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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来到江苏省东海县，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同东海人民
共度元旦佳节.图为温总理在东海县黄川镇桃李村草莓栽
培大棚实地了解草莓种植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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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新区一角

广电中心



迎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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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电视台 "我为跨越发展做什么"走进东海

东陇海带产业空间布局
东陇海带产业空间布局结构z 一辘， 三片.
东陇海产业发黑输=沿陇海铁路和'而牛公路布置县爆主要产业空闯，形成县蜡产业发震主输，连雹离退与

同三高速承担县锺主要对外陆路交通，形成县罐产业发服次输.

在牛山、浦南组圄之阙规划臼尴组圄2 以牛山、自蟠坤、 浦南为中心的三产业片区，是规划结构的核心.

东海县沿东陇海线产业带空间布局规划j



火车站广场

--

晶都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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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在东海县慰问演出

"水晶之恋"文艺晚会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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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县人民隆重纪念东海县建城 50 周年和第九届中国·东海水晶

节这一喜庆日子之际， {东海县建城 50 周年大事记( 1957 - 2007) ~付梓

问世，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全书分成四篇:党政篇、建设篇、经济发展篇及社会事业篇，容政治、

经济、文化为一览，全面、 系统地记录了东海人民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

奋斗历程，全面反映了东海50年来三个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崭新凤貌。

近年来，县委、 县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

众，紧紧围绕"中国重要的硅材料产业基地、生态旅游型现代化湖滨城市、

国际知名的水晶之都"的发展定位，深入实施

活县、科教立县"四大战略，成功获得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 、

全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国家生态示范

区等荣誉称号。

该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海历史发展

的基本规律，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有助于我们

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对于充分发挥党史固有的"资政、

存史、育人"的社会功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的东海县政通人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实现"全面奔小康、苏

北进五强"的奋斗目标，需要万众一心 、扎实苦干，也需要总结历史、知往

鉴来。 我们要从东海 50 年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汲取力量，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引，奋发图强，开拓前进，为建设

更加和谐、 美好、富强的新东海而不懈奋斗，书写东海跨越发展、凯歌行

进的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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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东海县建城 50 周年大事记( 1957 - 2007)~主要记录东海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活动 、重要事件和工作成

就，全书分成 4 篇:党政篇、建设篇、经济发展篇 、社会事业篇。

二、《大事记》记述范围为现东海县全境，以县城牛山镇为核心，有些

事涉及东海邻近地区，酌情记述。

三 、 《大事记》具体条目编列以编年体为主，并根据事件的性质适当

集中叙述。事件日期明确的记到日，日期不明的，则记到旬、月 、季、年内，

持续时间较长的事件，一般按事件开始时间编入。

四 、机构名称、部队番号、会议称谓，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

用简称或习惯称谓。 地名一般按历史称谓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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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与连云港市区相连，西与山东省郑城

县以马陵山为界，南与灌云县、沫阳县、新沂市为邻，北隔新沫河与赣榆

县相望，西北接山东省临沫县。 陇海铁路横贯县境。 东海县境明、清两

朝属海州地， 1912 年撤州建东海县，县治海州城。 1939 年 3 月，日寇侵

占东海县，封锁了陇海铁路，县境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1940 年 11 月，

东海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县境南部为其所辖。 1941 年 8 月，海陵县抗

日民主政府在县境北部成立， 1945 年 11 月，海陵县更名为东海县。 全国

解放战争时期，陇海铁路南北并存两个东海县。 1948 年 11 月 7 日，铁路

南北东海县全境解放，原县城海州和重镇新浦与连云港市建新海连特区。

1953 年 l 月，东海县从山东省划归江苏省，属徐州地区。 1983 年 3 月隶

属连云港市。 现全县有 14 个镇 8 个乡和 2 个国营林畜场、 366 个行政

村，总面积 2250 平方公里，耕地 1303.1 平方公里万亩，人口 117 .34 万人。

※ 

东海县处于苏鲁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东海人民争民主、争自由 、反侵略，为争取解放进

行了英勇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篇。 1919 年，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影响全国，波及徐海。 6 月中旬，东海县城海州的

省立第十一中学联合板浦乡村师范、崇贞中学及第一高等小学广大师生

罢教、罢课，上千名师生示威游行，呼喊爱国口号，进行宣传演讲。 此后，

各校师生又联合其他各界人士，在海州儒学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

行动。 从此，新文化、新思想在东海开始传播。 1927 年夏，东海县就有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1928 年秋，成立了中共东海特别支部，至 10 月，全

县已有 4 个支部、48 名党员。 1929 年初，中共东海特支改为中共东海县

委。 县委成立后，注重发展农村支部，多次领导农民进行反剥削反压迫

斗争。 女共产党员冯菊芬积极发动妇女，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提倡妇女

放足，与封建顽固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同年年底，东海第四区钱粮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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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丁到哪吁一带催捐要粮。 当年因收成不好，农民无力交出钱粮。 在被

逼无奈之下，中共铺好支部发动几十名农协会员，与钱粮差作拼死斗争。

钱粮差及区丁见状，只好逃之夭夭，最后钱粮全免。 同时，房山一带董庄

和兴谷、白塔埠营庄、石榴树等村农协会员在党支部组织领导下，进行反

保卫捐、反征税、抗烟捐等斗争。 这一时期，全县各地参加斗争的达 1400

多人次。 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共江苏省委注重东海地区党的建设和

武装斗争，多次派人到东海发展党组织，组建武装，发动暴动，创建苏区

和红军。 1930 年 10 月，东海县委组织牛山周围 20 多个村庄 500 余名农

协会员举行暴动，在牛山顶上竖起红旗。 1932 年 2 月 26 日晚，县委委员

孙把清遵照县委指示，在贯庄发动五六十名贫苦农民。 白塔埠张继武带

领部分群众破坏几段铁路后，也赶到贯庄和孙把清等会合。 当夜，县委

在贯庄召开有 100 多人参加的会议，宣布可丁土豪、救穷人、闹共产" 。 会

后， 20 余人的暴动队伍连夜拉到鲁兰庄。 27 日，鲁兰庄群众夺了豪绅十

几枝枪，贯庄、鲁兰庄两支队伍会合后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徐海游击队。当

晚，游击队发动群众，烧了几家地主的契约，分了两家地主的粮食。28 日，

五区保卫团逮捕了无辜农民，押送海外1，途经鲁兰庄，游击队击毙了 3 名

押差，解救了农民。 3 月 1 日，游击队在蔷薇村遭保卫团围攻，最后被迫

解体，暴动失败。 1933 年 5 月，东海县委遭破坏，党的组织解体，活动中断。

※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海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生死存

亡十分关切。 从 1937 年夏秋开始，以哪好小学为中心，东海建党初期一

批活跃人物周晓江、哪华民、徐润斋、李铁民等召集爱国的青年教师和学

生，阅读进步书籍，举行时事座谈会。师生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决心以实际行动抗日救亡。 9 月，在哪好成立了中国青年抗日救亡义勇

团 。 年底，义勇团发展到五六十人。 1938 年初，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总

动员委员会派工作团来东海县，帮助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工作团的帮

助下，东海县西部青年，于 2 月在房山成立了东海县抗日救亡宣传队。宣

传队成立后，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扬州泪》等话剧，在全县各主要集

镇巡回演出，播下了抗日的种子。 同年 8 月中旬，东海县青年救国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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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附近的林瞠村成立。 青年救国团成立后，主办〈大众三日刊》 、《青救

团刊》和《儿童画刊》等刊物，内容全是宣传抗日，形式新颖活泼，颇受群

众欢迎。 各分团也纷纷办起黑板报，组织青年演唱抗日歌曲 。 全县城乡

出现了一派热气腾腾的抗日局面。 1939 年初，中共东海县委重新建立。

县委随即在县西部竹墩建立了重新建党后的全县第一个支部一一海西

支部。 接着又先后成立了几个支部，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 从此，东

海县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年 3 月，日寇侵占东海后，封

锁了陇海铁路，县境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东海，开

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先后在路南建立东海、在路

北建立海陵两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分别属于华中和山东两在抗日战略区。

陇海铁路南北地方抗H武装、民兵及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配

合八路军、新四军，与 H寇、伪军展开了殊死斗争，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

据地，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建立了不朽功勋。 中旬，周晓江、王子成等

在望烟成立东海县青救武装队，共有 18 枝枪，武装队不断扩大。 5 月，这

支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队支队三团四营，周晓江任营

长。 1940 年 1 月，在东海西部又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一一云台大队，有

270 余人和枪。 云台大队不久战编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九

大队。 9 月中旬，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部和第二支队第六八团

进入淮海地区。 八路军主力所到之处，地方顽伪势力闻风而逃，淮海区

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东海县境内陇海铁路南，先后建立中共陇海

区委 、 中共安峰特区区委和陇南区抗日民主政权。 11 月，在路南召开了

东海县群众代表大会，东海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中共东海县委也同时

成立。 翌年 l 月，东海县大队成立。 东海县大队成立后，配合新四军第

九旅一部，活捉顽固派县长庞寿峰和县常备大队长丁同道，给国民党顽

固派政权以沉重打击。 入冬，国民党顽固派的东海县政权在遭新四军第

九旅第七团致命打击之后垮台。 同时，一部分土匪也被抗日武装坚决打

击或争取改造了，抗日根据地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一定的维护。 1941

年 3 月，在陇海铁路北，中共山东鲁南三地委组建东海工作团，建立了中

共东海工委。八路军第 115 师教导第二旅第四 、第六团及东北军第 57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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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团亦进入东海西北部，羽山、磨山一带成为抗日根据地。 东海工作

团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使抗日运动在各处轰轰烈烈

地开展起来。 中共东海工委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打开抗日局面起到

了重大作用。 5 月 7 日，路北东海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在羽山山西头村

胜利召开，会上宣布成立鲁南第三行署东海办事处，钱霖任办事处主任。

7 月，东海县大队(路北)成立。 路北东海人民有了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

和抗日武装，把路北东海的抗日战争推向一个新阶段。 到了夏天，东海

办事处已经建立了 5 个区的抗日根据地。 8 月 17 日，路北东海抗日人民

代表大会在涝枝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县参议会，决定把东海办事处

改为海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民主选举钱霖为县长。 随即各区都成立了农

救会、职工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创造了各阶层人士团结

抗日的良好局面。 1942 年，日寇不断向东陇海地区增派兵力，连续不断

守1荡"、"蚕食"抗日根据地，妄图摧毁抗日民主政权。 铁路北的东海人

民不屈不挠，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与日寇、伪军展开了英勇斗争c 这

年 5 月，一批日寇、伪军突袭场好村。 将全村老少 600 多人包围在一小

吁里。 全村除老弱妇幼留在好子里外，持枪的青壮年都坚守在好子围墙

外的四周，与凶残的敌人展开了浴血战斗。 面对武器精良的敌人，以抗

日自卫团团员张善坡为首的 10 余人，在外围战斗中先后牺牲，武装的青

壮年全部退至好内，占据四角炮楼。 其余所有男村民(除老幼)全部登上

脚手架，手持大刀、长矛、铁锅、锄头等，严阵以待。 女村民则搜集石块，

运送到脚手架上。 疯狂的敌人以机枪、大炮为掩护，数次冲近围墙，企图

强登，均被村民以大刀、长矛和石块等击退。 战斗进行到午后，敌人又在

火力掩护下，冲至墙边挖墙，向院内施放毒气。 村长王文山赤膊站在炮

楼顶上，手持 20 响驳壳枪，打退了挖墙的敌人。 全村人团结一致，奋不

顾身，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一直打到下午约 4 时。 附近村庄的民兵得知

杨好村被敌人包围，便在四周佯攻。 敌人屡攻不果，灰溜溜地撤回据点c

在这次战斗中，杨吁村牺牲 25 人、伤 14 人，其中妇女牺牲 4 人、伤 4 人。

9 月 29 日，日寇、伪军 70 余人自挑林据点出动，又侵犯海陵县根据地。

东北军第 57 军独立旅(海陵独立团前身)在团林设伏，与日寇、伪军激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