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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以北，黄海之滨。原属“ 二， 彝
： 如皋县，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嚣器新四幂苏北指挥部命第三‘ 善?'

纵队挺进江海平原，即将原如皋县分设如西县和如皋(东) ：：

j

县。1945年9月，如西县复名如皋县，如皋(东)县易名如。。 镭

。 东县。 “％ i 。。。 。、，
： ，+t‘ ～．嘎≯

如东，形似巨掌，河渠纵横，田园平整，盛产粮棉。海岸 ，t意
。’线绵长，近100公里，海涂宽阔，标高一2．o米以上达476平

’。

，’ 方公里，有得夭独厚的海洋渔业资源和盐业生产条件。 ”。

． 如东，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早在1926年11月，即
．‘ 在下漫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

． 时期，全县先后有3万多名青年踊跃参军，有lO万多名民工支 ．，、

援前线，有4000多名优秀儿女为革命献身．建国以后，全县 √*
1

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同心协力建设新如东，在水利建设、粮 !

’棉种植、化工生产，平原绿化，．计划生育等方面。曾进入全 ；_‘ ，一

省或全国的先进行列。
， ●

●”

’

区域·人口

区 域

如东县位于东经120。427--121’22r，北

6 ，



32。367。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南部与南通县为邻。西边与如

皋县接壤，西北与海安县毗连，东面和北面濒临黄海。全境东 ．

西长达68公里，南北宽达46公里。总面积(不含海域)1872平方

公里。其中陆地面积t702平方公里，水面面积170平方公里。
”

，．

’

，

7'， t∥ ‘人‘ 口 。∥。’‘，1。-÷t
’

“

：：
，

巾
，

，
．％

总人口 699682 757149 893711 1065315 1090218 1098153

男 362434 f 396852 457225 S，2031 553402 557544

其 女 337248 360297 436486 a么．。,284 536816 540609

，

城镇 21830 l 29982 34132 36434 54142 199325

农村 677852{727167 859579 102888111036076 898828

中 农业 666491 725442 847450 1016753 943946 945613

非农业 33191|31707 4626l 48562 146272 152538

7



注：城镇人口1985年前指五个县属镇人口’1986年指八
r

。 个县属镇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实为农村人口。
、

【1982年人口构成】 1982年7月1日零时，全县经过

人口普查，常住人口298324户，1084263人。其中男550268人，

占50．8％，女533995人，占49．2％，五个县属镇人口为48330

一 ：人，占总人口的4．46％，农村人口为1035933人，占95．54％。
‘

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568．7人。人口的年龄结构，14岁

以下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21．7l％，眈1964年下降了13．34％I

15岁至49岁的青壮年占总人口的57％，比1964年上升了8。9％

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1．6鲋，比1964年上升了3．17％。

年龄中位数为29岁，比1964年增加了6岁。1981年死亡人口
一 t 平均寿命为61．93岁，其中婴儿死亡数占死亡总数的十分之

一。劳动力人口为671665人，比1964年增长45．49％。全县具有

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共有643923人，比1964年增长1．22倍，其

中大专1735人，高中85798人，初中204398人，小学351742人。

【人口控锈】 自1952年开始，如东人口迅速增长。五

十年代出生了23万多人，平均每年出生率为29．46‰。其中
’

195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7。8‰，六十年代出生了26万多

人，平均每年出生率为28．4‰。为了控制人口的迅速增长。

从1963年开始，县建立了汁划生育工作机构，推行计划生育二

但是人们受传统观念影响，收效甚微。1970年以后，全县各

级党政机关遵照党中央的文件精神，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大

事来抓，成效显著。蛊1970年至1985年的16年中，全县仅出生

18万多人，平均每年出生率为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
． 年以前的千分之=十下降为千分之三点二。以全县五十年代

和六十年代生育的水平推算，这十六年问则少生了30多万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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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全县已婚育龄妇女为208016人，男方或女方已施

行绝育手术的有?9936人，古38．4％◆其余都能自觉使用各
。

种药具实行长期避孕或雌时让避孕。全县计划生育率达到
。 99．65％，一胎率占92．17％；符合照顾再生一孩规定的14000

。．4余对夫妇，有l万多对夫妇表示不再生育。1986年，全县人． j?

口出生率为15．t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4‰。其主要原因’

。是正值人口生育高峰期争，晚婚率有所下降．‘’ 、i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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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东原为如皋东乡。1940年10月原如皋县分设如西县和

‘。： 如皋(东)县。同年11月如皋(东)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t 的抗日民主政府。翌年初，隶属苏中第四行政区。1945年秋，

∥。 如皋(东)县易名为如东县，隶属于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次
’1． 年秋隶属于第九行政区，建国以后隶属子南通专(地)区，

霉“ 1983年后隶属子南通市。。．t 。

蠡。：， ，，
1940年冬，如皋(东)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在马塘镇，下

&，’9辖掘港、马塘，岔河，双甸、滨海等区·1941年8月，日伪
擎．，-军侵占全县各大集镇后，县政府迁至沿海农村，区，乡设置
多‘o ‘几经变化，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县辖双甸，景安，岔

≯“，‘． 河、汤园，桐本：丰利、褙茶，苴镇．．掘港，掘东等10个区。
r

，‘ 建国以后，区，乡设置亦频繁变更，至1985年，全县辖掘港，
：。 ，

． “， 、 ≈
一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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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东、苴镇，丰刺、榭茶、双甸，岔河、马塘等8个Ⅸ及1

个渔区(1986年撤销区的建制)，掘港、马塘、耕茶、岔河、
丰利等5个县属镇(1986年增加兵房、苴镇、双甸3个县属

镇)，掘郊(1986年并入掘港镇)、童店、饮泉、九总。兵房，

南坎、丁店、华丰、苴镇、长沙、新光、北坎、卫海、石屏、 *

光荣、凌河，五义、丰西、环港、浒浮，河口、于港，新林、
靖海，洋口、沿南，袁庄，景安、双甸、双南、石甸、岔北，

汤园．新店、岔南、古坝、岔东(1986年并入岔河镇)，．孙窑、

曹埠、桐本、潮桥，凌民、环镇、环北等44个乡(1986年为39

个乡)以及东凌、北渔，环渔，南渔4个渔业乡，还有农场、

林场、鸡场、棉花原种场、稻麦原种场、水产养殖场等8个．+

专业场，下辖806个村(1986年辖807个村，414"相当于村的

林，牧、渔场)，7384个村民小组(1986年为7372个村民小

组，2,17个相当于村民小组的副业场和渔场)。
．

，
l；

周代，如东系一块江口沙溯，以后逐步撒积，形成陆地，

属典型的滨海平厩近100公里长的海岸，大部分为淤进型，
滩面平缓外伸。自1959年至1980年，实测标高3米位置外伸

600米不等，淤进速度每年约20米至30米。全境地势平坦，地

面高程以废黄河为基面，一般在3．5米至4．5米之间，中部沿

如泰河一线则在5米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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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1985年，如东土地总面积(不含水面)约有255万亩。

鼍 土壤分成三个土拳，潮土类面积最大，有132万多亩，为灰潮土 ，

垂‘． 。亚类，．分小粉土，．类沙土，缠脚土及挖垫土等四个土属{水
。

荸?，．。稻土面积最小，负有近8万亩，，为渗育型水稻土亚类，，分夹
二-√’。5沙泥，勤泥土两个土属，其余为盐土类，t分滨海盐土和潮盐 、

墨 土两个亚类，滨海盐土分布于新垦区，潮盐土分布于老垦区， ’：‘

j 各又分沙质和壤质等土属。。 、，’．‘? _ j 0
j

，

1|

o，。 、 ⋯^．， ’童；。i 。
·： ’．。'世＼； ，

’

，!·一j、：j t～气2；，候，一：￡．‘^． o冬． +。．‘

．?：。* 一· ．

．
．

， ，j，’，。 ，5

7， 如东气候类型属亚热带湿润地区东部亚地区，常绿阏叶
’’

7。。林与阔叶落叶林的混交林，黄壤与黄褐土地带。四季分明，雨

“j

“

。热同季，季风明显，霜期不长。．全年平均气温为14．8℃，最冷

。 ，：的一月份平均气温2．1℃，极端最低气温零下10．6℃(1967年+，’
’

1月16日)，最热的7月份平均气温为27．8℃，，极端最高气温
=．7+ 38．6℃(1966年8月7日)}气温的年较差为25．200c，较同 、。

；，、．‘ 纬度内陆地区要小。全县年雨量为1025毫米，平均焚化幅度为
’ -

“f j 本身的17％；金年雨日为119天，日照约2137小时，最长连续一．
． 。．’降水日14天(+1964年4月3日至16日)，最长连续无降水日 ，

≤ 。07天)1973年11月8日至1974年1月14日)。全年无霜期为225“ ，⋯

萋 。
。j天，初霜期一般为11月h14日，终霜期一般为4月3日。 二，．二．#，，

多一。9 2、?t”．(7 农业气象灾害+。。， ’。!o_一
参； ， ；v_．。卜 。 ’，‘j

j 如东主要气象灾害有连阴雨，低温冷害，早涝、冰雹、 ，，

； 一‘ 龙卷风和台风等，常使农作物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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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阴雨一般发生予3月中旬至5月中旬、9月上旬至11月上 。

句，常常造成粮，棉减产。低温冷害平均每年出现3次，

1952年底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寒潮(寒流)，一夜问麦苗几乎

全被冻枯。早涝灾害几乎有四分之三的年份发生，自1961年 ．

至1980年的20年中，1年大旱，6年偏早，2年大涝、6年 ，、

偏涝。冰雹和龙卷风每年在5月至7月份常有出现，1983年
”5

4

7月1日18时，如东西部北部地区受历史上罕见的龙卷风袭 。。’：

击，数十里风带内所有房舍，树木～扫而光。11人死亡， ．

1168人受伤，15810人顿时无家可归。台风每年影响3次之

多，自1959年至1980年22年间，全县受台风影响77次，其中
“

5月份2次，6月份4次，7月份18次，8月份29次，9月

份14次，lO月份6次，11月份4次，平均风力6级至9级的
9

％

10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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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主要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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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 ， 。 ： ，， ，J． ．t

如东资源，以海涂资源最为丰富。据1980年10月实测，

一2．1米以上滩涂宽阔的潮问带为文蛤、竹蛏、泥螺、西旅
’

舌等各种浅水贝类活动的天堂·近海鱼类、虾类，蟹类等品 ，

。

种繁多。藏量很大。内地野生动物有200种之多。全县每年 ·

。收购野生动植物药材有120多个品种，计lo万多斤。
7

城乡建设

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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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 闻名予县内Z，一；街道宽一般不足3米，大部分以平板石铺设，’“。‘

霪’4 ． 条石镶边，大型交通工具不得入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10 争时期，各镇先后一度为日伪军及国民党军队盘踞，街巷遭 ：。

，。。 损，市容很差。 。“

一
．

一”

。i ， 建国以后，各镇人民努力医治战争创伤，逐步加快建设

：。，。一 新城镇的步线。．_至1985年，全县五大县属镇新设大街总长近20．
‘

’

．：“。， ‘华里。扩建旧街道约5华里，新建钢筋混凝土桥梁30座；新建， ．j

“：。。‘ 楼房近1000幢，其中四分之一为居民宿舍楼，城镇人口平均
‘1‘

、≥,r-“ 一 每人居住面积超过lo平方米，新建了自来水厂，大部分居民

。i ，。用上了自来水，各街巷都铺设了下水道，改造了厕所，设置：

銎"’． 了垃圾箱，并加强了环境卫生管理。 ，

+，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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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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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村建设。 7．，=-，．’⋯一， ．

，
， √ 。

}

’ f

弋 一 1940年以前，如皋东乡分布着600多处地主庄园，最太

i一 的地主庄园有上百间高堂瓦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

害7 。大多数地主庄园毁于战乱·一般贫苦农民都住草房，四壁为’ ，

雾’ ，。土墙或芦帐，十分矮小·沿海渔、盐民大多数住着用柴草围

，L ， 成的环筒舍，简陋不堪·
’

·
，

’，

‘? 建国以后，农村逐步出现建房热，一般以二级河线或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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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线成排建房。六十年代大多新建砖墙，紧盏、瓦封山的草房，

七十年代大多新建青砖小瓦房：进入八十年代，开始新建小

楼房。．t 1983年至1985年i全县平均每年有2万户左右的农民

新建或改建住房，每户平均建房用费4000元之多，总计260

多万平方米，其中专业户建房占建房总户数的四分之一以

上。1985年，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居住面积达15平方米，80％左

右的农户用电灯照明。“ 、： ．·

’ 。

。j；各乡人民政府所在地，有三分之二驻在原朱的小集镇上。

建国以来，各乡政府所在地都设有机关、工厂，学校。供销社、

粮站，邮电所、文化站，卫生院和农贸市场等。至1986年，另

外三分之一的乡政府所在地都基本形成小集镇，原有小集镇

的面貌也都焕然一新。。1 ’t _ ．

。

、一‘。一i．经’济，概漉。，‘0．÷
{j

}。。
’。

’ 一
：一 、

’

。，} 国民经济总产值与国民收入．
“

，．。，198．5年，如东国民经济总产值为1543747j'：元，物质消耗为

85997万元，占总产值比重55．7％，国民收入为68377万元。

1985年全县国民经济总产值与国民收入构成情况

， 总 计 I_154374 l 100 J 63377‘I 100

·工 业 1 66667 l 43．2 l 16505 I 24．2

。‘农、业’}99810 l 43．3 1f 43303 f 63．3

建筑业。f 11132 I 7．2 2282· f 3．3

交通运输，邮电I 2376 l 1．5 I 1122 l 1．6

’商业、饮食业l 7389 f 4．8 f 516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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