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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乌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但有关乌江的史料除散见

于各类文史著作中以外，至今没有一本完整记载乌江历史的志书。在

浦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努力，这本集全

镇人民智慧的《乌江镇志》终于如期付梓了。《乌江镇志》的出版发行，

是我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填补了乌江地区在文化志书

方面的空白，必将对乌江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j：，

乌江古属扬州，春秋属楚，秦时为九江郡东城县乌江亭地j随着历

朝的兴衰更替，乌江的隶属多变。乌江曾名灵山，寓人杰地灵之意。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乌江人民用劳动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属

于自己的历史。从唐代大诗人张籍到宋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词人张孝

祥、大书法家张即之再到当代草圣林散之，爱国爱乡，勤劳勇敢，勇于

创新的优良传统在乌江世代传承，经久不衰。“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

也”。一个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同

样，不了解乌江的历史，研究乌江，开发乌江，发展乌江也是一句空

话。《乌江镇志》对乌江历史上的名人、名事、遗址、遗物、传说故事都

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地方性文献资料，这是一

件利在当代，泽惠后人的大好事。

《乌江镇志》在编写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详

今略古，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取舍得当，特色鲜明，通过翔实的

史料，较为全面地记叙了乌江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准确地把

握乌江的历史和现状，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进而找到一条适合乌

江发展的路子，提供了借鉴和服务。



{-q江镇志》是一本地情书，它全面地介绍了乌江的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自然、社会以及风土人情等，为不熟悉乌江情况的人提供了

一个了解乌江的窗口。(-g江镇志》还是一本服务当代的关于乌江的

资料库，它以大量的文字、图表、照片，浓缩了散见于各类图书、报刊、

报表、总结、报告以及统计资料中的各种记载，可以算得上是一本研

究乌江镇的百科全书。

为了编好《乌江镇志》，党委、政府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在征集资

料过程中，得到全镇广大干部、群众及远在外地甚至海外的乌江籍同

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编写过程中，浦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们

给予深入的指导，全体编纂人员不辞劳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

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编纂水平所限，《乌江镇志》难免会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缺陷，热诚欢迎各界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

读罢全书，深感任重道远。发展乌江，造福乌江人民，是历史赋予

我们的崇高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当上下

而求索。谨以此鞭策自身，激励来者。

是为序。

中共乌江镇委员会书记洪汛安

乌江镇人民政府镇长黄 琴

2008年10月一



尼 例

一、本志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全面记述乌江镇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现今的乌江镇行政区域为记事范围，对境外有联系的人和事，从

略记之，以保持历史沿革的完整性。

三、本志上限因事而异，要事力求追溯发端，下限断于2004年，有些内容(概

述、大事记、人物、附录)延至2007年。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综合体裁，以志为主。首列概述、大事

记，中为各类专志，后殿附录。专志横呈门类，纵述史实，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本

志分类依事而定，排列以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为序。

五、凡对乌江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不论主、客籍，本志分别以“人物传

略”、“人物简介”、“烈士英名录”和“人物表”等形式记之。入传人物和革命烈士以

卒年先后为序排列，“人物简介”以出生先后为序排列，“人物表”所载人物以获奖

的先后或以村为单位按由东到西的习惯顺序排列。

六、本志采用语文体记述，力求文字通畅、朴实、简洁，凡引文中的繁体字一

律改为同音、同义的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

七、本志历史纪年，除各类图表和人物章外，其它部分清代以前均用帝王年

号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1949年起用公元纪年；历代朝代纪年和民国纪年

加注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和“年”字。志中出现的“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4

月2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江浦前(后)；建国前(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20年代”、“30年代”⋯⋯“90年代”均为20世纪所属年代。

八、本志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职官均以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古地名

加注今名。机关、团体和会议等名称在一章中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此后用简称。

九、本志计量单位采用1984年3月4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按实记载并用括号注明其换算值。本志

各项数据，主要以统计部门历年的统计数为主，少数采用有关部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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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的数字表述按照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

家出版局等7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一、本志资料录自史志、档案、图书、报刊、统计材料及经过核实的当事人

或知情人的口述，也采自有关单位提供的材料，限于篇幅，资料不一一注明出处，

必要的在文后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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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皖大桥{摄于2004年

乌江集市一角(摄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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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码头(摄干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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