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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射阳湖镇鸟瞰

左图：古射阳湖今貌

下图：射阳集镇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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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同：射阳湖邮电营业楼

1i图：射阳湖镇供销社



E图：历代县志

E中图：臧陈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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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湖地段卫生院引用先进的闭路透视设备

射阳湖镇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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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应钢瓶厂年产40玎只钢瓶生产流水线



中图：射阳农业机械

配件厂生产的

农业机械

下图：工贸合营江苏

省宝应腌制品

厂外貌

上图：射阳电器设备厂、静电喷涂

成套设备及国家专利证书和

国际博览会银奖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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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的农副产品水产养殖资源——荷藕、蟹、鳖、野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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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人有功过是非，事有成败得失；物有余竭盈

缺，民有祸福兴衰；天有灾丰水旱，地有变迁枯荣。作为一

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都应加以记载，以发挥其

“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功莫大焉。谨此，向全体编纂

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射阳，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邗沟贯通南北，这里人

口集中，集市兴旺，为江淮之间的重要城邑。

经过射阳人民长期地辛勤开发、耕耘，物产丰富，素

称“鱼米之乡一。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勤劳智慧的射阳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

苦奋斗，团结奋进，全镇面貌焕然一新。五谷丰登，百业兴

旺，经济日趋繁荣，人民生活日趋富裕。面临改革开放的

新形势，射阳镇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足本地优

势，。水中取宝，陆上掏金"，充分发挥和利用物质资源和



射阳湖镇志’

人力资源，加快发展商品经济，多渠道增加人民收入，谱

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射阳湖镇志》遵循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

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本镇

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生态特点，记述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社会等历史和现状。这是认识射阳、开发射阳、

振兴射阳的地情书，也是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社会

主义的好教材。

《射阳湖镇志》即将付梓出版。出版乡镇志，射阳湖镇

为宝应首家，可喜可贺。志书告成，受该志编纂委员会的

委托，写了上面的话，是为序。

中共宝应县射阳湖镇委员会书记炙破肇
一九九四年一月



3

凡 例

一、本志力求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体现地方特色和

时代特点。

二、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顾过去，放眼未来”的编史原

则，记述上自民国元年(1912)，下迄1989年的地方史事，反映本镇

78载自然和社会的历史面貌。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后40年来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展状况。其中大事记、古镇考源和历史文物

等，上溯到秦汉以前。

三、本志采取以类系事、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编纂

方法。全书分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卫、人物、社会7篇及大事

记，计38章134节，附录13则，共25万字。分篇、章、节排列，纲日

分明。

四、本志运用语体文，记叙体叙述事物，力求文句简洁流畅，朴

实自然，言之有据，记述准确。有些情况有比例数字和图表示意，务

使内容翔实，概念清楚，意思明确。术语、方言等都加括号注释。



4 射阳湖镇志

五、秉笔直书，是编史之德。本志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事物的

本来面目，直言叙述，不加褒贬，词语上力避夸饰和谴责，不滥用诬

蔑性和侮辱性字句，对事物不加评论。普通事业的主管人不具姓

名。

六、编史通例，不为生人记传。本志立足当地，故者立传，生者

入表。立传者，系古代贤臣良将和现代革命英烈；入表者，是受县以

上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及社会名流，还有县团级以上干

部。其他如民间良医、出色的艺人和能工巧匠，亦列名记入史册。

七、历史记年，均以当时通用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用民国年号，建国后概用公元纪年。对行政机构名称，按当时称谓

以正历史面目。

八、。概述”，重点阐述历史事物，是志书的。要览”；。大事记”延

续到1994年1月，按年份记述重要之事，是志书的“年鉴”。本志将

概述和大事记冠于篇首，使读者开卷即能领略本镇历史简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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