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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建国以来第一部《如东县志》编纂成功，‘是如东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如东是我可爱的家乡。’在建国以前的几十年间，我一直同家乡的人民群众生

活、战斗在一起，+追溯往事，记忆犹新。 一， 。

如东县境原属如皋东乡。虽在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分县设治，但党在这一地

区的工作却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开始了。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如皋东西两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以及他们的政治总

后台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经受了1928年如西农民起义失败和

1930年配合红十四军开展游击活动受挫的痛苦考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如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迎接新四军在黄桥反顽决战胜利后继续东进，开

辟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日伪的“清乡’，、 “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

“清剿”、 “驻剿”，为支援苏中战役、淮海战役、波江战役，解放金中国，进

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光辉的历史。建国以后，’如东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治愈了战争的创伤，’进行了经济建设，’彻底

改变了旧社会那种“种田的，吃粗糠；烧盐的，喝淡汤；’泥木工，跄草房I’吸血

鬼，住高堂矽的状况。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全县工业日益振兴，粮棉连夺高产，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水

平逐步提高，新的道德风尚正在逐渐形成，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形势十分喜

人。这部新县志，记载了全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比较客

观地反映了如东县的全貌。‘它必将起到鼓舞全县人民继续前进的信心，促进各项

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历史作用。

值此《如东县志》出版之际，当-2家乡百万人民鉴古知今，+同心协力，‘兴利

革弊，继往开来，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出应有的贡献。

＼ ／ 叶胥朝

一九／k-"年三月二十日



序 文 二

我县东濒黄海，南近长江。境内地势乎坦，河渠纵横，盛产粮棉和渔盐。

1922年，共产党人吴亚鲁就在这块土地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6年，王

盈朝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1940年，我县成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

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样四次伟大的人民革命

战争中，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全县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先后有四千六百多位优秀儿女英勇献

曳。

建国以后，金县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

胜利，也遭受了一些挫折。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团结战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进，开创了胜利发

展的新局面。

历史越是前进，事业越是发展，我们越是感到急需编纂一部能够系统反映如

东历史全貌的新县志。这样，才对得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对得起革命先

烈，才对得起百万如东人民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县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这部新县志，记述了从1940年至1979年如东自然

风貌、政治、军事、经济形态、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演变情况，加上

附录部分，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凡重大事件，力求记载。它将为保存史料、推

动生产、治理政务，繁荣文化等等，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在编纂县志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真存

实，秉笔直书，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则，基本上作了客观的真实的反映。同时，吸取了历代方志学家的编纂

理论，又根据我们自己的实践，采用编、章、节的形式，力求既合“志体弦，又

能“出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此外，在文字上也比较简明朴

实，通俗易懂。但由于历史资料残缺，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谬漏之

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我们编纂新县志，一直受到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得到几位专家、内行的



热心指教，以及省，地和兄弟县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县、区、社、镇各级党

政机关、群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也都积极配合，通力协作。这部新县志，实际

上是成千上万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是大家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谨向大家致

以最诚挚的谢意I

如东百万人民既能为过去写下光荣而自豪的一页，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

天，必将进二-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

章1 ．．． ．，’．一．：：； ．．，．‘． √‘
，。

， ：
。

‘

～

，．一，4 ：．，、 ：孙纬经 ‘‘t -

·

+’j‘ ：， 一．，·
‘。

’‘j’．二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凡 7例

一。，本志取事主要从1940年建立县治起，下限大体至1979年，也有极少数灯

容向前追溯或迄于1982年编成志稿之日。

二、如皋编纂方志，始于明朝天顺八年(1464年)，尔后续修县志10部。今为

追溯历史，以最后一部下限至清宣统三年的纂本为主，选录其中所载如皋东乡史

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其务实之句，剔其溢美之词，编成《如皋志略》一

章附后，以资借鉴。

三、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0年新四军东进这段时期，有关本县史料只散见

于报章杂志。为不割断历史，特编纂《如皋东乡人民斗争纪略》一章，并附该时

期《大事年表》。

四、本志立概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杂记、附录共8编，计“

44章，163节。节以下各点一般以时间为序记述。

五、本志《大事年表》中所载大事，为本县主要机构变更，重要会议和活动，

重点工程项目，重大成就及事件等。

六、为追本溯源，综述始末，充分地反映建国前后本县政治、军事斗争和经

济、文化发展概况，故《政治编》和《军事编》均冠以“绪言”，《经济编》和+

《文化编》各章均冠以“小序’’。

七、本志有关章节尾加“附记”，是为辑录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包括重

要的反面材料)，以补足正文。志中有些内容需要说明的，一般在行文后加“附’’
或“注矽。

●

八、为避免重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散见于《大事年表》和

有关编章，不另立章节。

九、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本志入传者，大多是比较著名的革命烈士，

少数是有社会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同时，选择极少数反动人物入传，以作反面
教员。

十，全志材料，大部分录自省、地、县档案资料，本县各社、镇以及各部门

编写的史料，为节省篇幅，没有注明出处，一小部分摘自有关报章杂志及回·tz,

录，一般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大事年表

本大事年表记载自1940年10月建立县治起至1979年这40年中，在县境范围内有关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自然等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具有～定社会影响的大事，以纵观本县历史

发展的总貌。

一九四。年

十月，原如皋县划为如西(开始称如皋县西南行政公署)，如皋两县。自白蒲经丁堰至柴

湾的运盐河一线以西为如西县，以东为如皋县。叶胥朝任如皋县长。

是月下旬，中共马塘中心区委发动各党支部组织青年学生和盐民自卫队迎接新四军继续

东进。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一部进驻掘港，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

中共如皋中心县委从如西卢港迁驻掘港，改称南通中心县委(苏中四地委的前身)。

十一月上旬，季方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身份，在掘港召开通，如，海，启

党政军负责人会议，成立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

十二月，中共如皋县委在掘港正式成立。

是月，叶胥朝等在马塘正式接管国民党如皋县政府。

是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控制的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率部围攻掘

港。掘港军民齐心抗敌，苦战三昼夜，击退顽敌。

一九四一年

一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在掘港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

三月十八日，日军。扫荡”马塘、掘港等地。

是月，苏中区党委驻拼茶新坝桥。
’

是月，本县农村普遍建立农民抗日协会。

是月，党领导的民运工作队四十余人，深入本县苴丰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始实行减租

减息。

是月，如皋县警卫团成立。

四月一日，新四军一师三旅一部在县警卫团配合下，歼击驻马塘、潮桥等地的企图叛变

投敌的保安一旅主力。

是月十八日，日机轰炸掘港，炸死炸伤军民十余人，毁房数十间。

是月二十日(亦说六月一日)，苏中军区成立大会在拼茶徐家祠举行。

是月，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陶勇收编在如东沿海势力较强的海盗孙仲明。

五月十三日，如皋县政府在马塘北乡许家楼召开县参政会，着重讨论减租减息问题。

六月，苏中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本县邱隆中学举行。

是月，地、县委在丰利召开万人大会，正式成立丰利区农民抗日协会。



是月，本县开征抗日救国公粮。：‘．。’：：，
‘

：‘’：．‘。。．，。?j。：．j ‘，。。：

：：八月上旬，’县农民抗日协会成立大会在东屏乡举行。。。 j’：。 一·一，’：‘：j：’7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行大规模靠扫荡黟，占领本县各大集镇。 ．’ 。I。 ．

‘

是月，‘为反击日军矗扫荡∥，县委和县政府分设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四个分县委和

四个办事处(行署)。 。 i’，‘

‘九月十七日，新四军÷师三旅。部击溃驻曹埠的日伪军。 ，、’ ：j。、。：’

十月，县委和县政府为便于统一指挥，撤销四个分县委和办事处，建立如中分县委和如

中行署。 ，’ ． ’。．。 ，。一．

是月，组建如皋县自卫总队。 ．

十二月七日，日伪军。扫荡一本县掘港、马塘，丰利之间农村地区，施放毒气，残害人民．

是月八日，新四军一师三旅一部在本县地方武装配合下，于双灰山一举歼灭日伪军400

余名o 。一 ．‘ ·．⋯ ，

’‘ 一： ．‘’

。

‘‘’
1‘’‘

。j ”：‘‘ “。j ， ．一 ，
● √

’

．

，。一九四=年．．，。 ．

．

。 f ． ，·
’

二月十九日，驻林梓伪军200余人携械向新四军一师三旅某部投诚。

、 四月十五日，新四军一师三旅一部进击白蒲据点，烧毁日军掠夺苏北经济物资的大本营

江北公司。 ，
．

八月，在苴镇重新组建县警卫团。．
‘

．，

。

： 是月，本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在长沙傅家园举行。 ，

九月，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在南坎召开，就反鼻清乡斗问题作出具体部署。
‘

十月十日，苏中四分区及县委、县政府在苴镇召开万人大会。陶勇，吉洛(姬鹏飞)等检

阅部队和民兵。 。+
．

。

，?十月至十一月，苏中党政军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南坎召开。会议就精兵简政，三冬(即

冬学、冬耕，冬防)运动、军事建设等事项，确定工作方针和实施步骤。

冬，本县各乡普遍建立工抗会，妇抗会、青年队、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广泛开展

“三冬黟运动。 一

是年，全县因发生旱灾，秋熟作物歉收。 ．

● ●

． ．．一九四三年

一月，实行精兵简政，撤销如中分县委和如中行署。

二月二十五日，苏中四分区部队攻克曹埠据点。

三月r全县春荒，一部分农村地区出现饥民“吃大户黟现象。 ：+，

‘是月，县政府在丰东，丁东等区重点乡开始进行废除保甲制，建立新乡制，民选乡、村

干部的试点工作。

四月一日，日伪沿串场河北岸大筑碉堡和竹篱笆，’加强封锁’并对串场河以南地区实施

第一期“清乡弦。 。‘ ：． ．

四月五日，本县地方武装配合四分区部队拔除小洋口伪军据点，全歼守敌。，

六月，本县军民连续破击日伪封锁篱笆．、
’

．． ．：+

七月一日，苏中四分区开展大规模反日伪封锁斗争。本县出动上万军民，与兄弟县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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