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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后街后巷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公告
经与有关部门、社区对

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

2015 年度后街后巷维修改

造工程通过市有关部门审

查审核，经市委、市政府批

准，并根据“先重后轻、先急

后缓、统筹安排、逐步实施”

的原则，在“不征地、不拆

迁、不赔青”的前提下，拟对

上真殿、军斤巷、凤凰桥等

60条巷道的路面、排水等设

施进行维修改造。

现特向社会公告。

序号 社区名称 工程项目名称 序号 社区名称 工程项目名称

1 北海社区 北海西四巷 31 文游二村及支巷

2 军斤巷及支巷 32 北窑庄东路

3 蝶园三、四巷周边 33 棉纺厂宿舍

4 小巷及支巷 34 水上新村

5 前观巷 35 原大淖小区

6 东后街南段及支巷 36 水利局大院

7 顺城巷 37 西塔街

8 太平新村及支巷 38 南仓桥

9 上真殿 39 西塔巷支巷

10 凤凰桥及支巷 40 三星池巷1-13号

11 千佛庵巷 41 御马头下坎

12 东后街北段 42 无神巷1-19号

13 南海路三、四、五巷 43 中山路支巷

14 南海路十七巷 44 通湖路4号

15 盂城南路四巷 45 菜市街51-59号、16-34号

16 盂城南路东支巷 46 通湖路5号、7号大院

17 三层楼巷 47 土产路二巷

18 奎楼小区支巷 48 土产路三巷

19 琵琶一巷及支巷 49 土产路四巷

20 马棚巷 50 邮安路

21 公园巷22-34号 51 张庄南路

22 文化宫14号楼巷道 52 金桥路支巷

23 文化宫路二巷 53 康华社区 宝塔二巷及支巷

24 万和巷 54 工人巷

25 财保二巷 55 人民商城东小巷

26 老柳树以东巷道 56 东台巷（三期）及支巷

27 南、北古塔 57 牛集桥北巷

28 姚家井巷 58 文游中路8号

29 珠湖三村五巷及支巷 59 北苏果东侧巷道

30 珠湖三村六巷及支巷 60 斗鸡场巷

大淖社区

奎楼社区

西塔社区

水部楼社区

御码社区
南海社区

琵琶社区

武安社区

新联社区

宝塔社区

月塘社区

大淖社区

公告时间：
2015年 4月 22日至
2015年 4月 27日

联系电话：84614196
联 系 人：孙峰
电子邮箱：
565822536@qq.com

注：工程项目具体维修
改造范围见规划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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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盂城驿（图 4）：盂城驿建于
明洪武八年（1375 年），位于高邮城
南馆驿巷内，遗址占地 16000 平方
米，现存主体建筑四门四进十六个
单元，设皇华厅、驻节堂、迎宾轩、送
礼房、厨房、驿丞宅、鼓楼、马神庙
等，是我国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古
代驿站。虽经数百年沧桑，其古风犹
存。在国家邮电部、江苏省政府、各
级邮电、文化、城建部门和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下，高邮市人民政府从
1993 年至 1995 年间全面修复盂城
驿，并设立了中国邮驿博物馆。1995
年 8 月 17 日邮电部发行《古代驿
站·盂城驿》邮票，中国社科院、邮电
部与高邮市人民政府于当日在高邮
联合举办了“＇95邮驿文化国际学
术讨论会”。

5、王氏故居（图 5）：王氏故居坐
落在高邮市西后街 21 号，坐西朝
东，占地 1000多平方米。三代在朝
为官的王家，当年故居规模较大，有
近百间房舍，由于战乱和年代久远，
房屋中部分倒塌毁坏，部分成为百
姓人家。1983年，当地政府为纪念清
代音韵、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
父子，将入住其中的居民陆续迁出，
修建门厅三间和部分故居院墙，门
厅上方悬挂着“古训是式”的金字黑
底匾额，古朴的照壁上刻有“戬（音
剪，善、吉祥意）谷”的砖雕。同时修

复了东厢屋三间、北书房三间和古
井一口，成立“高邮王氏纪念馆”对
外开放。在故居北小院内，王念孙、
王引之古铜色塑像格外引人注目。
王念孙端坐于石凳之上，长衫过膝
目视前方，右手握着一册翻开的书，
左手扶着木手杖；站立身后右侧的
王引之，两手垂放，微闭双目，似有
所思。

王念孙、王引之是乾嘉学派的杰
出代表，王氏父子不仅对许多文献典
籍进行了系统整理，而且在音韵、文
学、训诂校勘等专门领域取得了丰硕
成果。王氏父子的著作颇丰，代表作

《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
《经传释词》，合称“高邮王氏四种”，
是乾嘉学派最负盛名的著作。王氏父
子共同探索出“用古声求证古义”的
方法，把训诂学研究推向了光辉的顶
峰。

6、菱塘清真寺（图 6）：菱塘清真
寺坐落在高邮菱塘回族乡南端扬菱
路旁，是一座新建的阿拉伯式建筑，
于 1995年 4月开工，1996年 4月建
成。该清真寺坐西朝东，高大的“凸”
字形门楼，上书“清真寺”三个字，下
开莲花瓣形寺门三洞，两边突起的立
柱上端建旧式阿拉伯帽形顶。进门是

11米多宽的水泥大路，路西边便是大
殿。大殿迎面建有中间高、两边低的
莲花瓣形框架造型。正中的框架半腰
有书写“朝真殿”三个红色大字的横
额。朝真殿建筑面积 720平方米，殿
正中是礼拜殿，上为无梁拱形顶，其
外面的圆顶高 12米，整个大殿高大
宽敞。地面铺设地毯，供穆斯林做礼
拜时用。

菱塘回族乡位于高邮市西南
部，为全省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人口
23330人，其中回民约占 30％。菱塘
清真寺现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清
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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