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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来市考察，谈及十年前来新沂调研小城镇建设

一事，费老旧地重游，无限感慨!十个春秋过去，新沂政通人和，经济腾飞，建设辉

煌。尤闻撤县建市、新长铁路和沭河大桥三件大事功成，遂欣然明示：新沂作为苏北

鲁南重镇，其区域小城镇之轴心地位业已确立。如若编修志书，望以重笔华章书之，

以昭世人。而今，这一领导重望、众人夙愿，终成现实。值<新沂县志>问世之际，应市

志办所嘱，幸为前言。

我本丰县孺子，大学毕业分来新沂，至今已26载。半生年华，灌注于斯，一草一

． 木，无不情浓依依。今观志书，倍感亲切。新沂乃钟吾古域、年轻县份，虽疏于史籍， ．·一

而颇丰华章。20年代末，党在王楼建立宿北第一个支部；抗日战争时期，马陵山游击

战威震敌胆；解放战争，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在这里拉开序幕。建国后，国家主席刘．

少奇、委员长朱德，足踏新沂大地，问计千家。最是15年改革开放，春风拂地，百业俱

兴，经济翻三番，4年创“五城”o如今，新沂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义理论指引下，正凭借区位优势，悉心实施“以路兴商，以商促工，工商兴市”发展之

战略，明日新沂，必将以现代化中等城市之雄姿，昂首跨入21世纪o ．

忆过去之历程，观今日之新貌，展未来之宏图，不禁浮想联翩：幸逢盛世修志，

志书光照千秋，可昭示当代，可启迪后人，实乃一部熠熠发光之“教科书”；同时，志

书诵咏古代文明，述说山川风情，描物华、绘天宝、歌人杰、颂地灵，为海内外志士仁

人了解新沂、振兴新沂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又不愧为一部典籍式的“工具书”o

志者，说事述史言志之意也。述史言志，贵在言真。为成就新沂建置首部志书，

县志编纂者以辩证求实之精神，广征博采，钩沉捞失，探精发微，历经十载。荟萃古

今资料，取其精华，谋篇构章，洋洋百二十万言。勾画河山，则可见马陵之峻秀、沂沭

，卜之逶迤、骆湖之浩淼；绍介资源，则可知土地之肥沃、矿藏之博富、物产之名特；记述

人物，则可学先烈之情操、公仆之奉献、志士之业绩；载呈文化，则可阅“花厅’’之演

变、<聊斋>之神说、历代之佳作。修志之举，读志之得，佳志之效，盖在“求实”精神

矣。修志如此，推之，成万事皆然。求实虽难，但若孜孜以求，终可得也。求得真知，掌

握规律，方可决策科学，实践成功，为国谋强，为民造福。在此愿与修志、读志以及同

志、朋友之共勉。

志书付梓，欣然命笔，题写书名，并以简言志之。

市委书记 唐朝双

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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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新沂县志>，是新沂建置后的第一部新方志。这部巨制在深化改革、政

通世昌、物阜民康的新形势下出版问世，实属我市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全市人民

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她的出版发行对激励今人，启迪后代，认识新沂，研究

新沂、建设新沂、振兴新沂，都将起着十分重要的史鉴作用。我以躬逢其盛，主持

市政，深感荣幸，今付梓成书，市地方志办公室嘱我作序，使我不胜感奋，浮想联翩，

缅怀前辈鞠躬尽瘁创业之伟绩，不禁泣然，而又乐观新志之纂成更倍加欢忻。

新沂，历史悠久。东周时为“钟吾国”域，<春秋>有记，<左传>有载。史有“东望

于海，西顾彭城，北瞻泰岱，南瞰淮泗”之描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楚汉龙虎

争斗，齐魏马陵之战和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十人桥”都给国人留下了金曲壮

歌。马陵山花厅村殷代墓葬出土文物，为考古学家提供了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珍

贵资料。指数历代辈出的英才名士，卫国为民的气贯长虹，都为新沂的历史染增了

璀璨的光彩。然而，在解放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外敌的入

侵，战争的频仍，加之洪患的肆虐，这里灾荒不断，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天

变、地变、人也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沂人民励精图治，勤劳刻苦投入根

治洪患的“整沭导沂”工程会战，从此，使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了沧桑巨变。昔El

“洪水走廊”那种“湖田泛白浪，破屋带荒烟”的凄凉景象，一去不复返了，今已成为

物阜民丰的“鱼米之乡”o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继往开来的历史性工作。新沂是解

放后新设置的行政区，一个县不能没有自己的志书。哲人有言“欲知大道，必先知

史”，这不单是传统修志惯例，更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望，建设的参照，发展的需

要。尤其是历史进入80年代以来变革殊大，随着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

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改革开放不断扩大，我市已跃人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经济

建设的新时期，崛起为一座新兴的城市o“盛世修志"势在必行。新沂的发展是快

的，发展道路也是曲折的，在成长过程中，既领略过成功经验的喜悦，也吸取了前进

中失误的教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的发展也是不能割断的，理应实事求是记

述载人史册，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我想这就是历届县(市)党政领导“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旨在“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编修新方志，汇成一部系统的、全

面的、科学的资料缘由。

新编《新沂县志>，承民族文化修志传统，秉人民志书之笔，成书百万言，是一部

地方性的“资治通鉴”o这部志书上限不定，因事而异，追溯发端，下限止于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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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事记延记至撤县建市止。定名“县志”科学地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点。这部巨著的问世，填补了新沂建置近半个世纪以来，史无地方志的空白，为人

们察古通今，认识新沂，提供了一个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新沂籍侨居各地的乡亲

情切桑梓，海外朋友了解熟悉新沂历史和现状，增进友谊亲情，加强交流与合作，将

产生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也是对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

家乡教育的乡土教材和良师益友。

这部新志书的出版，将跻身于中华民族文化行列，效益于建设发展新沂之伟

途。她是盛世盛事盛办政通俱兴的产物，是全市各界人士鼎力支持咸与其事的结

果，是省内方志专家、学者和全体编纂委员会成员通力共襄之结晶，也是修志人员

多年呕心沥血辛勤笔耕的硕果。在此对所有为这部志书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同志、

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新沂人民

已在这块祖辈生息的土地上绘就宏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新沂。任

重而道远，愿本志能够激励人民奋斗不懈，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在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产生出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市长卞传桂

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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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新沂县建置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定名为<新沂县志>，由新沂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地的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o 。

三、本志记事贯彻“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的原则。上限不定，因事而异；下限断

至1988年，大事记附录则延至1990年撤县建市时，加附沭西、邳东、宿迁北乡(1912

—1948年)大事记略。 ．

四、本志按事物性质分类，横排纵写，并力求体现地方特点。依据内容分别运用

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采用篇、章、节、目结构。志首设“概述”、

“大事记”，志末缀“附录”。 ．

五、本志立传人物均系本籍人曾在境内或外地活动，并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已

故人物，编排以卒年为序；“人物表”分别收录新沂籍师级以上干部和在本县工作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含客籍)者，以及省级以上机关命名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革命烈士英名录”，收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革命

烈士o

六、本志纪年：中华民国以前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年月；中华民国期间，先

用阿拉伯数字标民国时间，后加注公元年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

七、本志政区、机关名称和地方，均系当时习惯称谓，必要时加注说明。

八、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不作集中记述，均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分志之中。

九、本志除少量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字流畅、朴实、简洁。

十、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1949年前使用的计量单位照旧，不作换算值处理。

十一、本志各项数据，原则上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局不足的采用

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

十二、本志资料取自历史文献、档案卷宗、党史资料汇辑、政协文史资料、统计

资料、国土规划资料、新编专业志以及各乡镇政府、县直各部门专题提供、调查口碑

等，凡入志资料，均经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o

．}f



目

前言

序言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9)

第一篇政区人口

第一章政区⋯⋯⋯⋯⋯⋯⋯⋯·(58)
第一节位置面积⋯⋯⋯⋯⋯⋯(58)

第二节建置⋯⋯⋯⋯⋯⋯⋯⋯(58)

第三节变迁⋯⋯⋯⋯⋯⋯⋯⋯(58)

第四节 隶 属⋯⋯⋯⋯⋯⋯⋯⋯(58)

第五节县治⋯⋯⋯⋯⋯⋯⋯⋯(60)

第六节行政区划⋯⋯⋯⋯⋯⋯⋯(60)

第二章乡镇⋯⋯⋯⋯⋯⋯⋯(61)
第一节 乡⋯⋯⋯⋯⋯⋯⋯⋯⋯⋯(61)

第二节镇⋯⋯⋯⋯⋯⋯⋯⋯⋯⋯(70)

第三章人口⋯⋯⋯⋯⋯⋯⋯··(77)
第一节人口规模⋯⋯⋯⋯⋯⋯⋯(77)

第二节人口结构⋯⋯⋯⋯⋯⋯⋯(79)

第三节计划生育⋯⋯⋯⋯⋯⋯⋯(83)

第二篇地理环境

第一章地质地貌⋯⋯⋯_⋯·(90)
第一节地质⋯⋯⋯⋯⋯⋯⋯⋯(90)

第二节地貌⋯⋯⋯⋯⋯⋯．．．⋯(91)

第三节 山 脉⋯⋯⋯⋯⋯⋯⋯⋯(91)

第二章气候⋯⋯⋯⋯⋯⋯⋯⋯(92)
第一节 四季特征⋯⋯⋯⋯⋯⋯⋯(92)

第二节 气温⋯⋯⋯⋯⋯⋯⋯⋯(93)

第三节地温⋯⋯⋯⋯⋯⋯⋯⋯(94)

第四节 降水蒸发 湿度⋯⋯⋯(94)

·第五节 日照 霜冻风律．．．⋯⋯(95)

第三章水系水文⋯⋯⋯⋯⋯⋯”(97)
第一节水系⋯⋯⋯⋯⋯⋯⋯⋯(97)

第二节水‘文⋯⋯⋯⋯⋯⋯⋯⋯(99)

第四章土壤⋯⋯⋯⋯⋯⋯⋯⋯(110)
第一节 种类分布⋯⋯⋯⋯⋯⋯·(110)

第二节养份 等级⋯⋯⋯⋯⋯·(112)

第三节特性⋯，⋯⋯⋯⋯⋯⋯(112)

第五章自然资源⋯⋯⋯⋯⋯⋯⋯(118)
第一节土地⋯t：．⋯⋯⋯⋯⋯·(118)

第二节植物⋯t．．⋯⋯⋯⋯·⋯(120)

第三节动 物⋯⋯⋯⋯⋯⋯⋯·(120)

第四节矿产⋯?⋯⋯⋯⋯⋯⋯(121)

第五节水⋯⋯⋯⋯一⋯⋯⋯⋯·(122)

第六章 自然灾害．．，⋯⋯⋯⋯⋯⋯(123)
第一节水灾⋯⋯⋯⋯⋯⋯⋯·(123)

第二节旱 灾⋯⋯⋯⋯⋯⋯⋯·(125)

‘第三节风灾⋯⋯⋯⋯⋯⋯⋯·(125)

第四节雹灾⋯⋯⋯⋯⋯⋯⋯·(126)

第五节寒流灾害⋯⋯⋯⋯⋯⋯·(126)

：，第三篇水 利

第一章河道治理⋯⋯⋯⋯⋯⋯⋯(128)
第一节大型河道⋯⋯⋯⋯⋯⋯·(128)

第二节 中型河道⋯⋯⋯⋯⋯⋯·(129)

第三节小型河道⋯⋯⋯⋯⋯⋯·(131)

第二章蓄水工程⋯⋯⋯⋯⋯⋯⋯(131)
第一节水库⋯⋯⋯⋯⋯⋯⋯·(131)

第二节涵 闸⋯⋯⋯⋯⋯⋯⋯·(134)

第三章灌排工程o e e o ewl*．o o*o o o o o．,tp*(147)

第一节 自流工程⋯⋯⋯”⋯⋯··(147)

第二节 提调水工程⋯⋯⋯⋯．．t·(147)

第三节排灌结合工程⋯⋯⋯⋯·(149)



第四章农田建设⋯⋯⋯⋯⋯·(151)
第一节圩 区⋯⋯⋯⋯⋯⋯⋯，(151)

第二节平原区⋯⋯⋯⋯⋯⋯⋯·。’(152)

第三节 山丘区⋯⋯⋯⋯⋯⋯⋯·(153)

第四节 田间布局⋯⋯⋯⋯⋯⋯·(155)

第五章防汛抗旱⋯⋯⋯⋯⋯⋯⋯(155)
’第一节机构⋯·一⋯⋯⋯⋯⋯．(155)

第二节 队伍⋯t，⋯⋯⋯“⋯··(155)

，第三节 经费物资Ⅲ⋯·一⋯⋯⋯(155)

第四节 抗旱排涝⋯·、·，．．··如⋯·t(156)

第六章管理⋯⋯⋯⋯w⋯一⋯·(156)
第一节 管理机构⋯⋯t·⋯⋯，⋯·(156)

第二节 护堤⋯⋯一⋯⋯⋯⋯⋯⋯(157)

第三节 用水管理、-⋯⋯·i⋯一一(159)

第四节 堤闸管理一·⋯⋯⋯w⋯(159)

第四篇农’．业

第一章农业生产关系变革一⋯t(163)
第一节土改前土地占有和

’

_·

剥削状况m⋯、一⋯-t⋯t《163)

第二节减租减息m⋯，、⋯⋯⋯··(165)

第三节土地改革与复查t⋯、，t⋯(165)

第四节 农业合作化⋯⋯⋯⋯，⋯(166)

第五节人民公社化m、一⋯·一··(166)

第六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tt⋯··’(167)

第二章．粮油棉生产”啦-t：‘-孓舔⋯(168)
第一节 面积及产量⋯⋯w一-··、(169)

第二节耕作制度们t—i⋯⋯⋯·、(173)

。‘第三节·技术推广一tt⋯⋯⋯⋯··(173)

第四节 良种推卢⋯⋯w-．．．t⋯··《174)

第五节植物保护tn““w⋯、一··(175)

第六节 施肥培土·、'一u、”“j⋯t、(178)

第三章林业⋯t一、一。t一⋯w—t(180)
第一节林业资源“w—m—tw·t(181)

第二节 造林tu“t、～、”、，“⋯v《18劲

第三节 果树生产、、n、u-一、、w⋯、(183)

’第四节 苗木花卉郴u~、、．、．一t、⋯(183)
第五节果园场圃tu、t．、．w⋯⋯··(184)

第四章畜禽饲养⋯⋯⋯⋯⋯⋯⋯(185)
第一节家畜饲养⋯⋯⋯⋯⋯⋯·(186)

'．第二节家禽饲养⋯⋯⋯⋯⋯⋯·(187)

第三节 疫病防治⋯⋯⋯⋯⋯⋯·(188)

第四节 畜禽场⋯⋯⋯⋯⋯⋯⋯-(189)

第五章渔业⋯⋯⋯⋯⋯⋯⋯⋯·(192)
第一节水产资源⋯⋯⋯⋯⋯⋯·(192)

第二节养殖⋯⋯⋯⋯⋯⋯⋯·(193)

第三节捕捞⋯⋯⋯⋯⋯⋯⋯·(196)

．第四节 渔政管理⋯⋯⋯⋯⋯⋯·(199)

第六章副业⋯⋯⋯⋯⋯⋯⋯⋯·(199)
第÷节t．蚕-桑⋯⋯i·：⋯⋯b·(199)

第二节 养蜂养貂⋯⋯⋯⋯⋯·(202)

第三节 瓜．菜⋯⋯⋯?⋯·?⋯⋯·(202)

第四节编织⋯⋯⋯⋯⋯⋯⋯·(203)

第七章农业机械⋯⋯⋯⋯⋯⋯⋯(204)
、 ，第一节作业机械·．-．⋯⋯⋯⋯⋯(204)

，第二节农产品加工机械⋯⋯⋯·(206)

一第三节排灌机械⋯⋯⋯⋯⋯⋯·(206)

·第四节 运输机械⋯⋯⋯⋯⋯⋯·(206)

．t 第五节 农机管理及人员培训⋯·(207)

第五篇工 业

第一章工业所有制形式⋯⋯⋯(220)
第一节 私营工业 手工业⋯．．．·(220)

第二节 国营工业⋯⋯⋯⋯⋯⋯·(220)

第三节县属集体工业⋯⋯⋯⋯·(221)

第四节：乡镇村工业．’”⋯·t··，⋯(221)

第五节个体工业⋯⋯⋯⋯⋯⋯·(222)

，“第六节。合资工业⋯⋯⋯⋯⋯⋯·(222)

第七节部门工业⋯⋯⋯⋯⋯⋯·(222)

第二章工业门类⋯⋯⋯⋯⋯⋯．．．(223)
第一节纺织工业⋯⋯⋯⋯⋯⋯·(223)

第二节服装鞋革工业⋯⋯⋯⋯·(225)

第三节机械工业⋯⋯⋯⋯⋯⋯·(227)

．‘第四节 化学工业⋯⋯⋯⋯⋯⋯·(229)

第五节食品 酿造工业⋯⋯⋯·(231)

第六节粮油 饲料工业⋯⋯⋯·(233)

{
}
；
l

～



w

乌

赫

野

一
一

＆

《

纛

缴

一_

第七节造纸 印刷工业⋯⋯⋯·(234)

第八节 陶瓷 工艺工业⋯⋯⋯·(236)

第九节 木材加工工业⋯⋯⋯⋯·(237)

第十节 建材工业⋯一⋯⋯⋯⋯t(238)

附：部分名优产品选介⋯⋯⋯·(238)

第三章工业管理⋯⋯⋯⋯⋯⋯·(240)
第一节管理机构⋯⋯⋯⋯⋯⋯·(240)

第二节 国家对企业的管理⋯⋯·(242)

第三节。企业自身管理⋯⋯m⋯·(243)

第六篇交通邮电

’第一章交通⋯⋯⋯⋯⋯⋯⋯(246)
第一节公路⋯⋯⋯⋯⋯⋯⋯·(246)

第二节铁路⋯⋯⋯⋯⋯⋯⋯·(255)

第三节水路⋯⋯⋯⋯⋯⋯⋯·(258)

第二章邮电⋯：⋯⋯⋯⋯⋯”(260)
；+ 第一节机构⋯⋯⋯⋯⋯：⋯⋯(260)

一 第二节 邮 政⋯一⋯⋯⋯⋯⋯·(261)

第三节 电信⋯⋯⋯⋯⋯⋯⋯·(267)

第七篇能 源

第一章电力⋯⋯⋯⋯⋯⋯⋯·(272)
第一节 电力设备⋯⋯⋯⋯⋯⋯·(272)

第二节 用电负荷⋯：⋯⋯⋯⋯⋯(278)

第三节用电管理⋯⋯⋯⋯⋯⋯·(282)

第二章煤炭⋯⋯⋯⋯⋯⋯⋯·(283)
-第一节煤源⋯⋯⋯··j⋯⋯⋯·(283)

第二节煤炭供应⋯⋯⋯⋯⋯⋯·(284)

第三节+节煤⋯⋯⋯⋯⋯⋯⋯·(286)

第三章石油⋯⋯⋯⋯⋯⋯⋯·(286)
第一节石油供应⋯⋯⋯⋯⋯⋯·(867)

第二节 节 油⋯⋯⋯⋯⋯⋯⋯·(287)

第四章柴草沼气与太阳能

利用⋯⋯⋯⋯⋯⋯⋯⋯⋯·(288)
第一节柴草⋯⋯⋯⋯⋯⋯⋯·(288)

第二节’沼 气⋯⋯⋯⋯⋯⋯⋯·(288)

，第三节太阳能利用⋯⋯⋯⋯⋯·(288)

)7
目 录·3

第八篇商 业

第一章商业所有制形式⋯⋯⋯·(290)
第一节私营商业⋯⋯⋯⋯⋯⋯·(290)

第二节 国营商业⋯⋯⋯⋯⋯⋯·(291)

第三节集体商业⋯⋯⋯⋯⋯⋯·(294)

第四节 个体商业⋯⋯⋯⋯⋯⋯·(297)

第二章商品购销⋯⋯⋯⋯⋯·(298)
第一节粮油购销⋯⋯⋯⋯⋯⋯·(298)

第二节 生产资料供应⋯⋯⋯⋯·(303)

第三节 生活消费品供应⋯⋯⋯·(308)

第四节 农副产品废旧物品

． 收购⋯⋯⋯⋯⋯⋯⋯⋯·(311)

第三章集市贸易⋯⋯⋯⋯⋯⋯⋯(314)
‘第一节牲畜市场⋯⋯⋯⋯⋯⋯·(315)

第二节粮油集市⋯⋯⋯⋯⋯⋯·(316)

第三节菜市⋯⋯⋯⋯⋯⋯⋯·(317)

第四章对外贸易⋯⋯⋯⋯⋯⋯·(317)
第一节 出口商品⋯⋯⋯⋯⋯⋯·(317)

第二节经营方式⋯⋯⋯⋯⋯⋯·(320)

第五章饮食服务⋯⋯⋯⋯一(320)
第一节饮食业⋯⋯⋯⋯⋯⋯⋯·(320)

第二节旅馆业⋯⋯⋯⋯⋯⋯⋯·(321)

第三节 其他服务业⋯⋯⋯⋯⋯．．(322)

第九篇工商物价
标准计量管理

第一章工商行政管理⋯⋯⋯一(324)
第一节管理机构⋯⋯⋯⋯⋯⋯·(324)

第二节市场管理⋯⋯⋯⋯⋯⋯·(325)

第三节工商企业登记管理⋯⋯·(326)

第四节合同 商标广告管理·(328)

第二章物价管理⋯．，．⋯⋯⋯⋯⋯(330)
第一节定价调价⋯⋯⋯⋯⋯·(330)

第二节物价指数⋯⋯⋯⋯⋯⋯·(332)

第三节 商品比价⋯⋯⋯⋯⋯⋯·(336)

第三章计量标准管理⋯⋯⋯-”(338)

．

I酞：’象=一

』一：=a矿一*n，4



4·目 录

第一节管理机构⋯⋯⋯⋯⋯⋯·(338)

第二节 计量管理⋯⋯⋯⋯⋯⋯·(338)

第三节标准化⋯⋯⋯⋯⋯⋯⋯·(338)

第十篇财政金融审计

第一章财政⋯⋯⋯：．．⋯⋯⋯⋯(342)
第一节 财政体制⋯⋯⋯⋯⋯⋯·(342)

第二节 财政收支⋯⋯⋯⋯⋯⋯·(343)

第二章税收⋯⋯⋯⋯⋯⋯⋯⋯(349)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赋税⋯⋯⋯·(349)

第二节 建国后的税收⋯⋯⋯⋯·(351)

第三节 税收管理⋯⋯⋯⋯⋯⋯·(359)

第三章金融⋯⋯⋯⋯⋯⋯．．．⋯(360)
第一节金融机构⋯⋯⋯⋯-．一．⋯(360)

第二节货 币⋯⋯⋯⋯⋯⋯⋯·(362)

第三节存款⋯⋯⋯⋯⋯⋯⋯·(363)

第四节信贷⋯⋯⋯⋯⋯⋯⋯·(367)

第五节 公债 国库券⋯⋯⋯⋯·(371)

第六节 金融管理⋯⋯⋯⋯⋯⋯·(372)

第七节 保 险⋯⋯⋯⋯⋯⋯⋯·(374)

第四章审计．．．⋯⋯⋯⋯⋯一(375)
第一节 经营责任制审计⋯⋯⋯·(375)

第二节 经济效益审计⋯⋯⋯⋯·(375)

第三节定期审计和专项审计⋯·(376)

第四节 内部审计⋯⋯⋯⋯⋯⋯·(376)
t

第十一篇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第一章城乡建设⋯⋯⋯⋯⋯·(378)
第一节县城建设⋯：．．⋯⋯⋯⋯·(378)

第二节 县属镇建设⋯⋯⋯⋯⋯·(390)

第三节 农村建设⋯⋯⋯⋯⋯⋯·(395)

第二章环境保护⋯⋯⋯⋯⋯⋯⋯(396)
第一节环保机构⋯⋯⋯⋯⋯⋯·(396)

第二节 环境状况⋯⋯⋯⋯⋯⋯·(396)

第三节 公害的控制与治理⋯⋯·(398)

第三章土地管理⋯⋯⋯⋯⋯⋯⋯(400)

第一节管理机构⋯⋯⋯⋯⋯⋯-(400)

第二节 征用土地⋯⋯⋯⋯⋯⋯·(400)

第三节 清查和处理违法用地⋯·(400)

第四章建筑业⋯⋯⋯⋯⋯⋯⋯⋯(401)
’第一节建筑机构⋯⋯⋯⋯⋯⋯·(401)

第二节 建筑队伍⋯⋯⋯⋯⋯⋯·(401)

第三节 建筑施工⋯⋯⋯⋯⋯⋯·(402)

第十二篇政党社团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406)
第一节 党的早期革命活动⋯⋯·(406)

第二节 党的组织机构⋯⋯⋯⋯·(408)

第三节党 员⋯⋯⋯⋯⋯⋯⋯·(414)

第四节 党员代表会议和党员

代表大会⋯⋯⋯⋯⋯⋯·(417)

第五节 党的统一战线⋯⋯⋯⋯·(418)

第六节 党的宣传工作⋯⋯⋯⋯·(419)

第七节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420)

第二章社团⋯⋯⋯⋯⋯⋯一(423)
第一节 工会⋯⋯⋯⋯⋯⋯⋯⋯·(423)

第二节农会贫下中农协会⋯·(428)

第三节 共青团少先队⋯⋯⋯⋯·(428)

第四节 妇女联合会⋯⋯⋯⋯⋯·(433)

第五节 工商业联合会⋯⋯⋯⋯·(434)

第六节 科学技术协会⋯⋯⋯⋯·(435)

第七节 卫生工作者协会⋯⋯⋯·(435)

第八节 新沂县红十字会⋯⋯⋯·(436)

第九节个体劳动者协会⋯⋯⋯·(436)

第十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436)

第十一节县抗美援朝分会⋯⋯·(437)

第十二节 县中苏友好协会⋯⋯·(437)

第十三篇政权政协

第一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
人民代表大会⋯⋯⋯⋯·(440)

第一节代表选举⋯⋯⋯⋯⋯⋯·(441j

第二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441)

一

辅～Ⅵo：

鼻鬣￡％：．．：

弋；

●，

，；



第三节历界人民代表大会⋯⋯·(442)

第四节 人大常委会⋯⋯⋯⋯⋯·(444)

第二章人民政府⋯⋯⋯⋯⋯⋯·(446)
第一节机构设置⋯⋯⋯⋯⋯_·(446)

第二节 县政府主要领导人更迭

⋯⋯⋯⋯⋯⋯⋯⋯⋯⋯·(449)

第三章人民政协⋯⋯⋯⋯⋯⋯(452)
第一节历届委员会议⋯⋯⋯⋯·(452)

第二节 历届领导人⋯⋯⋯⋯⋯·(455)

第三节 组织活动⋯⋯⋯⋯⋯⋯·(456)

第十四篇公安司法

第一章公安⋯⋯⋯⋯⋯⋯⋯(458)
第一节机构设置⋯⋯⋯⋯⋯⋯·(458)

第二节 治安管理⋯⋯⋯⋯⋯⋯-(459)

第三节 户籍管理⋯⋯⋯⋯⋯⋯·(460)

第四节消 防⋯⋯⋯⋯⋯⋯⋯·(461)

第二章检察⋯⋯⋯⋯⋯⋯⋯(462)
第一节机构设置⋯⋯⋯⋯⋯⋯·(462)

第二节 刑事检察⋯⋯⋯⋯⋯⋯·(463)

第三节 法纪检察⋯⋯⋯⋯⋯⋯·(463)

第四节 经济检察⋯⋯⋯⋯⋯⋯·(463)

第五节监所检察⋯⋯⋯：⋯⋯⋯(464)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464)

第三章审判⋯⋯⋯⋯⋯⋯·(464)
第一节 机构设置⋯⋯⋯⋯⋯⋯·(464)

第二节 案件审判⋯⋯⋯⋯⋯⋯·(465)

第四章司法行政⋯⋯⋯⋯⋯⋯·(466)
第一节人民调解⋯⋯⋯⋯⋯⋯·(466)

第二节 法制宣传⋯⋯⋯⋯⋯⋯·(466)

第三节律师⋯⋯⋯⋯⋯⋯⋯·(466)

第四节公证⋯⋯⋯⋯⋯⋯⋯·(467)

第十五篇民 政

第一章优抚⋯⋯⋯⋯⋯⋯”(470)
第一节拥军优属⋯⋯⋯⋯⋯⋯·(470)

第二节 烈士褒扬⋯⋯⋯⋯⋯⋯·(474)

第三节 烈士普查和换发补发

<革命烈士证明书>⋯⋯·(476)

第四节 编写<革命烈士英名录)

⋯⋯⋯⋯⋯⋯⋯⋯⋯⋯·(476)

第五节 国家抚恤⋯⋯⋯⋯⋯⋯·(476)

第六节 国家补助⋯⋯⋯⋯⋯⋯·(478)

第七节群众优待⋯⋯⋯⋯⋯⋯·(480)

第二章安置⋯⋯⋯⋯⋯⋯⋯·(482)
第一节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一(483)

第二节 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483)

第三节其他安置⋯⋯⋯⋯⋯⋯·(483)

第三章救灾救济⋯⋯⋯⋯⋯一(483)
第一节救灾⋯⋯⋯⋯⋯⋯⋯⋯·(483)

第二节救济⋯⋯⋯⋯⋯⋯⋯⋯·(485)

第三节 农村扶贫⋯⋯⋯⋯⋯⋯·(487)

第四节 收容遣送⋯⋯⋯⋯⋯⋯·(487)

第四章社会福利⋯⋯⋯⋯⋯⋯·(488)
，第一节福利生产⋯⋯⋯⋯⋯⋯·(488)

第二节五保户供养⋯⋯⋯⋯⋯·(489)

第三节 农村敬老院⋯⋯⋯⋯⋯·(489)

第四节城镇福利⋯⋯⋯⋯⋯⋯·(490)

第五章婚丧管理⋯⋯⋯⋯⋯一(490)
第一节婚姻登记⋯⋯⋯⋯⋯⋯·(490)

7第二节 殡葬改革⋯⋯⋯⋯⋯⋯·(492)

第六章地名普查与地名管理⋯·(492)
第一节地名普查⋯⋯⋯⋯⋯⋯·(492)

第二节地名管理⋯⋯⋯⋯⋯⋯·(493)

第三节地名档案⋯⋯⋯⋯⋯⋯·(493)

第七章支边迁徙⋯⋯⋯⋯⋯“(495)
第一节支边⋯⋯⋯⋯⋯⋯⋯·(495)

第二节迁徙⋯⋯⋯⋯⋯⋯⋯·(496)

第八章信访⋯⋯⋯⋯⋯⋯⋯·(496)
第一节 信访网络⋯⋯⋯⋯⋯⋯·(496)

第二节 信访处理⋯⋯⋯⋯⋯⋯·(497)

第九章侨务⋯⋯⋯⋯⋯⋯⋯一(497)
第一节侨胞分布⋯⋯⋯”∥⋯··(497)

第二节联络接待⋯⋯⋯⋯⋯⋯·(498)

+第三节 捐赠与侨汇⋯⋯⋯⋯⋯·(498)

，

t*1

≯

i

h獬’6

．w

k

一

‰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十六篇劳动人事 第十八篇文 化

第一章干部⋯⋯⋯⋯⋯⋯⋯⋯(500)
第一节干部状况··B ot⋯⋯⋯⋯·(500)

第二节 干部管理⋯⋯⋯⋯⋯‰·(502)

第三节干部制度⋯⋯⋯⋯⋯⋯·(504)

第四节 干部福利⋯⋯⋯⋯⋯⋯·(505)

第二章工人⋯⋯⋯⋯⋯⋯⋯”(505)
第一节工人队伍⋯⋯⋯⋯⋯⋯·(505)

第二节用工形式⋯⋯⋯⋯⋯⋯·(507)

第三节 劳动就业与调配⋯⋯⋯·(508)

第四节 职工培训⋯⋯⋯⋯⋯⋯·(509)

第三章工资奖金⋯⋯⋯⋯⋯⋯(509)
第一节工资⋯⋯⋯⋯⋯⋯⋯·(509)

第二节奖金⋯⋯⋯⋯⋯⋯⋯·(511)

第四章劳保福利⋯⋯⋯⋯⋯⋯⋯(511)
第一节 劳动保护⋯⋯⋯⋯⋯⋯·(511)

第二节 劳动保险⋯⋯⋯⋯⋯⋯·(512)

第十七篇军 事

第一章军事机构兵役⋯⋯⋯·(514)
第一节‘人民武装部⋯⋯．．．⋯⋯·(514)

第二节兵役⋯⋯一⋯⋯⋯⋯·(516)

第二章驻军地方武装⋯⋯⋯·(517)
第一节驻军⋯⋯⋯⋯⋯⋯⋯·(517)

第二节地方武装⋯⋯⋯⋯⋯⋯·(518)

第三章民兵⋯⋯⋯⋯⋯一⋯一’(519)
第一节组建⋯⋯⋯⋯⋯⋯⋯·(519)

第二节参军参战一⋯⋯⋯⋯·(520)

第三节军政训练⋯⋯⋯⋯⋯⋯·(522)

第四节 代表大会⋯⋯⋯⋯．．．⋯·(523)

第四章战事⋯⋯⋯⋯⋯⋯⋯⋯·(524)
第一节抗日战争时期战事一⋯·(524)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战事一⋯·(525)

附：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暴行

⋯⋯⋯⋯⋯⋯⋯⋯⋯⋯⋯·(527)

第一章文化设施与表演团体⋯(530)
第一节 文化单位和设施⋯⋯⋯·(530)

第二节 艺术表演团体⋯⋯⋯⋯·(533)

第三节 文艺协会⋯⋯⋯⋯⋯⋯·(534)

第二章文艺创作⋯⋯⋯⋯⋯⋯⋯(534)
第一节文学⋯⋯⋯⋯⋯⋯⋯·(534)

第二节戏剧⋯⋯⋯⋯⋯⋯⋯·(535)

第三节 美术 书法篆刻⋯⋯·(538)

第四节摄影 盆景艺术⋯⋯““(539)

第五节 音乐 舞蹈⋯⋯⋯⋯⋯·(540)

第六节 文艺作品选辑⋯⋯⋯⋯·(546)

第三章民间文艺⋯⋯⋯⋯⋯⋯⋯(546)
第一节 民间故事⋯⋯⋯⋯⋯⋯·(547)

第二节 民间歌谣⋯⋯⋯⋯⋯⋯·(547)

第三节 民间谚语⋯⋯⋯⋯⋯⋯·(548)

第四节 民间舞蹈⋯⋯⋯⋯⋯⋯·(549)

第五节 民间音乐⋯⋯⋯⋯⋯⋯·(551)

第六节．民间曲艺⋯⋯⋯⋯⋯．_．．·(552)

第七节 民问美术⋯⋯⋯⋯⋯⋯·(552)

第八节 民间文艺选辑⋯⋯⋯⋯·(553)

第四章文物胜迹⋯⋯⋯⋯⋯⋯·(558)
第一节古遗址⋯⋯⋯⋯⋯⋯⋯·(558)

．第二节 古墓葬 古建筑⋯⋯⋯·(560)

第三节胜迹⋯⋯⋯⋯⋯⋯⋯·(561)

第五章新闻⋯⋯⋯⋯⋯⋯⋯⋯·(563)
第一节广播⋯⋯⋯⋯⋯⋯⋯·(563)

第二节 电视⋯⋯⋯⋯⋯⋯⋯·(564)

第三节报刊⋯⋯⋯⋯⋯⋯⋯·(564)

第四节新闻作品⋯⋯⋯⋯⋯⋯·(564)

第十九篇教 育

第一章幼儿教育⋯⋯⋯⋯⋯⋯一(568)
第一节沿革⋯⋯⋯⋯⋯⋯⋯·(568)

第二节 主要幼儿园⋯⋯⋯⋯⋯·(569)

第二章小学教育⋯⋯⋯⋯⋯⋯·(570)

l



第一节。沿革⋯⋯⋯⋯⋯⋯⋯·(570)

第二节主要小学⋯⋯⋯⋯⋯⋯·(572)

第三章中学教育⋯⋯⋯⋯⋯⋯⋯(576)
第一节沿革⋯⋯⋯⋯⋯⋯⋯·(576)

·第二节主要中学⋯⋯⋯⋯⋯⋯·(577)

第四章中等专业职业技术教育．
⋯⋯⋯⋯⋯⋯⋯⋯⋯··t⋯··(580)

第一节’沿革⋯⋯⋯⋯⋯⋯⋯·(580)

第二节 中等专业学校⋯⋯⋯⋯·(581)

第五章成人业余教育⋯⋯⋯⋯(581)
第一节农民业余教育⋯⋯⋯⋯·(581)

第二节 职工业余教育⋯⋯⋯⋯·(583)

第三节 干部业余教育⋯⋯⋯⋯·(583)

第四节 业余高等教育⋯⋯⋯⋯·(584)

第六章教师⋯⋯⋯⋯⋯⋯⋯⋯·(584)
第一节教师队伍．．．⋯⋯⋯⋯““(584)

第二节教师培训⋯⋯⋯⋯⋯⋯·(585)

第三节教师待遇⋯⋯⋯⋯⋯⋯·(585)

第七章经费校舍设备⋯⋯⋯(588)
第一节经 费一⋯⋯⋯⋯⋯⋯·(588)

第二节校舍、设备⋯⋯⋯⋯⋯··(589)

第八章勤工俭学⋯⋯⋯⋯⋯⋯“(590)
第一节沿革⋯⋯⋯⋯⋯⋯⋯·(590)

‘第二节成-果⋯⋯⋯⋯⋯⋯⋯·(590)

第二十篇科学技术．

第一章科技机构与科技网络⋯(592)
第一节科学技术委员会⋯⋯⋯·(592)

‘第二节科学技术协会⋯⋯⋯⋯·(592)

。第三节地震办公室和地震台⋯·(592)

第四节研究所⋯⋯⋯⋯⋯o⋯·(593)

第五节科技网络⋯⋯⋯⋯⋯⋯·(595)

第二章科技队伍⋯⋯⋯⋯⋯⋯”(596)
第一节科技人员⋯⋯⋯⋯．．．⋯·(596)

第二节群众科技团体⋯⋯“$$Q 0 0(596)

第三章科学普及⋯⋯⋯⋯⋯⋯”(598)
第一节协(学)会活动⋯⋯⋯⋯·(598)

、 第二节科技宣传与普及⋯⋯⋯·(598)

目 录·7

第三节科技推广与应用⋯⋯⋯·(599)

第四章科研成果⋯⋯⋯⋯⋯⋯一(600)
第一节农林牧业⋯⋯⋯⋯⋯⋯·(600)

第二节工业⋯⋯⋯⋯⋯⋯⋯·(601)

．第三节卫生及其他⋯⋯⋯⋯⋯·(602)

第二十一篇医药卫生体育，

第一章医药⋯⋯⋯⋯⋯⋯⋯⋯·(606)
第一节 药材生产⋯⋯⋯⋯⋯⋯·(606)

’第二节 药品制造⋯⋯⋯⋯⋯⋯·(609)

第三节药品经营⋯⋯⋯⋯⋯⋯·(611)

第四节 药政管理⋯⋯⋯⋯⋯⋯·(613)

第二章卫生⋯⋯⋯⋯⋯⋯⋯(614)
第一节．机构设置⋯⋯⋯⋯⋯⋯·(614)

第二节 医疗技术⋯⋯⋯⋯⋯⋯·(622)

第三节 防疫保健⋯⋯⋯⋯⋯⋯·(623)

第四节公共卫生⋯⋯⋯⋯⋯⋯·(626)

第五节保健制度⋯⋯⋯⋯⋯⋯·(628)

第六节 妇幼保健⋯⋯⋯⋯⋯⋯·(629)

第三章’体育⋯⋯⋯⋯⋯⋯”(631)
第一节机构场地经费⋯⋯·(631)

第二节 学校体育⋯⋯⋯⋯⋯⋯·(632)

第三节群众体育⋯⋯⋯⋯⋯⋯·(646)

第四节老年人和残疾人体育⋯·(648)

第五节体育专业人才培养⋯⋯·(649)

第二十二篇社 会

第一章人民生活⋯⋯⋯：⋯。⋯⋯“(652)
第一节城镇居民生活⋯⋯⋯⋯·(653)

第二节农民生活⋯⋯⋯⋯⋯⋯·(653)

第三节 渔民生活⋯⋯⋯⋯⋯⋯·(655)

第二章姓氏宗族⋯⋯⋯⋯⋯⋯(655)
第一节姓氏⋯⋯⋯⋯⋯⋯⋯·(655)

第二节家庭⋯⋯⋯⋯⋯⋯⋯·(658)

第三节 宗族⋯⋯⋯⋯⋯⋯⋯·(659)

第四节 宗族称谓⋯⋯⋯⋯⋯⋯·(659)

第三章风俗习惯⋯⋯⋯⋯⋯⋯⋯(660)



8·目 录

第一节 节令⋯⋯⋯⋯⋯⋯⋯·(660)

第二节 集市 乡庙会⋯⋯⋯⋯·(661)

第三节婚丧寿庆⋯⋯⋯⋯⋯⋯·(664)

第四节生活习俗⋯⋯⋯⋯⋯⋯·(666)

第五节 陋俗恶习⋯⋯⋯⋯⋯⋯·(668)

第四章宗教⋯⋯⋯⋯⋯⋯⋯⋯·(669)
． 第一节佛教⋯⋯⋯⋯⋯⋯⋯⋯·(669)

第二节 伊斯兰教⋯⋯⋯⋯⋯⋯·(669)

第三节 天主教⋯⋯⋯⋯⋯⋯⋯·(670)

第四节 基督教⋯⋯⋯⋯⋯⋯⋯·(670)

第五章帮会道会门⋯⋯⋯⋯(670)
第一节 帮 会⋯⋯⋯⋯⋯⋯⋯·(671)

第二节道会门⋯⋯⋯⋯⋯⋯⋯·(671)

第六章民间组织⋯⋯⋯⋯⋯“(672)
第一节 互助会⋯⋯⋯⋯⋯⋯⋯·(672)

第二节掐会⋯⋯⋯⋯⋯⋯⋯·(672)

第三节联庄会⋯⋯⋯⋯⋯⋯⋯·(672)

第四节 救火会⋯⋯⋯⋯⋯⋯⋯·(672)

第五节会馆⋯⋯⋯⋯⋯⋯⋯·(672)

第二十三篇方’言

第一章语音⋯⋯⋯⋯⋯⋯⋯·(674)
第一节声母⋯⋯⋯⋯⋯⋯⋯·(674)

第二节韵母⋯⋯⋯⋯⋯⋯⋯，(675)

第三节 声韵配合关系⋯⋯⋯⋯·(676)

第四节 声调⋯⋯⋯⋯⋯⋯⋯·(676)

第五节特殊读音、合音字⋯⋯··(677)

·第六节 同音字表⋯⋯⋯⋯⋯⋯·(677)

第二章分类词汇⋯⋯⋯⋯⋯．．(691)
第一节天文地理⋯⋯⋯⋯D r(691)

第二节 时 间⋯⋯⋯⋯⋯⋯⋯·(692)

第三节人品 处世⋯⋯⋯⋯⋯·(692)

·第四节婚姻生育⋯⋯⋯⋯⋯·(693)

第五节病痛 医药⋯⋯⋯⋯⋯-(694)

第六节丧葬⋯⋯⋯⋯⋯⋯⋯·(694)

第七节身体⋯⋯⋯⋯⋯⋯⋯·(694)

第八节 房舍及工具⋯⋯⋯⋯⋯·(695)

第九节衣帽⋯⋯⋯⋯⋯⋯⋯·(695)

第十节语言⋯⋯⋯⋯⋯⋯⋯·(695)

第十一节饮食⋯⋯．．．⋯⋯⋯·(696)

第十二节 动 物⋯⋯⋯⋯⋯⋯·(696)

第十三节 动作⋯⋯⋯⋯⋯⋯·(697)

第十四节形容(性状)⋯⋯⋯⋯·(699)

第三章语法例句⋯⋯⋯⋯⋯·(700)
第四章标音举例⋯⋯⋯⋯⋯⋯·(703)

第一节 谚语⋯⋯⋯⋯⋯⋯⋯·(703)

第二节歇后语⋯⋯⋯⋯⋯⋯⋯·(703)

第三节谜语⋯⋯⋯⋯⋯⋯⋯·(704)

第二十四篇人物

第一章人物传⋯⋯⋯⋯⋯⋯⋯⋯(706)
第二章人物表⋯⋯⋯⋯⋯⋯⋯“(719)

第三章革命烈士英名录⋯⋯⋯(733)

附 录

县志机构设置文献⋯⋯⋯⋯⋯一(800)
撤县建市文献⋯⋯⋯⋯⋯⋯⋯⋯⋯·(802)
编后记⋯⋯⋯⋯⋯⋯⋯⋯⋯⋯⋯⋯··(811)
编纂机构人员及审定单位⋯⋯⋯(814)

～

《

E

“

!

黝

、

％

●

，

，；。：；o；●j；；，：。：：，；：_。。：；。，一



2夕

嚣

I

。

n簟

■



2·概 述

新沂县位于江苏省北部，沂蒙山南缘，北纬34。06 7"--34。26 7、东经117。9’"-118。39’之

间。北接山东郯城，西衔邳县，东临沭阳和东海两县，南隔骆马湖与宿迁市相望。境内东陇海

铁路横穿东西；沂沭河纵贯南北；马陵山雄踞腹地；205国道跨越县城与陇海线交叉；京杭

大运河绕西南境与骆马湖相汇，构成航运和区域性水系网络。县域西自六保河，东至蒋马村，

长6l公里；北起苏鲁界牌处，南止嶂山闸分界线，宽39公里，总面积1586平方公里。得交通之

便利，占河山之毓秀，据矿藏之富饶，享物产之丰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社会主义建设伟业，

已初映青春溢彩。 ；

新沂披山带河，东近黄海，原隰交错，属暖温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

年均气温13．7。C，年均无霜期201天，年均日照为2515．711,时，年均降雨量904毫米。适宜的自

然环境，为新沂的万物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沂距徐州、连云港、淮阴、临沂等城市均在百公里左右，从世界地理轴线上看，新沂是

联接东、西欧国家铁路干线的“亚欧大陆桥”后方基地。新建沂(新沂)长(长兴)铁路不久将从

靖江过长江，经无锡抵浙江长兴并北伸山东临沂、潍坊，穿胶济线直抵德州，形成京沪线以东

又一交通干线，成为连接华北、华东两大经济区的交通枢纽。境内运河长14公里，历史上系漕

运和商贾的重要通道，可北上北京、天津，南下淮阴、扬州、盐城等地。公路除山海关至广州

的国道外，境内通往邻近市县的公路呈辐射状分布，乡村公路纵横相连。总长达660公里，平均

每平方公里0．42公里，密度居徐州市辖县之首。发达的铁路、公路、水运交通，在新沂县经济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新沂水土资源丰富，发展农业条件优厚。县境属黄淮平原区，土壤系沂、沭河冲积而成，

有利于发展机械化大农业。全县土地总面积238万亩，其中：耕地近134万亩，人均约1．78商，

比全省人均多0．6亩；水域面积49万亩，占总面积的20．59％，高于全省17．89％的比例。境内

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达4．9亿立方米；过境水和骆马湖可调用水14亿立方米，是黄淮水资源较

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按农业灌溉标准每亩500立方米计算，超过优化湿润土地用水的3倍。

新沂矿产丰富，储量可观。地质结构位于华北地台和扬子地台交界处，基底为东海群片麻

岩，属中晚生界至新生界河湖相砂层堆积。这种地质结构决定了境内矿产的生成品类和分布

的特点，现已开发和利用27种矿产，著名的“新沂黄沙”储量达2亿吨，遍布21个乡镇，质量居全

国第二位，畅销国内5省，40余市、县。石英砂含硅量达90％以上，远景储量达22亿吨，是军

工、冶金、化工、电子、玻璃等工业的高级天然材料；瓷石储量近百万吨，质量与苏州光福

瓷石媲美；水晶石遍布东部岗岭地区，储量占江苏省总储量的40％，质量上乘，制作毛泽东主

席的水晶棺，就有新沂产12．5吨熔炼水晶。近年来，马陵山还先后发现119．5克拉金刚石．被列

为国家重点产区之一。

新沂山青水秀，风光旖旎。境内39公里长的马陵山，蜿蜒起伏。形似奔马，峰叠泉涌。藏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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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丽，沭河九穿其间，呈青龙盘玉马之态。马陵山不独山青水秀、洞美石奇，且有黄巢关、乾

隆行宫、钟吾国都城址、花厅古文化遗址等20余处名胜古迹，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

体。诗有“峰峦横万叠、胜似蓬莱境”之美赞。当年乾隆皇帝南巡驻跸此山，留有“漫道钟吾才

拳石，早具江山秀几分”之盛句。山中“三仙洞”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秀才遇仙”的原型。

马陵山，险峰著峻，沟涧纵横，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龙争虎斗不肯止，烟草漫漫青万

里；tl古刘季号英雄，樊崇至今已千杞”(文天祥<道经宿迁望邳州>)。今人如果把历史的摄像

机推回到已逝岁月，当年刀光剑影的场面，就会重收眼底。据考，孙膑胜庞涓于此。北宋徽宗

宣和四年(1122)，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绍兴六年(1136)，宋将韩世忠3次在此山与金兵

对垒激战(分见《金史·王伯龙传>、<宋·元通鉴>、<宋·高宗本纪>)；又据<方舆纪要>：“绍

兴中首领张荣屯兵峒蛞山，以拒金人”；<宋史·魏胜传>：“奏功，授阁门祗侯差，知海州，兼山

东路忠义军都统，时同张荣广有结合，屯兵城垒，赖以安堵”。1946年底，国民党军以25个半旅

的兵力，向苏北解放区进犯。陈毅、粟裕、张云逸：陈士榘、唐亮等解放军将领，在此山“三

仙洞”中，指挥打响了著名的“宿北战役”，一举全歼国民党69军2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先

夺苏北，再犯山东的计划。宿北大捷，陈毅挥毫抒怀：“敌到运河曲，聚歼夫何疑?试看峰山下，

埋了戴之奇!”

1959年，陈毅元帅亲笔给“峰山公园”和“宿北青年跃进林”题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

陆续拨款，逐年增建了与马陵山景互映互衬、疏朗相宜的楼、亭、台、阁，更使山色锦上添

秀。马陵山已成为苏北淮海大地旅游观光的胜地，传统教育的场所。

此外，“光谦桥”、淮海战役“十人桥”、“陆渡口抗日殉难烈士纪念塔”，都铭志了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一代英烈启迪着新沂人民效法楷模，勇往直前。

新沂古老而又年轻。早在1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北沟乡何山头发掘的石

斧、石锤、石坠等原始石器，验照我们的祖先远古就在这里狩猎谋生；在马陵山花厅古文化

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新石器中、晚期的扁足鼎、高足豆、大口樽、琮等陶、石、玉、珠等

3000余件珍物，同时在墓穴里发现了殷代人殉人祭和陪葬器具，是继龙山和青莲岗文化后，探

索人类起源和研究黄淮下游史前文明史，前所未见的实物资料。 t；

建县前，新沂历史悠久，隶属频变。东周时这里是钟吾子爵封地，日“钟吾国”。秦时建峒山

吾县。西汉时分设峒蛞、建陵2县。南北朝时废峒蛞县，并人宿豫县。唐太宗贞观元年(627)，

易名宿迁县。新沂大部分属宿迁县，达1100多年。民国26年(1940)8月，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

之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沭阳、宿迁、东海建立了沐宿海联防办事处；1942年4月又在宿迁县

北部。邳县东部建立了宿北办事处；1943年8～9月，先后成立潼阳、宿北二县抗日民主政

权，1949年5月由宿迁、沐阳、东海、邳县四县边区析置新安县；1952年9月经政务院批准，

以新开新沂河更名新沂县。隶属苏北行政区淮阴专区，1953年后改归徐州专区管辖。1983年

3月，地市合并，继属徐州市辖县。- 一
，

新安镇是县政府所在地，原名刘马庄，又名遛马庄。清同治元年(1862)，立名新安镇。新

安镇古为军事、交通要冲。历史上频遭兵燹，长期的封建统治、迭起的内战、列强的侵略、

洪患的肆虐，使这里的人民在饥饿和灾疫中煎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一面救灾，一面生产，新安镇才得以新生。50年代后期，新安镇逐年

向四周拓展，原长仅2公里的南北中轴线，今已延伸到5公里余，面积从1949年不足2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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