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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宋文辉

自顾党的奋斗历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建设马克思

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千重要举措，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我的的

一个神圣使命。根据《江苏省 2∞6 呻 2010 年党史工作规起》

的要求，经过区委党史办同志的努力，{中共甫远市通州区地

方史(1949 -1978) >付样出版了，这是我 Z党史研究和党的

建设结出的丰硕成果，也是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O

《中共南通市通井IIK 地方史(1949 - 1978) >共 14 章、63

节，并收录了 18 个专题、回忆录。全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现点和方法，全面生动、系统翔实地记

述了 1949 年至 1978 年间，连判党组织的发展历程以及领导

通判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百货取得的伟大

成就。对于我们全否了解历史，总结提煤经验，在新的起点

上推动通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 7 月 21 自召开的全E党史工作会议

上强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与

. ·1 . 



时俱进主Jl好党史宣传教育，是党史工作报务全 E 工作大局的

重要内容。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精神，

着力挺好党员干部的教育，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

必锋课，教育轩导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认真学习党

的历史，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度和领导水平;着力抓好人民

群众的教育，经常开展面向群众的宣讲活动，帮助他幻了解

适州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在曲祈中前进、在发展中壮大的

光辉历程，进一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桂会主义信念，自

觉接受党的领导;着力抓好青少年的教育，积极推动党史教

育进学校、进课堂，让广大青少年了解先辈创业艰辛、珍惜今

日幸福生活，从小培养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资政育人，方能传千秩。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是通知加快!每基本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时期，

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龄段。全 E上下要以《中

共南通市通知IIR 地方史( 1949 - 1978 沙的出版为契机，继承

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制

先争优、开拓进取努力挂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和谐发展，为早 5 建成幸福美好新通:nI 1ï挂出更大的贡献!

2010 年 8 月

. ·l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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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寻i

-= 军司

通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东临黄海，南假长江，原为南

北朝时期长江口海域出现的沙洲，唐末与大陆涨接。后周显

德五年(公元 958 年)始有行政建制，称通扑10 1912 年，中华

民国政府废州设县称南通丢。 1993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

撤销南通县设立通州市 ;2009 年 3 月，撤销通州市设立南通

市通州罩。通知、i三亘环绕原离通市区，面积 1500 多平方公

里，人口 120 多万，水陆交通便利，气候宜人，各项社会事业

较为发达，堪称鱼米之乡。

通知{人民勤劳、勇敢，充满智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挝进步青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开始寻求革命真理;中

国共产党成立后，直接受到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挥代英、陈

延年等的指导和帮助，积极投身革命。 1926 年春，中共南通

独立支部建立，接着南通代用师莲也建立党支部，以起全县

各地的党组织陆续成立o 1927 年 11 月，中共南通基委成立。

从此，南通县人民的革命斗争星火渐成燎原之势:工人罢工、

农民抗捐抗租此起彼伏;南通东乡打起红军旗号，收缴地主

抢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转战在南通地区的红

十四军曾把武装反抗国员党反动派的斗争推向高潮。 1933

年 6 月，由于党内出了叛徒，南通县的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

武装斗争转向低潮O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1938 年 8 月，中共江

北特区委员会成立，特委以金沙镇为立足点阪复和发展党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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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建立抗 E 民族统一战线o 1940 年 11 月，新四军东进

通如海启 o 12 月初，建立南通县抗E 民主政府，次年 1 丹，重

建中共南通基委。县委派出的民运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抗

日救国，开展减租减息，壮大抗日武装，农抗会、妇抗会、青抗

会等各种群众性抗敌组织纷纷成立。全县军民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历

经x&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终于同全国人民一

道迎来了抗战胜利O

抗战胜利后，国琵党破坏国共停哉拚定，蓄意挑起全面

内战。 1946 年 10 月下旬，自民党军队占领金沙镇。 11 月，国

民党逐步侵占全县大小集镇及广大农村，并到处组织"还乡

团"。国民党在军事上进行残酷"清剿"经济上"扒田倒

在"、"反攻倒算"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

况下，县委领导全县军民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坚持原地斗

争，浴血奋战，逐步扭转被动局苗。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

利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筒，南通县军民配合主力部队不

断枚复失地， 1949 年 1 月 28 日，金沙镇解放，2 月 2 日，南通

城中心钟楼升起鲜艳的红旗。南适城解放后，实行市、县分

治，南通域及近郊唐阁、天生港等乡镇划建为南通市。原南

通县历属的广大乡材钙属南通县。

全县解放后，县委随即建立新解放区的区乡政权，进一

步发动群众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征集按草，掀起大参军热

潮，组织大批民工、担架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县委、县政府

领导全县人民以人定挂天的豪情壮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开展生产救灾，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各项社会

事业，昂首前进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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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人民政权的建立、乳罩稳定社会生产生活

第一章新人民政权的建立、
巩固稳定社会生产生活

第一节 建立政治新秩序

市、县分治后，中共南通县委隶属中共南通地方委员会。

南适县政府隶属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南通专员公署。 1949 年 2

月，县委在育圣乡〈今属骑岸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全县

划分为 12 个行政区、194 个乡、1 个县属镇。区政府作为县政

府的派出机构，执行上级的各项指示，擂导、监督与支持所辖

乡镇的工作。同时，全面娓配区、乡领导干部。言于解放大

军南进，大批干部南调，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较少，县

委、县政府大力培养 6∞多名初懂经济的积极分子和从老解

放区抽调 290 名乡村干部，充实基层，迅速接管新解放区。 3

月 10 日，甚委和县政府机关从西亭迁至金沙镇，办公地点设

在破旧的城惶店里。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的《县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上1950 年 4 月 17 日至 21 日，离通

县首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金沙镇召开。 8 月，县政府改称

县人民政府〈习惯上仍需称县政府) 0 

法制建设有序展开 .1949 年 10 月，离通县人民法院正式

成立，院长由县长兼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法院院长

由选举产生。 1951 年 9 月，县政府增设人民检察署， 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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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改称人民检察院。县委、县政府把工作重点首先放在

稳定社会治安、安排人民生活等项工作上。

剿匪肃特。南通县大部分地区解放前长期被日、伪军占

领和国民党的反动政权统治，社会环境极为复杂。全县解放

后一些土匪恶霸、敌特分子、封建帮会梧互勾结，利用滨江临

海的地理条件，秘密组织特务，潜入解放运，以暗杀、放火、抢

劫、爆炸、放毒、散布谣言和反动传单、煽动前事等卑劣手段，

妄图垂死挣扎，严重破坏社会稳定。为此，县委、县政府成立

剿匪委员会，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

方针，抽语一批有经验的公安人员，组成一支剿匪队伍，进行

武装搜捕;在群众中开展员谣言、反破坏的宣传教育，加强敌

情观念，大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动员群众积极

投入剿匪肃特斗争。 8 月，国民党特务组织一一中国国民党

青年救国团苏浙皖突击敢死总队九大队九支队朱奎、顾汉玉

等十多人潜入平潮地区发展特务，妄图进行"游击坚持"被

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 9 月 22 日..反共救国军通海纵队"黄

志英等一股武装匪徒，洗劫上海驶往崇明的"鸿生"轮，7 名

解放军战士遇害，县公安局协同南通专署公安局于 10 月 28

日追至上海，在群众揭发下，将 19 名匿特擒获。在剿匪肃特

的半年时闰里，先后有 500 多名匪特、恶霸地主及反动党团

骨干分子落网，社会治安趋于稳定。

反动党团登记、感训，户口管理。国民党撤逃后，在新解

放区，国民党三青团及各种特务组织有的带任务潜伏下来，

有的逃亡后又回归。这一部分人绝大多数对国民党抱有幻

想。 街底摧毁反动组织，消灭反动势力，是解放初县委、县政

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9 年 1 月 27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

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人员在只务等级处理办法决定上

指出: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从最下面的区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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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人员，必须到政

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的专管机关或公安局登记。县

公安局在县城金沙镇及较大的集镇和沿江地区建立公安分

局(派出所) ，担负起对反动党团人员的自新登记工作，摸清

底数。在专署统一部署下，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彻底摧毁反

动组织的基础口 5 月，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顽化人员感训班，参

训人员 386 人。采取听训、漫谈、突破、制服等方法，发现隐

蔽线索，达到百击为首、瓦解其他、感化教育改造、化坦力为

助力，选择一部分人为我所用的司的。

1949 年 9 月，苏北行署公安会议作出"关于各主要城镇

完成户口登记"决定，依据本县情况，县公安局制定"高通县

市镇治安工作方案"开展户口登记管理，废除旧社会遗留的

保甲制度，为发动群众，加强侦察，缩小敌特活动范围，建立

基层政权打下基础。

第二节 救灾度饥荒

1949 年，刚阪解放的南通甚，战争窗下的累累创伤还未

医治，又遇到了数十年来未有的特大台风暴雨的肆虐。 6 月

25 日至 29 日、7 月 4 日，接连大前，7 月 25 日、8 月 6 日强台

风过境，涝、潮、风同时袭来，而全县江海堤，因长年战争破

坏，年久失修，堤防破渍，河港淤塞，涵洞残漏，在特大风雨潮

的冲击下，致使内涝不断，江水倒流，全县受淹达 30 万亩，溺

死 20 多人，损坏房屋 3.6 万多间，损失粮食 725 万公斤，三余

区的大部、余西区北部及十总区的二交灾情最为严重。同时

由于水灾的长期肆崖，秋收产量锐减，特到是棉区，三余区每

亩只收 5 -7.5 公斤籽棉，一般地区也只收 10 公斤左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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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较大面积的灾荒，灾民一度发展到近 10 万人，占全县人

口的十分之一。面对特大灾害，县委、基政府紧急动员社会

各方面力量，把抢险救灾放到压f!!J一切的首要地位，并依据

"坚持农业生产，自救度荒为主，社会互济，政府救急"的方

针。领导全县人民展开旷目持久的救灾度饥荒的斗争。

6 月 26 日，当雨涝初现之际，县委就向各级党组织发出

"对夏季防(水〉灾救灾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严密监

视，互通信息，有灾即救。 7 丹初，连续暴雨成灾，县委一面捂

示各地把防灾救灾作为当时崖倒一切工作的头等任务，并提

出"救灾如打仗"的口号:一面停止其他一切工作，领导干部

亲临第一线，投入万分紧急的抢险排涝、突击救灾的斗争。 7

月 r旬，强台风过境，情况更为严重，县委向全县人民紧急发

出"以高度艰苦的斗争精神，排除万难，迎接考验，旗强战胜

天灾"的号召。

7 月 27 日，甚直机关召开救灾抢险誓师大会，组织 90%

的于部职工和县大队的指战员共 1800 多人，投入到江海堤防

的抢险工作。三余、通海等滨江临海地区共动员 2 万多人抢

堵决堤，抢修险坝。其他地区则视水情，或围岸抽水，或徐坝

尊重水，或筑好护臣，力求救活禾苗。同时大力发动群众补种、

改种、重种，并调运大批晚秋种子，解决群众缺种困难，补种、

重种了 8 万多亩晚秋作物;开展互助救急，安置灾民生活居

住;金沙镇工、青、妇、商各界组织一个 76 人的慰问队到灾区

慰问，甚文工团进行救灾义演;全体干部自 8 月份起每人每

天省一两棋食，屑于救灾G 这些紧急措施有效稳定了灾民的

情绪，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避免了更大灾害的发生。

9 月以后，度过了风暴潮肆虐的意险期，进入秋收时节，

由于水灾空前严重，粮食歉枚，三余等重灾区几乎完全绝收，

灾荒逐渐严重，重灾区已见断炊。这一现象引起干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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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怨天尤人，昕夭由命，补种无信心，担忧

"日子怎么过气为此，县委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了"救灾要领

导"思想工作，要求广大干部同群众生死与共，紧密联系起

来，反对悲观、依赖情绪，树立"人定胜天"的顽强斗志。县委

在上级党委的指示下，结合灾情，拟定了全县 1949 年冬至

1950 年春救灾方案，确定以农业为主，开展副业，贯彻节约，

结合互助互济进行生产自救的基本方针。

1949 年 10 丹，县委召开有各区乡干部参加的县委扩大

会，统一思想，增强"生产救灾为第一条中心任务"的思想观

念。 1950 年 1 月，全县分别召开妇代、农代、市级各界代表会

议，反复贯彻生产救灾的思想，使之深入基层，并加强组织领

导，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机构。

在县委的正确引导下， 1949 年 10 月至 1950 年春节，这

一时期灾情较为稳定，其间各种生产救灾具体办法开始切实

贯彻，垦荒、种菜、种早熟作物都取得一定成绩，灾区人民普

遍以菜代艘，尽量"多寻少吃"灾区副业在"薄利多敏、细水

长流"的思路下得到多样发展。生产自救措施的实行在一定

程度上拇制了灾情的发展，灾民基本上平稳度过 1950 年的春

节5 以非灾区为重点，全县还开展社会互济，至U 1950 年，从非

灾区及市镇共劝募到 59. 7 万公斤救济粮。

1950 年春节至 5 月夏熟之前，春荒逐月扩大，这是灾情

最严重的时期G 由于灾情的严重发展，有的群众已酝酿组织

逃荒，讨饭人数日渐增多，有的不顿政策挺高走险"吃大

户\盗窃、烧贩私盐等相继发生，度荒纠纷也营有出现。有

的群众只顾生活，不顾生产，吃掉种子"生产将来再说"反

革命分子、封建会道门乘机大肆兴风作浪。针对这些问题，

县委把端正干部群众的思想，稳定'情绪放在首位，并采取一

切可能的措腿，解决生活困难。从年关起，陆续发放政府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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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与社会互济粮，到麦熟为止，共发放 89.5 万公开，每人每天

300 克粮食，解决了十万人一个月的生活口棋。结合农业生

产还开展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对无劳力参加兴修水利的家

庭尽可能地给予照顾。除此之外，县委再度号召全县大民，

人人种菜 20 天"有灾当饭吃，无灾当菜吃"D 供销社、合作

社全力支持灾区副业，对大宗的副主&，如织布、缝麻袋等，均

采取先付钱后交货。弦据发展供销事业的办法，县里鼓励跑

海、藏运、推草、做竹器、拴草等零星副业，多方面筹钱，买粮

度荒，仅 2 ，3 月份，就在 25600 人获得 27.99 万公斤粮。在灾

荒较严重的 4 月，为鼓励群众坚持最后胜利的信心，全县组

织各界慰问团，带着医疗队、粮食等深入灾区，排忧解难。 4 、

5 月间，群众急切盼望着新麦成熟，县委又提出"为防止夏荒

而保好青苗"的号召，并通过 1950 年 4 月召开的全县首次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动员群众继续保好青苗，把吃育苗现象减

少到最抵限度。

1950 年 2 月 -5 月缺粮人数情况

表 1

法? 重灾区 l 轻灾区 地少人多
J口L it 占全县人

人数 人数 地区人数 口百分比

2 21036 4336 14272 39644 4.4 

3 27387 5803 23883 57073 6.3 

4 41867 7880 30451 79998 8.9 

5 53673 8892 35382 97947 10. 8 

在以上各种措施的贯彻过程中全县也加强了抗灾防

护，政保治安，追查谣言，镇压反革命等工作，在政治情况复

杂的地区与交通要道，增派驻军，以防击社会性恐慌。

水利的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和抗灾防灾，它既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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