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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连云港是亚欧第二条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具有广大的暖地、优良的自然条

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连云港口岸的管理、生产、服务功能不断完善，

并迅速向大型世界性口岸迈进。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地方口岸志，上自与口岸有关事物的发端下至1990

年，着重记录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连云港口岸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展示

了今日连云港口岸全貌。全书涉及港口、铁路运输、海上运输、公路运输、民用

航空、外贸、驻港物资单位等生产部门，口岸委、港监、海关、边防、卫检、商检、

动检、船检等管理部门，船舶代理、外轮理货、燃料供应、食品供应、外轮服务，

外汇保险、海员接待等服务部门。书中还收录了连云港口岸各单位获省、部、市

级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者，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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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口岸特点、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口岸志，以达

到“资治、存史、教化”的目的。

二、编纂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连云港13岸的发展、变化，争取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三，时间断限。原是·l上自1905年大浦港自行开放至1990年，大事记则追溯至事物发端。

四、表述形式。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全志设篇、章、节、目(个并i目下列子目)。

五，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前的朝代年号后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六、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和会议名称在行文中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多次出现用简

称。如连云港市口岸管理委员会，简称口岸委；中国共产党连云港港务管理局委员会，简称中共港务

局党委；陇海铁路局，简称陇海局等等。

七、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自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书

写。

八、资料来源。资料录自核实过的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再注明

出处；统计数据均按口岸各单位年报口径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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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是中国重要的对终开放曩岸之一。其历史可上溯到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走过的道路

最难坎坷。除了受海岸迁徙制约外．裴清王朝防倭、“载海”政策阻碍着她的发展。童到清来，陇海铁

路的兴筑，大浦港才开始有了生杭。代之而起的是本世纪开辟的连云港。铁路与港口约结合，就把

陇海、兰新锾路沿线省区的进出口贸易与其最短径路出入海口一连云港的利益捆到一起，对推动新

海亚欧大陆轿的开通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就是连云港口岸重要的遗理特征。

《连云港墨岸志》的编纂，目的在于记述连云港口岸各单位在国民经济彝对外贸易运输事业中

的地位、作用，更映连云港口岸运输、管理、服务的葵体功能。阉酎，配合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宣

传，促进亚太地区与欧洞各国之阊酶物流密文化交流，服务子当前，并为后人留下连云港口岸开辟

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墨迹。

本志稿盼形成基本上是按照这样几仓预定步骧连行的；簏孽设计、资料收集、众手撰写、编辑修

补、缀辑合成。感人至深的是，各单位热心予此的阉志们不顾气候寒冷炎熬，南下托上收集资料，许

多同志白天忙工作，晚翘加班编写，有的摆脱家务，有的带病坚持，大家倾心投入。在编纂进程中透

遇到一些辣手阍题，丙这些问题必须得出肯定的回答。饲如众多单位许多业务招遥，类似或你中宥

我，互有包客。对此，我们按照编写原则依属性分类。同一内容用交叉盼方法从不同侧瑟来记述(如

航道设施与航道管理等)。

《连云港口岸态》全书稿出门类志7篇(帮搿岸环境、设施设备、运输俺转，管理、服务、驻口岸物

资单位静人物)，计35章152节和辅文(凡例、前言、概述、大事记、缡后话等)掰大部分组成。

《连云港口岸志》的编纂是集体智慧的络器。28个单位100余位同志参与此项工作。其中各单

位的主笔或执笔者37位。本志稿的篇目、辅文和第一、第二篇由杨贤益编写，第三、第六麓由时连成

编写。第四篇由王福林编写，第纛篇由徐永久编写，第七篱由来锡祥簇写。全书由场贤慧承担缀修合

藏。志稿删改修正，赵泳同志提出许多有益建议，夭事记审核张勰玉执笔。高维岳、李桂洪、钱志强、

扬立寓、王跃萍、贾金堂等圊态在誊清、制图、复印等方蓠付出了事勘劳动。

由予水平限制，书中不足与错误之处敬请指教。

主 编

1992年7月9辩于连云港



大事记

公元前219年

秦始塞=+A年秦始皇在封禅泰函后，。并漤海戳东，过黄、臆穷藏出，登芝罘拧，南下琅

琊经海曲，至胸县。由朐港乘船至秦山岛(海州湾)求仙勒石。

公元前210年

檠始皇三+七年秦始皇自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渡长江，入邗沟，北上淮浦，由涟水至

胸县，秀北上至琅琊。就在巡游时派方士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人东渡El本。

公元(下略)401年

燕晋隆安轰年农I芜,3L军领袖、琅琊入孙愚率众十万，横船千只，攻打建康后，北上海娥境
高公磊，击黢衷海太守永筛。

。

583年

隋开塞三年使持节、海髑裁史蒹谟渡海至就云台出的孙家出钓鱼台巡游，留诗一酋：“因

巡来至此，瞻海看波流，自兹一度往，何El更回眸蚪．

． 644年

唐贞观十八年朝廷征伐高丽前。太仆少卿萧统取道海州转运河南诸州粮株．

661年
’

唐龙朔元年七月 朝廷诏发淄、青、莱、海4州之兵七八千人’，予海州练习海战，以备征伐
高弱。

753年

藩天宝+=年 长鲻餐学孛匿长安的基本嚣鸯(本名阿布伸凑瑟>秀唐使者，扶海髑东渡
日本．

837年

唐文宗开成：年 日本国仁明朝派遣藤原常嗣出使唐朝，翌年买船停泊海州东云台山
下·圆圆。

839年

． 唐文宗开成四年 日本国和尚圆仁乘船来中国求法，泊船予海娴东海界山湾滤(裔公

·1’



大事t己

岛)。

1084年

宋元丰七年 朝廷下诏在海州建立高丽亭馆。接待海外商旅。

1121年

宋宣和三年 农民义军领袖宋江率军由楚河(淮安)乘船向海州进发。知州张叔夜获息，

急“募死亡将士千人”埋伏截击，义军伤亡惨重，余部败走河北。

1161年

宋绍兴(南宋)兰十一年 民族英雄岳飞部将李宝率水师于海州岗嘴、夹山口练习海战，备
击南侵金兵。

1368～1370年

明洪武一至三年 朝廷先后在海州境内的沭河13(今临洪河口)和濒海地带高桥、东海、

惠泽设立巡检司，从事海防巡卫，兼办商船登记，代征船税和收购船货。

1384年
‘

明洪武十七年为防倭寇侵扰，朝廷实行“裁海”政策，海州境内岛民被迫内迁。

1661年

清顺治十八年朝廷复加以“禁海”，海州云台山被弃，勒令“设界防守”、“钉桩塞海”，强制

“片帆不许下海，粒米不许越疆”。

1 685年

清康熙=十四年朝廷分别在广州、宁波、云台山①设榷关。云台山关亦日江海关。后移

址上海县崇阙(今上海松江)。海州的板浦、新坝便成为江海关的13岸监督。

1821"-1825年

清道光元年至五年 两江总督陶澍倡海运，海州云台山遂为“万艘粮道所经”，又为护航

防盗之所。

1 900--'-'1 901年

清光绪二十六至二十七年 海州地区各13入境船舶分别为1270和1103船次，出境船舶

分别是989和984船次。

1 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清廷应允，海州境大浦港辟为商埠。胶海关所属海州厘金所设大浦。

①注：云台山。一说江苏镇江，一说江苏海州．史志界尚无定论．

·2’



大事i己 呻等枷
1908-年． 中p劂粕书窜窆

姒。。雾誊篓三支翼羔。．粤兰黑专耋路规划以江苏为“最要”。江苏全路．江南自上海经松江以 及
达浙江，江北自海州入徐(州)以达豫。

’ 、

1912年

9月24日 中国政府与比利时王国政府银公司在布鲁塞尔签订由甘肃兰州至江苏海口

的陇秦豫海(陇海)铁路及东方终点开辟海港借款合同。11月20日，海州段开始测量。

1914年

9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拟建海州西连岛海港计划搁置，洋员被裁，海港测量工作中

断。

1917年

▲ 为陇秦豫海铁路东端的出海口选址，江苏南通实业家张謇与曾任清廷邮传部右侍郎

的海州沈云霈展开了争论。张氏力争路通苏北，港辟崇明；沈氏与法籍工程师格锐奈意见吻合，

选港址于海州连岛海峡的老窑。

191 9年

▲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先生撰写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建设蓝图中，定海

州为为全国4个二等港之一。

▲ 盐商公济公司在灌河口建成木栈桥(1929年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码头l座，名公济。

▲大德、大阜、大有晋3盐商公司在灌河堆沟建成钢木混合结构码头1座，名德阜晋。

1920年

5月1日 中国政府与比利时王国银公司、荷兰治港公司3方代表在布鲁塞尔签订新约，

延长陇海铁路西段，接长东段由徐州至海口，并重新测量西连岛港位。测量处在西连岛镇海寺

成立。

▲ 大源、裕通、庆日新3盐商公司在灌河陈家港建成木栈桥码头l座，名孙家港码头。

1 925年

▲盐商大有晋公司在灌河南岸建成钢木混合结构码头l座，名小蟒牛码头。

1926年 ．

7月 陇海铁路徐(州)海(州)段车通大浦，全长198．3公里．

▲ 车通大浦后，陇海局在大浦修建木栈桥码头3座．此后，航运、盐业以及商界纷纷兴

筑．至1930年，大浦港计有简易木码头9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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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i己

1928年

▲ 陇海铁路局废除海港会办制，成立海港局．又称港务工程局。

1930年

▲ 国轮“英发"和日轮“白鹤丸”先后触礁沉没于临洪河口航道。此后，航轮经常在此搁

浅，航运界视此为畏途。

1931年

3月 海关海州分关隶属上海江海关，同年9月改属青岛胶海关(1935年易名支关)。海

州分关于大浦设办事处，燕尾、墟沟设分卡。

▲1925年后，大浦航运多为日轮挤占，航权被侵，华轮渐无立足之地。在上海、海州港航

界强烈抵制下，政府加紧控制海关，在海军配合下，收回了航权。

1 932年

8月5日 陇海路新浦至老窑段开工兴建。

11月输船招商局在海州设分局。

11月14日 陇海铁路局报经铁道部批准，将终端海港定名连云港。

1933年

7月1日 酝酿、筹划多年的海港工程正式开工，由荷兰治港公司实行总承包。中围攻府

铁道部和陇海、平汉、津浦3个铁路局共同集资300万元为工程承包费。该工程名一号码头。

7月7日 连云港设立海岸电台，功率150瓦，可与上海徐家汇气象台通报。

1 1月21日 陇海局投资5万元兴建的老窑孙家山临时木质结构码头峻工。当天，招商局

“同华”轮首次进港装货1176吨，开国内水陆联运先例。

1934年

2月1月 中兴煤矿公司为陇海局垫款100万元(荷兰治港公司承包)，在连云港一号码

头西260米处开工建造煤炭专用码头一座，名二号码头。

10月1日 一码头一泊位建成；10月5日招商局3000吨级轮船“海瑞”号靠泊装卸。

12月 陇海局获中央财政部批准，连云港转口联运货物免征转I=I税。

1 935年

1月 由宋绮云(杨虎城将军秘书)等组成的陕西省各界人士“陇海铁路连云港考察团”结

束对连云港的考察后，写出《陕西各界连云港考察记》，由陕西画报社刊印发行。

1月 江苏省政府718次会议决定设连云市。4月在墟沟成立连云市政筹备处。

4月1日 陇海铁路局成立驻港办事处。

4月24日 海州海关改称胶海关连云港支关。

5月1日 自上年3月8日至今，荷兰治港公司在建造连云港码头工程中，于一、二码头

和防波堤的不同部位出现多次塌方，后采取多种措施，才继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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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月

1月 连云港一号码头全部竣工，有3000吨级泊位3个．
’

4月18日 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抽调北洋航线的。甘州”轮强行驶入没有对外开放的连云

港，受到港口当局的抵制．上海航业界获悉后，立即配合斗争，纷纷呈文，发通电，并得到社会舆

论的支持。上海各码头工人宣布拒绝为该公司所有的航舶装卸货物，迫使太古公司连忙声明

“退出”连云港航线。

5月 连云港二号码头全部竣工，有3000吨级泊位3个。
、

6月30日 鹰游山灯塔建成启用．

11月15日 车牛山灯塔建成启用。

12月 连云港至新浦公路建成，全长37公里。

1937年 ，

8月 连云港唯一淡水源黄窝水库建成，容量为20万吨。

9月20日 侵华日军8月25日始封锁中国北方各港至上海的航路，9月封锁中国全部

领海．9月13日，其海军占领连云港车牛山岛。9月20日后，日军飞机多次投弹、扫射，并配合

军舰轰炸连云港码头、车站、机车、轨道、仓库、民房多处．

10月 陇海铁路连云港车务、港务人员全部被疏散、调遣。

1938年

1月 港口“东川”、“开泰”、“陇海”一号3艘拖轮机件拆除，交由荷兰治港公司代为保管．

驻防东西连岛国民党政府军队全部撤回。

5月5日 陇海铁路局配合国民党政府57军112师自4月底至5月5．日对码头进行多

次全面爆炸破坏并沉船12艘，封堵港口．

5月16日 国民党政府57军112师667团爱国官兵在共产党员万毅等带领下，抗击日

军强行登陆，于孙家山、大桅尖进行了两次肉搏战。由于国军英勇，日军败逃。后日军调整部署，

增强兵力、武器．国军无援，终寡不敌众而撤退。日军遂予当月21日侵占连云港，纵火烧毁民

房，数十名同胞惨遭杀害．

8月11日 (阴历七月十六日)海啸，海面出现特大高潮，潮位达7．5米。

1939年

2月 连云港地区全部沦陷。

2月18日连云港海关由日军海军港务部掌管．

下半年 日军为加速掠夺资源，制定连云港应急修复方案，以年90万吨煤炭输出为目

标，加紧修筑码头，并在原一、二号码头仓促修建2座各长350米的木质栈桥式码头，分别于当

年11月(--号)和翌年8月(一号)投入生产．

12月 华北交通铢式会社连云港码头事条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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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1～3月 港务处、路局分别向交通部呈报维修港口计划。计划目标为年吞吐能力150万

吨，要求拨给工程用款310亿元(国币)。终因内战迭起，财力匮乏，此项计划如石沉海底。

5月25日 招商局海州分局开办青岛一连云一上海客运航线。

7月9日 美国“万刚”轮载运联合国救济总署生活物资抵港。自10日起，驻港伤兵及警

察乘机抢窃。

9月27日 国民党当局公布《要塞堡垒地带法》。连云港口岸范围为连云一西墅一下湾一

新浦一南城一山东庄一小板跳一大板跳一高公岛周围向外扩展600米以内。

11月4日 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通知大浦码头暂缓开放，并自3月起封锁连云、海州

地区，禁止武器、硝碘、汽油、五金及西药流入解放区。大浦、堆沟、墟沟、连云等各外围口岸也被

封锁。

12月 东海地方法院对连云港护港警士宋万祺等20人因抢窃联合国救济物资案进行判

决，刑期3．5～7年不等。

1948年

3月21日 迫于春荒，连云市民千余人涌入港区抢夺兵站粮食．后被军警鸣枪弹压驱散。

6月1日 原上海航政局海州办事处移至无锡。海州地区航政事宜概由港务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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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7月7日 台风袭击港口，码头破坏严重。

11月初 淮海战役伊始，陇海铁路中断．路务、港务人员撤退南逃。由于人挤秩序乱，人

流拥向3000吨级“万民”轮．以致木栈桥失修坍塌，多人落水。

．11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滨海军分区解放了连云港。不久，港口由新海连特区军管会

接管。

12月25日 山东解放区安东卫海关事务所派员来连云港筹建海关。

1949年

1月 连云港务处隶属山东省人民政府工商部。

2月13日 国民当局海军驻青岛“黄安”号驱逐舰驶来连云港起义。15日，港口即遭国民

党军队飞机轰炸报复。“保深一号挖泥船中弹起火沉没，港区建筑、铁路、市区民房均遭不同程度

破坏。

4月15日 驻沪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三团上校团长刘农逡率全团及总部、一、二团部分

官兵近3000人携带全副武装，乘招商局3000吨级登陆艇“中字102号”，驶来连云港起义。

4月29日 连云港务处职工工会成立(1955年3月该工会与码头工会合并，成立中国海

员工会连云港委员会)。

5月17日 被战争破坏的陇海铁路徐州至连云港段修复通车。

6月1日经过抢修，连云港恢复营运。

12月15日 连云港务处改属济南铁路局徐州分局，内设秘书、储转、海事、会计、人事、工

程6课及铁工厂、自来水事务所。职工总数296人。

1 950年

8月1日 连云港务处改属青岛区航务局，更名为青岛航务局连云港分局。

1 951年

7月1日 连云港分局划归上海区港务局，即上海港务局连云港分局。

’11月 淮北盐务局管辖下的灌河口燕尾港、陈家港与堆沟等港由连云港分局接收。12

月，设立灌河口办事处。

1 952年

4月19日 因整沂导沭水利工程需要，设在临洪河畔的连云港新浦办事处撤销。

6月25日 青岛海关连云港分关撤销。其业务由上海海关派员办理。

12月26日 华东区海运管理局海州办事处与连云港分局合并。

1953年

1月1日 连云港建立航务电台。通报范围为国内各港岸台和进出连云港的国内船舶。

10月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连云港巡防区司令部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港口船舶

航行安全，加强港口管理，颁布《连云港军事管理规则》．
’’

，

1954年

11月20日 灌河口陈家港3000吨运盐码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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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955年

3月1日 364,名装卸工被批准转为固定工。

11月18日 为解决我国玉门原油中转上海、大连提炼，国家在连云港投资507万元兴建

了4500吨级油船码头l座和5000吨石油罐3个、300吨石油罐2个．

1956年

6月 中国外轮代理公司连云港分公司成立。其首次代理的是原苏联籍“阿斯特拉汗”号

轮船。这标志着连云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外国籍轮船开放的港口之一．

11月15日 连云港分局更名为上海区海运管理局连云港港务局。

1957年

9月 一号码头北端的3000吨级浮码头安装工程竣工。

1 958年

3月19日 为扩大港口货物堆场，在二码头西侧填筑海塘，抛填中出现局部滑坡后采取

正确措施后，化险为夷。

4月15日 连云港重新设关，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连云港分关。

5月 由天津港调进小型皮带输送机26台，这是建国后首次使用装卸机械。

6月 港口下放地方，lo月更名为江苏省连云港港务局。

9月20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视察连云港。

12月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视察连云港，并为港务局题词“乘风破浪”。

1960年

3月2日 油船码头的管道及油罐等设施拆运大连。

12月 本年度运输质量严重下降，货损赔偿金额高达2007元，是195'／'年的286倍。

1961年

4月3日 连云港海关直属江苏省外贸局。

6月5日 全国沿海lo个港口收归交通部直接管理，连云港港务局更名为连云港港务管

理局。

1 962年

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云港卫生检疫所成立。

1963年

1月 中国外轮理货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对外办理业务。

3月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视察连云港。

1 964年

5月9日 连云港港务管理局被评为1963年度全国交通系统先进企业。

·8’



大事记

6月21日 连云港国际海员俱乐部成立．

7月1日 <连云港港章》经交通部批准实行．

． 1965年
I

7月1日 连云港海岸电台开放船舶中频电路．

1966年
’

●

1月 海岸电台扩建工程开工(1968年底竣工)．

12月 口岸各单位成立。群众造反组织一，搞。文化大革命”．

1967年

1月14日 1时25分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工亡事故。装卸工人姜浩仁、庄保生两
，

’

人被6米高煤堆塌陷埋没，抢救无效死亡．

3月 连云港港务管理局实行军事接管．●

5月 连云港海关实行军事接管。

1 968年

9月19日 连云港港务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于北方区局撤销，改属连云港市领导。

11月 连云港第一个煤炭输出专用万吨级码头开始施工．码头全长319．5米、宽18米，

配有效率为1000吨／时装船机2台以及卸车线2条等设施。

‘12月 港口吞吐量急剧下降，当年完成87．3万吨，是1966年的29．6％，利润赤字高达

114．4万元。

1969年

9月30日 连云港港务管理局10名老工人代表全市工人赴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周年国庆大典。

12月3日 连云港海关成立革命委员会。 ．

1971年t

11月21日 连云港外轮理货分公司成立。

1972年
’

8月 大雨引起山洪暴发，连云铁路隧道西侧路堑坍塌400余立方米．行车中断20多小

时。

10月1日 连云港务管理局直属交通部领导，取销革命委员会下属的“三组一室”(生产、

政工、后勤组和办公室)办事机构，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建制．大多数管理干部从“下放”的基

层单位调回担任前职。 。

●_

1973年

2月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指示，连云港港口建设转入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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