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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中共古里镇委员会书记 ．李钢

《古里镇志》问世了。

古里镇历史悠久，但无存史可鉴，《古里镇志》的诞生必为时彦所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古里历史的新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境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文化、社会事业都取得了喜人的业绩；特别是

近十余年来，古里的方方面面更是以日新月异的姿态凸现于世人面前。

历史在延续，时代在发展。以史为鉴，能察古而通今。《古里镇志》的内容涉

及建置沿革的变化、革命斗争的过程、各业发展的轨迹、镇村百姓的民情，融史实

于叙事，囊百业于一志。卷首列有彩照、地图，文中配以相关照片，可谓图文并茂，

卷轶浩瀚。《古里镇志》的出版，不仅为今后地方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且为全镇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一部接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也为海内外人士了解古里、投资古里提供了翔实的历

史资料。可以说，《古里镇志》是一部认识古里、熟悉古里、建设古里的地情书、

人物书、物业书。

编纂《古里镇志》是古里镇党委、政府为地方群众办的一项实事工程。全体编

纂人员协力同心，求真务实，为本志的完成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o《古里镇志》

的出版，还得到了各界人士热情关注、合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在此，我代表镇党委、

政府一并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一方热土一方人。我们诚恳地希望熟识、关心古里的人士，读一读这部志，并

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古里人在建设家乡、振兴家乡的热潮中一定会继续努力，

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以造福于后来者。

中共古里镇委员会书记李钢

2003年3月于古里镇



凡 例

一、本志采用编、章、节结构，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横{jh'-J类，纵

实事求是地概述了古里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全书共设18编，69章，248

节，141目，概述、大事记置篇首，志余编后记殿于后。

二、本志上限时间不定，下限至公元2000年。大事记延伸到公元2002年底。

三、本志文体为现代汉语语体文，体裁采用记、志、传、述、图、表、录等，

大事记以编年体租汜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重要事件。
‘

四、对地区、政区、官职、机构均采用当时名称，需要时加注今名。第一次出

现的专用名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

五、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六、人物立传者，以本籍已故人物为主，包括客居或寿终古里而有一定影响者。

今人拔萃者，只作简介。

七、本志所用计量单位，除田亩或特定需要而用旧制外，其余都采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志资料来自历史文献、档案和调查所得。各类数据均以统计年鉴为准；

无年鉴统计的，均以各部门提供的数据为依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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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物价、管理⋯⋯⋯⋯⋯⋯⋯⋯⋯⋯⋯⋯⋯⋯⋯⋯⋯⋯(388)

第十一编交通、邮电

第一章交通运输

第一节陆路交通⋯⋯⋯⋯⋯⋯⋯⋯⋯⋯⋯⋯⋯⋯⋯⋯⋯⋯⋯(391)

第二节水上交通⋯⋯⋯．．．⋯⋯⋯⋯⋯⋯⋯⋯⋯⋯⋯⋯⋯⋯⋯(396)

第三节水上运输⋯⋯⋯⋯⋯⋯⋯⋯⋯⋯⋯⋯⋯⋯⋯⋯⋯⋯⋯(397)

第四节搬运⋯⋯⋯⋯⋯⋯⋯⋯⋯⋯⋯⋯⋯⋯⋯⋯⋯⋯⋯⋯·(398)

第五节管理机构⋯⋯⋯⋯⋯⋯⋯⋯⋯⋯⋯⋯⋯⋯⋯⋯⋯⋯⋯(399)

第二章邮电

第一节沿革⋯⋯⋯⋯⋯⋯⋯⋯⋯⋯⋯⋯⋯⋯⋯⋯⋯⋯⋯⋯(401)

第二节邮政⋯⋯⋯⋯⋯⋯⋯⋯⋯⋯⋯⋯⋯⋯⋯⋯⋯⋯⋯⋯(401)

第三节电信⋯⋯⋯⋯⋯⋯⋯⋯⋯⋯⋯⋯⋯⋯⋯⋯⋯⋯⋯⋯(403)

第十二编镇村建设。

第一章集镇建设

第一节中心集镇⋯⋯⋯⋯⋯⋯⋯⋯⋯⋯⋯⋯⋯⋯⋯⋯⋯⋯⋯(407)

第二节苏家尖⋯⋯⋯⋯⋯⋯⋯⋯⋯⋯⋯⋯⋯⋯⋯⋯⋯⋯⋯⋯(408)
第三节居民新村⋯⋯⋯⋯⋯⋯⋯⋯⋯⋯⋯⋯⋯⋯⋯⋯⋯⋯⋯(409)



第二章农村建设

第一节村级建设⋯⋯⋯⋯⋯⋯⋯⋯⋯⋯⋯⋯⋯⋯⋯⋯⋯⋯⋯(410)

第二节农民住宅⋯⋯⋯⋯⋯⋯⋯⋯⋯⋯⋯⋯⋯⋯⋯⋯⋯⋯⋯(410)
第三节公共设施建设⋯⋯⋯⋯⋯⋯⋯⋯⋯⋯⋯⋯⋯⋯⋯⋯⋯(411)

第三章供电供水

第一节供电⋯⋯：⋯⋯⋯⋯⋯⋯⋯⋯⋯⋯⋯⋯⋯⋯⋯”；⋯⋯(413)

第二节供水⋯⋯⋯⋯⋯⋯⋯⋯⋯⋯⋯⋯⋯⋯⋯⋯⋯⋯⋯⋯(413)

第四章国土管理

第一节集体用地管理⋯⋯⋯⋯⋯⋯⋯⋯⋯⋯⋯⋯⋯⋯⋯⋯⋯(415)
第二节宅基地管理⋯⋯⋯⋯⋯⋯⋯⋯⋯⋯⋯⋯⋯⋯⋯⋯⋯⋯(416)

第五章管理服务机构

第一节建设管理所⋯⋯⋯⋯⋯⋯⋯⋯⋯⋯⋯⋯··?⋯⋯⋯⋯⋯(417)

第二节国土管理所⋯⋯⋯⋯⋯⋯⋯⋯⋯⋯⋯⋯⋯⋯⋯⋯．．．⋯(417)

第三节供电营业所⋯⋯⋯⋯⋯⋯⋯⋯⋯⋯⋯⋯⋯⋯⋯⋯．．-．⋯(417)

第四节自来水厂⋯⋯⋯⋯⋯⋯⋯⋯⋯⋯⋯⋯⋯⋯⋯⋯⋯⋯⋯(418)

第五节环卫所⋯⋯⋯⋯⋯⋯⋯⋯⋯⋯⋯．．．．．⋯⋯⋯⋯⋯⋯⋯·(418)

第十三编教育、科技

第一章学校教育

第二章成人教育

第一节扫盲补习⋯⋯⋯⋯⋯⋯⋯⋯⋯⋯⋯⋯⋯⋯⋯⋯⋯⋯⋯(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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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各类培训⋯⋯⋯⋯⋯⋯⋯⋯⋯⋯⋯⋯⋯⋯⋯⋯⋯⋯⋯(433)

第三节成人教育⋯⋯⋯⋯⋯⋯⋯⋯⋯⋯⋯⋯⋯⋯⋯⋯⋯⋯⋯(433)
第四节成教网络⋯⋯⋯⋯⋯⋯⋯⋯⋯⋯⋯⋯⋯⋯⋯⋯⋯⋯⋯(433)

第三章科学技术

第一节科技组织和队伍⋯⋯⋯⋯⋯⋯⋯⋯o⋯⋯⋯⋯⋯⋯⋯(435)
第二节科技活动⋯⋯⋯⋯⋯⋯⋯⋯⋯⋯⋯⋯⋯⋯⋯⋯⋯⋯⋯(436)

第三节科技成果⋯⋯⋯⋯⋯⋯⋯⋯⋯⋯⋯⋯rj⋯⋯⋯⋯⋯⋯·(436)

第十四编文化、体育

第一章铁琴铜剑楼

第一节始建沿革⋯⋯⋯⋯⋯⋯⋯⋯⋯⋯⋯⋯⋯⋯⋯⋯⋯⋯⋯(441)

第二节瞿氏五代遗风⋯⋯⋯⋯⋯⋯⋯⋯⋯⋯⋯⋯⋯⋯⋯⋯⋯(441)

第三节瞿氏藏书的主要价值和贡献⋯⋯⋯⋯⋯⋯⋯：⋯⋯⋯”(444)
第四节‘重修铁琴铜剑楼⋯⋯⋯⋯⋯⋯⋯⋯⋯⋯⋯⋯⋯⋯一‘⋯·(450)

第二章文化

第三章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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