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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记事根据资料尽力追溯，下限至1987年，

少数条目及大事记延伸至1991年。 ．

。

=，本志以。大事记”，。概述”简要介绍了南通沿海滩涂

开发事业的起始和发展；设自然环境，海岸带资源，围滩造田、

滩涂工程等10章，详尽叙述了南通沿海滩涂开发的历史沿

革I专设人物传栏，记述张謇，沈起等历史上对南通海涂开发

建立不朽业绩的功臣。全志约10万字，并附彩照8帧和图表

若干。 i

三0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历代皇朝纪年用括号注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简称为建国后。

四、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度量衡以公{}4为准，用阿

拉伯数字表示I志中涉及到的地名、行政名称，以当时通用称

号记述。
’

’

五，本志地面标高，以及潮汐水位标高用黄海标高为起

点。 ．

’

‘

六、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各县(市)志、报刊，其他出版物

和访问记录，参考文献见附录。．



南通市是我国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

地处长江入海口北岸，南临长江，东濒黄海，北靠苏北．

平原，与上海、苏州、无锡隔江相望，是长江入海口的

。第一个河口港和著名的新兴港口工业城市。这里气候

温和，土地肥沃，物产富庶，资源丰足。民族英雄文天’

祥途经南通石港场东卖鱼湾时，曾留下了“春红堆蟹

子，晓白结盐花’’的优美诗句。
’

’

，

南通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第一大河——长江所孕

育的一块新生的土地。在远古时代，这儿是一片茫茫

的江口海域。经江淮冲积、海潮顶托，泥沙就在河口

地区大量堆积，逐步形成了沙岛、沙洲、沙滩、陆地，其

成陆历史在千年以上，因此，南通的历史，也可谓是一

部滩涂淤长史、成陆史和海涂开发史。我们的先人在

t这里渔樵耕读，世代繁衍生息，经过与大自然不屈不

挠的奋斗，’终于造就了江海平原这块茁风水宝地’’。建

．国后'，‘在党和人畏政府的领导下，7南通人民发扬艰苦

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围海造田，治

l ，

’

卜哆妒|l



水改土，综合开发，谱写了一曲曲新的动人篇章。在
‘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南通海涂开发利用进入了一 j

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传统原始的开发向依靠科学技术
：。

开发方面发展，由单一经营向综合经营方面发展，由

堤内开发向堤外方面发展，‘+由原料生产向多层次加工

：方面发展，由商品经济的内向型向外向型经济方面发
． 展。目前海涂开发已成为南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培育新的经济生长点的活跃因素。

·．南通市海涂具有独特的优势，有着巨大的开发潜

力。其一：面积广大，滩涂辽阔。不但包含已围垦成二

陆的垦区，而且拥有平缓开阔的堤外潮问带海涂和大

片的辐射状沙洲；其二，水资源丰沛。不但有充裕的
’

地表水、地下水可资利用，而且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水
． 补给；其三，生物资源品种繁多。不但有垦区内的丰 ，

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而且拥有蕴藏量很大的鱼、虾、
。 蟹、贝等海涂生物资源及人工养殖的藻类。只要我们：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统筹规划，精心组织，，
． 依靠科技，完善政策，多元投入，海涂开发一定能登上

‘

．’新的台阶，’为建设“海上南通，：，振兴南通经济作出新

的贡献。 ．’：
。

，
．．

．

，
●

，

‘

，南通市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管理局和海涂办公室，。
根据“资治、存史、教化"的宗旨：从1991年初开始，着

手组织《南通市海涂开发志》编撰工作，‘在全体编写人 ．

员的辛勤耕耘下，‘历经三个春秋；。于1993年底完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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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海涂开发志。它展示了

广大人民同大江大海作顽强不屈斗争的光辉史实，总

’．结了千年来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丰富经验，揭

， 示了今后海涂开发的美好喜人的前景。志史内容全

面，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志的

思想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的要求。志书文字朴实，据
’

：事记述，不加修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坚持了严肃

的科学态度。志史的出版，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激

发广大人民爱国、爱乡的情操，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对于加速南通市海涂开发，建设颇具南通特
’： 色的沿海经济，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南通海

，。涂开发志》的出版发行，无疑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和

历史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祝贺和感谢。

。历史将昭示人们。 ．

‘今日之南通，今非昔比，勃勃生机；明日之南通，

将更加璀灿夺日，绚丽多姿。
‘

张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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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一一南通市地处江淮下游，黄海之滨，海岸线北起通盐交界的

老坝港，南抵启东元陀角，标准岸线204．80千米。包括海安，

如东，南通、海门，启东五县(市)。沿海滩涂土地总面积2048

平方千米

南逼现有潮间带滩涂l 1234．06平方千瀣。适于贝、藻繁

殖生长的滩面100万亩，经济贝类蕴藏量8万多吨，其中文蛤

，6．8万吨。贝、藻出口量均占全省首位。可供海涂开发利用

的淡水资源丰沛，常年径流量20．43亿立方米。第三承压含

有丰富的谈水，水质较好，矿化度小于1克／升，基本能满足

生活饮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需要。近海渔业资源丰富，春

夏季浮游生物量高达100-v1000毫克／立方米，是多种鱼类产

卵和幼鱼育肥的理想场所，成为全国著名的吕四渔场。

南通海涂开发，历史久远。早在宋代之前，先民们就开始

在古横江两侧进行围垦活动。宋代范仲淹修筑苏北捍海堤，

留下了围海夺田的光辉史迹。及至清末民初，以张謇为代表

的民族资本家，在沿海设立垦植公司，开展大规模的海涂开

发，在海涂开发史上写下新的篇章。建国后，人民政府投入大

量入力、物力、财力，修筑江海堤防462．31千米，加固险工险

段30千米，围海造田43．02万亩。其开发规模之大，速度之快，

。’ · 皇 ．



效益之好，为任何历史时期所不可比拟。其中，仅围垦面积在

1万亩以上的垦区即达12个。随着海涂资源开发，其利用和

经营方式也经历了蓄草煮盐、废灶兴垦、种养结合，综合开发

等阶段，至1987年止，建立了粮棉、畜禽、蚕桑、淡水鱼、文蛤、

紫菜、鳗鱼、对虾、食品加工，盐业等十大生产基地。海涂产品

出口创汇达1149．1万美元，对推动全市经济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广阔的海涂，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开发地带之一，沟

通海内外联系的要冲，发展外向型经济韵前沿阵地。随着历

史的演进，尤其是吕四港和洋日港的开发，沿海滩涂在振兴南

通经济中，将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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