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青镇 

常青镇位于江苏省如皋市西部高沙土地区，属黄桥革命老区。是如皋市西部地区的中心

镇，与张家港、江阴隔江相望，北依新长铁路、东毗 204 国道和如皋机场、南衔宁通公路；

境内红旗路横亘东西、王石公路贯穿南北、焦港运河直通长江、水陆交通便捷。常青镇得名

于这块风光旖旎的宝地，四季常青。总面积 61.2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3391 公顷，镇区

面积 59 公顷，全镇共有行政村 11 个，居委会 1 个，村民小组 319 个，总人口 48201 人。 

2006 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2.28 亿元，同比增长 5%。推广优良品种 25 万公斤，粮食播

种面积 5.5 万亩，总产量 2.4 万吨。推广优质弱筋小麦项目，面积达 2.2 万亩，平均亩产 374

公斤，比 2005 年有所增长。扩桑 1540 亩，桑园总面积达 10000 亩,发种 18000 张，蚕茧收

入达 2160 万元。新增百头以上养猪大户 4 户，1000 羽以上养禽大户 21 户。建成速生商品

意杨林 1020 亩，完善农田林网 20900 亩。完成“一池三改”户用沼气 240 只，改厕 200 多

个。疏浚三级河道 3 条，村庄河道 42 条，累计动土量 45.64 万方。推广新型插秧机 9 台，

免耕条播机 25 台，联合收割机 1 台，并建立健全了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农村经济管理

不断规范。土地承包管理得到完善，完成了承包资料的归档和电脑录入，农民负担进一步减

轻。 

  强攻招商引资。紧抓金融危机后部分企业重组、“大三通”即将实施以及“一会两节”

召开的机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继续组织小分队到上海、浙江、苏南等民资活跃、外资密

集的地区开展上门招商活动；动员企业老板、经理实施产业招商，充分发挥他们的产业优势、

人文优势，立足本企业、本行业，围绕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链的延伸，大力开展以商引商；

持之以恒地开展网络招商，充分发挥网络资源覆盖面广的优势，切实抓好网上宣传、网上推

介、网上招商。 

  狠抓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强项目服务，按照项目建设内容，落实专门人员，切实开展协

调服务，做到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条龙服务，确保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

切实加快已开工的江苏旺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银杏黄酮素提取、金鹰橡胶有限公司扩

建工程、昊晟纺织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南通群威减速机械有限公司改扩建工程、瑞明有色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技改项目、建安公司标准厂房配套等 6 个项目建设速度的同时，对已签约的

项目，尽快做好项目立项审批工作，促进项目早注册、早开工、早建设。动员项目单位加快

投入，精心组织，快速施工，促进项目早投产、早运行、早见效。 

  突出全民创业。大力开展创业宣传，进一步营造全民创业的浓烈氛围，鼓励能人依托现

有产业优势，积极寻求开发项目，发展家庭工业、园区工业。完善工业集中区建设规划，加

大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打造全民创业的载体和平台，为吸引能人返乡创业、进



 

人口总量继续保持负增长：全市年末常住人口为 94.98 万人，比上年末下降 1.3 %。年

末户籍人口为 111.41 万人，比上年末下降 0.4%，其中非农业人口 22.39 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 1.25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7533 人，出生率为 6.75‰，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 101.7 :100 ；

死亡人口 8703 人，死亡率为 7.80‰，自然增长率为-1.05‰。 

居民生活质量日益改善：全年县城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16608 元，人均消费支出

10142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2.7%、9.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8450 元，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6252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2.1%、39.3%。 

第四章 自然资源 

气候特征  

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冲积平原，海洋性气候明显，年平均气温 15.1 度，全年降水量 1040

毫米左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春秋两季比较短。 

南通属北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区，季风影响明显，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水

充沛，无霜期长。由于地处中纬度地带、海陆相过渡带，常见的气象灾害有洪涝、干旱、梅

雨、台风、暴雨、寒潮、高温、大风、雷击、冰雹等，是典型的气象灾害频发区。按最近

30 年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在 15℃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达 2000～2200 小时，年平均降水

量 1000～1100 毫米，且雨热同季，夏季雨量约占全年雨量的 40～50%。常年雨日平均 120

天左右，6 月～7 月常有一段梅雨。 

自然资源 

  南通集“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优势于一身，拥有长江岸线 226 公里，其中可建万

吨级深水泊位的岸线 30 多公里；拥有海岸线 210 公里，其中可建 5 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的

岸线 40 多公里。全市海岸带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沿海滩涂 21 万公顷，是我国沿海地区土

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主要有铁矿、石油、天然气、煤、大理石等。

全市耕地总面积 700 万亩，土壤肥沃，适种范围广，盛产水稻、蚕茧、棉花、油料等作物。

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是全国文蛤、紫菜、河鳗、沙蚕、对虾的出口创汇基地。吕四渔场是全

国四大渔场、世界九大渔场之一。 



 

第五章 旅游景点 

观光游览 

  清末状元张謇为代表的近代南通人开风气之先，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使南通成为中

国人最早按照先进理念规划和建设的城市典范，15 个全国第一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城”

的美称。 

截至 2010 年底，共有星级饭店 97 家，总量占全省十分之一强；旅行社 105 家，A 级景

区 31 个，总量占全省 7.6%。全市现共有 4A 级景区五家，分别为：南通濠河风景区、南通

狼山风景区、南通博物院苑、南通珠算博物馆、如皋水绘园。 

濠河风景区 

江风海韵，风光绮丽。30 华里的濠河环抱古城，被国内外游人誉为“少女脖子上的翡

翠项链”，正在规划、开发的沿濠河博物馆群将赋予通城更深的文化内涵。 

濠河风景区，就是以古老的护城河为纽带，以城市为中心的开放式景区。景点包括有： 

原是南通的护城河，史载“城成即有河”，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濠河；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

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文峰塔；中国第一座纺织专业博物馆，人称“纺织大观园”；天宁寺、

光孝塔等。沿上濠河，木桨划处，看遍濠河边的蓝印花布艺术馆、南通博物苑、强国梦痕……

先贤遗存，历史留迹，浩荡胸襟，肃然敬起。舟行波上，水亦多情，古今南通，濠河胜景，

一览无遗。 

濠河风景区荣誉 

1993 年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1995 年由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布为江

苏省首批历史文化保护区，1998 年名列江苏省首批文明风景名胜区之一。濠河风景区以其

健康、优美、舒适、和谐的生态环境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江苏省人居环境奖。 

历史价值 

  濠河，原是南通的护城河，史载“城成即有河”，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千百年来，她

担负着防御、排涝、运输和饮用的重任，被称为“人身脉络”。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宁寺、

光孝塔于濠河北首，民间有“先有光孝塔，后有通州城”之说。 

  三元桥、文峰塔一带是东南濠河风景片又一处景点集中地。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

文峰塔平地兀立，为南通三塔之冠。 

南通博物苑，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乐天玛特于 1998 年首店开业（江边店），到 2006 年，跃居韩国大型超市行业第二，并

在全球主要股票市场（伦敦、东京股票市场）上市。2004 年乐天玛特在中国市场开始拓展。

2008 年，北京首家乐天玛特望京店开业。在中国乐天玛特以北京、天津、山东、辽宁为先

期拓展领域，逐步开拓全国市场，预计在 2018 年门店增至 300 家，销售额实现 30 兆韩元，

成为“亚洲零售业之最”。 

易初莲花超市南通店、大润发超级购物中心、侨鸿国际购物中心、家乐福王府店、麦德

龙南通店、新一佳南通店、南通文峰麦客隆、上海华联超市南通店、超越超市南通总店和乐

购工农路店。 

第六章 文化艺术 

文化 

文化特色 

  我国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苏北境内的部落经常与中原各部落争战，世居淮、沂地区

的东夷部落曾为中原部落所败，为避战乱，东夷部落不得不进行迁移，古青墩人就是其中的

一个分支，他们是南通最早的先民，也是最早的移民，他们在南通这块大地最早播下了北方

文化的种子，并烙下了北方文化的印记。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灭邢（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当年属邢国地），北霸中原，“封

其民江淮间”。公元前 506 年，吴楚交战，吴破郑城（湖北江陵县东北），郧国遗民在吴国发

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不久楚败吴，郧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公元前

473 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

江淮间。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散落到海陵（时称海阳今天泰州市）一带，他们将吴越文化带

到了这里，形成了一种南方文化北上的趋势。 

  晋时战乱，北方人口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长江下游，其时海陵一

带移民人口猛增几十倍，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这里相遇。 

  约六朝梁元帝时（公元 552 年），长江口出现的壶豆洲（又名胡逗洲）便有流人煮盐为

业，这些流人大抵指流放犯人也有无业游民，主要来自江南常州（今常州、武进、宜兴、无

锡、锡山、江阴一带），这些人基本上保留了吴越文化的特性。隋时胡逗洲属海陵，唐玄宗

时因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成了浙江西道

常州的辖地。唐末军阀割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氏家族三代（姚存制、姚廷、姚彦洪）

统治胡逗洲（其时称静海）、东布州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军队和家属有万人之多，多为吴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