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从事

盐城市建设志
江苏省盐城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目域市彬履=；}出版



盐城市建设志
《盐城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中固城市出版社



《盐城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主 编：

副主编：

沈锋

许忠杰

曹正生

连炳富

胡加宏

张容

姚耕

郭玉桐

韩延林

陆必奎

刘瑞海

何其安

张从洲

陈永和

黄金祥

马以艮 杨文庆

王 勇

袭f泽

吴启生

王成华

李良功

编志办公室

单正兴

孙进成

许鸿奇
钟元生

王克蔚

陈永和

王克蔚

崔开冠 王宗亚 丁拔夫 朱振华

季晓武 朱桂勤蔡汉东

王克蔚

王宗亚 崔开冠



《盐城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主 编：

副主编：

沈锋

许忠杰

曹正生

连炳富

胡加宏

张容

姚耕

郭玉桐

韩延林

陆必奎

刘瑞海

何其安

张从洲

陈永和

黄金祥

马以艮 杨文庆

王 勇

袭f泽

吴启生

王成华

李良功

编志办公室

单正兴

孙进成

许鸿奇
钟元生

王克蔚

陈永和

王克蔚

崔开冠 王宗亚 丁拔夫 朱振华

季晓武 朱桂勤蔡汉东

王克蔚

王宗亚 崔开冠



序

《盐城市建设志》是第一部记述盐城市城乡建设的专业志书，它以丰富翔实

的资料再现了盐城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城乡建设的历史足迹。它的出版发行，对

于激发盐城人民热爱盐城、建设盐城的巨大热情，对于海内外朋友迸一步加深对

盐城的了解，促进改革、开放，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

盐城，既是一座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城，也是一座朝气蓬勃的、

年轻的新兴中等城市。早在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因盛产海盐而设县，

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筑城，成为黄海之滨的战略重镇。在抗日战争的烽

火岁月里．她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也曾是华中敌后抗日指挥中心。饱经沧

桑，屡遭战火摧残的盐城，到解放时，已是残垣废墟。新中国成立后，盐城人民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医治创伤，图强创业，千年古城重新焕发青春。党的十一 ／

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古城一展新颜，再显雄姿。1983年3月盐城建

市后，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取得了令人瞩日的成就。城

市道路、桥梁，交通、供电、邮电、给排水、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

市辐射功能不断增强．为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对外开

放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各县(市)县城建设、村镇建设也有了长足进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市10多万建筑大军，活跃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支援

祖国各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赢得了较高的

社会赞誉。

我们要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城市现代化、集镇城市化，把盐城建设成为发达的

商品生产基地，沿海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善于借鉴前人的

经验，创造新的业绩，进一步加快城乡建设的步伐。修志可。鉴兴废，考得失圩，

利在当今，惠及后世。《盐城市建设志》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帮助，激励人们奋发

向上，为建设文明、富庶、繁荣的现代化新盐城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值此《盐

城市建设志》付梓之际，欣贺之余，作此为序。

市长 伽绎
二九九四年七月二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盐城市建设志》问世了。这是全市建设系统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市人民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这部志书，求实存真，从盐城城市的起源开始，重点记述了清末至1992年底

城市建设和有关行业的发展概貌，尤其突出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盐城城市建设

和建筑业发展的历史，是盐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城乡建设专志。它不仅为人们了

解盐城城市建设的过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也为当代和未来的盐城城市

建设者们规划、建设、管理好盐城，提供有益的帮助。

盐城是江苏省北部的重要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千百年来，古

城盛衰沉浮的漫长历史证明，’盐阜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广大建设者们千辛万苦的

劳动，许多有识之士卓有成效的努力，特别是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改

革开放的政策给城市建设和建筑业发展带来的机遇，是盐城城市建设和文明得以

不断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值此《盐城市建设志》出版之际，我们对

古往今来为盐城建设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这部《盐城市建设志》，大部分资料来自历代文献和档案资料，亦有部分资料

采用口碑，皆弥足珍贵。编成这部值得一读的书，除了修志同志的努力工作外，还

依靠许多老干部、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以及许许多多孜孜不倦工作的无名英雄的

配合，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同时殷切希望全市建设工作

者和一切有志于建设事业的仁人志士充分利用这部志书，知往鉴来，为盐城市建

设事业继续做出宝贵的贡献。

建委主任



尼 例
’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叙盐城

市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

二、本志以现时部门的工作范围和归口管理的行业为主要内容I述及的地域范围，以市

区为主，兼及全市。城区指建成区域，市区为城区加郊区，全市含东台市、大丰县、射阳县，

建湖县、阜宁县、滨海县、响水县．

兰、本志采取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随文。根据部门的职能

分工和城乡建设科学分类，横排门类。全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按篇、章、节、甘等

层次。纵写史实。

四、大事记沿用公元纪年，后注历史纪年，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有年竞月写

其年，有月无日记其月。志文有沿用历史纪年处。则标注公元纪年．

五，本志年代断限，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2年末．对下限时间内发生

的个别事项，于修志脱稿之前发现或继续发展的，为使事物表述完整，可延续到本志脱稿之

日．

六、本志以档案资料、文献图书和史料为基础资料。对搜集到的资料，经过考证·编入

志书。为节约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七、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除引文外，用字用语力求通俗准确，物体名称使甩符号时·随

文注明。
’

八、本志所述城市建设行业以盐城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所属单位为主，尽t逡及相关行业．

城建系统限指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及所属单位，各县(市，区)建设局及所属单位。

九、单位负责人收录范围：建委机关科级以上干部I直属单位、归IZl单位正职领导·垒

市设计，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

十、人物收录范围：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及先进个人，具有高级职称曲专韭技术人员．

十一、有关名称使用简称时，随志文注明．主要党政机关的全称和简称及特定含义的简

称如下。

全 称

江苏省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建设委员会

中共盐城地区委员会

简 称

省

省政府

省建委

地委



全 称

盐城地区专员行政公署

盐城地区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

中共盐城县委员会

盐城县人民政府

盐城县人民委员会

盐城县革命委员会

中共盐城市委员会

盐城市人民政府

盐城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盐城市(县)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

盐城市市政建设局、城市建设局

盐城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1947年盐城第三次解放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5一-,1976．1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简 称

专署

地区计委

县委

县政府

县人委

县革委会

市委

市政府

市(县)人大

市(县)政协

城建局

市建委

解放后

建国后

。文革”期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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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位于苏北里下河地区，在南通、连云港两市之间。东濒黄海，与朝鲜、日本隔海

相望，西与扬州市毗连，西北部与淮阴市接壤。1983年3月建市，实行市管县体制，现辖一

市(东台)二区(城区、郊区)六县(响水、滨海、阜宁、建湖、射阳、大丰)，计191个乡

(镇)，4206个村民居委会，总面积14938平方公里，总人口749．92万人。

盐城市区位居市境中部．东距黄海49公里，串场河、蟒蛇河、新洋港等7条主要河流交

汇于此，204国道纵贯其间，是全市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所含城，郊两区，总面积

1728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12．1平方公里f总人口128．6万人，其中建成区20．5万人。1992

年工农业生产总值296．23亿元。

盐城自然条件较好．地理坐标在东经120。077，北纬33。23’。地质构造为河、海、湖相冲

积平原，地势低平，海拔高度2"-'4米。地震烈度5．4度。地基耐压力每平方厘米0．6"-'1．2公

斤．具有季风亚热带北部边缘湿润气候特征，四季分明。常年平均气温摄氏13．7"-'14．4度。

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平均风速每秒3．36米。年均降雨量1048毫米，无霜期209"--218天．

盐城历史悠久．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置盐渎县，渔民、灶户在此聚居而成海

边村落，名瓜坨村。东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始为县治，无城邑。东晋义熙七年(公元

411年)，筑土城，形似瓢。唐代已成。剧邑一。宋代绍兴、乾道年间，三次修固土城。元代起

海运渐兴。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为防倭寇侵扰，始建砖城，周长七里，设东、西、北三

门。万历七年(1579年)，增开南门，时称杨楼，与登瀛桥，瓜井(在今盐城中学院内)等为

盐城八景。清代，垦植业兴，农产日丰，城内手工业作坊增多，客商云集，市井繁华，祠堂

寺庙、塔亭牌坊甚多，儒学、校场均有设置。东门、北门先后建起了石磁闸、天妃闸，疏浚

了串场河，新建了防洪堆堤。1903年，设邮政局。民国期间，先后开通电报、电话业务。西

门外小海滩建有私营电厂，始有路灯照明。纯化街、西门大街修铺了砖石路面，部分排水明

沟盖上了青砖。1931年．通(南通)榆(赣榆)公路建成，交通条件改善，城外新增车船站

埠，城内辟建中山公园、体育场，增开新西门，始钻自流水井，菜场、商店和文教、卫生、消

防设施有所增建。至1936年，县城面积已达3平方公里，人口8万，为苏北粮、棉、油、盐

等物资集贸中心。1938年3月30日，日军侵盐，城池首遭轰炸。同年4月，被日军侵占，商

店民居、市政设施、名胜古迹毁坏严重。为抗战需要，1939年3月，拆除残存城墙。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县城屡遭战火摧残，至1947年解放时，城内已成一片废墟，古迹荡然

无存，人口仅80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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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经历了曲

折的过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基本建设投资由1949年的27万

元增加到1957年的2526万元。广大人民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精神鼓舞下，积极重建

家园，使小城初显生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中共盐城地

委提出了“跳出盐城赶江南”的口号，研究制定了《盐城城市建设20年规划设想》，按50万

人口规模确定城市功能分区，前4年投资l亿多元，填平市河，拓宽主街道建军中路，同时

修建下水道4条，辟建人民公园，增设县城至城郊农村公共汽车线路，改建木质登瀛桥为钢

筋混凝土桥，奠基兴建自来水厂，纺织、农药、化工、造船、电讯器材等一批规模较大的工

厂也相继建成投产，创办了农学院、工专、医专、师专等大专院校，邮电通讯、文化娱乐和

商业网点等设施均有增建，古镇初具小城市风貌，为城市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三年

调整期间，压缩基本建设，1962年投资额降至483万元，许多在建项目下马。第三、第四个

五年计划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受损，城建资金不足，仅在建军中路主要街

道铺装了沥青路面，于市中心(建军广场)建15米高“忠”字塔1座，铺设后街巷下水道27

条，城内部分单位和居民用上了自来水，并在八十间、东闸、城西南蚕桑场等处兴建居民新

村，整个城市面貌无大改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系统地进行了拨乱反正，克服了“重

生产，轻生活”的倾向，对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体制逐步进行改革，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

责任制，多渠道扩大城市基本建设投资规模。1978～1982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13669

万元，新建房屋竣工面积87．8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41．61万平方米，修建主要街巷30余条，

促进了城建事业的发展。

1983年建市后，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各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第一，

城市规划正式制定和通过批准。1985年，《盐城市城市总体规划》经省政府正式批准实施，明

确了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1988年，国务院公布盐城为沿海对外开放地区，使城市地位、作

用发生了深刻变化。1989年，对原规划进行了调整。1990年经省政府批复，城市性质调整为

苏北沿海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以发展轻纺、食品、机电工业为主的工商城市，新四军抗日革

命纪念地。同时明确了城市发展规模和方向。在此期间，先后陆续编制了有关分区规划和详

细规划，为依法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建市lo年来，城区市政公

用设施建设投资总额2亿多元。先后开辟、拓宽、改造了解放北路、人民中路、沿河中路、黄

海路、大庆中路、双元路、小海路、越河路、毓龙东路、建军东路、通榆公路(204国道)市

区段等主要道路12条，铺设了水泥、沥青路面。新建、拓宽了建军桥、大庆桥、解放桥、登

瀛桥等7座主要桥梁。及时完成了路灯、绿化、给水等配套工程。至1992年底，建成高级，

次高级道路面积83万平方米；新建城西水厂完成两期工程，日供水能力达13万吨，供水干

管长达35公里}新增公交营运线路3条。在创建卫生城市活动中，新建了设计新颖、装饰美

观的水冲式公厕、垃圾中转站等环卫设施。全市人民集资1亿多元建设了盐城电厂12．5万千

瓦发电机组工程，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高层邮电通讯枢纽楼、自动电话楼、微

波塔等新建工程，使盐城市实现了电话自动拨号，部分电话进入全国长话拨号网。第三，新

增一批纪念性建筑。先后于市中心建成了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塔和与之对应的建军园，在建

军东路新建了新四军纪念馆，在建军西路复建了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泰山庙，修复了当

年华中抗大五分校旧址——盐中正北楼，较好地体现了城市性质。第四，房屋建设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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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中，住宅建设投资近5亿元。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

相继开发了南郊新村(盐南新村)、通榆北村、双元新村、小海新村、毓龙组团等住宅小区和

组团，计建设房屋面积约150万平方米，相当于建国后33年所建住宅面积的1．5倍。还新建、

改建、扩建了市无线电厂、盐城纺织厂、江淮动力机厂等一批工业厂房和商业大厦、盐阜人

民商场等商业用房，新建了盐阜宾馆、望海大厦、海悦大酒店等10余处宾馆，不仅改善了生

产经营条件，而且提高了对外接待能力。第五，城建队伍逐步壮大。建市以来，系统直属原

有市政、供水、公交、园林、房产、建筑设计施工等单位的职工随着事业的发展都有增加，还

新成立了规划、拆迁、市政养护、综合开发、城管监察、房产交易、规划市政设计、绿化、节

水、定额、工程招标、建校等专业机构。职工人数从建市前的几百人增加到1992年的4412人，

是建国初的近10倍。加上各县(市、区)的城建职工和遍布城乡的建筑工匠，城建队伍已成

为一支产业大军在盐城崛起。第六，城市规模和综合功能明显扩大。至1992年末，城市规划

区范围东至通榆运河，南至潘黄利民河，西到张庄五中沟，北至新兴三灶河，规划区面积492

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22．8平方公里，人口24．5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1．2万人)，比建

国初分别增加2．8倍和23倍以上。建设用地面积18．3平方公里。城、郊区有蔬菜地6300多

亩，喷灌面积1000多亩。对外交通已形成陆、水、空配套，干、支线相连的交通运输网络。

市区道路总长141公里(其中城区76公里)，各县(市)城、乡镇全部通车。每天有班车直

达上海、杭州、合肥、青岛及省内各市，并分别与铁路联运。水路有通往无锡、镇江和新洋

闸3条航线，东、西港区有码头90余座，泊位近400个。民航恢复了盐宁航线，增开了盐沪、

盐京和盐城至佛山的航线，城东有机场一座，占地269．02万平方米。电厂装机总容量22．9万

千瓦。市话万门程控交换机已交付使用，电话机总数已达3万部。市区建有纺织、食品、轻

工、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等各类工厂300家，商业服务网点2000个，各类宾馆、招待所、

旅社100多家，农贸市场10多个，驻盐科研机构16所，各类学校80多所，幼儿园70多所，

影剧院7个，开放礼堂、俱乐部、歌舞厅几十处。还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群众艺术

馆、工人文化宫、少年宫等文化娱乐场所。电台广播专线长9000多公里，电视发射塔高145

米。有卫星地面接收站1座，体育场、馆、室内外游泳池各1座。驻城医院11所，床位2000

多张。建市10年，盐城已从过去一个县属镇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

全市县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取得了长足进步。东台、阜宁等老县城距今已有200．-,-,

400多年的历史，抗日战争前有城池和许多古迹，后因战火摧毁殆尽。解放后，东台坚持改造

老城与开发新区相结合，城市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于1987年升为县级市。阜宁延伸了西

大街，拓宽了城河北路，在射阳河上架起了第一座公路桥，促进了县城的繁荣，大中、合德、

建湖、东坎等镇是建国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县城，具有规划合理、街道整齐、市容环境较好的

特点。大丰县城规划获国家建设部表彰。建湖、射阳、滨海于60年代后期即着手跳出老街建

新城，取得了显著效果。响水建县较迟(1966年)，县城基础较差，但规划管理较好，随着灌

河大桥的建成，县城建设步伐已有所加快。据1992年统计，全市7个县(市)城区，总计建

成区面积为60．9平方公里，人口51．3万人。房屋建筑面积1369．2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

8．5平方米。有水厂7座，日供水能力15．75万吨。道路总长240．24公里，其中152．24公里为

高级、次高级铺装路面。桥梁218座。排水管道188．5公里。路灯4622盏。园林绿地面积292．35

公顷，人均公共绿地3．8平方米以上。公共厕所75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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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村镇建设在建国后也有较快发展。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房建设规格不断提

高，50年代住草房，60年代砌砖墙，70年代住瓦房，80年代建楼房。1983年建市以来，随

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新兴集镇应运而生。在村镇建

设试点的引导下，集镇饮用水与卫生条件、村镇道路、桥梁结构、农房规格与工程质量有了

很大改善和提高。到1992年末，全市有集镇122个，建制镇60个，村庄32509个。村镇建

设用地面积8．4万公顷，实有房屋建筑面积18497．94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6504．88万平方

米，生产性建筑879．14万平方米，公共建筑1113．92万平方米。有集镇水厂179个，受益村庄

近千个。已通电集镇158个，村庄17737个。村镇实有道路总长2．2万公里，道路面积10259．59

万平方米。其中建制镇和乡集镇铺装街道长469．19公里，铺装面积449．95万平方米。桥梁、

路灯、排水、绿化和环卫设施基本配套。

全市建筑业，作为民间传统手工业，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期有人在此居住即随之而兴。

从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建土城始，至明清各代，市域境内，所建古建筑甚多。名闻

退迩的盐城南门城楼(杨楼)、永宁寺(无梁殿)、登瀛桥(木桥)、天妃闸(北闸)，响水的

古云梯关，大丰县刘庄的紫云禅寺，建湖县西乡的新阳村等古建筑，虽相继毁灭，但今存的

东台市泰山护国禅寺、海春轩塔，大丰县草埝闸、庆丰桥，建湖县辛庄西北的朦胧塔，阜宁

县城真武庙等古建筑仍能反映历代劳动人民，尤其是建筑工匠的非凡才智和高超技艺。清末

民国初年，盐城已形成木、泥(瓦)、石、画、油漆、雕塑等专业工匠队伍，各工种以家传或

师徒授艺，以邻近乡镇、县城为活动范围，合伙承揽工程，具有一定的施工能力。民国21年

(1932年)秋，各县虽成立建筑行业公会，但仍以分散打工为主，生活无保障，社会地位低下。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县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建筑工匠纷纷组织起来，成立“瓦木工

会”，滨海县城东坎区还成立了“木、瓦、笆”三业工会，积极为抗日支前、迎接解放而忘我

工作。1948年盐城地区解放，建筑工匠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

中国成立后，建筑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4---,1957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县成立了建

筑站。1958年。大跃进”，地区和各县相继组建了规模较大、施工能力较强的国营施工企业。

1960---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八字方针，各县建筑公司由全民所有

制改为集体所有制性质，在建工程纷纷下马，整个建筑业步入低谷。1964"--1965年，随着经

济的复苏，建筑经营有新起色。。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生产受干扰，制

度遭破坏，农村个体建筑工匠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批判打击。但是，地区和各县建

筑公司的技术人员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及聪明才智，研制和生产了水泥农船、变

截面桁条、小钢筋电动张拉机、80吨静力压桩机、附着式角钢桅杆双吊栏等施工机械和建材、

农用产品，填补了省内和地区的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

逐步开展和深入，农村建筑队伍迅速扩大。1980年，地区组织各县建筑工匠成立。建筑民兵

团”赴大庆等地施工，支援油田建设，为盐城外向型建筑业的发展莫定了基础。1983年建市

后，建筑业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势头。当年9月，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抽调市建筑总公司、三

建公司、建湖和射阳县建筑公司计107人组成土建队，首次出国赴科威特施工，刨利43．36万

元。1984年行业改革出现较大变化，全民建筑设计、施工单位开始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I设

计、施工任务由指令性分配逐步向市场调节、自找业务的形式过渡，单位收支由财政拨款、报

帐制向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方向过渡；全民、集体施工企业内部也出现了总承包、分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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