的热情和斗志。

迈入21世纪的贾汪，作为徐州的重要一翼，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历史也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问题和困难。机遇和挑战并存，贾汪人民在这块祖辈繁衍生息

的土地上仍需奋力拼搏。愿本志书能够成为大家的益友，以史为鉴，建我桑梓，贾

汪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值此新编《贾汪区志》出版之际，谨作是序。

中共贾汪区委书记冯正刚

贾汪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晓雷

200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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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

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书贯通古今。上限从明万历年问现贾汪城区一带始有人居住记起，下

限断至2000年。
’

三、本志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并用，以专志为主体，图、表分别插附于有

关记述之中。

四、本志横分门类，纵写史实，层次按篇、章、节排列。首设概述和大事记，综

述区情，纵揽历史；各篇之首均设无题小序；各篇节以下(含节)记述，宜横则横，宜

纵则纵；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附录殿后。

五、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不为生人立传。记区领导人更迭，限副区级以上，

余则取以事系人办法散见于各类之中。

六、凡历史纪年、地名、人物、职称等，均依当时习惯记载。各节在同一历史年

号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1948年11月8日贾汪解放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多次使用的一些名称，除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外，以下均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

“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前(后)”，1948年11月8日

全区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新中国建立后制定

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一律使用简称，如第八个五年计划简称“八五”等。

七、记述新中国建立前内容时，计量单位一般沿用旧制；记述新中国建立后内

容时，一般采用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志以区委区政府所在地贾汪城区为历史主线追溯，1993年12月27日区

划调整，新划入的乡镇历史适当追溯，文中部分统计数字按各历史时期贾汪不同

的辖区范围分别统计。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有关志书、文史部门和区内各有关单位，以及社会

调查和采访当事人的口碑资料。各种资料不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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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贾汪区位于徐州市主城区东北部35公

里，地处苏鲁两省结合部。地理坐标北纬34'

17’一34032’，东经117。17’一117042’，东部与江

苏省邳州市交界，南部、西部和西北部与江苏

省铜山县接壤，北部与山东省枣庄市为邻。

东西相距39公里，南北相距27公里，总面积

690平方公里，20(10年全区人口近50万人。

汉族占总人口数的99．9％以上，少数民族有

回、蒙古、满、苗、朝鲜、仫佬、彝7个。全区设

7个镇，1个办事处，3个社区服务办公室。

城区面积20平方公里，城区总人口12万人。

200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6．9l亿元，财政

收入1．4亿元。贾汪地区历史悠久，从现存

遗址及出土文物考证，远在商周之前贾汪地

区就有人类定居，生息繁衍。明万历年间始

有人迁徙至现城区中心地带居住，清咸丰九

年(1859年)贾汪已成为集市。清光绪六年

(1880年)夏，洪水剥蚀地面，贾汪境内初现

煤苗，清光绪八年(1882年)胡恩燮遂在贾汪

掘井建矿，由此揭开了贾汪百年煤田开采历

史。贾汪因煤成矿，因矿建城。中华民国17

年(1928年)贾汪建镇，属江苏省铜山县管

辖。1948年11月8日，贾汪解放后，为铜山

县人民政府驻地，贾汪为铜山县第一区。

1952年铜山县政府迁出，成立徐州市贾汪矿

区。此后又历经徐州市郊区贾汪镇、徐州市

贾汪镇、徐州市贾汪矿区几次改制，直至

1965年11月始定名为徐州市贾汪区，沿称至

今。其辖区范围几度更迭，错综复杂。1993

年12月27日，区戈q调整后，贾汪区为全省最

大的城区，1995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

贾汪区行使和享受县级经济管理职能和权

限。

贾汪区南部系黄泛冲积平原，地势平坦，

北部为丘陵山区，有主要山峰55座，其中大

洞山主峰海拔361米，为徐州市境内第一高

峰。贾汪城区居于一马蹄形谷地中心。山区

面积27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4万亩。区内

有骨干河道8条，京杭大运河、不牢河横贯全

区。另有屯头河、-'A河、引龙河、淤泥河、排

洪河等主要河流。境内有柴窝、影山、大进

口、雷古山水库。

贾汪区地处北温带，气候属暖温带湿润和

半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

足。冬夏季节较长，春秋季节较短。年均气温

13．90C。1月最冷。月均气温一0．40C，7月最

热，月均气温26．8℃。极端最高气温40．

1℃，极端最低气温一23℃。年均无霜期208

天，年日照时数2280～2440小时，年均降水

量869毫米。
’

贾汪物产资源十分丰富。区内盛产小

麦、水稻、山芋、大豆、花生、棉花、干鲜果、林

木等，名优产品有大洞山石榴、宗庄鲜桃、汴

塘西瓜等。矿产资源有煤、钛、铁、镁、铝、磷、

石灰岩、大理石、白云岩、粘土等，其中煤炭、

石灰岩、白云岩储量尤为丰富，居全省各县

(市、区)前列。

贾汪交通便利，京杭大运河、不牢河横贯

东西，为水运枢纽。铁路交通有贾汪至徐州

专线，前亭至贾汪专线和夏桥、韩桥、旗山等

煤运专线等。206国道、310国道纵横交错，

正在建设的京福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区镇村

公路密如蛛网，四通八达。

贾汪山川秀丽，境内名胜古迹颇多。有

朱古山钓台子、泉旺头古土墩、焦庄等古文化

遗址，有建圯桥等古建筑，有大洞山、青年林、

马头山等风景名胜。贾汪地区已经发现的大

型古墓葬有10多处，普通汉墓群多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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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集汉墓构造精巧，工艺精湛，汉画像石精

美，为贾汪两汉文化的杰出代表。境内出土

大量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和奴隶社会

以来的陶器以及汉代以来的铜器、玉器等。

徐州市汉画像石馆陈列的两块汉画像石珍品

《泗水捞鼎图》、《纺织图》分别出土于贾汪区

汴塘镇和青山泉镇。

贾汪地处要津，物阜人丰，因而成为兵家

必争之地。贾汪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民国18年(1929年)5月，中国共产党贾汪煤

矿支部建立，从此，贾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无

数英雄儿女前仆后继，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

丽诗篇。贾汪党组织先后组织领导贾汪农

民、工人向资本家讨窑木债和索薪斗争以及

吴窑农民暴动等，中共党员鹿世昭在吴窑暴

动失败后英勇捐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

侵人中国，贾汪沦陷，不畏强暴的贾汪儿女纷

纷参加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转战南北，驰

骋疆场，令日军闻风丧胆。他们沉重打击了

日本侵略者，成功牵制了其在鲁南苏北战场

上的主力，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

中，运河支队将领胡大毅、巾帼英雄王脉凤等

一批优秀儿女大义凛然、慷慨就义。抗日战

争胜利后，贾汪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解

放战争中去。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

即将打响的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

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将军在贾

汪防区率59军、77军23000多人举行了著名

的贾汪起义，打开了国民党徐州绥靖区的大

门，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立下头功。

淮海战役发起后，贾汪人民踊跃支前，源源不

断的物资送往前线。解放战争中，贾汪人民

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王建平、王子

模等数百名英雄儿女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新中国建立后，在抗美援朝、对

越自卫反击战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贾

汪儿女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尤其

是在1991年夏天，江淮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

特大洪涝灾害，驻贾某部三连一排见习排长

周丽平奉命赴安徽省颖上县参加抗洪救灾，

英勇献身。

贾汪地灵人杰，群英荟萃，贾汪的山山水

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儿女，他们在全

国各地、各行各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贾汪是一座因开采煤炭而逐步发展起来

的新兴城镇。贾汪煤田是徐州煤田的重要组

成部分，含煤面积38．28平方公里，遍及贾

汪、大吴、青山泉、紫庄4个镇，已有118年开

采历史。清光绪六年(1880年)因洪水冲刷

煤线暴露，当地人周勉等人发现并凿窑挖煤。

光绪八年(1882年)成立利国矿务总局，南京

候选知府胡恩燮负责利国铁矿和贾汪地区煤

矿开采。光绪十年(1884年)胡恩燮之子胡

光国主持矿务，迁往青山泉开采。光绪二十

三年(1897年)粤商吴味熊集资接办，翌年矿

场迁至贾汪，成立贾汪煤矿公司，经营七八年

终因运销迟滞衰落，复由胡光国再理矿务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族弟袁世传接办贾汪煤

矿，添置机器，铺设贾柳轻便铁路，煤炭产销

两旺，日产500吨以上。后由刘鸿生接办组

建华东煤矿公司，建设夏桥井和自备电厂，年

产量达30万吨，成为津浦铁路沿线较大的煤

矿。日军侵占徐州后加紧了对煤炭资源的掠

夺，使贾汪煤炭年产量达45万吨。抗战胜利

后仍由华东煤矿公司接办，夏桥煤矿改称贾

汪煤矿。1953年贾汪矿务局成立。从此贾

汪煤炭开采进入鼎盛时期，为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贾汪的外地煤矿和乡镇煤矿的兴起始于

20世纪70年代初期，连云港、盐城、泗阳、沭

阳等外市县相继在贾汪地区援工村、白集村、

泉西村等凿井采煤，贾汪煤炭产量三分天下

有其一，外地煤矿最高年产量达100万吨。

乡镇煤矿由青山泉镇、贾汪镇、大吴镇兴起。

并逐渐成为地方支柱产业。

至2000年，贾汪境内省、市属和外市县

属以及镇村、个体煤矿星罗棋布，正常生产的

煤井达到226对，年产煤炭320万吨。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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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业一直占据贾汪工业的主导地位，导致

本地区煤炭资源日益枯竭，而且环境污染矛

盾突出，安全隐患与日俱增，贾汪的工业面临

结构调整的严峻挑战。

近代采煤业的兴起，带动了电力、建材等

工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城区工业以煤

炭、电力、水泥、砖瓦、酿造、食品、服装、运输

为主。70年代，轻工机械、五金工具、建筑、

电子、化工等行业兴起，开始为城市工业和外

贸出口服务。80年代，区属工业已初具规

模，工业产品主要有煤炭、电力、建材、化工、

机械、轻工6大类34个品种，远销全国各地，

部分畅销国际市场。特别是80年代后期，贾

汪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至1995年已达

3000家，占据了区内工业的半壁江山。90年

代后期以来，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区属

企业、乡镇企业面临严峻形势，效益滑坡，工

人下岗，不少企业相继破产、倒闭。经过转、

并、关、停和改制重组后，至2000年底，全区

拥有企业集团41家，其中省级以上企业集团

24家。区属工业有24家，乡镇企业80家，个

私企业350家，形成了以能源、轻纺、化工、电

子等为支柱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全区煤

炭年生产能力400万吨，水泥年生产能力350

万吨，金属镁年生产能力2万吨，是全国重要

的煤炭、水泥、金属镁产地之一。2000年全

区工业总产值94．8亿元。

新中国建立后贾汪区农村完成了土地改

革，实现了土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

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贾汪地区的农业产量较

低，1958年由于人为因素，刮起“浮夸风”，违

背了农业生产规律，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

农业生产发展缓慢。随后政府及时纠正偏

差，调整了农业生产方案，加强了农田基本建

设。1964年起南部平原地区实行旱改水，引

种水稻，由过去一年一熟和二年三熟改为一

年二熟，复种指数提高。70年代以来，由于

水利设施逐步配套、化学肥料的推广使用，农

村粮油作物和棉花产量逐年递增，80年代

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棉油产

量大幅度提高，2000年，全区粮食产量16．眇

万吨，油料0．62万吨，棉花0．32万吨。林牧

副渔业也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后，粮经作物比例趋向合理，农民注重

经济效益，扩种“名、特、优”作物。全区农村

已有各类专业户近千家，农业单一化结构出

现了明显变化。“九五”期间全区因地制宜，

科学制定了“北部山区林果带、中西部塌陷地

水产渔业带、南部平原高效农业带”开发战

略。位于城区北部双顶山麓的国有林场青年

林面积达5000亩，谷深林密，植被良好，初具

森林公园规模，已得到较好的保护，并立项开

发。全区多种经营迅猛发展，一跃成为农村

支柱产业。贾汪镇宗庄桃园、鹿楼石榴园，青

山泉镇花庄冬枣园名播四方，所产鲜果为本

地区名特优产品。2000年农业产值(不包括

镇办企业)8．9亿元。

贾汪为苏鲁接壤地区的重要商埠。至

2000年全区有集市网点23个，其中老矿农贸

市场、新工区市场、大吴商城、汴塘农贸市场、

塔山农贸市场上市摊位均超过1000个，老矿

农贸市场先后4次被评为省级、国家级文明

市场，年均客流量达300万人次，日交易额

1．3万元。城区中心有供销大楼、人民商场、

文化大楼、五交化大楼等大型商业网点lO余

家，各类专业市场22家。饮食服务业网点遍

布城乡。至2000年底，全区销售和饮食服务

业网点已达13500个，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

达到8．15亿元。

历史上贾汪地区自然灾害频仍，加之兵

燹匪乱，贾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光

绪二年(1876年)、光绪二十四年两度出现

“人多饿死”现象。民国16年(1927年)春，贾

汪西市出现“卖人市”。1949年新中国成立

后，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但部分农户

难以温饱。1951年城镇职工家庭平均每月

每人实际收入只有8．3元，这个状况一直持

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城乡人民的收入逐年增加。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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