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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全境解放，人民翻身当家做主，

终于站起来了

1948 年 3 月 15 日，如东县城掘港镇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

野战军十一纵队三十一旅攻克。其他各县县城和主要集镇在 1949

年 1 月底、2月初相继解放。

1949 年 1 月 31 日，华中军区第九分区部队分东西两路钳击

南通城。2 月 2 日上午 8 时，华中九分区部队由东门吊桥进入南

通城。华中九分区副司令员彭寿生率警卫排登上位于市中心的钟

楼，将一面鲜艳的红旗，升上钟楼顶端的旗杆上，南通地区全境

宣告解放。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 华

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宣

告成立，南通

人民连日举行

欢庆活动。10

月 2 日， 南 通

市各界冒雨举

行升旗仪式。

10 月 8 日，南通市各界 19000 余人举行大会并游行，庆祝新中国

诞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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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渡江战役，为新中国诞生做出重要贡献

渡江战役中，南通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将

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热情支前。华中九分区成立了支前司

令部。各县也加强了对出征民工的干部配备。

1949 年 4 月 21 日夜，渡江战役开始。在整个战役中，广大

支前民工、船民驾舟劈浪，冒着炮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出

色地完成了运送部队、粮食、军械和伤员的繁重任务，涌现出海

安船家姑娘王凤英等“渡江英雄”。

南通各地的民工、船民的支前运输，为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

为解放江南地区，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 年苏北南通区支前司令部政治部民工服务证

接管南通城，建立、建设人民民主政权

1949 年 2 月 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南通区军事管制

委员会在南通城成立。中共华中九地委（1949 年 5 月 1 日改为中

共南通区地方委员会）、苏皖边区第九行政专员公署（1949 年 5

月 1 日改为南通行政区专员公署）、中共南通城工委（后改称中

共南通市委员会）入城办公。南通专区下辖南通、如东、海门、

崇明、启东５县和南通市（1950 年 1 月，海安、如皋两县划归南

通专区管辖）。2 月 4 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建立（1949 年 9 月，

南通市升格为苏北行政公署直辖市）。

解放初的南通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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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7 月，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关于 10 万人口以上

的城市建立居委会的试行方案》。到 1952 年底，城区共建立了

34 个居委会。郊区也建立了村组农民政权。人民政府的基层政权

组织日趋完善。

1949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南通市举行首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这是南通市发扬人民民主的初步尝试。此后，在 1950 年 1

月至 1952 年 10 月间，又召开了市第二届至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建立了定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

南通解放后，人民民主政权迅速建立，党和人民政府有效地

开展工作。同时，开展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抗美援

朝爱国运动，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广大工农劳动群众

以翻身作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南通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南通市工人纠察队臂章

复工复业，发展生产，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

复工复业、恢复经济是解放之初我党接管城市的主要任务之

一。南通解放当日，南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南通城张贴保护工

商业的布告。此后南通市政府发出公告，号召全市工商业迅速复

工复业，尽快恢复经济。1949 年 2 月 10 日至 15 日，以大生公司

及所属的工厂为主体的南通民族工业，在党和政府的督促、指导

和推动下，相继全面复工，成为恢复市场、稳定人心的关键。全

市工商企业很快恢复了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南通人民政府采取

果断有效措施，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经管理，促进国民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南通财政状况基本好转。

大生纱厂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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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基本任务之一。从 1950 年下半年开始，南通地区普遍进行了土

地改革，前后持续一年多时间。通过土改，没收地主财产，变地

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建立健全

了基层人民政权。广大农民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实现了多年以

来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其后，

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

编制南通第一个五年计划，

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体系

1955 年 7 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

（1953—1957 年）计划报告。其间，南通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

总任务以及国家的政策、指示、控制数字和本地实际情况，对本

地区各经济部门和各种经济成分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综合

编制中长期和年度计划草案，提出完成计划的实施意见。“一五”

地方计划制定的主旨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进行“一化三改造”（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 年 1 月，南通专署、市正式出台《南

通专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南通市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体系。

至 2019 年，南通市已编制了 13 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纲要。五年规划的制定，为南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确定了

目标和方向。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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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为保障国家建设和

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实施“一五”计划，解

决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最重要物资的供求矛盾，中共中

央决定，从 1953 年 10 月开始，国家陆续对粮食、棉花、油料等

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即在农村中对农民实行计划征购，在城

镇对居民采取定量配售，完全由国家严格控制农副产品市场的政

策。南通地、市委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广泛宣传教

育的基础上，动员广大农民搞好当前生产，按照国家计划组织出

售粮、棉、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为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

生活的基本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

水平的提高，它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

来，并且越来越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

的枷锁和桎梏，严重影响了农村商品

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因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及时总结历史

经验教训，根据条件的变化，逐渐放

松统购统销直至完全取消。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实行计划定购，90 年代

初相继取消沿用了 30 多年的粮票，

统购统销政策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完成“三大改造”，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南通确立

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从1953年起，南通各级党委、

政府组织开展“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 1956 年上半年，南通全区有 95.16% 的农

户加入农业互助合作高级社，实现了全工商行业公私合营，手工

业全面合作化，“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南通市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以社会主义

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南通确立，南通市开始了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

  《关于粮食的统购统销问题》

1956年1月20日《南通市报》刊载《庆

祝本市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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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中共南通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标志着党内民主政治建设步入新阶段

1956 年 5 月，南通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56 年 5 月 22 日

至 6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

和审议市委工作说明，并作出决议。选举产生中共南通市第一届

委员会。自此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党代会，形成制度。

至2019年，南通市已召开了12次党代会。党的十九大修改的《中

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

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讨论本

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

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调整农业生产，

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1958 年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 年秋，南通

按照省委要求，向苏州学习并赶超苏州。“大跃进”运动在南通

兴起后，南通农村普遍开展深翻秋种运动和大搞积肥运动，不断

放出农业生产高产卫星。由于对增产潜力和大幅度增产的可能性

估计得过高，对农业技术基础薄弱和生产力低下缺乏正确的认识，

浮夸风又助长了共产风，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1961年以后，南通各地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八字方针，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调整

人民公社的规模、核算体制等。由于不满公社化管理体制下的种

种弊端，各地开始探索多元化的农业生产管理体制，主要方式有：

直接退田耕种，即在公社化后交给公社的土地上自己直接耕种；

包产到户；化大为小，一部分生产队划小了规模，成为实际上的

“兄弟队”“父子队”；棉田夹种，即在棉田夹种杂粮，有些地

方还将夹种的田包户管理；逐步扩占大田、“十边田”；包工到户，

即一些生产队将部分农活包工到农户。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方面的

探索，在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积极性、改善农民生活等

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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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

大幅度减少水旱灾害 

南通地处长江三角洲，滨江临海，域内水网密布，农业生产

对水利有很大的依赖性。作为重要的农作物生产基地，党委、政

府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每年都要组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其中

1949 年至 1957 年间共开挖土方 13500 万立方米。1957 年以后，

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南通地委组织水利部门和专家进行

论证，提出了大兴水利工程的总体规划。浩浩荡荡的数十万民工，

风餐露宿，迎风寒，顶烈日，奋战在各个工地。经过３年努力，

开辟引江灌溉的“四横三竖”干河７条，“四横”为新通扬运河、

如泰运河、通吕运河、通启河，“三竖”为通榆运河、如海运河、

九圩港。这一时期，几大涵闸的相继建成在南通水利建设史上有

很大影响。３年共完成九圩港闸、碾砣港闸、南通节制闸、南通

船闸、营船港闸、

东 安 闸 等 12 座，

投 入 资 金 1700 余

万元。1959年12月，

南通节制闸动工兴

建，1960 年７月建

成，几十年来一直

发挥着重要作用。

    1959年，南通县九圩港大闸建成时庆功会合影。 

百万民工战海滩，沧海变桑田

南通有 100 多公里海岸线，筑地捍海、开发滩涂有着悠久历

史。1951 年，百万民工围垦如东老北坎垦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南通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垦。此后，利用冬春组织民工

围垦成为传统。民工们顶着寒风，踩着冰雪，肩挑背扛，战天斗

地，至 20世纪 80 年代，围垦 32次，共动员民工 5000 多万工日，

完成土方 3700 余万立方米，匡围土地 43 万余亩，谱写了沧海变

桑田的壮歌。

1983 年如东围海造田（洪祖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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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十字街   （贾涛根 摄）

修建人民路，构筑南通市区重要的主干道

南通主城区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东西向的东、西大街和南北向

的南大街 T 字型格局。至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狭窄的东、西大

街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1958年，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

拆除了东、西大街两侧部分建筑，首先开辟了自友谊桥至孩儿巷

35 米宽的道路。随后，自孩儿巷向西征用农田，将线路延至南通

港。继而，拆除了东大街北侧建筑，辟出自友谊桥至小石桥道路。

道路初期标准为:小石桥至友谊桥段，总宽19米，车行道宽8米，

碎石路面，无人行道；友谊桥至茶庵殿段，总宽 35 米，双幅路

横断面型式，车行道宽 22米，碎石路面，中间设 3米宽分隔带，

两侧各设 5 米宽人行道。1960 年，友谊桥至茶庵殿段道路横断

面型式由双幅路改为三幅路，机动车道宽 11 米，两侧绿化分隔

带各宽 2 米，两侧非机动车道各宽 5 米，两侧人行道各宽 5 米。

1961年，铺筑了市区最早的沥青路面。新的道路最初名为和平路，

1967 年更名为人民路。改革开放前，人民路为南通市区最重要的

主干道和重要的商业街。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人民路几经拓宽

东延，继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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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农业生产管理体制，

为农业发展积累经验

1958 年 9 月，南通农村普遍建立起规模更大、公有制程度更

高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过 3 年摸索，20 世纪 60 年代初，人民公

社确立了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的体制，

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在 20 年的实践中，人民公社在生产

生活中的弊端日渐明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农村生产

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开启南通改革开放帷幕。

放弃发展钢铁等重工业，确定轻工业发展思路 

“大跃进”期间大炼钢铁，造成浪费。鉴于当时不具备发

展钢铁业和重工业的条件，1960 年底开始，南通对此前的工作

进行总结和反思，放弃了“大跃进”以来强调的发展钢铁等重

工业发展思路。1961 年 2 月，南通市委召开二届十三次会议，

确定工业方面，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

针，提出了工业布局调整的原则。1961 年６月，南通市委召开

二届十四次全体会议，从五个方面对工业布局和发展思路作了

较大调整。一是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强工业

为农业服务，逐步使南通市成为支援全专区农业技术改造的基

地。二是根据地方资源、经济特点和原有基础，积极办好纺织、

针织、轻手工业等有基础的工业。三是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不再铺摊子，不求自成体系。四是从有利于提高质量、搞好名牌、

增加品种、合理使用原材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出发，创造条件，

力争名列前茅。五是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实事求是地保证

国家计划产品出口任务。

通过调整，南通成为以纺织工业挂帅、轻纺工业为主、其

他工业相适应的轻工业城市。南通工业发展思路和布局的调整，

使南通在相当长时期保持了以轻纺为主的工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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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农业发展思路，

成为全省、全国棉粮双高产的典型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方粮食减产，南通口粮紧张，解决吃

饭问题成了首要任务。当时实行的是抓粮食带棉花。江苏省委对

南通地区提出要求：南通是全省的重点棉区，应该在棉花生产上

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南通地委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提出棉粮

并举，突出棉花的农业生产方针。从 1962 年起，南通棉花产量

逐年增加。

1964 年是南通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卓有成效的一年。这一年，

全区农业生产全面增产。粮食单产比历史上最高的 1963 年增长

了 14.6%，亩产皮棉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 1963 年增长 42%，总产

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 1955 年增加 13%。全区 6 个县，粮食和棉花

单产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65 年 3 月，《新华日报》在头版头

条报道了南通夺取粮棉双丰收的经验。这一时期，启东县成为全

省、全国粮棉生产的先进典型。1965 年 2 月，在全国第四次棉花

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表扬了启东县，赞扬启东人民金山银山

一肩挑，树启东县为“棉粮双高产”的典型。1965年3月12日，《人

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产棉区要力争粮棉双丰收》。该报

同时刊登了启东县副县长秦素萍的文章《启东粮棉高产的来历》，

轰动全国。此后十多年，启东粮棉高产经验一直受到全国关注。

进一步调整南通工业布局，

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南通市确定“大跃进”时期工业方面存

在的问题主要是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太长，过多占用了农村

劳动力，工业内部比例不平衡。1961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南通市

二届十五次全会，曾就 1962 年以后三年的工业调整和发展作出

安排。基本要求是：继续做好调整工作，明确发展方向。要求对

调整工作有完整概念，做到有进有退，有长有短。调整的内容包

括外部关系（即工农业比例、城乡关系、工业布局等）和内部关

系（即重工业与轻工业、轻工业与手工业、制造业与修配业、加

工业与原材料、所有制、经营管理）两个方面。外部关系的调整

继续进行，但主要是转向内部关系的调整。

1962 年，全市全民所有制工业单位，撤销和合并了一批产品

重复、设备简陋、技术没有过关的企业；压缩了一些原材料长期

困难、任务不足、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部分不适当地过渡为全

民所有制的企业，恢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充实和加强了部分必

须加强的企业。经过一年的调整，全市农、轻、重各业的比重发

生了变化。生产成本进一步下降，工业经济效益有了提升。全市

逐渐形成机械、电业、建设、化工、轻工、纺工等门类齐全的工

业体系。南通工业经济也进入恢复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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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教育政策，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南通的全日制中小学教育事业在３年的“大跃进”期间有

了快速发展。1961 年春，共有普通中学 294 所，比 1957 年增加

326%，在校生 10 万余人，较 1957 年增加 122%；小学在校生 89

万人，较 1957 年增加 68%。但由于发展过快，一方面，教学质量

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供应。为

此，从提高教学质量、增加农村劳动力的目的出发，从1961年起，

南通的中小学教育也普遍进行了调整。实行集中时间学习，集中

时间劳动。

南通地区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农业中学经过３年的发

展，到 1961 年春为 246 所，在校生 47000 余人。共有 23000 余

人从农业中学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

学习马富等先进人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人民顶住外来种种压力，坚持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

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时代精神。南通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学习

解放军、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铁人王进喜、学习欧阳海等

活动。学先进的目的是培养、发现自己身边的先进，推动本地的

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南通本地也涌现了许多先进人物。

作为运输公司的一位普通工人，马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公字当头，不谋私利，勤勤恳恳，忘我工作，连年被评为先进生

产者。1963 年 6 月，南通市号召向马富学习。

郭锁珍也是一位普通纺织工人，20 世纪 50 年代创造了“摇

纱工作法”，首创全国摇纱日产量最高纪录。1956 年、1958 年

和 1959 年３次出席全国群英会，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曾以培养出 27 个“小郭锁珍”而闻名全市纺织行业。20 世纪 60

年代，她不断改进摇纱

工艺，使摇纱效率继续

大幅提高。通过宣传，

她的事迹在全市产生不

小影响。学习先进人物

是对全社会的要求，同

时也为当时党员教育提

供了具体生动的参照。
    1959 年，全国群英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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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斜民兵团成为“红旗民兵团”，

民兵建设获得新飞跃

海安县角斜镇民兵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58 年中央提出全

民皆兵、推广民兵师的号召后，角斜公社民兵团于 10 月 1 日正

式组建。1962 年 6 月，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

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三落实）的指示发表后，角斜地方党组

织结合农村实际，在勇当生产主力军的同时，从组织上、政治上、

军事上做了大量工作，使民兵建设获得了新的飞跃。在组织建设

方面，主要是根据压缩人口、提高质量的原则，对民兵组织作了

较大的调整，使民兵组织与生产组织分离，民兵班排与生产组织

相适应。根据“劳武结合”和“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原则，

民兵团加强军事训练，随时做到“拉得出，用得上”。

1964 年 7 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江苏省军区命名角斜民兵

团为“红旗民兵团”。1966 年３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南京军区

命名角斜“红旗民兵团”的大会在海安召开。此后，角斜民兵工

作继续走在前列，长期成为华东乃至全国民兵建设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兴起，打乱探索进程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在南通兴起。运动很快脱离有领导

地组织开展的轨道，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派”发动

打砸抢，随意组织批斗，进而全面夺权，党组织一度普遍瘫痪。

为稳定局势，先后成立军管会和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成为“文化

大革命”后期实际的权力机关，组织各地“抓革命、促生产”。“文

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想盛行，错误组织了一些政治运动，对南

通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和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随着 1976 年打

倒“四人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的“左

倾”错误逐步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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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文化大革命”干扰，经济艰难发展

“文化大革命”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干扰

和破坏，但在地、市委艰难领导下和全区、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努

力下，南通专区工农业在艰难中前行。十多家电子仪表企业建成

投产；化纤、塑料工业从无到有；天生港电厂自力更生，以“小

鸡生大蛋”的方式新上马 2.5 万千瓦发电机组，得到周恩来总理

的鼓励。1971 年和 1975 年，南通贯彻了中央对工农业生产所采

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干扰，发展速度加

快，工业企业和农业得以迅速

发展。1966 年至 1976 年的 10

年间，南通市的工业总产值年

均增速 12.5%, 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在“文化大革命”这种

极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南通

地区民风淳朴、人民求稳忌

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在实际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

地抵制了极“左”的一套，都

能坚守工作岗位，自觉地抓生

产，使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

经济在艰难中逐步得到恢复

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总值逐年

有所增长。

    天生港电厂

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政治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首都 100 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南通地区干部群众集

体收听实况转播并集会庆祝游行。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江苏省委

部署，南通地、市委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揭批“四人帮”反革

命集团的斗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南通地区、军分区广

大军民隆重集会，大会要求全区人民要把对“四人帮”的揭批斗

争进行到底，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随后，南

通迅速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党的十一大精神的

热潮。省委和省委工作组多次对南通揭、批、查运动作指示，省

委派工作组到南通指导揭、批、查运动，省委主要领导多次到南

通亲自指挥。南通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开展，使广大干部

群众对“四人帮”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

认识得到了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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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关心天生港电厂扩建

1934 年建成投产的天生港电厂一直是南通地区主要的发电

厂，虽几经扩建，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总装机容量也只有约 4

万千瓦。70 年代初，天生港电厂自力更生，扩建电厂。周恩来

总理对电厂的建设十分关心，接见电厂建设者，勉励他们要发奋

图强，并将电厂的扩建形象地比喻为“小鸡生大蛋”。天生港电

厂扩建成为当时江苏乃至华东电力建设的重点工程。1971 年和

1973 年，天生港电厂两台 2.5 万千瓦发电机组相继投产，电厂装

机总容量增至 9 万千瓦，新增装机容量超过此前 40 年的总和。

在此基础上，该厂不断发展，目前装机容量超过 160 万千瓦，仍

然是南通乃至华东地区重要的电力生产企业。

    职工在进行 2.5 万千瓦汽轮机组安装调试

加快南通港狼山港区建设，

开创南通港发展新篇章

1973 年，长江下游还没有一座永久性万吨级码头，大量的长

江沿线地区通过海轮运进长江的大宗物资需经上海港中转，致使

不能及时疏运，这一现象引发了发展长江航运事业的呼声。1973

年，南通成立了建港领导小组，建港领导小组邀请交通部第二、

第三航务工程局设计院 7 名工程设计人员实地勘察，得到两处可

提供深水泊位。1975 年 5 月，国务院建港领导小组办公室带领交

通部、江苏省计委、江苏省交通厅的有关人员到南通，与南通市

建港办公室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对两处岸线进行了比较分析及实

地考察后，一致认为新港区定在姚港至狼山之间的江岸线。1975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在南通狼山港区建万吨级泊位 2 个，

100 吨级引河港池泊位 13 个，以及仓库、货棚和引河、港池、水

厂等生产生活配套设施。1976 年，在原建港办公室基础上，成立

了市建港指挥部，狼山港围堰吹填工程开始。1980年 12月 22日，

狼山港区建港工程通过了交通部委托长江航运管理局组织的竣工

验收，并交付南通港务局使用。这是在长江岸线上成功建造的第

一座岸壁式万吨级码头，南通港成为长江上第一个深水大港，结

束了南通港仅仅作为苏北地区门户港的历史，开辟了南通港发展

史上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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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为推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

12 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一场全国范围内

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此展开。

根据省委对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要求，南通

地区各级党组织分别组织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问题进行讨论、学习，进一步加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

唯一标准的认识。11月，南通市委召开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大会，

强调要把思想从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坚持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完整地、

准确地学习理解、掌握和运用毛泽

东思想体系，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

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

束缚，使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

想禁锢中走了出来，为推动拨乱反

正、解放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理论动态》发表《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成为 1978 年的主基调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

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地委、市委召开会议，

学习党中央关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指示，传达学习省委召开的

地、市委组织部部长座谈会精神，初步明确了政策思想和审干复

查工作的范围、时间、部署等。会后成立各级审干领导小组，从

4 月起开展审干复查工作。到 12 月底，南通地区和南通市“文化

大革命”以来受审查的干部大多完成复查，对历年来发生的冤假

错案全部给予平反、昭雪、纠正。该补发工资的大部分已经补发，

该重新分配工作的大多已重新分配工作，亲属子女受牵连的也尽

可能做到适当解决。



浩荡满帆前 一一南边辉煌 70 年

048 

启东、如东两县实现皮棉年产百万担，

成为全国典型

南通是全国粮棉生产基地，粮棉双高产一直是各县争取的目

标。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启东、如东两县在保证粮食种植面积

的同时，分别将实现年产皮棉百万担 (5 万吨)作为目标。启东

提出了"百万人民百万担，人人挑一担"的口号。如东县动员全

县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支持棉花生产。 1978 年，启东县成为

全省第一、全国第二个实现皮棉 100 万担的县，如东县则成为全

省第二、全国第三个皮棉超 100 万担的县，引起全省、全国关注，

中共江苏省委、省革委会分别致电祝贺。如东县后又于 1979 年

和 1983 年两次突破了皮棉生产百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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