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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史，地方有志，而方志实为“国史羽翼”。编修地方

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盛世修志，志载盛绩，歌颂盛世．铜井乡

，’历史上从未有过志书，要在社会主义盛世编修乡志，既无旧志先

例可循，又无现成资料可录，筚路蓝缕，不言而喻。今天，经过

全体编志人员四易寒暑的搜集资料、辛勤笔耕，承县地方志办公

室的具体指导、帮助，并在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协助下．

《铜井乡志》终于编纂成帙，梓行问世了。这是铜井乡三万四千

人民的大喜事。我和全乡人民都为之欢欣鼓舞，热烈庆贺!

铜井乡地处县境西南边陲i-东连陆郎乡，西滨黄金水道长江．

南接马鞍山市郊，北经江宁镇联南京市。除长江航线外，有南京

至芜湖的铁路、公路平行穿境而过，江中还有富饶的新济、新生、

再生三绿洲，真是山川形胜，交通便利，故素有“两头城市三条

路，有山有水有绿洲”的美称。铜井人民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

繁衍生息、艰辛劳动，创造了宝贵的财富。解放后，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铜井人民经过四十年的艰苦斗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不断开拓前进，更创造出了造福今人、泽及后代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谱写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篇章。铜井地区发生

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铜井乡志》翔实地记录了铜井地区自然

的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

这无疑会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铜井乡志》的出版问世，为我们认识过去，着眼当前，开

拓未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它既可为后人留存宝贵资料，更司’

激励今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出更为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以高昂的斗志．更稳．更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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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步伐，展翅扬帆，奋勇前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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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铜井乡委员会书记毕桂生



寄 =

铜井乡地属沿江低山丘陵、平原区，有山有水，岗冲交错。

解放前，这里“江水滔滔流不息，十天不雨田开裂，连干半月稻

谷瘪，对着长江干着急”，农田既怕旱又怕涝，灾害连年，农业

生产十分落后。解放后，政府组织人民开挖疏浚河道，兴建水库

和电力排灌站，加高培厚江、港、河堤，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又经格田成方、平整土地和灌排渠系配套等措施，改善了

农业生产条件，铜井乡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的今天，铜井乡第一部记述本乡历史状况和当今农副工业、文

教卫生等诸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巨大成就的志书编纂出版

了．这是铜井人民的伟大业绩，是全乡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衷

心祝贺!
’

《铜井乡志》的编纂出版．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只有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铜井人民才有可能完成这一前人所

无法完成的千秋大业。《铜井乡志》是铜井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的

一方志书，为子孙后代留存了一份宝贵财富。它必将策励铜井人

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奋力开拓，阔步

前进i为铜井的历史不断增添新的篇章。’

锕井乡乡长宋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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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

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系统地记述铜井乡

自然的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体现改革精神，反映地方特色，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一 二、本志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新

中国建立以来的史实。上限一般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记事，’少

数史实需追溯历史渊源时则不受限制；下限至1987年，部分章节

从实际出发延至搁笔为止。
‘。

：

三、本志采取章、节、目分类，横排纵写的编纂方法：以

。《概述》冠子各章之首，总揽全志大要。《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与记事概要相结合的体裁，按事情发生开始的时序记述。

四、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散记子《大事记》和有关编章，不

另立章节。 ．

·

’
‘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1911年以前用当时的年号，在括号内：

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纪年，适当加注公元纪

年。解放以后概用公元纪年。《．大事记》一律以公元纪年。 ．

六，本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健在的先进人物和知名

人士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散见在各有关章节。

七、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历史文献记载及座谈专访记录，为

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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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委．政府门景

铜井乡竞政钡导



乡志编幂小组领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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