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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经济、社会和历史
的简明百科全书。它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巨大而
多能的作用。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
统。我县自明景泰五年(14 54年)第一部《沛县志》
间世以来，已五经续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8年县人民政府再次编修《沛县志》，惜以种种
原因，未能成书。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
人民政府于1 984年着手编纂社会主义新《沛县志》，
但工作量巨大，非一朝一夕所能告竣。而现存旧

志又鸿篇巨帙，文字深奥，难以一目了然。因此亟需
一部记事简明、脉络清楚、既具新志之全，又有《纲

鉴易知录》之概，以供人们读来省力省时、通俗实用
的简志，故有《沛县简志》面世于《沛县志》之先。

《沛县简志》的编修，始于l 988年初。经搜集
整理资料，拟订编写纲目，落实编写任务，四易其

稿，始底于成。在编纂过程中，除县志办公室专人
采访、邀入座谈外，又约请有关部门编写专业志

稿。执笔人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详今略古，认真辨析，慎重取舍，突出重点，

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有机结合。初稿完成，



又分送各有关部门及知情者精审细考，卒使本志
新、简．全、实。

《沛县简志》的内容计有建置、地理、人口、
农业、林牧副渔、水利、工业、交通邮电、物资工
商管理、商业粮食、名优特产、财政金融、城乡建

设、政党、政协群团、政权、政法、军事、教育科

技、卫生体育、文化新闻、文物胜迹、社会风土、
人物共24编。卷首设《概述》，卷末设《大事记》。

但它毕竟是筒志，类目虽全备，内容却概略。为使
它提前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只能在全的基础上要

求概而要、简而明，殊难与《沛县志》相提并论。
《沛县简志》能够成书问世，得到了各级党政

领导的关心支持及上级业务部门的适时指导；又蒙
各有关单位和社会人士供资料、提建议、修改补
充，大力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县志办公室限于人力和水平，对本志的编纂，

难免存在缺点或谬误，深望各界人士不吝指正。

羹轰会品篓点鬈营从超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

1989年6月30日



凡 例

一、本志是在《沛县志》编纂出版之前，为了
尽快地向各级领导机关、各行各业提供参考、借鉴

资料而编写的一部内容扼要、门类较全、篇幅简短
的志书。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三、本志纪事，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上

限除大事记、建置等部分外，自1 91 2年(民国元年)

起，下限断至1985军底，部分数据延至1985年以
匕

／口。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结构分为编、类．目三

个层次。卷首设《概述》，卷末设《大事记》。主
体部分设建置、地理、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人物等24编。为了便于提示各编内容，编首设

有小序，有关民国时期的历史状况，一般在小序中
简要地叙述。

五、本志取材，除历史资料和档案资料外，主

要来自全县各基层单位的乡镇志、部门专业志或发
展史．为了慎重起见，形成初稿后，广泛征求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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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意见，从而保证了资料的可靠性。
六、根据“生不立传”的修志惯例和本志断

限，人物入志范围，仅限于近现代已故本县知名人

物和外籍在本县有重大影响的个别人物。人物分类
排列，_以卒年先后为序。

七、本志大事记从远古记起，下限至1985年

止。主要记载本县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大
事、要事。对“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只
作扼要记述。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对部分内

容联系紧密，时间相隔不太长的事件，采用记事本
末体。。

八、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之前写朝代年号，在

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并略去
“公元"字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

在每编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以后简称为’“建国

前”一或“建国后”。
九、本志数据主要来源于沛县统计局，部分数

据依据各单位自报。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本志所载资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

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取舍。全部志稿业经沛县保密
委员会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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