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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湖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经过编纂人员五个寒暑

的努力和备方面的支持配合，在人们的热切期待中，即将成
帙出版了!这是30万金湖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也为家乡

的这样一件盛事由衷高兴。

金湖历史悠久，但建县较晚，屈指数来不过33载。然

而，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金湖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以翻江倒海卷巨澜、誓把山河重安排的英雄气概和战天

斗地的大无畏精神，根治水患，发展生产，使金湖的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

湖经济发展迅猛，改革成果丰硕。昔El贫穷的高邮西北乡一

跃为“鱼米之乡”、“禽蛋之乡”，过去偏僻闭塞的高宝湖西，

成了苏北水乡的一颗明珠。今日之金湖，真的像当初命名者

所期望的那样，变成了El出斗金的金色之湖。
． 盛世得以修志，稽古可以鉴今。当历史的车轮向21世

纪飞转、全县人民朝着更宏伟壮丽的目标前进的时候，《金

湖县志》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方百科全书的

出版，必将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受

到启迪，获得裨益。它将帮助我们在进一步了解历史、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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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情、掌握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决策，再展宏图，造福子孙。

我坚信，30万金湖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

上，将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写下更
为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中共淮阴市委副书记刘学东

一九九二年一月



序 二

编史修志，是我国优良传统。专家估计，全国有旧志书

8000余种。但金湖于1 959年秋始建县，在浩繁的旧志卷帙

中自然不见其踪影。今日第一部《金湖县志》告成，充实志书

宝库在即，尤为可贺。

金湖自建县至今虽不过30余载，但境内历史亦源远流

长，流光溢彩。史书作证，早在5000多年前，先人即在此栖

息繁衍。秦汉以后，境内渐趋繁盛，先后置有平安、安宜、石

鳖诸县；石鳖屯田，田稻丰饶，声名远播；三阿之战，为淝水

大战先声，以少胜多，军史彪炳。南宋时黄河夺淮，祸患及于

全境，终使千年文明日益黯淡，令人痛惜。本世纪30年代，

日军疯狂侵华，境内亦雪上加霜。国难当头，志士仁人同仇

敌忾。抗日英雄陈文，一度以县境立足，痛击日军，威震敌

胆。新四军挺进高宝湖西，金湖为淮南根据地可靠后方，是

联结淮南、淮北、苏中之纽带，贡献卓著。金湖建县后，全县

人民历尽艰辛，力图使地尽其利，物竭其用，人展其才。经30

余载奋斗，金湖面貌一新，被誉称“淮上明珠”。

记兴衰，载荣辱，述成败，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这便

是编纂第一部《金湖县志》的宗旨。县志纵贯千年，横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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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概述、大事记为统领，分门别类设置28个分志，分志

后置人物、附录。各编章节目，条分缕析，一县之情，包纳其

中。

县志成书，诚为众手之功，得力于全县人民热情支持、

省市修志部门悉心指导、有关专家学者鼎力相助。特别是县

志办公室诸同志，焚膏继晷，斟字酌句，反复锤炼，集腋成

裘，历五载披阅之功，成百万巨制宏篇。值此成书付梓之际，

谨表谢忱。

县志编纂，经几届县委、县政府不懈努力，本届躬逢告

成，遂欣然为之序。

中共金湖县委书记郭平扬

金湖县县长欣立忠+

一九九二年新春

·欣立忠县长于1993年1月调离金湖县。



序 三

金湖是我的第二故乡。1 970年，刚出校门的我，即信心

满怀地投身金湖的建设事业。风雨十数载，直至1987年，因

工作需要而匆匆离别6正值《金湖县志》交付出版之际，又重

返故地任职。县志办公室的同志热情送来志稿，嘱我过目，

并要我赘言感受。盛事偶逢，遂欣然命笔。

《金湖县志》的出版，是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一部县志，堪称“一方之全史”，

举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实，无不

囊括其中。展读志书，千年风云历历在目，百业兴衰犹在眼

前。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县志集一县历史资料之精华，

功不可没。志书作为一方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字里行间，

或寓成功失误，或寄经验教训，蕴含着历史发展之必然。前

人言：“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我们的党政领导

均可从中进一步认识、把握县情，悟出事物发展演变的某些

规律。这将为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为推进改革开放、振兴金湖起到积极作用。志书彰贤哲，刺

奸恶，辨是非，具扶正祛邪、导风化俗之功。由是观之，编修

社会主义的新志书，确实是承上启下、服务当代、惠及子孙



的千秋大业。

县志记地方事，述地方史，读来倍觉亲切，尤感振奋。相

信凡是生于斯、长于斯以及工作于斯者，都会与我有同样的

感受。我深信，《金湖县志》的出版，定能激励全县人民继承

光荣传统，乘改革开放东风，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建设繁荣

昌盛的崭新金湖，描绘更加辉煌壮丽的历史新篇。

金湖县县长李孔惠

一九九三年三月



凡 例

／

凡例 ·1·

一、本志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断至1 985年，并按详今

略古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之史实。鉴于下限与成书时间相隔较长，

故大事记、人物延至1 990年。

二、本志采用记、志、述、传、图、表、录诸种体裁。志为

主体，分志前置概述、大事记；后置人物、附录。照片集中于

卷首，图、表随文设置。

三、本志结构一般为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各编均设

无题小序，记该编纵横演变之大要。

四、立传者皆为已故著名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外籍

在本地有影响者。排列以卒年为序。革命烈士、省以上劳动

模范，列表简介。

五、纪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界前使用朝代

年号(或民国纪年)，同一年号在节内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

纪年；界后使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建国前用旧制，建国后采用1 984年国

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七、志中数字，依照1 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怍。



等7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八、在本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地名以史籍与

习惯写法为据，1 980年后，以地名录为准。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市(地)、县各级档案馆以及

图书馆所存档案、图书资料及县属各部门、各乡镇编写的志

稿和史料，亦有少数系走访知情人之口碑资料。志．中所涉及

的统计数据，凡县统计局有记载的，皆以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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