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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足当代，略古详

今，j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事分类，横分纵述。采用以志为主，述、记、图、表、传、录

多种体裁并用。地图、彩色照片置于书前，统计图表、有关照片插于有关章节

之中，与文相应。

三、本志时间上限追始录端，下限至2003年末，侧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尤为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现状，突出主要事件。

四、本志记载地域范围，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限。

五、本志卷首为概述、大事记，主体采用章、节、目结构，以事物性质分

类。文献辑存收录于卷后。

六、本志所记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对本镇有较大影响和贡献的部分客

籍人物。分传记、简介、表、录四类，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卒年为序。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帝王年号和民国年号

并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涉及20世纪50

年代至90年代，20世纪一般作省略处理。

八、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

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以1987年

国家标准计量管理局颁布的《计量实施细则》为准。 (人民币1955年3月1日

前，按10000：1比率折算。)

九、为了保持历史原貌，本志中有些表格中的数据未予换算。

十、本志资料，来自历史文献、档案、口碑，均经核实，一般不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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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朝阳镇委员会书记李友德

朝阳镇人民政府镇长曹洪秋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为朝阳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大社的优越性”一文亲加按语发表五十

周年之际，我镇第一部志书《朝阳镇志》正式出版了，这是我镇人民三个文明建设中的一件

大喜事，值得庆贺。

朝阳镇的历史久远，文化遗存丰厚。朝阳文化遗址属北辛文化，距今已有七千三百年历

史。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南北朝时朝阳曾为侨置州、县治所驻地，后虽他迁而一直为古海

州之重镇。民国前后、人民政权建立后，朝阳几度为县区级政府所在地。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毛泽东主席批示表彰；六十年代，江苏省委提出“地学苏州，县学启东，社学朝阳”的

口号；七十、八十年代被江苏省委省政府评为“省先进单位”、“文明单位”。改革开放中

朝阳成为连云港市“十佳乡镇”之一，文化荟萃，人杰地灵，山清水秀，峦雅峰幽。众多历

史传说在文学家的笔下成为一部部文学巨著。猴石、沙僧石、沙河口在《西游记》中多次出

现， “龙上山，虎下滩，娘娘庙和尚看”的三傲是吴承恩笔下傲来国的原型；汉东海孝妇祠

所供奉的娘娘是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的孝妇形象。一方水土造就了一方风流人物，唐马

待封，明李祯，近代的张百川，现代革命烈士唐雨生、战斗英雄张昭义，以及一大批全国、

省、市劳模，就是朝阳镇涌现出的杰出代表。所有这些理应编撰成书，永远流传下去。’

《朝阳镇志》洋洋洒洒百万余言，纵述历史．，横陈百科，全面论述了朝阳镇的历史与现

状，详细记录了朝阳镇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社会变迁、经济特产、文化教育、风俗民

情，赞扬了在这方古老土地上的祖祖辈辈热爱生活、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讴歌了朝阳人意

气风发、战天斗地、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内引外联、加快发展，力争早日把朝阳建设成现

代化城镇的奋斗精神。

《朝阳镇志》凝聚了编纂工作者的心血与汗水。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云台区志

办”工作的原政协副主席孙守志同志就在镇里搭班子，进行乡志的编修，由于种种原因没有

编纂成书。2002年11月，从市农科院退休的李正杨同志又组织市区退下来的老同志再次进

行编纂。他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广泛搜集资料，精心设计纲目。反复征询

意见；坚持实事求是，对入志资料反复核实，真实反映。他们艰苦奋斗，不计报酬，克服年

老体弱等困难，历时两年半，五易其稿，着力总纂而成。在此，对参与编纂的同志深表谢

忱。

《朝阳镇志》变千载为一瞬，聚万事于一书，把千百年朝阳人的所作所为“存史”。读

史而晓今，温故而知新，它必将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提供借鉴，为我们改革开放提

供“资政”依据，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为爱祖国爱家乡提供教育材料。它将服务于朝阳

人民，激励朝阳人民为把朝阳建成连云港市的后花园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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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朝阳镇地处黄海之滨，坐落于南云台山的西北隅，是连云港市东西两城区的中心连结

点。横贯中国东西的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由境内通过。从境内的云台山站，西去连云

港市政府驻地新浦，东去连云港港口，都仅14公里，靠港近城名符其实。

镇境几为一等边三角形。西北与东两面，差不多都是6．5公里，其西南面较长，约7

公里多，总面积为31．22平方公里。西北一面与台北盐场的盐田为邻，中以一排淡河为

界，东、南两面都是山，山东是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云，西南即新浦区的花果山

乡，三角形一角与新浦区的猴嘴镇相连，其东南一角为新浦区的云台乡。2001年3月，全

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镇内有5129户(家庭户5134户，集体户58户)，人口总数为

19217人(男9996人，女9221人)，男女性别比为108．5：100；人口密度为612人／平方．

公里。

镇境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地形兼有山地、丘陵、平原。其东、南两面都是高山，

山脚下是一片残丘垄岗，九个村街，五个居其上。村街西北是一片海滨平原，约占全镇面

积的45％。南云台山有116个山头，其最高峰为玉女峰，海拔625．3米，是江苏省第一高

峰，与金牛顶、九层顶、鼻尖嘴、巨平顶、猴石山等六个山头，构成朝阳与花果山两个乡

镇的分水岭。东面狮子山、石山嘴、大轿顶、炮台顶、老窑顶、双石人等七个山头，是朝

阳与中云的分水岭。龟石崖、朝阳洞顶、小龙头三个山头是朝阳与云台两乡镇的分水岭。

大团山、小窄山、由吾峰、大西山(马栏顶)、小团山、笊崖顶、胡蛮庵、石观音、东山

等九个山头都在朝阳境内。另外境内还有马山、烟墩山、虎山三个独立山体。名胜古迹、

幽洞奇石。处处可见。

境内沟涧多西北流向，比较大的有恶涧、桃花涧、白龙潭涧、乌龙潭涧、太白涧、蚂

蝗沟、长涧、鬼牙涧、观音涧、山洪沟。所有沟涧里的水，均为20世纪50。70年代所筑的

大小11座水库所拦截，而后泄入西北边沿上的排淡河，再东流经中云、云山两乡，最后由

大板跳入海。农田间排灌河道稠密，洼地、渔塘星罗棋布。水库中，新县、朝阳两个较

大，积水总面积为9平方公里，在朝阳园艺场左右两侧，就是两座水面辽阔的人工湖。

朝阳镇属暖温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带，具有典型的季风气候特征。四季分明，气候温

和，光照充足，雨量适中。雨热同季，适宜于种植、养殖、果林、旅游诸业的开发，潜力

很大。其常年平均气温为11．3—14．9℃；地温为15．2。C；年降水量在910毫米一980毫米

之间，夏季为53％，降雨日为101天；无霜期为215天。南北过渡的气候，形成了朝阳南

北兼容的生态体系，植物繁茂，五谷瓜菜既种即获。由于小气候特别，三麦生长期比别的

地方短，种比别地迟10天，收却比别地早lO天，朝阳人一直引以为自豪。南北林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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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针阔，漫山为家，特别是药用植物，遍地皆是，达八百余种。秸梗、首乌，紫草、葛

根，久有盛名。动物繁多，狼狐狸獾，向为山中“主户”，雉鹊鸦雀，久为林中“常

客”。鸡犬豕，马牛羊，农家多养；蛙鳖虾，鲤草鲢，水中惯生。特别是地鳖虫、蜈蚣、

蚂蝗、蚂蜂，久为药材中之珍品。矿物亦丰，粘土石材，采用历史久远，特别是西山之片

石，誉享淮海。重碳酸钠钙矿泉水，经国家测试单位检测，属于高标准矿泉水，可与青岛

崂山矿泉水相媲美，年可开采量约十多万吨。已上市的“太白山泉”纯净水，饮者十分喜

爱，已通过ISO 9001质量认证。

朝阳古称新县，早在五千年前，先民即在此繁衍生息，为少吴氏裔。夏商为徐州之

域，周属兖州，春秋为鲁国地，战国又易为楚地，秦统一后为朐县，先属薛郡，后薛郡东

分为郯郡，朐属郯。汉属东海郡，三国属魏之东海国。西晋置赣榆县，治艾不城(即今之

朝阳)，境即为县治。南朝宋明帝失淮北，侨置青、冀--'N于郁州，始即在境内，县名多

变，曾称东海、广饶、都昌、安流，其中多侨立，具体治处在境北沙集，后地壳变化为海

浸而上移，是为新县。后州、县迁南城，境仍属之。隋、唐、宋均为海州之东海县地，元

属海宁州之朐山县。明、清为海州的西路镇。辛亥革命后，海州改为东海县，民国元年

(1912年)，东海县东南部的1l镇建灌云县，西路镇在其内。民国18年，灌云县分区自

治，全县分10个区，境为新县镇，属第10区，区公所驻境内。民国21年，灌云县区划调

整，9区和10区合并为第7区，区公所未动。民国24年，灌云县第7区和东海县大浦镇合

并为连云市，组建筹备处，负责市政规划及港口设施。境内行政仍属灌云县第7区管理。

民国28年，境沦为日控，属伪东海县第6区(区公所仍在新县)。民国34年，抗Et胜

利，连云市政府建立，境为新县、尹巨两乡镇，属其第2区。

民国37年(1948年)11月7日，人民政权建立，境为新县乡与朝阳乡，属山东省新

海连特区云台办事处新建区管辖。民国38年8月，境属新海连市前云区。

1949年12月，境属新海连市云台区，区政府驻新县。1958年政社合一，为云台人民

公社朝阳大队。1960年为朝阳人民公社，直属连云港市。1983年3月，建南城区，境属

之，7月，南城区与盐区合为云台区，政社分开，境为朝阳乡，属云台区。1997年，朝阳

撤乡建镇。2001年lO月，云台区撤销，朝阳镇划归连云区管辖，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全镇下辖两个街道居委会和7个村委会，总人口19217人，有汉、蒙、回、苗、朝

鲜、赫哲等6个民族，其中汉人占99．9％。

朝阳多有反抗压迫统治的历史记载，屡为反抗外邦侵略的斗争前沿。汉天凤间(14—

20年)女起义者吕母，率部在大西山为营。晋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水上起义首领孙恩舟师

多次在境北海面出没。南北朝时北方州、县迁此者多。隋、唐、宋、元时，起义首领彭孝

才、李子通、蒋宏度、徐元、张旺⋯⋯其部先后在境内屯扎。明代抗倭，菩山专建烟墩，



以防不测。清兵入关，明新昌王率部遁山中欲复国。郑成功舟师，多次北上至附近海中，

迫使清“裁海”，将整个云台裁为界外。晚清，为抗议朝廷收敛民财，新县乡绅张益三率

众火烧宣三圩，捣毁南城都司衙门。沿海不靖。两广提督冯子材奉旨来云台办理防务，其

五营驻扎黄九埝、蝙蝠山及境内狮子山、烟墩山一带。科举废，老贡生张百川即办学堂传

播先进思想。

辛亥革命后，境内许多青年外出读书求新知，“五四”后回乡，反迷信、禁日货、讲

科学、讲民主、大办民众教育。民国18年(1929年)，在海州读书的唐雨生参加共产党，

回乡坚持地下斗争。“七七”事变，中国陆军第57军112师334旅667团进驻朝阳，团长

万毅(共产党员)除指挥港口前线的抗日战斗外，在境内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率群众

躲过日机的多次空袭。在其影响下，境内青年纷纷投身抗日斗争，去“黄埔”，去“抗

大”。新县张义康、孙汝操直接去抗日根据地。日伪恐怖统治，群众恨之入骨，有人参预

了灌云县常备队马山后新村站夺枪杀鬼子；新县屠夫孙汝瑶只身单刀刺死日本特高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民自发组织反霸抗租拒“篮金” (用地主大篮称稻付钱)活动，

更有多人为解放区运送枪支弹药，支援解放战争。

人民政权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大跃进”、

“人民公社”等各项运动中，朝阳人始终走在前头。朝东街张昭义抗美援朝屡立战功；韩

李村李学珍，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成绩突击，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

的接见。朝阳乡办大社的一份总结，毛主席亲加按语，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中国农村社

会主义高潮》一书所收编。1966年，江苏省委发出“地学苏州，县学启东，社学朝阳，队

学华西”的号召。 “文化大革命”使朝阳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可由于朝阳人民一如既往抓

农田水利建设，建朝阳水库，建灌溉用石干渠⋯⋯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多次受到江

苏省领导表彰。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朝阳人民与时

俱进，艰苦奋斗，农业登上新台阶，多种经营迅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劳动模

范、企业家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朝阳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努力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大潮中再交一份优异的答卷。

四

朝阳古代“阻山连海”，先在海中，后与陆连，背倚“玉女”、“金牛”，面临海州

湾，紧靠临洪河口。山环水绕，极富鱼盐之利。

魏晋南北朝，因地理位置特别，为南北要襟，青州侨置于此。此为赣榆、东海、都

昌、广饶、安流诸县治所，屡废屡建，县名多变。时不长，因海浸而南迁南城，可此一直

为郁州南北城间交通所必经，豪强士族，羡山水而栖居，代不绝人。南齐明僧绍，于弁榆

山建栖云精舍，欣玩水石，弃官不就。隋由吾道荣，辞谏议大夫，寄迹韩李南山，杖藜野

服，采摘芝萍。南人以此掣肘北人南突，北人南突皆欲由此始。军事交通，地位突出，北

面海口，一直是漕运通途，“艨艟游弋，帆樯如林。”

唐代海州宗教传播鼎盛，境内山顶寺观大兴，庄头亦建“兴国禅寺”，佛道人士来往

频增。开成四年(839年)五月，到中国求法的日本和尚圆仁至云台，专门至兴国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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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时期，山阳、胶西贸易繁荣，北面海上，船只来往，百货辐凑。明、清推行闭关

锁国政策，清初更用巨木桩塞海口，致使海岸变迁，加之黄河改道，泥沙淤塞。康熙五十

年(1711年)，原在海中的云台山与大陆相连。而境内仍多经营船只，大者由马山西网口

进临洪口人海，来往于苏州、海州间，小者多在附近捕捞鱼虾。

民国18年(1929年)新墟公路建成，为灌云、东海两县要道，是郑海干线(郑州——

海州间)的一个路段，由境内马山前通过，境内土特产从而输出有道。民国24年，陇海铁

路东段——新浦至老窑(连云港)段修通，由境内马山后通过，并在马山后设一车站——新

村站。随着港口码头的建成投产，江苏省政府决定建立连云市，境内新墟公路被规划为五

大通衢之一，作为未来商业区。狮子山往南至新县老街，被规划为学校区，境内繁盛“有

望”。然“七七”事变后，Et机多次入境狂轰滥炸，继而日伪多次入境“扫荡”、 “清

乡”、“搜山”，烧毁新县小学教室及民宅多处，国破家亦破，国难民多忧。日本投降

后，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抽丁抓差接二连三，境内民不聊生，哀声

一片。

人民政权建立后，朝阳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办大社，创大

业，为世人瞩目。改革开放后，连云港市成为国家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铁

路南移，在马山前专设编组站，公路多次扩宽。特别是进入2l世纪，朝阳划由连云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朝阳进一步发展，社会面貌Et新月异，三个文明建设成绩累累。

五

朝阳镇的工业有着长远的历史传统，更有可喜的新兴阵容。境内盐业生产历史悠久，

汉、晋多海水火煮，唐后才日晒。然“牢盆”、“灶户”、“灶粮”等盐业古代语在境内

一直延至20世纪中后期。曹巷西堆房门前出土之盐田，皆千年前物。手工业，特别是木

工、造船、造风车，石工、勒碑、建房，大有人在。尹宋马氏先祖马待封，手巧名高，可

谓最早的机器人制造者。开元初(715—720年间)，旨调进京为贵妃修造法驾，对古代的

指南车、记里鼓、相风鸟作多方改进，逾于古人。明时修建寺观，其砖、瓦多是自烧，张

庄即出土古窑址，清中后期至民国，境内即出现槽坊制酒，烟草制烟，规模可观。至于牲

口磨麦制粉、碾稻制米、做挂面、炸傲肘、蒸糕、做豆腐，造农具、打家具、裁缝、做衣

服⋯⋯盛极一时，后日本侵略者登陆，百业俱毁，满目萧条。

乡镇工业大发展，多次受到连云港市党委、政府的表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产值由1980年的673．88万元，增到1990年的

4596．23万元。境内工业有63家(其中村办38家)，职工2500人，固定资产2760万元，

流动资金765万元。36种工业产品，包括卫材、磁材、建材、农业、矿山机械、炊事器

具、罐头食品⋯⋯其中医用棉和纱布采用国际标准，JCW一46B型多功能绞肉机和糖水梨罐

头，都为省、部优产品。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值超百万元者8家，利税超百万元者3

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中共十四大公报发表，大力以农兴工，以工带农，多

轮齐转，全面驱动，抓机遇，扩总量，上水平，树形象，围绕市场办工厂，驱动公有私

营，承包经营，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把大批农民引向市场经济海洋。2003年底，境内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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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民营企业36家，村街管民营企业48家，个体企业456家，产值56600万元。

．上
／、

《周书》云： “神农耕而作陶。”朝阳古文化遗址出土多为古陶，由此可知朝阳农业

开发之历史何其久远，到南北朝时已具规模。《南齐书》记“郁州在海中，周围数百里，

有田畴之利。”隋朝廷大抓水利，开皇五年(585年)，东边蝙蝠山至平山筑万金坝以挡海

水。开皇九年(589年)，又从南城的谢禄山经朝阳往北至墟沟院前筑一捍海堰，长31．5

公里，高1．67米，以保农田。唐代，棉花和桑蚕生产也有了发展。宋、元、明、清，随着

人口的增多，尽管农田面积不大，可农业生产还是不断发展，群众相天时，度地利，使野

皆谷，稻、黍、稷、麦、豆，五谷各植其所，水旱有别。乾隆三十七年(1689年)出版的

《云台山志》载：境内稻谷有籼稻、芒稻、糯稻三种，有早有晚，有水有旱。牛旯旮的芒

稻米粘而香，可与大村温水河的贡米媲美。境内三麦以小麦、元麦较多，玉米，群众俗称

“秸子”，是境内的主要作物，农民的主要食粮。“大秸糊涂绿豆打，老咸菜就蟹碴。”

是群众心目中的美餐。晚清至民国间，国不泰民不安，统治者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地

半荒而赋如故，民逃亡而捐不减。”致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广大农民走上集体化道

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得到较快

的恢复和发展。1958年，可耕地由1949年的487公顷增为900公顷，粮食总产也由167万

公斤增至190万公斤。

“大跃进”， “人民公社”， “文化大革命”， “农业学大寨”，朝阳农业虽走了些

弯路，受了些挫折，可成就还很显著，多次受到中共江苏省委和连云港市委的表彰。1980

年，单产超过500公斤，总产超过500万公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化改革，稳粮扩经，先后办起了

建筑站、水利站、西庄、刘巷、韩李、沙集、马山七个集约经营的农场，张庄、新东、新

县、尹宋承包大户办起了家庭农场，农田面积达250公顷，为镇农田总面积的44．5％，其

中55．5％作为口粮田，由全体农户各自耕种。后来由于连续退耕还林，发展蔬菜生产及棉

花生产，农田面积持续减少，1996年只有133公顷，可粮食总产有增无减，一跃为611万

公斤。进入新世纪，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创汇农业，

巩固改造沿山330多公顷果园，更形成70公顷黄桃基地。新建3．3公顷红提葡萄套种剑

兰，并逐步形成6．67公顷名、特、优、奇苗圃花果基地。进一步扩大10万头猪场，百万

只鸡基地，不断改变朝阳农业形象，形成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工、商、运、

建、服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七

朝阳镇历史上曾是云台西麓粮油集散地和商贸中心。硕兴、德兴、万兴三条五桅大

船，来往苏(州)通(南通)、海州间。境内玉森、丰泰、协泰、隆泰恒、福兴隆、大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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