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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人民政府县长聂长兰

《东海县志》的编纂，三订纲目，五易其稿，四历寒暑，终成卷册。

历史上第一部《东海县志》的问世，是东海百万人民一大喜事。这项

巨大文化工程的竣工，必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以励今人，垂鉴后

世，传诸千秋!

东海建县以来，近百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无一部志

书系统记载。建国后曾两次组织修志，终因种种困难而搁置。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人和，物阜民康，实为修志之良机。中共东

海县委、县人民政府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于1989年10月成立编纂

机构，选聘编纂人员，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终于完成这部百

万字巨著，实现全县人民多年夙愿。

． 《东海县志》系统记载自民国元年以来东海沧海桑田的演变，勾

勒了全县历史发展的轨迹。史籍记载，东海境域“湖河所汇，漫溢为

患，十岁而九"，“土旷而民贫”。明光禄寺卿裴天佑曾赋诗日：“风凄。

凄，雨潇潇，爨烟寂寞两三朝。去年水涝今年旱，官租私负何曾饶。身

无完衣肌肤露，日不再食形容憔⋯eB+99。这正是旧时东海县的真实写

照。直至建国初，东海仍是全国100个穷县之一。全县产粮63105

吨，平均单产仅26．6公斤，人均产粮不足140公斤。从50年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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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县委、县政府率领全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掀起波澜壮阔

的治水斗争，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水利配套工程体系。水利建设的

成就，奠定了东海农业发展的基础。70年代初，耕作制度进行重大

改革，水稻面积逐年扩大，粮食生产获得突破性的发展。1978年，全

县产粮397050吨，人均500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历史新

篇章，从此东海进入经济振兴和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县委、县政府适

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大胆改革，积极探索，

东海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猛发展。粮油连年大丰收，一年迈上一

个新台阶。1990年，全县产粮84．07万吨，跃居全国县级第14位；

花生7．23万吨，名列全国县级第8位。工业得到超常规发展。建国

初东海只有几家手工作坊。经过几十年艰苦创业，逐步形成农副产

品加工业和矿产品加工业为支柱的建材、化工、轻纺、机械等县级工

业体系。特别是矿产品加工业，展示了东海工业广阔的发展前景。一

批批硅系列产品飘洋过海，源源不断销往亚、欧、美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县级工业体系的形成，带动和推动了乡镇办、村办、联办和

户办工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数万水晶加工户制作的水晶系列产品，

畅销全国各地，成为东海经济的重要补充。1990年与1 978年相比，

全县工业产值增长6倍多。近几年，东海县相继被评为“国家粮油生

产销售先进县’’、“全国农村能源建设先进县”、“全国保险工作先进

县”、“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全国电化教育先进县"、“全国体育工

作先进县”。昔日贫穷落后的东海县，如今山河锦绣，旧貌展新颜。

《东海县志》以翔实的资料，生动记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勤劳勇敢的东海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为驱逐外

侮，东海人民不畏强暴，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书写出一篇篇气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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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史诗；为推翻三座大山，东海人民不屈不挠，视死如归，勇往直

前，演奏出一支支威武雄壮的赞歌；为改变穷困面貌，东海人民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谱写出一首首壮丽诗篇；为建设和美化

家园，，东海人民发挥聪明才智’，挥洒汗水，开拓迸取，描绘出一幅幅

宏伟画卷。东海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东海县志》立传32人，入表．

208人，入英名录1462人。诸多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和英雄模范人

物，为东海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们是东海人

民的优秀儿女，他们是东海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东海县志》是东海一部近百年社会发展史，她将为我们认识东

海、了解东海、探求发展规律、制定发展策略，提供重要依据，起到资

政作用。《东海县志》也是一部东海革命斗争史，‘她是对人民群众，特

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生动．

教材。

《东海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社会

主义新方志的要求，厚今薄古，褒贬有度，优劣同记，实事求是记载

史实，寓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和地方性于一体，突出时代特点和

地方特色，是一部成功的信史和全史。 。

东海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藏多达37种，其中非金属矿

29种。石英储量2．5183亿吨，名列全国县级第一位；水晶质量和品

位居全国之首，年收购量占全国一半。东海被誉为“水晶之乡"，“东

海水晶甲天下!”以水晶为媒介，让世界了解东海；’以水晶为桥梁，让

东海走向世界；以水晶为纽带，联结五湖四海。东海充分利用当地资

源，兴办企业，逐渐把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目前，东海投资近3

亿元，正在抓紧筹建浮法玻璃与玻璃砖生产线；扩建的国内最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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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专业市场即将竣工。东海县城成为“水晶城一、“玻璃城"已指日可

待。

东海将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抓住机遇，发挥优

势，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外引内联，主攻工业，稳定粮油，大力

发展多种经营，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

愿东海人民以更昭著的业绩，谱写新篇章，载入新史册1

1994年2月



凡。 ．例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

记述全县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充分

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发挥资政、存史和教育作用。

二、记述范围，以现东海县境域为主。现境域以外(民国时期东

海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陇海路南东海县)内容的记述以不

割断历史为原则。

三、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陇海铁路南北并存两个东海县民主政

府，志中分别标明路南、路北(或南、北)，以示区别。

四、年代断限，上限尽量溯其发端，下限至1990年末，人物传‘

大事记延至1993年末。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略为建国前(后)。建国前纪年

在各篇章第一节第一次使用时同时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

六、坚持生不立传，立传人物原则为东海县籍人。

． 七、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统计数字为准。各经济数据，除注明

不变价，均为当年价。

八、数字按1987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以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计量实施细则》为
准。’

‘

，九、地图、彩照、概述和大事记置志前，中设33篇164章563

节，表随文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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