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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一个春暖花香的季节里，新编<阜宁县志>出版问世

了。编者告竣，读者欣飨，可喜可贺。 ．

地方志是“地方之记”。它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

文化、社会等无所不载，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o一部成功的志书，既可稽前，

亦可鉴后，。为历代所重视。清康熙年间，侯恽延、陈一舜编著<庙湾镇志>；清雍

正九年立县之后，乾隆年间冯观民、光绪年间阮本焱和民国时期庞友兰等，相继

编著三部<阜宁县志>o_<庙湾镇志>现已失传，三部旧县志已于1987年7月合订重

印。这三部旧县志，保存了阜宁自然、地理、社会等方面的许多珍贵资料，为研

究本县历史提供了线索和依据。但是，旧县志的编纂者囿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

性，其内容受统治阶级利益所制约，所谓名宦、乡贤、忠烈、节妇、烈女等章

节，占很大篇幅，歌颂、美化统治阶级，歪曲、丑化劳动人民。新编<阜宁县志>

是在中国共产党阜宁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记述阜宁县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自然和社会变迁。编纂人员分工协作，在领导、专家、学者的支持、帮助

下，节录文献、档案；调查遗迹、文物；访问老领导、老党员、老干部，走遍全

国各地，提笔编纂志稿，计日完成了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新县

志。

阜宁县原是江苏省第一等大县，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里播下革命

种子o 40年代初，这里即成为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国民革命

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等首脑机关驻过县境，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张爱

萍、洪学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领导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英勇

卓绝的斗争。有着淳厚乡土感情的阜宁县人民，至今仍然以此为骄傲。新编<阜宁

县志>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老革命根据地的光荣历史，必将激发阜宁人民热爱家

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热情，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

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为振兴阜宁作出无私的贡献! ，



历代官吏上任伊始，先令“以志呈阅”，以此“鉴往知来”，资政教民。无产阶

级也不隐瞒自己的功利目的，社会主义新志如实记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

及其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研究阜宁的县情，提高坚持改革、开

放的自觉性。它所记载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丰富的资

料，为我们研究制定本县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发展规划

和进行生产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新志体例完善，文字浅显顺达，适合广大干

部群众阅读和利用。我们期望它能受到大家的欢迎，成为阜宁干部群众特别是领

导干部的“案头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阜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十

年来，阜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贯彻改

革、开放的方针，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农业稳定增长，农村经济生气勃勃，工

业迅速发展，城镇经济活跃，各行各业兴旺发达。1989年工业总产值11．61亿

元，‘比1949年增长16倍，比1985年增长60．6％。阜宁经济步入了历史上的最佳时

期。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加强，

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目前，阜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鼓舞下，

全面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革故鼎新，壮怀激烈，为摆脱长期贫困落

后局面，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新阜宁而努力奋斗。我们深信，阜宁

将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写下前不负

古人、后不负子孙的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值此新编<阜宁县志>出版之际，我们

谨向总编、副总编、各篇主笔、全体工作人员，向关心和帮助本志编纂出版的领

导、老干部、专家、学者及所有同志致谢!

遵照嘱咐，作此短序，不成文章，‘谨表庆贺。

中共阜宁县委书记 陆为农

阜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徐昆荣

199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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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就任县长时，适逢《阜宁县志》编纂竣稿。出版前夕，忙中偷闲，认真阅读

一过，于兴奋、欣喜之余，写如下文字，以作序言，与全县人民共勉。

新编《阜宁县志》，上限一般为1932年，下限为1985年。这段历史是中共阜宁

地方党组织建立、发展、壮大，并领导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斗争，推翻三

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进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的时期。阜宁

是革命老区之一——著名的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40年代，阜宁是中共中央华中

局、新四军军部及所属党政军机关驻地，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文化人士，在

阜宁领导和指挥整个华中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斗争，业绩辉煌，影响

深远。在长期血与火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党政军乃至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

非常宝贵的革命传统，一种精神，这就是：坚定执着的共产主义信念；英勇顽

强、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团结一致、同

心协力的集体主义思想；奋发图强、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以及无私无畏、一心为

人民的奉献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凝聚起千军万马，战胜了一个个凶恶的敌人和无

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夺取一个个辉煌胜利，创造了历史奇迹。我们应当用县

志记述的大量革命史绩反映出来的这种精神，教育党员，教育人民，教育青年，

教育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继承这种精神，并发扬光大，使它成为阜宁人的精

神。勤劳勇敢、富有聪明才智的阜宁人民有了这种精神，就能经受任何惊涛骇浪

的考验，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推动阜宁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前进。

同时，新编《阜宁县志》详细记述了阜宁县的自然、地理、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是县情资料的科学汇集，是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知识和信息宝

库。它的出版问世，无疑将为阜宁县各级领导进行有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将为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部门进行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提供丰富资料和素材。

它翔实记载的社会经济活动资料，将对开发传统产品、合理利用资源、发展阜宁

经济发挥重要作用。

这里，我愿同全县百万人民一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继承和

阶程开资划干领

十改工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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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革命传统，用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

神”，艰苦努力，扎实工作，为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阜宁而奋斗!

阜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于利中

199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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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编<阜宁县志>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县各级组织的支持配合下，

经过六年艰苦努力，终于编纂成功，出版问世。这是阜宁历史上第四部县志。这

部县志与前三部旧县志有着本质区别，是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

新编<阜宁县志>遵循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

实践活动的基本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阜宁人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全书在重点记述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情况的同时，对政

治、军事、司法、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宗教等上层建筑部分也作了详细记

载。新志卷首设概述，篇章冠短序，追本溯源，阐明两者之间和各门类之间上下

左右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和千丝万缕的逻辑联系。恩格斯说：“当我们

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是j幅种种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无穷画面。”新县志打破了旧县志“专志”各

自孤立互不联系的作法，努力反映这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画面，尽其可能，设

法保持志书的整体性、综合性，力争符合科学性的要求。三部旧县志的编纂者由

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把社会经济活动放到重要位置上来记述。

清乾隆十一年(1746)编<阜宁县志>8卷，仅在<民政志>中设“户口”、“田地”两

目。清光绪十一年(1885)编<阜宁县志)24卷，写经济活动的也只有“川渎”(上

下)、“民赋”、“场灶”三卷。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愈来愈

被人们所认识。民国21年(1932)编<阜宁县新志)20卷，设<财政志>、<水工志>、

<交通志>、<物产志>、<农业志>、<工业志>、<商业志>，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明

显增加了，·但与新编县志相比，不仅内容少，而且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新编<阜宁县志>坚持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o<经济篇>突出了

人在生产斗争中的作用o<军事篇>记述“地方武装”、“民兵”等群众武装斗争外，

特设“人民支援革命战争”_章，专记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人物篇>以传记、英名录和劳模表的形式，对在革命斗争中有过贡献和在社会上

产生重要影响的革命烈士、民主人士、劳动模范等分别予以记载。列传人物中还

有清末旧官吏、旧民主主义革命中顺应潮流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进步事情的人

士、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等。新县志给人民以应有的地位，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

前进的真正动力，是历史的主人。而旧县志则相反，它的主体是达官显贵、名门

望族和封建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光绪十一年(1885)编<阜宁县志)24卷，其中11

卷是写人物的。这些人物是官吏、忠良、孝友、义侠、武师、烈妇、贞女等。真

正的劳动人民在志书中没有立足之地。三部旧县志还无例外地将人民起义军斥之

为“匪”、“逆”o新志<军事篇》特设“元、明、清三朝战事”一节，选择了几例战

事，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整理编写，将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真实性是志书的生命。任何志书要想经得起人民的审查和时间的考验．发挥

“资政、教化、存史”的效用，唯其真实可靠。弄虚作假之笔是志书的致命弊端。

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对大量的资料都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下了一番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大事记”拿出初稿以后，

党史办公室和县志办公室人员，大家动手，对每一条史料进行一一核对、鉴别和

必要的考证，即使资料来自权威性著作也不放过，直至消除疑点，确凿可靠为

止。真实性的内涵，不仅资料真实可靠，还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问题。

新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在考察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无不将其置于一定

历史条件下，辨明功过是非、利害得失，实事求是地予以记载。记人，尊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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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不减损、不夸张，平实记述其生平事迹，寓褒贬于史实之中；记事，+突出

记述阜宁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光辉历史，全面记述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让今天的读者和后代子孙从阜宁社会发展变化和

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之中，受到教育和启迪，加深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认识，从而

珍惜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并为之顽强奋斗不息。同时也如实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来的曲折和失误，以及我们党纠正失误从而不断推

动历史前进的史实。我们在记述曲折和失误时，注意到整个志书的气势和明亮的

格调，以利于人们辩证地、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四

· 阜宁三部旧县志均为官修，官府或县知事亲自动手，或邀集一批封建文人协

助编修。他们编修县志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思想，

为维护封建秩序和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睹其山川景物，则坚其安土乐业之

心，观夫忠良孝义，则兴其去恶向善之志⋯⋯岂非政教之一助哉。”明朝薛宣的

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道出了他们修志的根本宗旨。新编《阜宁县志>虽然也可称

作“官修”，但它是发动群众，动员社会力量来完成的o 1984年开始建立县志编纂

委员会，抽调专职工作人员，聘请老干部，组成编纂班子，着手征集资料和拟订

纲目。在此期间，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县直属各部、委、办、局、乡(镇)、

院、行、社、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要求编写部门和乡(镇)志或专题资料，支持

配合县志的编纂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汇集起一千多万字的资料。这就为

县志的编写奠定了资料基础。编写人员老中青结合，团结协作，共同磋商，很快

拿出了县志初稿，送省、市，请领导、专家、学者审阅。此后八易纲日，四改志

稿，殚精竭虑，努力提高志书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编纂县志的离、退休老同志。他们来自群众，在革命战争

年代跟随共产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为党和人民做出许多贡献；进入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他们坚持革命传统，忘我工作。由于他们经受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政治觉悟、理论水平较高；更由于他们

曾经在县、乡各级领导岗位上任职多年，熟悉阜宁各个方面的情况，熟悉各部

门、各乡(镇)的历史和现状，这就为编纂新志准备了独特的优越条件，也是决定

新志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因素。



“夕阳未必逊晨曦”o老同志对修志事业表现出极大热忱和高度负责精神。他

们不顾年老体弱，和中青年同志一道，夜以继日，埋头苦干，为顺利完成县志编

纂任务尽心尽力，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赢得了全县干部群众和史志工作者的

普遍尊重。趁此机会，我仅代表阜宁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敬意。
， ，<阜宁县志>出版了。因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

免，请读者批评指正o
‘

，：

：釜豢愁蓑钱主帮阜宁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

1990年6月



霉。
篝气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

实和修纂符合科学性。

二、本志记事，上限一般为1932年，下限为1985年。大事记延至成书之年。

三、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志，尽快了解本县全貌，故于本志篇首分立“概

述”，概要介绍阜宁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立大事记和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七篇，各

篇均冠以无题小叙，以追本溯源，综述始末。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记载本县54年来各个领域

之大事。为避免重复，其他篇章有记载的则从简。

六、本县解放前后，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以及在运动中所

发生的重大事件均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不再另立章节。

七、本志以传、表、录形式，记载革命烈士、爱国民主人士和英雄模范人

物。凡入传者均为已故人物。

八、本志按详今略古原则，对1940年以后之事记载较详，对1940年以前之

事，则从简。

九、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事，文字力求简明质朴。

十、本志对工农业生产及商品流通中的数字均以统计局资料为准，统计资料

阙如者则用行业上报资料。

十一、本志记事，1942年划县前记原县境域之事，1942年5月后记现县境域

之事。

十二、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或民国纪年，唯军事篇1940

年起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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