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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县上下正以昂扬斗志，为经济登上新台阶建功立

业的时候，广大干群期待已久的《建湖县志》出版了。这是

我县的一大喜事。《建湖县志》为我县首志，是一部记述建

湖历史和现状的典籍，是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

硕果。《建湖县志》的出版发行，对于研究建湖，认识建湖，

开拓建湖，振兴建湖，激励今人，开启后代，将起到重要作

用。
’

‘建湖有着悠久历史。早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淮

夷”族，就在这水乡泽国繁衍、渔猎、垦植。几千年来，物

换星移，境内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创造着历

史和文明，历经沧桑，赋予建湖以物华天宝，使之成为人文

荟苹之地。我县不仅是南宋陆秀夫7、现代外交家乔冠华的故

里，也是杂技、淮剧的故乡之一。然而，在黑夜沉沉的漫长

年代里，时有洪涝逞威，旱魃肆虐，蝗祸猖獗，加之战乱频

仍，倭寇侵扰，官兵横暴，其发展极为缓慢。平民百姓，更

是在凄风苦雨中倍受煎熬。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自从中国共产党的阳光照耀

建湖大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千上万的先烈、革命前

辈和广大群众，以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驱走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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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枷锁，建立新政权，迎得了全境的解放，拯救了建湖人

民。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建湖人民走过了只艮辛的历程，

从贫穷落后的低谷，进入工、农、商百业兴旺的新境。尤其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率领全县人民，在改革

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改造自然，改造

社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奋力迈进，经济和社

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我县跻身于全国一百个

售粮先进县之列，工业生产发展迅速，“体育’’、“普法教

育”荣获全国先进县的光荣称号。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历史传统。为弘扬革命创业精

神，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县委、县政府组织专门人员，自1 986

年始，全面进行县志的编纂工作，历经五载，筚路蓝缕，四

易其稿，今方成篇。这部县志，记载了建湖的历史、地理、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史实和人物，重点记述了境内党

组织创建以来的革命斗争、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

煌业绩以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挫折和失误，必将起到“资

政"、“教化”、“存史”的功能。值此县志出版发行之际，我

们代表县委、县政府谨向省、市方志部门和参加编纂县志的

人员、评审志稿的专家、学者致以衷心感谢。

我们的事业，壮丽璀璨；我们的未来，任重道远。改革

开放，催人奋进，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借鉴历史，

继往开来，奋力拼搏，开拓进取，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宏伟大业，不断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县委书记王智新

县 长袁世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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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唯物历史观，忠于史实，采用新观点、新

方法、新材料，记述本县的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

一_O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遵

循“贯通古今，略古详今’’的原则，采用“序、记、述、志、

传、图、表、录”等形式编纂，以志为主，照片分别附于扉

页之后或各篇之末，图、表、录随文插附，标明名称。

三、本志为建湖县首志，其断限按照“适当溯古，贯通

古今”的原则，上限不限，具体时限，因事而异，从有文字

记载始，以明历史渊源，下限断至1 987年。

四、人物篇所录人物，均为已故者，以本籍(出生地)

人为主，同时载入少数长期流寓本县的人。并将未立传的革

命烈士列表反映。立传人物，力求实事求是，不溢美，不贬

低，寓功过是非于纪事之中。人物均以卒年先后为序。

五、根据编纂的实际需要，在篇、章、节之末设隙类或

附录，载入与正文有关联而不宜载入正文的史实。

六、在省以上部门获奖的先进人物和在县内有一定影

响的能工巧匠、土专家，以及历史上有过突出贡献而仍在世

．}毛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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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辈、知名人士，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分别记入有

关篇、章。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王朝或民国

纪年，并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凡称几十年代而其前面无

“某某世纪"字样的，均指20世纪。

八、各种数字书写规范，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准。本志所用建国后的各项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

字为准；对于统计局所缺的有关数字，则使用有关部门的统

计数字。

九、本志录自国家、省(市)，县的档案馆，图书馆、博

物馆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和各有关部门以及报刊、专著、

正史、旧志、旧家谱等的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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