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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县城乡建设局在为编纂县志搜集整理资料的同时，编写

了《靖江县城多建设志》，这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一件大好 i

事。 ?：
．

．

．_ 靖江建县距今有521年历史。前人在这弹丸之地上，筚路蓝缕 ．

辛勤开发，胼手胝足建设家园，但因战乱和灾害，留至今天的建 9。

筑及其史科已经不多。近，现代工业及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促使辩。、．．‘

城乡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

中全会后，由于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建设加快了步 ．

伐，积累的资料也比较丰富i编志办的同志以严谨、客观的态度 ．

对待历史，认真记述一些重大建设项目的经验和教训，这对当今 ， ．

和后世是很有益处的。 ，- ．

．．

’

靖江经济已经由原来农业经济为主发展为以工业经济为主的 ’霉

时代，城乡建设的新课题巳摆在各级领导与全县人民的面前。城

乡建设工作涉及工，农，商，学、兵以及科学、教育、文化，抗

灾和环保等各行各业。涉及面很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例如
”

城镇的发展怎样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要发展什么，限制什么，城
!

乡人口怎样控制，如何节约用地，合理用地，各项事业怎样统一安 。。

排，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环境，生态如何不遭破坏I为了保障 ， i

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与生命安全，对抗御灾害应采取怎样的措施， }

以及能源的解决等等，都要深入研究裙探索。过去，我们在城乡 i

建设上是有成绩，但也存在盲目性。这就要求我们熟悉过去，研 j

究今天与未来，‘认真地办好城乡建设这件大事。 ：。 r

．



在城乡建设工作中，城镇建设是重点。因为城市要领导农

村，要城乡结合，互相支援。所以把城镇规划好，建设好，管理

好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

江苏省第二座跨越长江的公路大桥即将在靖江和江阴两县市

间建造，铁路、高级公路等大项工程在靖江建设以及长江沿岸产

业带的开发，也是不太久远的事。这些重大工程的上马和地域的

开发，将影响和推动靖江的城乡建设。前人所讲的“神驹起涯

洼，千里亦腾越"的时代即将到来。

现在的《靖江县城乡建设志》内容已经十分丰富，如果将来

再写靖江建设志，我相信会更加完善，更加动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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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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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国家政治稳定，经济振兴的太平盛世，历经三载数易其

稿编纂而成的《靖江县城乡建设志≥终于付梓问世。这是靖江有

史以来第一部记载境内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和环境保护的部门

志。它的出版无疑是我县建设行业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a『
+

1987年，新《靖江县志》开始编纂。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

‘部署下，靖江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成立了编志办公室，配备了

老中青三结合的工作班子，为县志的《城乡建设篇≥搜集资料。

时任局长的施云南同志嘱我分管此项工作，并授意搜集资料力求

广泛详细，以备编写一部记录我县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部门 、

、志。1989年8月，建设志稿开始编写，经过辛勤笔耕，1990年5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不久，靖江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分设为城

乡建设局和环境保护局。新任城乡建设局局长顾耀先同志又嘱我 ．

继续负责编纂好建设志，并要我作序。 ·

·

·

，。

靖江地域虽小，但开发历史颇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申 ：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乡镇工业崛起，全县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城乡建设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县城街道平 。．

坦，楼房林立，自来水、广播电视、程控电话和立体声电影院等
’

现代生活设施先后投入使用，市场活跃，人车如流。乡镇人民政
’

；

府所在地集镇和广大村庄均有新的发展。村民住宅楼在规划点上
i

I鳞次栉比。如实记录这些巨大的变化是修志工作者的职责。 一

富 建设志属部门专业志。其内容涉及城乡规划，工程建设，环

I境保护以及诸多行业管理等方方面面。要编写好这部志书，必须 。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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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方志编写业务等多方面知识。正如有
’

些方志学家所说，‘一个好的修志人员，必须是本行业的行家和通

晓方志业务的专家。我虽是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从事城市规划， 一

建设、管理已20余年，但算不上行家。至于编纂志书这项浩大的

文化建设工程所应有的方志业务知识，对我来说更是缺少。然而

我深知志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一的功能，对修志工作不敢

有丝毫懈怠，虽行政，技术管理工作繁忙，暇时无多，还是尽量

挤占时间，不遗余力地去做。同时依靠局主要领导的积极支持和

掌握一定专业知识，有一定写作水平的黄一波，吴建伟两位青年

以及年过花甲、经验丰富的邵生荣，壬炳两位老同志的艰苦扎实

工作，赖县志办公室刘中秀、郭寿明，壬勤耕同志的指导与帮

助。否贝IJ，这部志书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

·

一

。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资料翔实是质量的保证。为搜集核实资

料，编写人员涉足地点达省内外7个县市，查阅档案1200余卷， ，

走访60多人次，积累资料90余万字，制作卡片3000多张，经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始伏案编写。本志共6章，24节。它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了城乡建设工作的成果、失误及存在的问

题。基本达到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字朴实严谨的要求。可为

领导资政，也可为专业人员提供技术资料。． 。
．

由于我们修志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纰谬之处难免，恳请专

家，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

靖江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鞠汉亮 ◆



凡 例

一，本志综合古今而又详今略古。上限因事而异，下限至

1987年。大事记记载到1990年。 ，

二，本志按6章24节编排，另设大事记，附录于章节之前

后，设概述子志首。 ． ． ．

‘‘

三，本志以述，表、图(包括照片)，录为主要表现形式，

照片集中反映，，图表随文设置；’

四，本志纪年，民国以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民

国时期则采用民国纪年，每节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
· 1月28日靖城解放后采用公元纪年。 ．

’

五，本志出现的名称，均为当时的习惯称谓，同时括注其现

名。“建国前(后)弦。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本志中表示数量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诫专门名称
和表述性语言的数字则用汉字。所列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

资料为准。统计部门缺的，则用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

七，本志囊建设管理弦部分，主要记述对全县具有宏观性的管

理事项，其他管理范围较小的微观性的各行业管理，分别插入各行

业的事业发展中记述，以求全面，完整，避免重复，琐碎。

八，本志记事以城建环保系统为范围，与建设有关而不在系

统内的“建工力、矗建材黟，“设计秒等行业的发展历史，本志

． 朱曾涉笔。 一

九，本志未设人物传，’有重大影响的巳故人物，在世人物必

要时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
7



卜、本志所用资料，来自省，县档案馆，城建档案室、清朝

旧志和各有关部门或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材料，并经考证鉴

定，编纂时一律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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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靖江县位于长江下游的苏北平原南端。地处东经120。007 57伊

一至120。337 15矿，北纬31。55745∥至32。08745∥。南临长江，与张家港

市，江阴市隔江相望l北依界河，与如皋县，泰兴县接壤。全县

’纵短横长，纵距(南北)18公里，横距(东西)43公里。总面积

为665．01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113．3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17％。现辖16个乡，8个镇，总人口62．36万人。县政府驻地靖

。城镇。一．。
。

．．

。

， ‘．靖江县在历史上又名马驮沙、阴沙，骥江、骥渚，牧城等。

‘隋唐属泰州(海陵)，宋属泰兴，元属江阴，明成化七年(1471

年)建县，口因地处金陵下游，．又抗江海之门户捍卫全吴，屹然

重镇，。且以江海多警乃立，故名靖江黟。建县后，隶属关系经常：、

变更，明清隶常州府’辛亥革命后属苏常道，废道后直属江苏省
’

公署，民国21年(1932年)划属第八行政督察区，建国后至1952。

年底，属苏北行署泰州专区，’1953年隶江苏省扬州专区，现属扬

州市。 ’i c’．‘⋯一
： -

，靖江县成陆于三国时吴赤乌年问。早年孤山屹立在长江之中，
’

’露欲登山者必方舟而渡艿。由于长江上游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不

断沉积，依孤山之麓形成的马驮沙在赤乌年间(238"-'250年)露

，出水面。曾被东吴孙权辟为牧马场。此后，沙洲面积不断扩大，，。

建县时约250平方公里，明天启年问(1625年前后)北大江完全

淤塞，靖邑北疆与泰兴，如皋接壤，清末(191 1年前后)，南面 。

。江心的刘闻沙与老岸(4-横港以北)相连，陆地面积扩大到4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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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现在全县陆地面积551．68平方公里。

靖江县地域虽小，开发建设的历史颇长，自赤鸟年间至今凡

1750余年。开发建设始于军队的驻扎和移民的围田垦荒定居。前

人子弹丸之地，筚路蓝缕辛勤开发，手足胼胝建设家园。明清时

期， “邑中命脉以水利为要图"，水利建设被列入治县大事。至

清光绪五年(1879年)，开挖的港“凡九十有五"，开挖的河更

多。港通南北，河贯东西。民居傍河而建。河沿栽树，房后种竹，绿荫

之中掩草屋。随着土地的扩展和堤圩的推进，渐次形成了靖江独特

的自然村落模式，即层层推进式的前河后竹或前后近河的东西向

带型村庄。明初，县内出现了4个村镇聚落，即集镇雏型，明成化

七年至八年(1471～1472年)，首任知县张汝华利用元末张士诚

部将朱定、徐太二人所结水寨1日址草创了县城(今靖城镇)，此后

至1840年新增了集镇6座，1949年，全县集镇总数达到22个。民

国时期，县内交通、工业和市政公用设施开始兴建，公路，邮

电，学校、医院、小发电厂，公园和轮渡码头(洋棚)等相继建

设，但因旧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县城经济落后，所有城镇规模

不大，街道狭窄，房屋简陋，市政设施缺少’农民住宅以草房为

主，鲜有瓦屋，乡间道路泥泞，卫生条件很差。‘． ～，

．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基本建设投资逐年增加，

城乡建设事业日益繁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品经济发

展，乡镇工业崛起，全县城镇、集镇和村庄的发展进入新的时

期。1987年底全县城镇和乡村集镇达到27个，其中城镇8个，乡

政府所在地集镇16个，农村集镇8个，自然村达到3052个，其中

中心村351个。城镇规模与1979年相比，用地均扩大50％以上，

城镇常住人口达到29．83万人(包括乡政府所在地集镇)，占全

县总人口的47．8％，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各城镇都建成了电

影院、中小学校、敬老院，幼儿园，医院(卫生院)、文化馆

(站)和商业，邮电，供电设施，道路和房屋的面积及质量大幅

2

一

●



●

度提高，所有城镇及部分乡集镇建设了自来水厂和路灯。域镇建
设速度以县城为最，其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分别从建国初期的 ，

不足1万人、不足1平方公里发展到目前的12．18万人，10．2qz

方公里，分别扩大了约11倍，9倍。村庄亦发生巨大变化。不少

村民从50年代住草房，60年代住瓦房，发展到80年代住楼房。广 ’

大村民的住宅质量不断提高、面积不断扩大，达到有史以来的最

好水平。村村通有公路，供电线路和有线广播。中心村通电话。

19个村庄通自来水管网，受益人口达11．16万人。 ．
一j

：1987年底，全县24个乡、镇及322个村的建设总体规划全部

编制结束，并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其中新桥镇总体规如

通过了省级鉴定，获得二等奖，之后又获建设部三等奖。。
’

．’为强化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县政府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城

乡规划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土地管理、公路桥梁河道养护管理 ·

等机构，颁布了有关管理法规。全县城乡逐步走上按规划进行建

设，依法实施管理的轨道，但因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受各自为政等 ’、

意识的影响，不按规划建设，违章建筑，非法占地等现象时有发

生。城镇中绿化覆盖率低，环境卫生面貌仍未根本好转。：
‘

1958年后，由于工业生产发展迅速，机动车船增多，城镇人

口激增，废气，废水、废渣排放不断增加，加之农业大量使用化

肥，农药，环境污染严重，经常发生危及人身和生物安全的事

故。1979年县环境保护机构建立，污染防治和环境监测工作得以开 ．、

展，巳初见成效。但限于经费，技术和其他条件，环境污染仍很

严重，环境保护工作有待大力加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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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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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6年(1917'年)，靖江驻军营长王达夫，于崇圣寺后

部，利用古典建筑和雨花房隙地，栽花植树，创建公园。民国16 ’

年靖江县教育局接管，并扩大园地，开河，筑路，造茅亭，建拱

桥，正式命名公花园。 √ ．

民国9年，靖城商人王茂庭在北外羊市河(今新建路)东岸
’

青彩庵首创光华电灯厂(民国13年机房失火，厂内设备全部烧

毁。民国17年，。该厂重行修建发电，更名为骥星电灯公司)。一。‘’

，。民国17年，靖江县建筑第一条公路，名为“江靖矽公路。该

路从靖城天妃宫至八圩港口，土路全长8公里，路宽7米(民国

22年铺煤渣后，晴雨通车)。是年，靖江城首建西门小菜场和学

场南边(今电影院址)公用自流井。
’

． ：

民国18年，改建天妃宫桥为石台木面桥梁，宽4米，荷载8

吨，为靖江县第一座公路桥梁。是年，修筑姜(堰)八(圩)公

路季家市至靖城段，全长18公里，路宽7米。路线从靖城天妃宫

经体育场东首向北，沿老十圩港西岸直达季家市。是年，修筑浦

(口)启(东)公路靖江段，西起昆卢市，东至西来庵，全长

42．39公里，路宽7米。

民国20年，邑人陈继承为母70岁祝寿时修筑靖江城东直街

(今骥江路东段)，将碎石土路改为条石路。

民国21年，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陈景乔经办修理奎星阁，邑人

刘鲁璜撰碑记，．朱立楷书。

民国22年，靖城新建公井四口，供居民饮用水。是年，疏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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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城内市河，白东水关至西永关，全长613来，其挖土方1770立方
米。 ：’ ，。 ，

．

·

。

、
， ．

民国23年，国民党靖江县政府修建政府门前谯楼，高7米，

长13．80米，宽0．90米。 ，： ’ j i’ ：

民国28年，日本侵略军在靖城自关帝殿至南城门一带，．强拆

。民房，拓宽街道至7米，同时将护城石拱桥(现名人民桥)改建

为平面木桥。。· ’j：‘： ．‘

’

一’

．；：民国29年，靖江县建设科整修拓宽四城脚道路，民间称小马
路。

’

’

一

’

． 民国34年，靖江县抗日民主政府为纪念靖江县独立团在虾幕

圩战斗中牺牲的155名烈士，‘在经纶庵建造烈士墓。
’

，民国35年，国民党驻军一。二旅旅长欧阳书在公花园西首拆

除一段城墙，新开一城门，名。立青门黟，俗称新北门，并在城内

修路，名搿介寿路黟(即现人民路前身)。自此，季靖公路改从

t，关帝殿穿城而过，直达季家市。是年j国民党县政府建设科疏浚

北外护城河800米、玉带河500米，疏浚城内市河1670米。是年，

国民党县政府清理出租房地公产。经统计，出租公房44间，出租

公地2233．56田，4,'--,12月两项租金收入计法币50058045元。是

：年，修建靖城迎春桥。该桥宽4米，荷载5吨，木质桥梁，造价

法币19583039．67元。

：。，民国36年，靖江县电话交换所建成。是年，国民党县政府成

立房产评价委员会，对城区公、私房屋进行调查统计和评价：

+，，。1949年1月28日，靖江城解放。8月z6EI至28EI，靖江县各

区、乡政府集中力量抢修公路支干线352公里，桥梁53座，保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通车· 、， ．

．，：

， 1950年9月25日，靖江县人民政府指令将修建欧阳桥结余经

费本息移作修建靖城小菜场。11月6日，靖城区政府和工商联向

各界人士筹募捐款修建城郊桑木桥，三官殿桥等8座桥梁。12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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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日，靖江县人民政府制定《靖江县公有房地产管理暂行办

法》。年底，靖江县人民政府颁发公房清理布告，限期申请登记，

召开租赁会议，订立租赁契约。 。

1951年6月11日，经苏北行政公署批准，拆除靖江县年久失

修，业已倾塌之城墙。 ’r

1952年，靖江县人民政府批准拆除城隍庙，建造大会堂。该

会堂舞台建筑面积235平方米，观众厅865平方米，座位1419个。

1954年9月，靖江县人民委员会建设科修建新虹桥，由一孔

木桥改建为三孔木桥。
’

’

1956年8月，靖江县人民委员会首次拓宽靖城骥江路中段

(自东门城桥至西门外新建路)，将明清时期3米宽的条石街，

拓建为8米宽的片石路。同时修建下水道735．5米，支沟130米，

窨井25只，拆迁房屋200余间。10月底竣工通行。 ．

．

’‘1959年，靖城房地产管理所首次在靖北居委会建造靖北居民

点。同年8月，红旗、季市两人民公社(即今靖城镇、季市镇)

开始对私人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1961年，靖江县私房改造委员会决定对红旗，季市两公社私

房改造工作进行复查，对超改部分房屋给予退还(1964年，靖城

镇房地产公司对私人出租房屋改造再次复查，季市镇补改37户，

178间)。 ·

1962年10月9日，靖江县市政建设委员会拨款修建人民公

园，增建了书画陈列室、观园桥，花房等设施。

1963年，靖江县市政建设委员会整修靖城钟楼，同年拆除崇

圣寺大殿。是年9月，靖城迎春桥改建为三跨T形桥。

1964年2月20日，靖江县市政建设委员会对靖城地区首次进

行测量，并根据道路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南北人民路和东西骥江路

进行道路规划。

1965年夏，靖江县市政建设委员会在人民公园内东部建仿古。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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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桂花厅1座。． 。．

·

。。 ．。：一，：、
， 1966年10月1日，靖城自来水厂建成供水。 、．· ：’

． 1967年5月，靖城新虹桥建成通车。同年，靖江县市政建设≯

委员会将城内市河自西水关至东水关改建为下水道，块石铺底砌’

帮，水泥盖板，填土后建成团结路。； ，。

，1968年11月24日，靖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房

地产管理的通知≥，靖江县房地产公司接收靖城，季市两公社私
，， 有出租房屋。- ．

t
‘．，

’，。1969年，靖城自来水厂扩建和迁移吸水口工程竣工，该工程投
‘

资7．8万元。同年，靖城布市河tt团结路至解放南路河床淤塞，

县市政建设委员会拨款改建成下水道，块石铺底砌帮，水泥盖

板。解放南路长200米，下水道和路面工程亦同时完成。
。

’’1970年12月31日，横港迎春桥至十圩港段疏浚工程结束，全

，长780米。共挖土方4．8万立方米。 、

， 1971年，靖江县房地产管理所在靖南居委会芦菲场开始建设

居民点，至1973年竣工。 。

‘
’‘

，．．，1972年12月30日，靖城真武河(十圩港至渔婆港)疏浚工程

结束，全长1650米。共挖土方4．5万立方米。 ：、11

1973年11月下旬至1974年1月10It，1．2万人拓宽疏浚横港

十圩港至下六圩段，．全长4200米。共挖土方9l万立方米。．

。{ 1974年1月，靖江县城建办公室在新开的横港下，建造3

根排污倒虹吸管，同时在横港北路13号建设排污池和泵房。9
· 月，靖江县革命委员会制定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的有关规定

‘(1975年5月，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工作全面开展>。10月21

日，靖江县革命委员会颁发《关于加强城镇土地管理，征收土地

，。使用费的通知》。 一
。．

一 ：

1975年，疏拓九圩港(横港至长江边段)，长9公里，用于排放

。靖城的工业和生活废水。疏拓工程由靖江县计划委员会负责，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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