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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民行批E 1 9 9 1)5号

关于江苏省设立如皋市的批复

江苏省人民政府：
’

你省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关于撤销如皋县设

立如皋市的请示》和省民政厅的补充报告收悉．经国

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如皋县，设立如皋市(县级)，以

原如皋县的行政区域为如皋市的行政区域，不增加机

构和编制，由省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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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事

只有全面地掌握国情、县情，我们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避

·免或减少重大失误。即使在科学技术更加先进发达的未来社会，历史资料的记载、

积累和运用，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编史修志，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设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

如皋地处长江三角洲江海平原，是一个拥有143万人口、1593平方公里土地

的大县，又是国务院确定的沿海经济开放区。如皋置县1500多年，具有古老的文

明和新时代的灿烂文化，更有着革命老根据地的光荣传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如皋人民英勇搏斗的业绩，矗立着许多仁人志士的不朽丰碑。

今天我们要建设它，就要很好地研究它的过去。毫无疑问，一些同志在某些方面对

如皋已经了解了粗略的梗概，他们算得上“如皋通”。但是，要想全面地掌握如皋的

县情，并从县情出发指导我们的工作，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我们迫切

地需要一部反映如皋历史和现状的“地方百科全书”。新编《如皋县志》，实现了全

县人民包括如皋旅居海内外同胞的愿望，我们由衷地欢迎它的问世!

如皋修志，始于明代。至民国初年已』Jf修。应当肯定，历代《如皋县志》，是

．如皋地方历史宝库，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大量的知识，吸取丰富的营养。忘记或者割

断历史，我们就要犯主观盲目性的错误。但也不能否认，历代《如皋县志》无论在

指导思想和编纂方法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去

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如皋的修志工作间隔了7D多年。在

这期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如皋县也历经沧桑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回避或者轻视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将不是一部完整的县志。可惜，现存

的资料不系统、不翔实、不完整。因此，．我们从成立修志机构的第一天起，就始终

注意征集考证这一历史时期的一切资料，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听取各个方面包括海

内外同胞的意见，使这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再现在新编志书之中。新编《如皋县志》

对这一历史时期详尽记述，无疑是对历史长河记载断流的疏浚，既具有资料价值，

又具有实用价值，对研究如皋乃至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都是一个贡献。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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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应当详今略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发展

变化，为修志工作者提供了光彩夺目的资料。只有把这一段历史记详写足，地方志

书才有时代特色，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新编《如皋县

志》既体现时代风貌，又具有地方特色，成功创造不疏漏以总结经验，挫折缺陷不

回避以接受教训，突出重点，秉笔直书，既启迪人们奋发进取，更使我们看到前途

和希望。

最近，旅居台北市的如皋同乡会获悉我们编修《如皋县志》，在该会编印的

《如皋文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新而完善的如皋县志，我们在海外正引领以望，

乐观其成，并希望能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也让我们能够购存，流传到永远、永

远!”我们热忱希望每一个如皋籍和现正在如皋工作的同志、朋友，能够从新编《如

皋县志》中获得知识和力量，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如皋而努力工作、无私奉献。

我们坚信，后人将把每一个奉献者的丰功伟绩，再度载入史册，使他们光照千秋!

参加此届修志的同志，十年寒窗，不辞劳苦，各级各部门的诸多同志全力以赴

投入这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得到省、市有关单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支持

帮助。值此大功告成之际，我们代表中共如皋县委、如皋县人民政府对所有为新编

触口皋县志》付出汗水和心血的同志表示感谢!

· 2 ·

中共如皋县委书记潘宝才

如皋县人民政府县长石秀峰

1990年11月



J事

妯口皋县志》正式付梓，我们谨表示诚挚的祝贺!

这部百余万字的志书，是如皋沧桑巨变的历史画卷，是千百年来如皋人民勤奋

劳动成果的展示，是如皋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皋人民在这方热土上辛勤耕耘，留下闪光的足印，赢

得了“金如皋”的美誉。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江海平原上的这颗翡翠更加璀璨夺

目，如皋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1年6月J日，经国务院批准，如皋撤县设市，揭开了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如皋正在大踏步前进。1991年如皋市跨入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行

列，荣获全国首批科技先进县(市)称号。‘1992年如皋国民经济又步入快速增长

的新阶段，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刃．7，亿元，比上年增长25．占％；工农业总产值5D．

89亿元，增长21．5％；财政收入J『．2亿元，增长12．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超

过J，D亿元。1992年被评为中国明星县(市)。

如皋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江海平原上。工业生产已发展成以机电为拳头、纺

织食品为特色、市属企业为骨干、乡镇工业为支柱、外贸出口为导向的格局，涌现

出一大批荣获国际金、银奖的名特优产品。粮食、棉花、油料、蚕茧等农副产品连

年丰收。如皋盆景独具风采，饮誉海内外。利用外资步伐加快，外经合作渠道拓

宽，外贸事业欣欣向荣。三资企业逾百家，出口产品远销如多个国家和地区，外

贸收购值突破JO亿元。如皋市建筑队伍遍布全国各地，并涉足国际市场。市内江

岸逶迤，河网密布。204国道贯串中部，宁通一级公路横越南部，如皋机场直航北

京，初步形成了江河海贯通，水陆空配套的立体大交通体系。邮电通信事业发展迅

速。如皋及如皋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张开双臂迎接来自海内外的投资者。“东方风

来满眼春，今春胜过往年春”。勤劳、智慧、文明的如皋人民，迈开坚实的步伐，

加}夹现代化建设速度，勇敢地走向世界，走向明天，走向辉煌。

《如皋县志》是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继往开来、振兴如皋的资料书，也

是一部激发如皋人民爱国、爱乡热情的乡土教材，更是一部供海内外人士了解如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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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熟悉如皋不可多得的工具书。特此作序，热切期望海内外关心如皋的仁人志士

一如既往地支持如皋建设，共同谱写如皋历史最美的篇章。

·4·

中共如皋市委书记柯文

如皋市人民政府市长王耀光

1993年7月



凡例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求真存实”、。详今略古”、“详独略同”原

则，体现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

二、继承修志传统，横排纵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全志除总述、大事记、附录

外，以大类为序，不标类别，顺序为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划分事类，

不受部门隶属关系限制，采取“事以类从”办法。

三、记述范围因历史上的如皋县管辖范围较广，为反映当时全貌，涉及全县概况，重

大事件等，一律以当时管辖范围载入本志。划县以后，不再载入

四、上限力求溯自各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0年末，大事记截至1991年6月J『日宣

布撤县设立如皋市时为止。

五，以卷，目、子目3个层次排列。计分22卷、108目。1,492子目．总述和大事记置

于卷首，编纂人员名录、后记附于卷末一

六、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备

类专业志为记叙体，介绍人物用“传”，附载相关史实用“录”，显示形象用“图”(含绘图，

照片)，列记数字用。表”．彩色照片集中载于卷首，其余图表随文设置。卷首总述及各卷

概述，述议结合，以为全志和各卷之纲。

七、采用公元纪年，括号内附注历史纪年。除人物传外，同一子目中连续使用者，酌

情承前省略。．

八、地名、人名、官职、机构和会议名称均依据历史称谓或习惯称谓，不加褒贬之

词。人名注明现名、化名；地名注明今地；机构，会议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连续使用

时可用简称。

九、除引文外，一律使用书面语体文，力求严谨、简洁。

十、数字表述，遵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执行。为保留历史原貌和避免换算上的困难，耕地面积、量器仍沿用市制；民国

前农历月、日仍使用汉字；币制一律为时币。

十一，依惯例一律不为生者立传。入传者均为对如皋作出重要贡献或国内外知名度较

高的本籍人。个别在如皋人民群众中影响颇大的外埠人破例收入。先后次序，按卒年排

列。

十二、资料来自档案馆档案、图书馆和博物馆文献、各部门编写的专业志以及大量的

口碑资料，来源广泛，一般不注明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

统计数字为据。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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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
，曲

如皋地处长江三角洲江海平原，南临长

江，东近黄海。境内地势平坦，气候温和，

生态条件较好，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民国初

《如皋县志》称：“如皋襟江带海，地旷土平，

饶鱼盐，利农桑，在昔为淮南冲要之区。”

如皋于东晋义熙置县，宋时为中下县，

元至元年问升为上等县。民国时为一等县，

与湖南邵阳同列为全国最大的县。1940年析

为如皋、如西二县。1945年9月，如西县复

名如皋县(原设在如皋东乡的如皋县更名如

东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为特等

县。1990年，全县辖9区、10镇、43乡，总

面积1593平方公里，总人口143万。

县城—_如城镇，为苏北历史文化古城。

以它的古老历史和规模，曾于1918年(民国

7年)被列为江苏25个大城市之卜。其城池

建筑：宋庆历初始建谯门；明嘉靖初筑城门6

座，周以玉带河环绕；1554年(明嘉靖三十

三年)扩筑新城御倭，外凿濠河。城内有10

街83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拆城墙辟

环城路，将东西大街拓宽成跃进路，南大街

拓宽成海阳路，形成“丁”字形的街道。象征

着古老县城的“中山钟楼”，屹立在“丁”字交

叉点上。近年来，以老城为轴心，向四周发

展新城区。1969年填平北门外通扬河，筑普

庆路。1985年打通东门，筑跃进东路。

1987年起扩筑外环城路，第一期筑成南

门和西门8公里长、35米宽的水泥干道。全

城形成内外二城河、内外三环路，由内向外

逐层扩展，年轮清晰，保持了城镇建设的连

· 6．

述

续性和古今特色，在全国独具一格。

县内内陆水路有省干道通扬运河、如泰

运河，县干道焦港、如海运河。陆路有国道

通榆公路(204国道)，省干道江平，泰如、

丁掘等公路干线。如皋机场距县城12公里，

民航班机直达北京。新长铁路南通支线将沿

县城东郊通过。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如

皋被列为沿海重点开放城市-南通市辖对外
开放县。至1989年1月，开放范围由县城扩

展到43个乡镇，开放区面积和人口均占全县

总面积和总人口的81％·

如皋人民富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光荣

传统。

明嘉靖年间，倭寇窜扰丁堰、如皋城等

地，当地居民奋起抗倭，至今留下“臭倭港”

(今属如东县)、“平倭琢”(今属海安县)等丰

碑和抗倭民族英雄邱陧、刘景韶的光辉形

象。

明末，抗清英雄陈君悦于如皋结立中

营，苦守三昼夜，使清兵束手无策。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辛

亥革命成功。11月23日，皋邑以沙元炳和同

盟会员黄七五等为首组织革命武装，宣布如

皋光复，成立民政分府，结束了清王朝在如

皋的封建统治。

1921年(民国10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次年，就由如皋早期共产主义战士吴亚

鲁，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如皋。1926年9



月，于鄂埭小学成立中共如皋独立支部。

1927年7月，于如皋城成立中共如皋县委员

会。192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农委书记王

若飞亲临如皋，组织发动了威震大江南北的

如泰。五一”农民暴动。1929年8月，在西乡

宝庆寺宣布成立“如泰工农红军”。1930年4

月，在西乡贲家巷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四军”。此后，红十四军军部和军长何坤、

军政委李超时、大队长张爱萍等领导人，一

直活动在如泰边境地区，成为全国15块红军

游击区之一。此期间，党在如皋西乡建立县

工农革命委员会和3个乡苏维埃政府，领导

西乡人民进行了烧田契、烧字据、平分土地

的斗争。

1940年7月，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

东进黄桥，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

据地。8月3日，第一纵队叶飞部到达如皋西

乡，旋即在卢港建立中共如皋中心县委和如

皋县政府。次年3月，叶飞率一纵队于高明

庄抗击日本侵略军，一举歼日伪军300余

人，创新四军东进后首次大规模歼灭日伪军

战例。此后，叶飞、韦一平、朱克靖所领导

的苏中三地委、三专署，三分区领导机关，

常驻在江安区周庄头。1942年，全县爆发4

次万余群众自发包围伪军据点的斗争，迫使

伪军不敢下乡绑票、拖牛，抢粮。1943年日

伪军构筑竹篱笆，对苏中四分区进行“清

乡”，如西处于边缘地区，县委、县政府领导

全县人民先后10余次火烧竹篱笆，有力地支

援了苏中四分区人民的反。清乡”斗争。1945

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正式签字投降，盘

踞如皋城的伪独立十九旅和县保安大队3000

余人，拒绝缴械，县地方武装和民兵万余人

包围如皋城，配合主力全歼守城伪军，被誉

为。苏中战场所罕有”。如城收复后，苏皖边

卷首总述

区政府第一行政公署于如皋城成立，领辖南

通、启东、海门、崇明、如皋、如东、紫石

(海安)、靖江、泰兴、泰县、东台、台北

(大丰)等12县。

1946年1月13日，国共合作停战协定签

字生效后，国民政府军队在如皋境内打响苏

中地区破坏停战协定的第一枪，强占白蒲

镇。此后北平军事调停部徐州小组淮阴执行

组来如皋调停，国民政府军队又相继制造了

枪杀白蒲人民代表徐浩泉和南通“三·一八”

惨案。斯时，国民政府军队云集南通、扬

州、靖江，对苏中解放区虎视眈眈。粟裕、

谭震林将军率领的华中野战军健儿亦开抵如

皋备战，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有三战奏

凯于境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集中优势

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一文，曾以其中两战

作为战例进行论述。苏中。七战七捷”后，主

力北移，如皋沦为敌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

全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坚持斗争，直至

1949年1月27日，如皋全境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省、专区根据

国务院通知精神，曾派革命老根据地访问组

来县调查，确认如皋西乡及西南乡为革命老

区。土地革命时期跨7个区，面积648万平

方公里，人口50万。抗日战争时期除通如、

如新、如黄三条公路线外，广大农村均为解

放区。解放战争后期，除通如线、如新线几

个据点外，其余均为解放区。

(三)

如皋的经济开发起自汉代。汉初，吴王

刘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

溪，兴煮海盐之利，为如皋开发之始。嗣

后，渔业开始兴旺。 东晋时， 境内生齿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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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在兴军垦、重农垦的影响下，开始垦植

造田，农业比重增大。元陈基《如皋县》诗

云：“伊昔淮南陬，土俗勤稼穑，泻卤尽桑

麻，闾阎皆货殖。”

明天启间，县令李衷纯“更俗不养蚕”，

从浙江湖州购回女桑，分授民间，发展蚕

桑、缫丝、制线业。同时提倡植棉，发展土

纺土织。并相四境之宜，发展花木盆景生

产。

清代，农村植棉进一步发展，家庭手工

纺织亦随之兴旺，所产棉纱以“绪理严密，绵

绵不断”特色，被江南织户认定为上等织布原

料，自产的如皋红青布和石庄土布名满大江

南北。咸丰初年，县内制腿业开始繁荣，并

逐步发展为全国著名的火腿制作中心，与浙

江金华火腿齐名，称“北腿”。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

荣。清初，如皋商业以“盐、当(典当)、

米、木、布，药材”六行最大。清代中叶，全

县有商铺700余户。自清代始，外地商人来

如皋经商者增多，一时商业行帮机构——会
馆云集县城。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安徽

歙县、休宁、婺源等六县盐商来如皋设新安

会馆，嗣后有山西商人设立的山西会馆，福

建商人设立的闽中会馆，镇江商人设立的京

江会馆等。至清乾隆年间，如皋已较富裕，

有“金如皋”之称。

清末民国初，以沙元炳为代表的乡绅受

实业救国思想影响，先后于如皋，丁堰创设

平民工厂、皋明电灯公司、阜昌染织公司，

上海出口商来如皋创中国制腿公司如皋制造

厂。与此同时，粮油食品加工业，手工艺品

进一步发展，并相继创造一批名特优产品。

有荣膺巴拿马博览会和印度赛会金奖的彩

灯，获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嘉奖的如皋

·8．

风筝，蜚声南洋的如皋花边、发网、贴绒，

与“广式”香肠齐名的如皋香肠，在国际上以

一二路货著称的如皋肠衣，获国民政府农商

部国货展览会优等奖的机布，与许昌、苏州

齐名的人发，质量、产量均居苏北之首的猪

鬃以及如皋特有的著名特产靛青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如皋沦陷，

铁蹄所至，农业荒芜，工厂、商店闭歇。如

皋城沦陷前，全县有商号1257户，沦陷后仅

剩886户。1940年新四军东进至如西后，中

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在解放区内实行。二

五”减租，减轻了封建剥削。1946年在全县范

围内进行“五四”土改，基本上摧垮了封建的

土地所有制。后因战争影响，特别是遭受国

民政府和军队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地主还乡

团的疯狂反攻倒算，工农业生产再次受到严

重破坏。至1949年全县第二次解放时，全年

粮食总产仅16．27万吨，亩产仅110．5公斤，

棉花(皮棉)总产仅1105吨，亩产仅9．2公

斤。工厂仅有耀如电厂和裕丰、道丰油米

厂，全年工业总产值926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如皋县

委、如皋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积极恢复

发展生产。1951年全县结束土地改革，消灭

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同时开始组织农业互助

组、合作社，开展以防洪、治涝为重点的水

利建设，推行“低改高(低产作物改高产作

物)、夏改春(夏玉米改春玉米)、旱改水

(旱作物改水稻)”为主体的农业技术改革，农

业生产得到稳步发展。1958年掀起。大跃

进”、“人民公社化”高潮，超越了当时的物质

条件，加之1960年起连续3年自然灾害，农

业生产下降。经1963～1965年国民经济调

整，形势好转。此后进一步完成骨干河网的

建设，逐步发展机电灌溉，70年代又以治水



改土为中心，大兴农田基本建设，重点调整

三熟制后季水稻面积，’逐步形成以。两旱一

水”为主体的耕作栽培体系，推动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但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想干扰，特

别是。文化大革命”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缓

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业结构由单一

的农业经济，向。农、工、贸”转变，耕作制

度面对境内高沙土面积大的实际，从有利于

用地，养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综合经济利

益出发，调整布局结构，推广。两旱一水、两

育配套、粮棉轮作、两年五熟”的耕作制度，

粮食生产从1982年起总产量超过50万吨。

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

地县之一。1990年皮棉总产7489吨，收购

6356吨，受到国家农业部、纺工部表彰，并

被评为全国棉花生产先进县。多种经营向多

品种、高收入结构发展。如皋农民擅长养

猪，既有传统的饲养技术，也有品种优势，

传统优良品种为东串猪和经过复壮的通如

猪，这种猪的杂交后代抗菌、耐粗、瘦肉率

高。1988年全县饲养量145万头，居全国第

二位。小牲畜饲养有羊、兔等，为全国优质

山羊板皮生产基地县和兔毛生产重点县之

一。家禽以。三黄鸡”为最，已有300多年饲

养历史，品种优良，产蛋率高，肉质鲜美。

花木盆景为如皋农村副业又一大特色，宋词

人王观赞如皋盆景。盗天地之功”，历代技艺

相传，形成独具风采的如派盆景艺术特色，

为全国七大流派之一，年产值占全国农村花

木总产值的十三分之一。栽桑养蚕历史悠

久，民国时曾被誉为。苏北之最”，1972年被

列为全国养蚕重点县。如皋萝卜。赛雪梨”，

正常年景为腌制酱菜提供的萝卜条白片达

9000吨。其产品定名“江苏萝卜条”，饮誉海

卷首总述

内外。如皋花生生产亦负盛名，50年代曾被

誉为“花生之乡”．

工业生产经过1949～1952年的恢复发

展，从1953年起，发展速度加快，至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前，全县有工厂82

家，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8家，工业总

产值1961万元。改造后，并人地方国营的工

厂22家，公私合营的8家。1958年后陆续建

立起农机修造、造纸、酿酒、碾米、榨油、

轧花、毛纺，回纺等40多个工业企业。至

1965年，全县工业企业达13 1家，其中全民

所有制企业24家，工业产值7980万元。

1957一-1965年年递增率为17．96％。。文化大革

命”期间，全县工业发展受到影响，虽有化

肥、电机，轴承、丝毯、机械和无线电等290

多家工厂建成投产，年产值递增率仅有8．

4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建成

棉纺、丝织、绢纺等280多家企业，如皋

肉类联合加工厂，如皋丝织厂、丁堰纺织

厂、如皋针织内衣厂、如皋食品罐头厂、如

皋缫丝厂等15家被列为国家大中型企业。同

时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企业324家，

对外引进项目18个，已建成投产14个。三

资企业8家，已开业投产4家。乡镇工业日

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全县工业生产

的。半壁江山”，年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3％以上。全县初步形成食品、纺织、电

子、化工、机械、服装、工艺，轻工，建材

等多门类的综合工业体系，拥有3400多个国

营、集体、乡(镇)村办工业企业。1990

年，全县工业产值19．67亿元，产品种类近

3000种，行销全国各地，部分打人国际市

场。名、特、优、新产品数以百计，其中获

国际奖的11个，获国家级奖的27个，填补

国内空白的38个。产品结构趋于合理，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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