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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

一、《中国共产党张家港市历史大事记(1949．4—

1998．12)》(简称《大事记》)围绕各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党的活动，记述1949年4月22日全境解放至

1998年12月境内发生的大事要事，旨在更好地了解过

去，建设今天，开拓未来，为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

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

二、《大事记》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历史，忠于事实，

力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准确地反映不同时期的历史面

貌，注意体现地方特色。 一

‘

三、《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j以编年

体为主，按时间顺序记事。具体分为四个时期：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4月一1956年9月)，开始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9月一1966年5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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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社会主义 ：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一1998年12月)。 #

四、对行政建制的记述，建县前称境内，撤县建市前 -．

称沙洲县，1986年12月1日建市后称张家港市。记载的 1

地域范围为今张家港市全境。 ?‘

五、有关机构、事件、会议名称等首次出现时用全称， ，’

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

六、有关经济数据，以《张家港市统计年鉴》为准。行

文规则和计量单位一律按国家标准规定执行。 ，

七、建县后各年度党组织数、党员数，在附录中列表 '』
记载。 一

j

八、《大事记》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文献、老同志回忆 ’1

和有关人员座谈综合考证材料，以及《沙洲县志》、《张家

港年鉴》、《中共张家港市组织史资料》、专业志等书籍和 ．

有关报刊。建县前资料，主要来源于常熟、江阴两市档案

材料及两市出版的党史大事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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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4月一1956年9月)





1 9 4 9年(4月一12月)

‘4月21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

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张家港)的千里战

线上，横渡长江，挥师南下。是日夜，解放军29军85师

253团1营1连、2连和2营4连在境内双山沙登陆，击

毙国民党守军50余人，俘敌100余人，解放双山。255团

在长山中段和巫山港之间登陆，次日拂晓攻占巫山。22

日，沙洲全境解放。晚，中共沙洲县工委在章卿乡东村赵

家祠堂召开群众大会，欢呼渡江胜利，庆祝沙洲解放。

4月22日 中共沙洲县工委领导的沙洲武工队全

部出动，占领国民党各乡乡公所，收缴敌人武装，控制要

道，保护粮仓，先后收缴各地自卫队的步枪900余支，轻

重机枪10多挺。国民党江阴保安团3营7连100多人

携枪投诚。

4月23日 沙洲武工队包围了企图驾艇逃跑而搁

浅于东莱境内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某部5艘汽艇，140

余人。24日，该部被迫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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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 中共江阴县委、县人民政府正式对外办

公。29日，中共常熟县委、县人民政府开始办公。随后，

境内各区、乡政权由两县县委派出干部接收。境内塘桥、

沙洲两区和梅李、练塘区部分，以及刘海沙区(简称东部)

属常熟县管辖，晨阳区及澄东区部分(简称西部)属江阴

县管辖。全境共有41个乡。

4月末 中共沙洲县工作委员会撤销，沙洲武工队

进入江阴整编。境内30多个党支部(小组)、230多名党

员先后移交江阴县委及常熟县委。

5月 境内先后执行江阴、常熟军管会布告，禁止

使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禁止银元在市场流通。中

国人民银行以人民币收兑，稳定市场金融秩序。

是月 江阴县公安局在杨舍、后塍设派出所，常熟县

公安局在鹿苑设公安分局，在十二圩设派出所。1951年2

月，境内各区、乡先后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维持地方治

安。

7月23日至24日 境内遭6号强台风、暴雨、洪水

齐袭，酿成巨灾。江堤崩溃34．71公里，决口295处，溃圩

160多个，淹圩345个，淹没农田45万亩，被洪水围困10

万余人，溺死2361人，毁损房屋4951间，牲畜死亡不计

其数，4万余灾民无家可归。常熟、江阴两县县委、县政

府紧急部署抢险。境内各区、乡干部分赴灾区，动员和带

领群众，集中船只和物资，抢修江堤50多公里，筑退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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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 5

10余公里，堵缺口250余处，抢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安置灾民5万余人，抢排决溃圩田积水5万多亩，并迅速

掩埋人、畜尸体，组织医疗队防疫消毒。同时，两县人民政

府拨给沙洲、晨阳区抢险工程495吨粮食，发放水利贷款

175吨大米，实行以工代赈。秋、冬两季又给沿江地区群

众发放以工代赈大米1200吨，作为修复堤岸的水利工程

费。

7月 境内开始夏粮征收工作，至8月底全面完成

任务。

’夏残留于境内的特务、土匪和各种反革命组织活

动猖獗。沙洲区庆凝乡乡长陈广越、乡指导员岳步芳、南

丰区扶海乡乡长管延来先后被匪特杀害。7月，江阴、常

熟两县政府先后组成清剿工作委员会，开展清剿匪特斗

争。11月，江阴县公安局配合华东局社会部破获“中国国

民党青年剿匪军江南独立除奸纵队第一支队"。1950年1

月，常熟县公安局和县总队配合，剿灭“江南人民反共救

国自卫军通澄虞支队"，并缴获短枪3支和图章、条戳等

反革命证件。至1958年底，境内共破获匪特20余股。

8月中旬 南丰乡原国民党保长及坏分子利用乡

政府民工大会之机，煽动民工闹事，1000多名群众围攻

乡政府，捣毁大门，剪断电话线。沙洲区政府获悉后，由区

长王亭带领区中队3个排、1个短枪班冒雨赶到现场，进

行劝阻疏导，群众纷纷离散，两名为首分子被当场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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