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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薄涛

颖上县城关镇，古称慎。起于何时，已无可考。仅从《左传》

中，吴人伐慎，白公败之”文字记载算起，距今已有二千三百六十

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历史朝代在不断更替，古城位置也几经

迁徙，建制或称邑、或称令、或称县，延绵未绝。可见，我镇历史

悠久和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

在这块譬人淳讼简，土厚水甘一的富饶土地上，人民勤劳勇

敢，：．蕃衍生息，创造了璀灿的文化，孕育着英雄儿女。春秋战国时

期，。管仲与鲍叔牙的出现，4‘功绩不仅在于他们促成了一代霸业，而

且，他们之闻的诚挚友谊一一管鲍之交，成为古今中外人保关系

的楷模，更是颍上人民的骄傲。在嗣后的各个朝代中，在这块土地

上，虽然入相出将的人物甚微，但名不见经传，事不播四海的举

人、茹士、秀才也层出不穸，他jfl或朝中为官，惑他乡为宦，瑟乡里

为士，却鹄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中，为国謇为人艮做出了嚣献，

城关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在历次的农具起义中，渡之所

、及，率戋响应?成为搀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元末的杜遵道与颍
l

＼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通，志同道合，共举义旗，领导了震撼中原的红

纪中叶，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席卷大江南北的同

发了声势浩大的捻军起义。捻军攻克颍上后，捻

县城营建“沃王府”，受到城关人民的拥戴。东

，是颍上培育英才的摇篮，从中培养出的各种社

据文献记载，载入乡贤祠的颍上土籍人竟有十七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颍上的青年知识界引

宋日昌、官俊亭、吕文远等前辈相继走上了革命

祥甫(后均叛变)等人在颍上城建立的党组织，

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

，城关镇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反匪反霸，．
。 ．； ，- ’

抗美援朝的战争，打败了美国野心狼，保卫了祖
● ，

嗣后，他们又在镇反、三反五反和合作化运动
’

。

权，建设社会主义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j

一届三中金会以后，我镇人民在党的改革、开

引下，积极发展经济，兴工经商务农，在短短的

连续翻番，贡献逐年增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半数以上的人家三

达到了部颁标准，卫生条件也起了很大变化，党

人民富裕了起来。 一 ’’

可敬可爱的，城关的人民也是大公无私的。·对造



福于她的人，她会永世铭记，有口皆碑，对于亵渎她的人，她也会

横眉冷对，唾之以沫。毛泽东说，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在这

里的回答是，人氐只有人民，才有权评功论过。

-人生最值得记忆的也只有历史，它不但能告诉人，．路是怎样

走出来的，而且也能给人们壮烈及迫害的教司II”。这次镇委、政府

组织精干力量，广搜史料，编写镇志，目的在于用我镇人民的光荣

历史和光辉业绩，铺成一条金色的道路，教育和启迪后人，一定要

为人民的事业，去拚搏、去奋进。在推动社会前进的道路上，留下

可供回忆的金色足迹。

趁《城关镇志》即将付梓之机，应李华东书记所嘱，撰此短文以

为序。在此向参加编志的诸位同志表示谢忱，盼同侪诸君不吝赐教!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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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一，《城关镇志》立为概述、j政治、经济，军事、．文化j_杂

记六编，+v兰十三章o_‘⋯⋯ -． ：．一． -，

：二、’镇志取材原则是厚今薄古，古代的事件从辩证唯物主义及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考证，力争做到取材有据。 ．。

： ，三．、镇志资料来源取于历代《颍上县志》及1 9 6 0年编写的

《城关人民公社发展史》手稿，．其它资料录自县直、镇直各单位档

案资料。’部分资料根据当时当事人的口述辑录。

四，．镇志取事上至周秦，．县志载之较详，镇志从略，新中国成

立之后的事件镇志从详记叙。

五、镇志事件记至l 9 8 4年。

六、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设专章，分记于

《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之中。

七、镇志所载人物，例举辑录革命烈士及已故知名人士，其他

人物在部分章节中从事件中记之。

八、镇志手稿完成于1 9 8 5年，刊印成册于1 9 8 8年，其

间三年的重大事件及变化在后记中补叙，以便读者了解本镇全貌。



中共颍上县城关党委会领导成员

后排左起：王秀珍、耿占魁、张万国，

前排左起；朱振明、汤波涛、李华东，李占明

声文友

颍上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成员 前排左起
占明 后排左超；土秀珍、耿占魁、张万国、

卢文友、汤波涛、李华东、朱振明、李

宋克敏、樊宗岭，江海阔



1 g 8 7年力促进城关经济腾飞，加速开放搞活，调整了党委领导班子。

翦排左起：汤波涛、李华东(第一一{；记、1988#fi选2．J中共颍上县纪委书记)、朱振|jJ】
后排左起：叶士凯、张万国、江海闷、j三秀珍

“城关镇志》领导小组成员及编纂人员。

前辩左起：李占I判、叶导民，李永庆 后排左起：吴振江，胡新Jj}{、王颍、叶土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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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心，新扩建的申山电影院外最

庄严、肃穆的烈士柯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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