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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方志文化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它象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

国历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方志的发端以《周官》始，迄今已有2000

多年。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今保存的地方志尚有8500余

种，计1 1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其历史之悠久，数量

之浩瀚，确乎举世无以伦比。它具有国史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很高的

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资料宝

库，是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史修志，向来是我国历史

盛世之盛举。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今天，编修地方志更是我国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项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启迪后世的千秋大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高作镇

志》开始了它的编写历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高作镇历史上第一部镇

志，终于以它的崭新姿态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之盛事!

《高作镇志》作为高作“一方之全史”和“百科全书一，收编的内容较为

丰富，它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将高作镇的地理、环境、资源、人口、

经济、政治、文教、卫生、军事、．司法、民族、宗教等的发展状况作了

全面地、客观地记述。纵览可寻历史轨迹，横观可觅世之坐标。它比较

全面地、客观地展示高作的历史与现状，各业的优势与劣势，成功与失

误，可完整地再现高作镇的“镇情’’。随着干部制度的改革，人才的合理

流动，高作的客籍干部必将越来越多。历史上，地方官就有“入境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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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读志”的传统。因此，高作镇的干部必须借助于《高作镇志》来系统

地认识高作镇的“镇情”。而且，从信息论的角度看，《高作镇志》是一种

有形文字的信息载体，它将历史信息、现实信息和先兆信息融为一体，

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问上的广阔性，它提供的信息是贯通的，而不

是片断的；是科学的而不是陈腐的；是高品位的而不是低层次的。因此

可以根据这样的“镇情’’与信息，作出科学决策，或制定工农业发展规

划，或恢复土特产品的生产，或开发旅游资源，或上马新的项目。同

时，也可以把镇志“打入’’社会，对外介绍、宣传本地的资源、产品、交

通的优势与经济实力，以吸引外商或投资，或办厂，或经商，对高作经

济的繁荣必将起到促进作用。

《高作镇志》忠实地记载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高作地区人民为了反侵略、反压迫、反剥肖I、争取胜利、争取解放而进

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讴歌了他们的英雄业绩。这里有资深功高的延安

“六老’’之一张曙时，有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反封建斗士姚尔觉，有渴

望民主自由、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合作的爱国老人王凯如等等；也记载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高作镇的英雄儿女勤勤恳恳、兢

兢业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平凡而伟大的精神风貌；这

里有把生命留给战友、把死亡留给自己的民兵英雄蔡兆华，有保卫边疆

视死如归的“一级战斗英雄”刘洪生，有带领群众改天换地、身先士卒、

一心为公的人民公仆朱祥铎⋯⋯以及大量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贡献

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各级先进人物。他们是我们时代的

脊梁、社会的中坚和青年的楷模。他们的事迹、精神与品质，是我们在

现代化建设tp开展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极好教

材，将永远鼓舞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用如椽之彩笔，为建设具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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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谱写出更加绚丽的篇章。

《高作镇志》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实事求

是的原则，对采访座谈得来的材料进行考辨、筛选、披沙淘金、去伪存

真，既满腔热情地记述成绩，又冷静恰当地记述失误，既详今略古，又

承前启后，贯通古今，力争达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正确

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同时，它又总结了历史经验，反映了客观规

律，显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指引人们在前进途中减少曲折、少走弯

路。因此，《高作镇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它不但具有

“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还具有展示和导向的功能。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经

验理论，但对我们来说却属第一次，是开创性的工作。编委会是在一无

现成资料、二无编写经验、三无志书理论素养的情况下来构建这项颇为

浩繁的工程。这项工作上限到高作镇事物的发端，下限到1 995年。编

委们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又通力合作，不计报酬、不畏寒暑、不畏风

雨，坚持一边学习修志理论，一边搜集、采访资料，一边组织撰写修

改。查阅各类档案达1 69卷，旧县志28本，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43

本，外出调查900余次，各类座谈会20多次，函调1 OO余人次，积累

约500万字素材，不断地整理、归纳、去伪存真，根据具体情况，二修

纲目，三易其稿；有时为了取得一份真实的材料，往返数十次之多，其

中的酸甜苦辣，非躬行者所不知也。由于编委会同志的艰苦劳动和卓有

成效的工作，因而总体看来，这部志书资料较为翔实，体例、结构、语

言的运用、编写的方法等颇得志书之要旨。更可贵的是突出了高作镇的

特色。但由于编志是高作历史上的第一次，且条件较差、基础较薄、时

间较短，所以定有不少谬误之处，恳请专家与广大干群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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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志书付梓之际，我们特向给予热情指导的市、县修志办公室的

领导、专家，向给予支持的各机关、各单位，向提供资料的各行各业的

有关同志致以谢忱!

中共高作镇委员会书记李祥云

高作镇人民政府镇长 张延富

1 996年1 2月



凡例

凡例

一、《高作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求实存真”的方针，系统地记述全镇自

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陛、科学性、知识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高作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现状，并注意突出地方特色。

三、本志上限从事物的发端，下限到1995年底。其中大事记延伸到1997年

初。

四、本志按志书体例要求，采取横排坚写，以事为纬，以时为经，力求从纵的

方面反映历史的连续陛；从横的方面反映各个时期的面貌。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裁，设章、节、目、

子目四个层次，共15章。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概述纵述历

史，横陈现状，勾勒发展，揭示规律，并有序言、凡例、附录、编后记。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标点符号和简化字按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有关规定

使用。全文以记为主，寓观点于资料的选排记述之中。

七、全志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注明相应年号；文中的有

关数字据和年、月、日除历史朝代用中国数字表示外，均使用阿拉伯字码。凡文中

提到“××年代”而未言“××世纪”者均指20世纪。

八、各项数据，以镇人民政府汇编上报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缺失的部分采用

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九、本志人物章设有传略、简介、名录三个层次，主要是记述高作籍或在高作

工作过的人物。对已故的革命无驱、著名的革命烈士和影响较大的人物立传略；对

英雄模范、市以上的先进工作者、县团级(包括副县团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设

简介；对一般革命烈士设英名录；对现任的镇干部列表附于县团级干部简介之后；

对中级知识分子列表附于高级知识分子简介之后。各节人物传略或简介的排列，一

般按材料获取的先后为序。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镇档案室、新旧县志、报纸、年鉴、有关部门

编写的史料、部分当事人回忆录以及口碑资料。文中一般不注明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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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年9月，中共睢宁县委活功地。(即原高作小学在水脚的『L_i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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