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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老区，即革命者根据地，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作出历史贡献的

红色区域 F老区，也是革命斗争历史留下的特定概念。

新中国诞生已四十多年了，人们对老区的印象、观念有些淡薄

了，年轻的后来者更不了解老区。我们编辑《江苏老区》就是希望更多

人牢记历史，不忘老区，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老区，开发促进老区建设。

江苏历史悠久，地处沿海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交通发达、经济繁

荣兴旺，人文菩萃，文化积淀深厚。江苏人民又富有反侵略反压迫光

荣传统。大江南北，无数革命志士、民族英雄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

亡，为劳苦大众摆脱贫困受奴役的地位，与侵略者压迫者顽强抗争，

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篇章，按照 1980 年民政部门按国家规定界定的老

区，江苏的县〈市〉中，全县〈市)均为老区的有 21 个，大部分为老区的

县(市〉为 35 个}少部分为老区的县〈市〉为 8 个。遍及全省的老区乡

(镇)有 1528 个，占全省乡(镇)总数 75% ，耕地面积 5166 万亩，占全

省耕地总面积 76% ，人口 3812 万.占全省人口 55% 。

现江苏省会南京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统治中心。

抗战时期，它是日伪政权的首府，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基地。

江苏全境水陆交通干线交织成网，沿线大中城市、县城集镇、车站码

头密集，均为敌人重兵把守。在这样敌据头网络空隙创建发展革命根

据地，工作之艰难，斗争之残酷，牺牲之巨大，可想而知。中共江苏省

委 1926 年 6 月 26 日在上海成立至建国前，先后九次遭受敌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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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次重建，与敌人进行丁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 1926 年第-次国内

革命战争年代，全省就有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活动 .1930 年组成

的红十四军和革命政权就在通、海、如、泰一带战斗，写下了不可磨灭

的篇章.

1938 年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新四军东进北土，在地跨五省的广

大华中地区所创建的八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中，江苏就建立了苏南、苏

中、苏北三块根据地.著名的茅山根据地，是全国六大山地根据地之

-.新四军在广大华中敌后地区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战斗，被立

支撑大江南北半壁江山，江苏老区则是华中东部地区的中流抵柱.

1940 年，八路军从华北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于大丰县狮子口，从此沟

通了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刘少奇、陈艇、粟裕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和新四军、八路军的广犬指战员，在江苏这块热土上的历

史业绩彪炳千秋，永远铭记在江苏人民的心中.

解放战争时期，江苏美苏中战役的战场，也是大决战的淮海战役

的战场，又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沿阵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φ. 老区人民付出丁巨大代价和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战勤的群

众达 1000 多万人次，战斗中牺牲知姓名的烈士 4 万多人，失去亲人

的家属 20 多万人.没有老区人民的英勇奋斗，就没有新中国.饮水

思嚣，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老区.

江苏老区的面貌和经济情况在建国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金会以后，有明显的改变，但是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基础设施

等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因素，地区间的差异相当犬，呈现出各自不同

的特点.总的说江苏老区比之全国老区相对富裕，但典中仍有一部分

老区人民相当贫困.

苏南苏、锡、常和活江通、杨老区，接受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辐

射，人才集中，交通便捷，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得天性厚，如今是

农业基础稳定、乡镇工业兴旺、商品经济发达曲地区.大部分乡镇的

工农业总产值，都在亿元以上乃至几亿元，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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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 元左右。这一地区 .70 年代造田 .80 年代造厂 .90 年代造城，

目前小城镇建设，方兴未艾，农村城市化不要很久将成为现实。然而，

就在经济这样发达的地区，还有约 5% 的经济薄弱的老区乡(镇)、

村。

地处丘陵的茅山老区，坚持以农业为基础，通过多年的农田基本

建设和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步转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经

济发展轨道。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稳定和提高农业，建设

桑、茶、果等商品生产基地，发展建材、矿产、饮料等资源工业和农副

产品加工工业，亿元乡镇遍及全区，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已超过千

元，干部、群众对实现富裕奔小康充满信心。但是，茅山老区的经济薄

弱乡(镇)村的占 10% 左右。

沿海盐城、连云港老区，滩涂资源丰富，群众富有开拓精神，素有

种养习惯，改革开放后，多种经营、庭院经济兴盛，随着"龙头"企业的

大批涌现，"龙型"经济的崛起，走出了一条奔小康的致富新路。不过，

这一地区经济比较薄弱、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县有 5 个。

苏北徐州、淮阴老区，毗连成片，区位偏僻，底子贫薄。建国前，洪

水泛滥成灾，是闻名全固的洪水走廊。建国后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

本建设，特别是 60 年代早改水后，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目前粮食年亩

产已超过千斤，业已成为全省的最大粮仓，国家的重要商品粮生产基

地。尽管这里的老区人民对国家的贡献很大，社会效益很高，但由于

种种原因，农业的比较效益仍然很低，出现了"粮丰民穷"的反常现

象。经济比较薄弱的县有 8 个。全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这块老区。

省委、省政府对这一老区的扶贫治穷工作尤为重视，已连续三年派驻

扶贫工作队，先后已有近 30 个乡镇基本脱贫。经过多年探索、反复实

践，明确以"稳定提高农业，突破多种经营，积极发展工业，放开搞活

流通，大搞劳务输出"为开发建设的基本思路。

但江苏老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比如，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

市所辖的 10 个县(市)与其对口的支援的苏北 10 县(市)相比，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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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是 5 I 1 ，工农业总产值为 7 : 1 ，乡镇企业产

值 32 1 ，财政收入 11 I 1 ，出口创汇 20 : 1 ，农民纯收入，苏南是苏

北老区的 3~4 倍。反差犬，充分反映了全省一部分老区农村经济滞

后。据 1993 年底统计，经管全省农村人均收入已达 1267 元，但全省

人均收入在 500 元 0990 年不变价)以下的乡镇还有 65 个，人口 213

万 3还有近 50 万人没有完全解决卫生饮水问题。 103 万农户尚未住

上瓦房，9719 个村不通汽车， 312 个村来通电， 135 个村没通邮。这些

乡村和人口主要集中在苏北的徐淮连盐四市的经济薄弱具(市)和苏

中的个别县(市〉。

江苏省和市、县老区开发促进会，创建早的在 1989 年，五年多来

它服从和服务于省委、省政府"一手抓好以沿江为重点的经济比较发

达地区的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一手抓好以苏北为重点的经济比

较薄弱地区的改革开放，加快脱贫致富"的战略部署，决心为开发、建

设老区，致富老区人民尽心尽力。本书的编篡出版也是奉献给老区人

民巨大牺牲、无私贡献、新的成就的微小回报。它服务于老区的改革

开放和开发建设。它也是给全省人民特别是年轻下一代的精神文明

建设提供绵力。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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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γ仰非常高兴地看到《江苏老区》一书的问世。

江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的

地区之一，江苏农村绝大部分都属于革命老区。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党在这十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领导人民

与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

争。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江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站

在反帝斗争和反军阀斗争的前列，为接应北伐军入苏作

出了贡献。土地革命中，党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举行了一次

又一次武装起义，并在通海如泰地区组建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四军，坚持了半年之久的游击战争，进行了建立苏

维埃和分配土地的尝试。日军入侵，江苏人民饱尝了国破

家亡的苦难。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各

地先后重建了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保家卫国的斗争。

1938 年 5 月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继而东进f上， 1940

年秋，南下的八路军一部与北上的新四军在白驹会师，发

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

城重建。江苏绝大部分地区都成为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

日民主政府.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壮大。江苏



农村几乎都由抗日军民所控制。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

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此后，江苏人民又进行了三年解放

战争，获得彻底的解放。江苏老区的革命传统将永远彪炳

于史册。

可以告慰于先烈和前人的是，江苏老区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江苏人民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江苏老

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全省大部分地区已实

现戎基本实现了小康。目前，全省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沿着中共江苏省第

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小康、 2010 年基

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前进，一个包括广大老区在内

的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生活富裕、法制健全、社会文明的

省份，一个美丽富饶的新江苏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江苏老区》一书的编辑出版，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江

苏的革命斗争历史，了解江苏的发展历程，了解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的巨大变化。也可以作为对广大青

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我

们感谢在本书编寨过程中付出辛劳的同志。希望广大干

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读一读这本书，了解我们的昨天，永

远缅怀在江苏地区牺牲的先烈和奋斗不息的前辈，永远

牢记为全力支援革命而前赴后继、不惜家毁身殉的老区

人民。进一步关心老区的今天，支援老区的建设，使老区

有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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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

(1930.4~1930. 10) 

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通海特委

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民江入海口北岸地区创立的。其中心

区域达 125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0 万，地跨当时南通、海门、启东、

如泉、泰兴、泰县、靖江、东台 8 县。

一、地理环境和社会概况

通海如泰地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当时的统

治中心上海和南京的"卧榻之侧"，盛产粮油、棉花和鱼盐等，因而

也是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的市场，加上封建剥削"非常厉

害"①和水旱兵灾严重，"农民困苦达于极点"②，不堪剥削和压迫的

农民经常"爆发原始式的暴动'咱。 1926 年夏，南通县南五区数百农

① 润之(毛泽东)1926 年 10 月《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及《江浙区

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案>>，转引自 1983 年档案出版社《江苏农

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儿

同①。

⑧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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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下，在棍摔街小学组织农民协会，提出打倒

帝国主义，反对甜建主义和不准黯租撞息等口号?事典县东乡和泰

县森林庄农民也因荒年撒收，多次进行减租斗争.嗣后，中共江橱

区委@几次派人到通梅如暴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斗争，并努力

把农民的经济要求引向政捕斗争.

1921 年 2 月中旬，江浙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区委书记罗

亦农兼在费主任.此后各地反剥削、反压迫的农民暴动此伏彼起，

很有声色.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镇

压，在其发动的"清觉'过程中，通海如泰很多共产党人、农民暴动

领袖被杀戳.但是农民们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掩埋

好同伴的P体后，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敌人展开继续不断的斗

争.6 页，中共泰兴县委书记沈毅以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的公开

身份，组织全县农协会员大会，宣传减租减息、反对"清党".30 日，

突遭国民党右派分子袭击，省党部特派员李亚飞等 18 人被捕 .1

月 2 日，全县万余农民包围县府，要求释放李亚飞等人，)\九月间，

崇明、海门等地也发生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抗租抗息和要求二-地

的革命斗争.

二、红十四军和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 ..五-Fm起义和如泰红军的建立

同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糠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作为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据此，中共江苏省委陆续派人前往通海

如泰地区，使一时处于低潮的工农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 9 月，省

委提出《农民运动工作计划).指出江苏农民运动主要是通过抗租、

① 又称中共上海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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