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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秦兆桢

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盐

城市县概览》与读者见面了l这是金市地方志工作者“
辛勤劳动的结果。

盐城从明朝起，境内曾编纂过《盐城县志》，

《阜宁县志》和《东台县志》o这些志书为我们后人
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次出版的《盐城市县概览》是

按照现在的志书的体例要求，比较系统地记述了全市

的历史衣现状，特别是从经济方面清晰地勾勒出市区

和七个县(市)的大致轮廓，为以后编纂盐城市志和

各县(市)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赵紫阳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的报告中指出：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

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又

说： “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

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

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刀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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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我国三十多年来社

会主义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

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

了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开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

迫切任务，就是如何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创

造性地贯彻执行十三大所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

这方面，《盐城市县概览》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

资料。因此，它的出版，对我市各级领导干部做好本

职工作，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另一方面，随着改

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省

内外、市内外经济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我们需要了

解人家，人家也需要了解我们，《盐城市县概览》的

出版，可向外地提供地情资料，以加强横向联系，促

进盐城经济的振兴。

这次《盐城市县概览》的编纂，由于时间仓促，水

平有限，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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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盐城市县概览》是一部简介盐城市基本情况的综

合性资料书，全书主体为盐城市区及所属7r个县(市)的概

况。

二，本书体例采用类目式，全书分为七大类(区域人

口．．建置沿革、自然环境，市政建设、经济状况、教科文

卫，名胜古迹)，类下设目，经济状况和教科文卫某些部分

设子目，子目下不再另列标题。

三、为反映市管县新体制，市概况根据辖区范围作盥全

市黟(含所辖县市)的大概念和“市区黟(含城区，郊区)

小概念两种处理。

四，市和各县(市)概览开头有“导语黟，旨在点出当地

经济及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色。

五，“区域人口黟包括位置，面积，人口，民族四个部

分。其中民族统计为1982年人口普查数。市概览除台港澳

同胞与海外侨胞的记述范围为市区外，其余为全市，市区并

列。

六，“建置沿革劳包括市县名称来历，历代建置(含1949

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政权)和现行行政区划。市

概览的记述范围除区划为全市外，其余为市区。

七，“自然环境黟包括成陆，地质、地貌，土壤，气

候，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七项。各县地质均在市概览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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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八、“市政建设"包括导语、功能分区、供电供气、给

水供水、道路桥梁，市内交通，住宅建设，城市绿化，环境

卫生等。

九，“经济状况黟包括社会总产值与国民收入，工业、

农业，水利、滩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电，财政金融

保险，商业、外贸、土特产品，名菜名点，人民生活等14

项。市概览中记述的农业、水利，滩涂、建筑、交通运输、

名菜名点为全市范围。

十，“教科文卫黟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新

闻出版，体育，卫生，计划生育7项。市概览的概述为全

市，其余为市区．

十一、“名胜古迹"只介绍当地列入国家和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的遗址和古建筑以及风景名胜等。市概览记述范围以

市区为主·

十二．市和各县(市)概览重点反映该地经济和文化现

状，并适当作历史追溯。其中各项数据和资料上限不作具体

规定，下限一般迄至1986年，重大建设工程和重要建设成就

记述至1987年。

十三，本书中提及的不同时期的各种产值，经济效益等

项的统计数字，均按统计部门当时有关规定统计，统计局没

有的则用各部门各行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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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

盐城是苏北平原上的一座海滨城市，建县已有2100多年

历史。抗战期间，曾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建圜后一直

是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83年改为省辖市。

盐城东濒黄海，西襟湖荡，平川秀丽，水域宽广，气候温

和，资源丰富。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

项事业迅速发展。工农业总产值1959至1978年年均18．13亿

元，1979至1986年年均为57．55亿元，后8年为前20年的

3．12倍，其中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6．86亿元，比19z19年

增长18倍，比1978年增长1．5倍。工业生产以纺织、食品、

机械为主，电子、1艺-3：、建材、皮革，造纸等业也有相当规

模。农副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棉花生产是全国六大基地之

_，其产量从1981年起，连续六年居全省第一位，出口量居

全国之首。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都居全省第三位。啤酒大

麦产量列全省第一位。蚕茧居全省第二。水果，水产品产量
和年末生猪存栏数均居全省第三位。商品流通活跃。科教文

卫事业发达。空运已与沪、宁两地正式通航，新建的射阳

港、陈家港已对国内开放。广阔的沿海滩涂正向科学开发，

综合利用的目标前进。

盐城已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城市之

—，它是江苏沿海地区正在兴起的发展中的工商城市，具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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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发展前景。

区域人口

[位置面积]

盐城市位于苏北中部沿海地区。北纬32。337 N34。477，

东经119。277"-'121。537，。最大纵距_213公里，最大横距143公

里。南与南通市毗邻，西与扬州市相连，西部、西北部与淮

阴市接壤，东北与连云港市隔河相望。土地总面积(老海堤

内)14983平方公里，其中水域2266．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的15．13％，耕地980．45万亩(合6536．3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43．62％。

[人口]

1986年末全市人口总数为730．6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5．02万人，人口密度平均为488人／平方公里，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8．1590。其中市区126．45万人，人口平均密度为732人／平

方公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3‰。全市在台同胞10770人，

其中市区3234人，全市在港澳的同胞3082人，其中市区675

人；全市海外侨胞1532入j其中市区638入。

[民族]

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市有21个民族，其中汉

族7019863人，回族2340人，满族64入，蒙古族46人，壮

族29人，高山族ll入，朝鲜族8人，苗族7人，黎族6

人，侗族、维吾尔族各4人，藏族、彝族，白族、畲族各2

人，水族，瑶族，布依族、土家族，纳西族、傈僳族各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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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一全市三次人口蕾查表

1953年 1964年 1982年

项 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i比1953年 比1964年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增长％增长％

总户数
874，658 1，166，615 1，707，982 95．27 46．4(户)

总人口
(口) 3，891，481 4，977，317 7，022；400 80．46 41．09

性别男 1，978，105 2，530，570 3，572，441 80．60 41．17

构成女 1，913，376 2，446，747 3，449，959 80．31 41．on

地区城镇 126，843 251，986 453，589 257．60 80．01

构成农村 3，764，638 4，725，331 6，568，811 74．49 39．01

年14一 1，473，597 2，060，504 2，205，664 49．7l 7．04

赣15--64 2，402，342 2，742，098 2，756，232 14．73 0．52
1掣

成65+ 15，542 174，715 2，060，504 13157．65 10．80

大专
以上 6，937 18，309 163．93

袤高中 45，430 524，205 1053．87

构初中 204，55l 1，290，934 531．1l

成小学 1，239，107 2，328，389 87．91

文盲 2，062，049 1，953，005 —5．29

注：第二次和第三次入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数只限于盐

城、响水、陈港、东坎、阜城，合德、建湖、上冈、大中，
东台十个镇，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城镇入口数中缺陈港的人口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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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市区(原盐城县)三次人口普查表

1953年 1964年 1982年

项 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比1953年 比1964年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 增长％ 增长％

总户数
(户)

155，484 200，325 294，358 89．32 46．94

总人口
(口)

677，291 819，920 1，204，573 77．85 46．9l

性别男 339，764 416，733 615，135 81．05 47．60

构成由 337，527 403，187 589，438 74．63 46．19
j～

地区城镇：55，472 92，559 150，028 170．46 62．09

727，361 1，054，545 69．59 44．984X吓Uf村j 721，819

年14～ 259，467 323，286 376，614 45．12 16．50

籍15—64 389，213 467，828 772，588 98．50 65．14

成65+ 28．611 28，806 55，371 93．53 ． 92·22
．

大专
以上 1，710 6，708 292．28

茬高中 8，178 88，750 985．23

构初中 31，245 220，413 605．43

成小学 206，695 407，234 97．02

文盲 349，117 335，612 —3．8

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市区有12个民族，其中汉族

1，203，930人，回族585人，蒙古族25人，满族17人，壮

族6人，朝鲜族3人，苗族2人，藏族，瑶族、傈傈族，水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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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纳西族各1人。

建置沿革

[市名来历]

市区所在地原为盐城县，始建于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年)因汉初这里已“煮海(盐)利兴，穿渠通运∥，故

名“盐渎黟，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时改盐渎为盐城，

始得今名。

[历代建置]

局以前为“淮夷地黟，周时为青州地。春秋时，始属吴

后属越，殷国时属楚。汉初设县级建制，为射阳县代管，属

临淮郡。东汉熹平元年(172年)孙武后代孙坚任盐渎县丞。

南朝刘宋时属山阳郡。，北齐于此设射阳郡。陈改为盐城郡。

隋末韦彻起义时据此置射州，分盐城为新安、安乐、射阳三

县。唐代复为盐城县，隶淮安道。唐末，为吴王杨行密所

据，属楚州。南唐时改属泰州。宋时仍属楚州。元代隶淮安

东路。明清两代均属淮安府。辛亥革命后废道府属省。民国

三年(1914年)改隶淮扬遭。民国十六年(1927年)复废道

隶省。民国廿二年(1933年)江苏省于此设行政第十督察

区，区专员兼任盐城县长。民国廿三年(1934年)改为盐城

区，民国廿五年(1936年)再改为第六督察区，督察区治所

一直设在盐城。
。

1940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会师于此，原国民党区

县政府撤走，盐城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以下简称民主建

政)。1941年9月，成立盐阜区行政公署，1945年秋改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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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分区专员公署。同年12月改为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隶苏

皖边区人民政府。1947年2月改为第五分区和十一分区，隶

苏北行署。同年9月仍合为五分区。1949年5月改为苏北盐

城行政区专员公署。1952年底苏北苏南行署撤销，盐城专区

直属省人民政府。1983年3月成立盐城市人民政府。

亡行政区刘]

1933年，国民党省政府设第十督察区，辖盐城、阜宁，兴

化三县。1934年改为盐城区时，辖盐城、东台、阜宁、兴

化四县。民主建政后，1941年盐阜区行政公署辖盐城，盐

东、建阳、阜宁、阜东、淮安、涟东七县和涟灌阜边区办事

处。1942年加辖射阳县和滨海县(前身为涟灌阜边区)。1945

年秋改为盐阜分区专员公署，仍辖九县。1945年12月为五

分区后，除辖九县外，曾一度加辖淮宝、洪泽，清江三县
’

(市)。1949年11月，盐东、阜东两县分别并入射阳、滨海

两县。i950年原属泰州的东台、台北划归盐城行政区，同年

6月涟东划归淮阴。1954年10月淮安亦划归淮阴。1966年3．

月将滨海县中山河以北地区新置响水县。1983年3月实行市 ．．

管县新体制后，原盐城县建制撤销，改立城区和郊区；1987

年12月，东台县改为东台市，故盐城市现辖一市二区六县，

计50个镇，141个乡，5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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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名称及其所辖乡镇、办事处数(1987年底以前)

} 街道办事处 l 街道办事处．
区县名I所辖 数J区县名}所辖 数

f 或乡镇 i 或乡镇

城区{
郊区}

响水县l
滨海县{

阜宁县l

办事处5

镶9乡16

镇3乡13

镇4乡2l

镇5乡18

射阳县

建湖县

大丰县

东台市

镇

镇

镇

镇

乡

乡

乡

2乡

[市郊建置镇]

市郊建置镇有新兴、伍佑、南洋岸、潘黄、龙冈，秦南、尚

庄，楼王和大冈。其中新兴，伍佑，南洋岸，龙冈、潘黄为

盐城市的卫星镇。

新兴镇位于城北9公里处，串场河畔，通榆线上。1986年

末集镇面积2．06平方公里，人口7547人，工业年产值561．8万

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799万元，商品零售总额740万元，

集市贸易成交额26万元。

伍佑镇位于城东南13公里处。1986年末集镇面积2．6

平方公里，入口9150人，工业年产值1465．7万元，农副产品

收购总额1174．4万元，商品零售总额1154．1万元，集市贸易

成交额30万元。传统特产醉螺，糖麻花予1982年被国家旅游

局列为土特名产。

南洋镇位于城东8公里处。1986年末集镇面积为

2．25平方公里，人口6878入，工业年产值2244．6万元，农副

产品收购总额130．3万元，商品零售总额】517万元，集市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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