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南通概述 

南通，位于江苏省东部，东抵黄海，南望长江，“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隔江与中

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及苏南地区相依，被誉为“北上海” 。南通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之一，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外文名称：Nantong 

别名：静海、通州、崇州、崇川 

行政区类别：地级市 

所属地区：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崇川等 3 区 2 县 3 市 

政府驻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现代大道 6 号 

电话区号：0513 

邮政区码：226000 

地理位置：黄海南部，长江入海口北岸 

面积：8544 平方千米 

人口：763.72 万人（2008 年） 

方言：江淮官话泰如片、吴语 

气候条件：北亚热带和暖温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狼山风景区等 

机场：南通兴东机场 

火车站：南通站、如皋站、海安站等 

车牌代码：苏 F 



 

市树：广玉兰  

广玉兰（学名：magnolia grandiflora linn）。 由于开花很大，形似荷花，固又称“荷花

玉兰”。广玉兰原产于美洲，所以又有人称它为“洋玉兰”。可入药，也可做道路绿化。 

广玉兰生长喜光，幼时稍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有一定的抗寒能力。适生于高燥、肥

沃、湿润与排水良好的微酸性或中性土壤，在碱性土种植时易发生黄化，忌积水和排水不良。

对烟尘及二氧化硫气体有较强的抗性，病虫害少。根系深广，抗风力强。特别是播种苗树干

挺拔，树势雄伟，适应性强。 

广玉兰原产于南美洲，分布在北美洲以及中国大陆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北方如北京、兰

州等地，已由人工引种栽培。是江苏省镇江市、常州市、南通市，安徽省合肥市，浙江省余

姚市的市树。在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杭州也比较多见。 

市花：菊花 



 

第二章 历史沿革 

历史 

历史背景 

南通是由长江北岸古沙嘴不断发育、合并而成，属长江下游冲积平原。6000 多年前，

长江水从上游夹带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江口，南通由此成陆，并逐渐自西向东、向南延伸扩

展。分别由狼山残丘区、海安里下河区、北岸古沙嘴区、通吕水脊平原区、南通古河汊平原

区、南部平原和洲地、三余海积平原区、沿海新垦区等组成。 

历史发展 

  五六千年前：南通陆地——海安如皋陆地始有人群居住。 

  沙洲并陆连接：①晋朝~南北朝时期——今如东一带有一块叫扶海洲的沙洲， 沙洲与扬

州东部沙咀的并接是南通成陆史中的第一次沙洲连陆大并接。 

  ② 晋朝~南北朝时期——今南通市区一带涨成沙洲——胡逗洲（壶豆州）的东边还有南

布洲、长沙、东社洲等沙洲。胡逗洲先后与这些沙洲并接，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胡逗洲与

其西北边的如皋大陆并连，这是南通成陆史中沙洲连陆的第二次大并接，长江北岸延伸到今

余西一带。10 世纪中期，后周在这里设立通州（府）领静海、海门县。 

  ③11 世纪中期，东布洲的连陆是南通成陆史上的第三次沙洲大并接。唐初到五代，长

江口有东沙、西沙、东洲、布洲等沙洲，西沙又称顾俊沙。东洲与布洲是五代初长江口的两

个较大的沙洲。东洲和布洲并接后称东布洲，东布洲与顾俊沙及一些小沙洲合称海门岛，通

州属地。 

  ④元末到清初，通州东部江岸发生大规模坍塌。海门废县为通州府海门乡。17 世纪末

到 18 世纪初，从通州余西到余东（今吕四、东灶）一线以南的长江中，一个个沙洲纷纷出

水，至 18 世纪中期建立在新涨沙洲上建军海门直隶厅，此后，海门厅及其以东、以南的沙

洲，逐步与通州大陆连接，（海门县形成）这是南通成陆史上的第四次大并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现代南通的境域形成。 

  清 雍正三年（1724 年）改通州为直隶州，辖泰兴、如皋两县，隶江苏市政使司；乾隆

二十六年（1761 年）改隶江宁市政使司。 

  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设“南通县公署”。1914~1927 年，南通、如皋、靖江、泰兴等

县为苏常道辖，海门、崇明等归沪海道辖。1934 年设立南通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辖南通

崇明、启东、海门、如皋、靖江六县。 

抗日战争时期，1941 年 3 月在南通县北兴桥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解放战争期间，设通



 

有一不足三个月的婴儿，血肉模糊，毙卧在惨遭杀害的母亲怀里，仍口衔奶头；农民任

玉才一家三代 7 口，无一生还；任玉坤全家 12 口，仅有 2 人幸免遇难。其足月临产的妻子

与腹中躁动的婴儿一同遇害。居民 108 人惨遭屠杀，尸横川猫儿河滩。  

这一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激发了人们对侵略者的无比憎恨，激发了人们“拯救中华”

的革命斗志。解放后，人们为永不忘记这一惨案，称川猫儿河滩为“血泪滩”。 

血泪滩死难同胞纪念碑 

1985 年 9 月，中共观音山镇委员会、观音山镇人民政府在头桥村的川猫儿河岸上建立

起一座“血泪滩死难同胞纪念碑”。它向历史的证人，历历数说着日本侵略军对当地居民犯

下的滔天罪行；似警世的大钟，声声告诫着人们永远莫忘民族大恨。  

劫后余生的人们，含泪掩埋了同胞，有的投靠亲人，有的四处流浪……昔日热闹的村庄，

顿失人烟。自此，人们把川猫儿河滩改称为“血泪滩”。  

死难同胞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激励起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生死

搏斗。 

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为缅怀遇难同胞，特立此碑，以激励人们热爱中

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家乡，珍惜幸福的今天，创建更美好的明天！  

第三章 行政区划 

辖 3 个市辖区、2 个县、3 个县级市，即崇川区、港闸区、通州区、海安县、如东县、

如皋市、海门市、启东市。 

崇川区，行政区划代码 320602，面积 215 平方千米，人口 67 万人，邮政编码 226001，

区/县政府所驻地虹桥街道。 

港闸区，行政区划代码 320611，面积 134 平方千米，人口 22 万人，邮政编码 226002，

区/县政府所驻地永兴街道。 

通州区，行政区划代码 320612，面积 1343 平方千米，人口 127 万人，邮政编码 226300，

区/县政府所驻地金沙镇。 

海安县，行政区划代码 320621，面积 1110 平方千米，人口 96 万人，邮政编码 226600，

区/县政府所驻地海安镇。 

如东县，行政区划代码 320623，面积 1872 平方千米，人口 108 万人，邮政编码 226400，

区/县政府所驻地掘港镇。 

如皋市，行政区划代码 320682，面积 1531 平方千米，人口 143 万人，邮政编码 226500，

区/县政府所驻地如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