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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李 言

中共大丰县委书记 林成立 ．

大丰县代县长 顾竟成
ll

～

大丰县地处黄海之滨，早在唐代，县境西部地区就有了盐场

建置。北宋以后，由于入海泥沙淤积，大丰一带海势不断东移，

县境土地不断扩大，为人口繁衍、生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17年张謇等民族实业家来大丰创办垦植公司，启东、海门一

带移民陆续迁入大丰，与本地居民团结奋斗，废灶兴垦，改变了

大丰以产盐为主的生产结构，棉花生产成为大丰境域的经济支

柱。旧社会因受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灾祸频繁，生产落后，人民

生活贫困。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政权。

1946年实行土地改革，人民始庆新生。建国后，大丰的经济和

各项社会事业逐步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步伐

显著加快。农业稳步发展，人均产粮食千斤以上，人均售皮棉百

斤以上，被确定为全国商品粮、优质棉、蚕茧和优质啤酒大麦生

产基地。工业迅速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以轻纺、建材、机械、电

子、化工、食品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大丰飞轮、自行车碗件、优

质棉纱、空压机等工业产品以及对虾、鳗鱼、文蛤等农副产品，名

·噪全国，远销海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教文卫体等各项社会事．

业欣欣向荣，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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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百余里的黄金海岸，

百万亩的沿海滩涂，纵横交错的内河水面，广阔无垠的肥沃耕

地，是大丰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稳定的农业，发展中的工业，日

益繁荣的第三产业，是大丰继续前进的物质基础。·大丰人民，一

定会在大丰这块土地上谱写出更好、更美的新篇章。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编辑出版的《大丰

县志》，希望它能够成为县内各级领导同志进行各项决策的资料

书，成为县外各界朋友了解大丰，发展友好的参考书，成为各级

学校对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教育的教科书。当然，由。

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

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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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前列“综述"与“大事记”。综述提挈全志内容；大事

记逐一记载自古以来，特别是建县以来县境内所发生的重大事

件。
‘

，二、本志采取横分门类、纵向叙述、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方

法，分列三十八卷，记述大丰县建置、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

会各方面的情况。·划分事类，不受部门隶属关系的限制，而采取

“事以类从"的办法。 ·

．三、本志“综合古今”而又“略古详今”，着重记载建县后的事

实，但为追溯根源，也适当记载建县前的历史状况；注意突出重

点、特点，详写开创性的事物和它的发展规律，略写一般性的活

动过程和现象。其上限时间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时间止于1985

年，唯大事记下延到本志编成之日。．

四、本志运用多种体式：大事用“记”，分述事物用‘‘志"，介绍

人物用“传"，显示形象用“图"(包括绘图、照片)，列记数字用

“表’’，附载相关史实用“录’’。 ．

五、本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只为有重大影响或有显著事

迹的已故人物设置专传，其余则在有关章、节因事系人，不设专

文。 ·

六、本志各卷为分类专志，为求内容详备不缺，记事每有交

叉互见的情况，但它们各有侧重，各有所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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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时间表述：大事记中的纪年以公元年序排列。凡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各个朝代一律于公元年序后加括号标

明相对应的朝代年序。各卷记事中的纪年则先写事件所在朝代

年序，后标公元年序，以保持历史面貌。志中使用“解放前(后)"

的概念是以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解放县境前(后)为准，境

内个别地方解放的时间因有差异，均冠以地名，以示区别。

八、本志各卷记事中所载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当

时流通的货币币值计算(前面冠以货币名称)；建国后则按现行

一人民币币值计算，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按1万比

1折成新币币值。

九、本志注意字符的统一，数字的使用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于1986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试行规定》办理，产品型号用英文，方言注音用国际音标，其他

表述文字一律使用汉字。

十、本志使用的资料来自档案馆的档案、图书馆的藏籍和各

部门编写的专业史志，也有部分来自调查材料，均复制备考，志

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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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县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东南部，为1942年的新置县．．

(一)

县境东滨黄海，西邻兴化，南与东台接界，北与盐城、射阳毗邻．东经120。13，～

120。56’，北纬32。56’～33。36’．土地总面积2367平方公里。其中陆地1931．4平

方公里(舍新海堤外滩涂723平方公里)，水域435．6平方公里，分别占总面积的

82％与18％．全县辖4镇25乡，驻有沪属农场2个，省属农场3个．。1985年全县人
口为737509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11人(以可用地算)，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4．65‰。‘有汉，蒙，回，藏、满、高山等13个民族，汉族占99．96％，少数民族占

0．04％．全县去台湾人员共302人，在港澳的同胞共122人，还有海外华侨109人，外

籍华人54人，分布在美、英、法、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比利时等国家。

(二)

县境西部地区成陆较早，北宋时有紫庄，南八游、北八游、丁溪，竹溪等盐场．嗣

后，场制变动，在今草堰小街建小海场，元代有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五场和何

垛、伍佑两场部分地段．明代除伍佑场隶于淮安府盐城县建城乡版图外，各场均在扬

州府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境内．清代时刘庄、白驹二场行政改隶于兴化县，乾隆三十

三年(1768年)东台建县后，丁溪、小海、革堰场改隶于东台县管辖。民国18年(1929

年)按区乡间邻制调整行政管辖范围：东台、何垛场境属东台县一区，丁溪、小海、草堰

场境属东台县九区，刘庄、白驹二场境及老圩东部属兴化县六区，伍佑场属盐城县二

区。在盐务管辖方面，清末民初除何垛场、伍佑场、丁溪场(连同小海并场)以外，诸场

均裁并于草堰场(民国20年丁溪场也并入草堰场)。民国6年(1917年)，南通实业

家张謇以废灶兴垦为目标在此创办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以后泰和、通遂、

遂记、通济、裕华等公司相继建立，于是出现东北部新垦区和西南部老农区并列的局

面。 ，
一

1940年10月，中国共产党指挥新四军挺进江淮平原，在大丰境内先后建立小海

区、垦区、西渣区，隶属于东台县民主政府。1941年10月设台北行署。1942年建立

台北县．隶属华中局苏中第二专区．1944年撤台北县并入东台县，隶于第四分区。

1945年11月第二次建立台北县，隶于苏皖边区政府第一专区．1949年5月划属苏

北泰州地区专员公署．1950年1月改隶于盐城地区专员公署．1951年8月因县名

与台湾省的台北县同名，改名为大丰(以著名的。大丰垦区”中的。大丰”=字命名)。

1983年3月盐城建市t大丰县在其辖境。 ’

(三)
^ ●

秦汉以前，整个大丰在沧海之内．由予长江人海主泓朝东偏北，江流夹带大量泥

沙向东北海底沉积．隋代，今大丰三角圩地区形成陆地．唐代，又出现南起丁溪、北

至大团前溪墩一带土地．嗣后，长江主泓入海偏向东南，江北海域沙源减少，大丰西

部海岸线处于稳定状态．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泅入淮；大丰滩涂东扩，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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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年间，今大丰境域大部分士地已经成陆。成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由山东利

津入渤海，大丰县海岸外沙源断绝，但江河入海积沙经潮汐播迁推拥，大丰海岸仍继

续东移，形成今日的全部境域。

县境南宽北狭，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地势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中部老斗龙港两

佣为槽形洼地，宽约3至6公里。地面高程一般在2至4米之间。东部海岸线长达

109公里．

土壤分布受成陆过程和生产活动的影响，分为东西两个大区．西区13个乡约

74万亩土地．大部分土地下层为海相沉积，上层为湖相沉积，无石灰反应。有些土壤

有较厚的黑色土层，质地为重壤粘土，小部分土壤全是海相沉积，有石灰反应，宜棉粮

夹种．东区16个乡镇约99万亩土地．全为海相沉积，92．03％的土地经过生草过程

发展为草甸盐土，盐份一般在4％o以下，宜种棉花。

大丰县属亚热带和温带过渡地带的气候型，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每年平均气温

14．1℃．1月最冷，平均气温0．8℃l 7月最热，平均气温27℃．1934年7月12日极

端最高气温41．7℃，1938年1月16日极端最低气温一12．7℃．常年日照时效

2267．4小时，日照率为51％。年平均无霜期217天，初霜期为11月上甸，终霜期为4

月上旬．年平均降水量1068毫米，雨日116．4天，雪目不到7天，常年在6月下旬前

后进入“梅雨”季节：1965年8月21日降水量达334．7毫米．

(四)

自唐至民国一千多年间，大丰人民依凭黄海和草荡的优势，一直以盐业生产作为

衣食之源．民国6年(1917年)大丰盐垦公司废灶兴垦、种植棉花以后，棉花生产成

为大丰经济发展的支柱。其B,-t因生产方式落后，耕作管理粗放，加上自然灾害，产量

很低，1937年亩产皮棉仅18．5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品种，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并逐步使用现代农业机械，棉花和

粮食生产都有很大的进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制，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将过去单一的生产转为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全县

29个乡镇共分三个农业区。里下河农业区1个乡，耕地53733亩，棉花面积占35％t

水稻面积占65％。堤东农业区12个乡镇，耕地631564亩，棉花面积占41％，水稻面

积占36％，玉米、油料面积占23％。沿海农业区16个乡镇耕地890398亩，棉花面积

占59％，玉米面积占37％，油料面积占4％。1985年全县棉花总产32135吨，粮食总

产375810吨，比1949年棉花总产170吨，粮食总产34330吨分别增加188倍和9·95

倍。198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42559万元。因棉花产量稳定、质量不断提高，被国

务院列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大丰县逐年造林，1985年全县有成片林地ll·3万

亩，加上农田林网78万亩，共89．3万亩，1985年全县果树面积7661亩，年产水果

1524万斤I有桑园10．58万亩，养蚕165365张(种纸)，产茧99164担。1985年全县生

猪饲养量708630头，家禽饲养量272万只，此外养蜂、养羊、养兔、养貂等副业，都达

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棉花保持生产优势，粮食保持稳定增产，发展特种经济作物

和搞好各类副业，走立体农业和生态农业的路，是大丰县农业发展的方向·

古代境内的生产史基本上就是对滩涂的开发史。清末，西部地区已将盐场荒地

全部改造成产粮基地。东部地区的由盐转垦则自1917年张謇倡办盐垦公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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