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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海复、曹家镇等地开始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小组。1927年9月，陆

铁强以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身份，在这里组织农会，开展“二五"减租运动，扩

大了党的影响。1929年初，中共启东县委成立。次年，组建红十四军启东大队，

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红五月”暴动、“八八”暴动，震惊大江南北，标志着大革命

的烈火在启东大地熊熊燃烧。

大革命失败后，启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

日斗争和解放战争。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先后有近3000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

这块用生命和鲜血浇灌出来的“乐土’’，人民格外珍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40年来，启东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

业绩，同时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启东县坚持贯彻改

革开放的政策，开创了经济建设的新局面，成了全国对外开放的县份之一。

这部县志，纵贯历史，横陈百科，以事分类，详近略远，较为全面系统地记

述了本地成陆以来特别是1928年以来启东的政区、自然环境、人口、城乡建

设、农业、水利、渔业、盐业、工业、建筑、交通邮电、商业、财税金融、综合经济管

理、党派社团、政权政务、治安司法、人事劳动、民政、军事、教育、科技、文化、体

育、医药卫生、方言、社会、人物等各方面的史实，是全县各级各类干部、科技人

员进行调查研究时所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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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爱县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

这部县志，是启东县建置以来的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修的志书。它的编

纂，始于1985年3月，到1993年付印出版，前后历时8年。在编纂中，得到了

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和专家的热心指导，得到了兄弟县及省、市有关

单位的大力支持。县、区、乡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都积极配合，通

力合作，特别是受到在启东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他们不仅提供大

量资料，而且亲自撰稿。众人修志，才得以完成此举。所以，这部县志的诞生，是

数以百计的同志共同劳动的成果，是所有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

此，我们谨向所有为编纂和出版《启东县志》作出贡献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

的谢意。

由于史料残缺，当代资料亦不尽完备，给征集和考证带来一定困难，加上

我们水平有限，在资料完整性、史实准确性、内容鲜明性、体例完善性等方面，

难免有谬漏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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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照“详近略远”原则，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系统地记载本县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的发端，下限迄于1985年，大事记延

至1990年2月启东市成立大会召开之日。

三、本志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以专志为主体，图、表分别附于

各章节之中。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全志设28篇150章471节759个

条目，大体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次序排列，以加强志书

的系统性。综合性的《概述》、《大事记》置于这28篇之前。

五、本志基本做到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所有的篇、章和绝大多数节、目、子

目采用横排形式，竖写的层次一般为目、子目，有些部分因资料较少而从节开

始竖写。

六、采用语体文，记述上力求简明、朴实、流畅、准确，避免冗杂、夸饰。

七、地理名称、政府、官佐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惯称。古地理名称注明

今名。大事记一律记公元并注明历史纪年；其他章节除民国外的历史纪年在每

一节首次出现时注明公元，从民国元年起，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中所称“建国

前(后)"，系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后)。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公制，个别

难以换算的除外。

八、1949,----1955年3月1日使用的旧人民币币值，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

缩小为万分之一。文内不再注明新旧之分。

九、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系本籍人在本地或外籍人在本地，

对历史起过推动或阻碍作用并有较大影响者。对本地两个文明建设有较大贡

献的在世人物，一般只在有关章节中简记其事迹。

十、各项数据一般用本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错漏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

字。经济数字中涉及价格者，除注明外，均为当年价格。

十一、本志方言部分的标音符号为国际音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凡 倒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省、地、县有关档案和国内外有关书刊及采

．，的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档案和口碑一般都未注明出处，引用书刊之处在

末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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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启东县建置于1928年3月。1949年1月原海门东部、南通东部并入。1954

年9月原海门县12个乡并入。同年12月通兴农场由海门划归本县。1985年，

全县总面积1506平方公里，陆内水域面积187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111．35

万亩，总人口112．14万人。全县辖6个农业区、1个渔业区、41个农业乡、3个

渔业乡、2个县属镇、7个国营农林牧场、708个村、13个居民委员会。

本县地处苏北平原的东南犄角之端，位于东经121。25’40Ⅳ～121。54730"，

北纬31。41706"～32。06719"。南濒长江入海口北支，其中东段以江心为界，西段

永隆沙与崇明北端相接壤；东北濒黄海；西与海门县毗邻。三面环水，形如半

岛。这里历来是江海门户，战略要地，是长江三角洲重要经济区之一。

全境系不同时期河相、海相沉积平原。唐初，长江口涨出的东洲、布洲，元

代中叶起坍于风潮。清代中叶前，江口涨坍不定，以后，长江主流重入南泓道，

崇明北侧沙洲陆续涨出，至清末连成一片。成陆如此参差，因而曾分属三县管

辖。北部吕四地区，宋、元、明、清时属海门，1912"-1942年间属南通县；中部属

海门县；南部原属崇明，称外沙，1928年3月分设启东县。1942年9月，为适应

抗日战争形势需要，与海门东部及南通东部地区合并为东南行署，属苏中四分

区。抗战胜利至解放战争前夕，启海分县，1946年12月再并为东南行署，属苏

皖边区第九行政区。1949年1月，全境解放，恢复启东县建置。同年5月起隶

属于苏北行政区南通专区。1953年起隶属于江苏省南通专区，1968年改称江

苏省南通地区。1983年地市合并，启东县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

启东具有海洋性与季风气候的双重特点：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年绝对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15℃，日照2073小时，降水1037毫米，无霜期

222天。

全境地势低平，沟河纵横，道路平直，房屋成行，条田整齐，主产粮棉。海滩

广袤，资源丰富，盛产鱼盐。黄海有日产一头“金牛"之说。吕四煎盐有“色味甲

于天下"之名，曾在国际上3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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