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楼镇 

宋楼镇位于徐州市丰县，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大沙河畔，土地 122 平方公里，人

口 9 万人，辖宋楼、香田集、李新楼、姚庄、毕楼、杨楼、王岗集、渠坑、瓦房、黄楼、魏

庄、隋寨、史大楼、王连庄、田楼、前王庄、李楼、李大楼、季庄、新庄、刘王楼、潘庙、

菅庄、许口、荣庄、祝楼、郭楼、孙洼、东王楼、隋辛庄、王平楼、草集 32 个行政村。 

宋楼镇是一个历史名镇，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东征西

讨，灭掉秦王朝，打败项羽，平定叛乱，征服天下后，衣锦还乡，应父老的邀请，欢宴故里，

慷慨高唱《大风歌》，因在今宋楼境内设宴故宋楼有“邀帝之乡”的美誉。另据史料记载，东

汉时，宋楼诞生过一个历史名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被后人尊称为“天师”，因此，宋楼还是

“天师故里”。悠久的历史，古文化的积淀，肥沃的土地，哺育锻造了宋楼镇世世代代倔强、

善良、勤劳、豪放、智慧的优良品质，在历史的长河中，宋楼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 

果业、木业、羊业是宋楼镇三大支柱产业，2003年果品和畜禽生产被列为省级无公害标

准化生产基地。果品面积 8 万亩，品种齐全，四季鲜果不断，尤其是 6 万亩远近闻名的大沙

河牌红富士苹果，连成林海。阳春三月，果花争艳；金秋九月，硕果累累。1998年荣获省农

林厅授予的“江苏省模范果园”、“江苏果品第一镇”的称号，“大沙河牌”红富士苹果获 1995

年中国第二届农博会金奖，被中国 99 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唯一指定无公害苹果，享有永久冠

名权。同时 2 万亩优质芦笋，产品供不应求。出口海外。宋楼镇还是江苏省山羊生产基地大

镇，是市县秸秆养羊示范镇。山羊存栏量、出栏量、羊肉产量连年排名市县之首，山羊存栏

达 20 万只，拥有周边省市最大的“苏北山羊大市场”，日交易量达 5000只。林业生产焕发出

勃勃生机，拥有以意杨为主的林业资源 1000 万余株，加之外地涌入的木材，年加工量达 100

万方，木业区成为我镇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宋楼镇逐渐成为理想的加工配套中心。农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工业的崛起，果品、粮

油等农副产品加工，塑料制品、鞋业制造、网丝挂毯、化工等项目门类齐全。尤以板皮为龙

头的木材加工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至 640余家，形成了百里木业城，拥有徐

州方圆木业和徐州鑫森木业两大木业航母。2003 年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完成投资、引资、项

目改建超百万元项目 18项，固定投资 15000 万元，汉威饲料、华英铸钢、方圆木业、方正化

工等超千万元的大企业落户宋楼，为宋楼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一凤栖息，百凤云集，宋

楼已成为创业者的天下，实现着农业大镇向工业大镇的迅速转移。 

木业发展：宋楼镇迅猛发展的木材加工业已成为该镇的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和发展优势。

主要木材加工区为丰黄公路沿线、丰砀路沿线、团结路两侧，形成了百里木材加工基地。辖

王岗集村、杨楼村、方楼村、菅庄村、于堤口村、王平楼村等 12 个木材加工业区。全镇现有



 

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的职能，为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完善。借助国债建设项目、省扶植项目等共争取资

金达 1500 余万元。新建、改建、扩建县、乡医疗机构房屋建设共 40000 余 m2，更新万元以

上设备 365余台件。 

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得到提高。积极实施“医院管理年”活动，坚持以“调

整、充实、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为指导，以“提高质量、强化安全、规范服务、降低费用”

为重点，全面加强医院管理，使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意识进一步增强，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人员业务素质得到加强，医疗费用得到有效控制，和谐融洽的

新型医患关系逐步形成。  

农民健康保障体系逐步健全。2006年以来，全县连续两年参合率达 95%以上，2009年达

到 97.22%，2008 年以来，全县累计补偿 173.56 万人次 ，其中住院补偿 3.05 万人次。补偿

超过一万元的达 88 人，最高补偿 4万元。基本上解决了群众看不起病的问题。艾滋病、结核

病等重点传染病通过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和"中国结核病控制策略"等项目支持，得到有

效的遏制。《预防接种与疫苗流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全县 0-7 岁儿童能够免费接种国

家规划内的 5种疫苗，合格接种率以乡镇为单位均达 95%以上，5岁儿童死亡率控制在 7.25‰；

县镇公立医疗机构 100%实现传染病网络直报。孕产妇的保健管理率 95.28%，死亡率控制在

19/10 万。 

第三章 自然地理 

徐州市位于东经 116°22′～118°40′、北纬 33°43′～ 34°58′之间。东西长约 210

公里，南北宽约 140 公里，总面积 11258 平方公里，占江苏省总面积的 11％。属于华北平原

的东南部，域内除中部和东部存在少数丘岗外，大部皆为平原。丘陵海拨一般在 100－200

米左右，丘陵山地面积约占全市 9.4%。 

丘陵山地分两大群，一群分布于市域中部，山体高低不一，其中贾汪区中部的大洞山为

全市最高峰 ，海拔 361 米；另一群分布于市域东部，最高点为新沂市北部的马陵山，海拔

122.9 米。平原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降低，平均坡度 1/7000--1/8000，平原约占土地总面积

的 90%，海拨一般在 30－50 米之间。 

徐州市地处古淮河的支流沂、沭、泗诸水的下游，以黄河故道为分水岭，形成北部的沂、

沭、泗水系和南部的濉[Suī]、安河水系。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湖沼、水库星罗棋布，废黄河

斜穿东西，京杭大运河横贯南北，东有沂、沭诸水及骆马湖，西有夏兴、大沙河及微山湖。        

拥有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 5 座，小型水库 84 座，总库容 3.31 亿立方米，以及众多



 

的桥、函、渠、闸等水利设施，初步形成具有防洪、灌溉、航运、水产等多功能的河、湖、

渠、库相连的水网系统。 

徐州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气温 14℃，年日照

时数为 2284至 2495 小时，日照率 52％至 57％，年均无霜期 200至 220 天，年均降水量 800

至 930 毫米，雨季降水量占全年的 56％。气候资源较为优越，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主要气象

灾害有旱、涝、风、霜、冻、冰雹等。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适中，雨热

同期。四季之中春、秋季短，冬、夏季长，春季天气多变，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天高气爽，

冬季寒潮频袭。 

徐州地处南北相交之处，历史上多出英雄美人。湖光山色，刚柔相济，自然风光兼有北

方的豁然大气和南方的钟灵秀丽。这里依山带水，岗岭四合，山围着城，城环着山，山水特

色十分明显。黄河故道穿城而过，大运河傍城而流。被誉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自古便

为兵家必争之地，素称“五省通衢” 。 

黄河故道 

明嘉靖 31 年（1552 年）黄河决徐州，淤四十里。明万历 2 年（1574 年）8 月，黄河于

砀山决口，淮河亦在高家堰决口而东泄，徐州、邳州、淮河南北淹没千里，徐州城内进水。

万历 18 年（1590 年），大溢徐州，水渍城中愈年，众议迁城改河，季训（潘季驯）浚魁山支

河（今奎河），以通之，积水乃消。是时，水势横溃，徐淮泗扬间无岁不受患。据史料记载：

毁城最甚者为明天启 4 年（1624 年）6 月，河决徐州魁山堤，一向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 1

丈 3 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今云龙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

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

可迁六议。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於云龙（即云龙山）。8月又复大雨，河水持续泛滥。幸存

的百姓避在云龙山及户部山等高处。 

地质构造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交界中心，大地构造上属于华北断块区的南部，在地震区划上则属于

大华北地震区的南缘。徐州的地质条件及地质构造不太复杂，地震活动的频率和强度均较低。        

从地壳结构来看，徐州地壳厚度变化较小。莫氏面（地面与地幔的分界线）平均深 36 公里左

右，康氏面（花岗岩与玄武岩分界线）平均深 20公里，一般是西部较深。再看构造运动。徐

州属于苏北平原的大面积沉降区。地貌上表现为地势低平，在断陷盆地内的沉积物厚度较大

（几百米到几千米），表现出共震荡运动的特征。在断裂构造上，徐州地区断裂较为发育，按

其规模大小和地质发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北、东向的断裂分布较广。徐州主要

断裂带有：郯城——庐江断裂带，丰县——邳州断裂带，故黄河断裂带。 



 

   在徐州，有省管理的徐州地震台、新沂地震台。市地震局管理的徐州矿务集团大黄山地

震台、大屯煤电公司地震台、徐矿卧牛山地震观测站、铁路义安山观测站等。在睢宁、丰县

还有三口被列入国家地震监测井的深水观测、监测井。该市还有遍布全市的地震宏观观测哨，

如徐州彭祖园徐州动物园就是。我国目前地震观测地震前兆信息的主要手段是：测震、地形

变、地应力、地下水、地磁、地电、重力、动物习性及其它宏观异常，八大手段。徐州市拥

有仪器 30 多台套，拥有除重力、地应力外的六大手段。地震台站全天候工作，在防震减灾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1983 年 11 月 7 日山东菏泽 5.9 级地震、1995 年 9 月 20 日山东苍山 5.2

级地震后，徐州地震台网及时测出数据，迅速向市政府报告外来地震要素，为安定民心做出

了贡献。    

汶川大地震，江苏地震台网最早捕捉和测量出四川地震信息的就是该市邳州地震观测点。 

矿产资源 

徐州是全国重要的煤炭产地、华东地区的电力基地，拥有煤炭、井盐、铁、钛、大理石、

石灰石等 30多种矿产，储量大、品位高。煤炭已探明储量达 39 亿吨以上，预测储量 69 亿吨，

年产量 2500多万吨；井盐储量为 220 亿吨、且品位很高，发展煤化工、盐化工的资源条件十

分优越；钾矿探明储量 22 亿吨，约占国内探明储量的 1/5；石膏年开采能力 500 万吨，为华

东地区之首。境内有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所属的国有大型企业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和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徐州还是国家粮棉生产基地，优质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基地，秸秆养畜示范区、林业

科技开发试验示范区和五大蔬菜产区之一，是中国银杏之乡、苹果之乡，全国四大胶合板加

工基地之一，农副产品资源十分丰富。 

第四章 历史文化 

徐州是彭祖文化，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徐文化的集大成者。  

徐州古称彭城，已有 5000 多年文明史。徐州建城史可以追溯到 4000 多年前帝尧时建立

的大彭氏国，以彭城之名的见诸文字是春秋时即公元前 573年，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

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当时“徐州”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经

济区域的名称，彭城邑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  

帝尧时彭祖建大彭氏国，彭城因而得名。夏商时期，大彭氏国很强盛，曾为五霸之一。

相传大彭氏国的创始人彭祖活了 800 岁，是中国烹饪和气功的创始人。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

大，曾被孔子推崇备至，也被道家奉为奠基人之一。彭祖的饮食养生之道，对以后汉文化的

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彭城为宋邑，徐国国都、楚国国都。秦汉之际，



 

第五章 历史名人 

古彭徐州，历史悠久，地杰人灵。龙飞之地，将相之乡。猛士如风，谋士如云；文人骚

客，艺术大家。数不胜数；民族英雄，革命英烈，彪炳史册。历代徐州籍的开国皇帝就有数

人之多。 除刘邦外，南朝宋武帝刘裕，南唐烈祖李昪，南 朝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

后梁太祖朱全忠等都是徐州籍。 

徐州籍的王侯将相更是层出不穷。刘姓诸侯王遍及汉朝各地，自不必细说。单就随刘邦

征战功成丶裂土分封的异姓侯就有 20 多人。如“五里三诸侯”的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

颍阴侯灌婴，萧何、曹参、周昌、樊哙、夏侯婴等。东汉末年，被誉为江东第一谋士的彭城

人张昭。东晋骁将刘牢之，清初状元李蟠，清雍正宰相李卫，清乾隆名相刘墉……都是中国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徐州还哺育出一代代文人骚客、艺术大家。汉初彭城讽谏诗人韦孟，主持编写《淮南子》

的淮南王刘安，中国目录学鼻祖刘向，和刘向的儿子刘歆，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

略》，东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编著中国第一部笔记体小说《世说

新语》的南朝刘义庆，写出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的盛唐刘知几，及刘知几的儿

子刘秩，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政书《政典》，在徐州度过了 23个春秋，自称是其故园的大诗人

白居易，同是唐朝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的刘禹锡，堪称一代词宗南唐后主李煜。中国楹联第一

人的刘孝绰，世称“刘三娘”的南朝才女刘令娴，“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清初文学评论

家张竹坡，分别获得 1914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银质奖的画家王琴舫和李兰，被称为

“诗书画”三绝艺术家的清末民初教育家钱食芝，被誉为“民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张伯英，

国画大师李可染，还有在解放战争中烈士宋绮云与徐林侠及其儿子小萝头宋振中。其他还有

清史专家萧一山、雕塑理论家王子云、国画名家萧龙士、人民音乐家马可、指挥家胡德风，

书法家冯亦吾，“四小名旦”之一许翰英，台湾作家张晓风等等。  

徐州千百年来，无数风流人物，群星荟萃，实在难以尽述。 以下仅介几位：徐州十大历

史名人：彭祖（尧舜）、徐偃王（西周）、项羽（秦末）、刘邦（西汉）、解忧公主（西汉）、张

道陵（东汉）、刘裕（南朝）、李煜（南唐）、李蟠（清）、李可染（现代）； 

九朝帝王徐州籍：楚霸王项羽定都彭城、汉高祖刘邦丰生沛长，东吴大帝孙权生于徐州

下邳，南朝宋武帝刘裕彭城人，南唐烈祖李昪徐州人，南朝齐高帝萧道成祖籍徐州兰陵，南

朝梁武帝萧衍祖籍徐州兰陵，后梁太祖朱全忠原徐州砀山人，明太祖朱元璋世家徐州沛县等

等。 

五里三诸侯：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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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钟山》主编，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其短篇小说《天下无

贼》曾被改编为由冯小刚导演刘德华刘若英主演的同名电影。 

胡玫，著名的第五代导演，祖籍徐州沛县。现任第 11 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电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是中国屈指可数

的优秀女性导演之一。 

郎永淳，1971 年生于睢宁。1989 年考入南京中医学院攻读针灸专业五年，获医学学士学

位。1994 年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攻读新闻学专业（节目主持人方向）第二学

士学位。1995 年入中央电视台主持《新闻 30 分》节目至今。    

邓文迪：从小在徐州长大现名邓文迪.邓.默多克。她嫁给了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2006

年底，邓文迪受新闻集团委派，回到中国工作。2007 年夏，邓文迪被任命为 MySpace 中国的

“策略长”。 

丁凌涛，著名网络作家，笔名忘语，一九七六年十月生，江苏省徐州市人。毕业于无锡

机械制造学校，后自学完成大学法律专业，现为起点最受欢迎的大神之王。个人处女作《凡

人修仙传》，广受欢迎，起点中文网网络首发，实体书籍也已出版。 

体育运动 

胡卫东，著名篮球运动员，出生于 1970 年，1987 年至 2005年先后在江苏青年队、江苏

队、国家青年队、国家队效力。1996-1997 赛季全国男篮甲 A 联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获得 1995-1996、1996-1997、1999-2000 赛季全国男篮甲 A 联赛“得分王”“三分王”“抢断

王”称号，并多次选入甲 A 联赛最佳阵容。1999 年被选为新中国篮球运动员 50 杰之一。 

宫鲁鸣，运动健将，核心后卫，身高 1.72 米 1983 年第五届全运会他评为最佳抢断球手，

1984 年成都全国联赛获最佳远投、抢断球两项技术奖。1999 年被选为新中国篮球运动员 50

杰之一。  

第六章 徐州高校 

中国矿业大学 

世界著名的矿业最高学府，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2009 年胡锦涛致贺信、温家宝

作批示、刘延东出席共同祝贺中国矿业大学建校 100 周年》标志矿大从此迈入新的百年征程。

国家(首批 22 所)“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111 计划”重点建设高校，

全国 56 所研究生院高校之一。也是江苏全省四所部省共建高校之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和河海大学。设有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和孔子学院（澳大利亚）。 



 

江中集团、兖矿集团、中煤三建公司等大中型企业建功立业。2007 届毕业生 90%以上已经与

企业签订就业协议。在校学生可通过专转本等途径进入本科院校学习。 

历史沿革 

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原为军校（师级建制、专科层次），始

建于 1979 年 1 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三技

术学校”，原校址设在江苏省沛县，同年 11 月迁至现址；2.1983 年 7 月全国裁军百万之际，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军校撤改为“徐州煤矿建筑工程学校”，直属原煤炭工业部领

导；3.1984年 2 月，经原煤炭工业部批准改名为“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4.1994年 8 月，

被原国家教委评定为“国家级重点中专”；5.1998 年 4 月，经原煤炭工业部批准更名为“徐

州建筑工程学校”，同年 8 月，由原煤炭工业部正式划转到江苏省直管；6.1999 年 7 月，学

校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7.2005 年 12 月

通过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8.江苏省首批重点建设的高职学院。   

9.2011 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荣誉 

  学院坚持“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八字校风，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

动全院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依法治校，强化管理，深化改

革，形成了“我靠学校生存，学校靠我振兴”、“学校光荣我光荣、我为学校争光荣”、“自加

压力，争创一流”的建院精神。学院荣获全国“能源系统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学校”、首批全国

部门造林绿化“400”佳单位（徐州市及江苏省文教卫生系统仅此一家）、江苏省“花园式单

位”、“爱国卫生先进单位”、“文明校园”等 50 多项荣誉称号。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

国教育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对学院进行过专题报道。学院突出的工作成绩，显著的改革成

效，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全国教育系统的关注。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各类活动照(11 张) 

第七章 旅游资源 

四千多年的文明史为徐州留下了大量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宛如斜挂于历史苍穹中的璀

璨星河。其中尤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

作为汉文化发源地，每年 10 月初，徐州将举办汉文化国际旅游节。自古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

古有九里山古战场，今有淮海战役新遗迹。而以云龙山水、泉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中心的风景

区兼有北雄南秀之美，美若西子，秀比江南，使徐州成为一个独具特色优秀的风景旅游胜地。 



 

第八章 经济概况 

徐州经济已经基本形成了装备制造、能源、徐州商圈、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四大千亿

元支柱产业，新医药、电子信息、环保设备为新兴产业，煤炭、电力、建材、轻纺、冶金等

传统产业加快发展的具有比较鲜明特色的产业体系，3 家企业名列中国最大 500 家企业，10

家企业进入全国同行业百强，50 余种产品产量位居中国或江苏省第一，徐工集团、天宝集团、

维维集团、保利协鑫是中国同行业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徐州传统服务业起步较早、基础扎

实，现代服务业业态健全、层次较高，金地商都、沃尔玛、家乐福、金鹰国际、中央百货等

国内外知名商家纷纷入驻，形成了淮海经济区规模最大、门类最全、档次最高的“中心商圈”。   

近年来，徐州市充分利用江苏省加快苏北振兴和开发建设沿东陇海线产业带的有利时机，按

照“点线面推进、大项目带动、城市间协调发展”的思路，着力实施“大工业支撑、大项目

带动、大商贸流通、大城市建设”四大战略，使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昨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2010 年我市经济运行情况，2010 年，我市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半数以上指标增速居全省前列。初步 核算，2010 年全市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66.9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3.9%，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其中一二三产分别增长 4.3%、 15.7%和 13.9%。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65.25 亿元，同比

增长 18.9％。其中，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增幅第一，增长 20.8％。  

  财政收支增速加快。全市完成财政总收入 467.63 亿元，同比增长 30%，完成一般预算收

入 164.34 亿元，增长 30.6%，增速高于全省 12.4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六位。全市一般预算

支出 255.89亿元，增长 28.6%。 

   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577.92 亿元，同比增长

28.2%；实现利润 286.88亿元，增长 29.9%；实现利税 590.22亿元，增长 28.8%。  

  徐州市市充分发挥地方优势，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的要求，突出重点，梯次推进，全市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特色鲜明。为尽早实现新

农村建设的既定目标再接再厉。 

第九章 宗教民俗 

代表性景点：丰县宋楼道教文化景区，张道陵纪念馆，蟠桃山佛教景区，子房祠，龙华

寺，竹林寺，兴化禅寺，台头寺，白塔寺，东山寺，平山寺，白云寺，宗善禅寺，耶稣圣心

堂，崇真堂，九镜塔，诸佛宝塔，楚王山千佛洞，九里山白云洞，泉山果老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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