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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导  读

南通辉煌 70 年
（1949 ～ 2019）

汇通江海敢为先（代序）

1949—1978 年

南通全境解放

支援渡江战役

建立、建设人民民主政权

复工复业，恢复经济

土地改革

编制南通第一个五年计划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

完成“三大改造”

召开中共南通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农业生产调整

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

战海滩，沧海变桑田

城区修筑第一条主干道

探索农业生产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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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轻工业发展思路 

成为全国棉粮双高产典型

调整工业布局

调整“大跃进”期间教育政策

学习马富等先进人物

角斜民兵团成为“红旗民兵团”

“文化大革命”打乱南通探索进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艰难发展

政治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

周总理关心天生港电厂扩建

加快南通港狼山港区建设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落实干部政策

启东、如东实现皮棉年产百万担，成为全国典型

1979—1989 年

明确以轻纺工业为主的港口城市发展基调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恢复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制度

成为全国“明星城市”

鼓励发展农村多种经营

建成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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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港对外籍船舶开放

市管县管理体制的实施

取消人民公社

成为首批进一步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之一

国务院批准南通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

召开市第六次党代会

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

海安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在全国引起关注

南通企业获出口经营权

股份制企业开始在南通出现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建设

组织规模较大的企业工资改革

率先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调整工农业产品生产和购销计划

南通港年吞吐量超过 1000 万吨

启动青年路改造

华能南通电厂开工建设

南通大饭店开工建设

出台吸引外商投资政策

普遍推行劳动合同制

首届文明新风典型评选

南通电视塔动工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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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制成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

制定《南通市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

南通至上海的高速客轮投入运行

缔结第一个国外友好城市

南通市三星叠石桥绣品市场挂牌

南通三元电视机连获全国大奖

举办首届民间艺术节

南通全境对外开放

获得第一个建筑鲁班奖 

组建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集团

南通博物苑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展经济环境、经济秩序整顿

启东撤县建市

农村土地推广“两田制”

1990—1999 年

主城区布局调整

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落户南通

实现乡乡通公路

兴东机场动工兴建

狼山水厂一期竣工投产

平潮饭店及其经理朱骅成为学习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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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公路路面黑色化工程开启

南通港集装箱运输开通境外班轮航线

15 万吨级浮船坞投入使用

体育健儿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

取消猪肉定量供应

出台多项对外政策

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

发布经济发展战略

南通企业获得对外签约经营权

出台企业公有民营办法

制定“海上南通”战略

实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四统一”

推进事业机关养老保险

六家省级开发园区获批

第二产业占比首次超过 50%

全面出售公有住房

粮食供应放开

召开市第八次党代会

劳动力市场建成开放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成为全国最大的醋酸纤维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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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应对物价波动

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一产业

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建立全国第一个农业开发区

组建南通狼山旅游度假区

实行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

启动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

出台《南通市城市总体规划》

成为全国中小企业改革先行地区

新城区建设拉开序幕

宁通一级公路建成通车

开设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大型超市

精神文明“南通现象”在全省、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出台职工医疗保险办法

成为国有资本营运改革试点城市

学习宣传通医知识分子群体

完成公务员过渡工作

组建第一家跨国企业集团

启动事业单位改革

宁通一级公路高速化建设工程开始实施

南通港集装箱进出口量首次在长江各港中跃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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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房上市

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在全省“五个一工程”评比中首次实现满堂红

开展“三讲”教育

福利分配住房制度结束

南通港国际集装箱吞吐量列全国内河港口第一

高等教育资源整合

江海志愿者服务站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

江苏综艺青年企业家群体成为学习典型

2000—2011 年

实施科教兴市战略

新城区建设全面启动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南通港成为长江超大特种运输船接卸基地

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第一所全日制民办普通高校——紫琅学院建立

调整行政区划

召开市第九次党代会

明确崛起苏中、全面小康的发展思路

举办首届港口经济洽谈会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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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开工建设

完成市、县、乡党政机关机构改革

狼山港三期工程集装箱泊位和通用泊位项目获批

召开第一次机关作风建设大会

全面启动市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港口经济发展的意见》

新长铁路南通段建成通车

市属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

狼山风景区、濠河风景区获评 AAAA 级旅游景区

海域使用权第一拍“落锤”

出口加工区获国家批准

首次实现“双超”（GDP 超千亿，财政收入超百亿）

提出争创江苏省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目标

举办首届中国南通国际江海旅游节

苏通长江大桥主桥正式开工

宁启铁路南京—南通段全线贯通

精神文明“南通现象”入选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

精心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崭新形象

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全面建立

《南通港口总体规划》通过评审

防治“非典”取得阶段性胜利

“五城同创”活动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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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首届世界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

组建南通大学

举办首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

开展先进性教育

成功举办 2005 年全国航空运动会

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百年庆典举行

开展南通精神大讨论

全面取消农业税

举办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六次会议

学生素质教育引起媒体和学术界广泛关注

召开市第十次党代会

南通港吞吐量跨入“亿吨俱乐部”

被评为最具投资潜力城市第一名

成功举办江苏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荣获“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

“无红包医院”叫响全国

荣获“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举办亚洲艺术节

组织园艺博览会

洋口港总体规划获批

如东洋口国家中心渔港建设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成功举办 2007 年亚洲击剑锦标赛



导 读

获“建筑强市”称号

外资、民资规模双双跃居全省第二

苏通长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

苏通科技园区建设启动

洋口深水海港初步通航

南通确立了自己的“体育日”

获国家园林城市命名

审计博物馆开馆

船舶海工装备制造连续取得数个“第一”

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获“长安杯”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抵御经济危机

出台沿海开发规划

叠石桥和志浩市场版权保护成为范例

洋口港、吕四港两大深水海港先后正式通航

成为国家级产业化基地和示范基地

建成一批科技孵化器

全方位参与服务世博

入选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

携程等知名公司入驻南通

召开市第十一次党代会

崇启大桥建成通车

西气东输天然气正式向南通供气

三条快速路建成通车

环濠河博物馆群被列为全国示范

2012—2019 年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通州湾开发建设启动

海安经济开发区等升格

成为全国创新型试点城市

引江区域供水工程全面建成

政务中心建成启用

获评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制定实施《文化产业项目推进实施办法》

支教案例入选全国社会扶贫创新案例

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获批

成功举办首届江海国际博览会

沪通铁路建设项目全面启动

南通综合保税区设立

一批船舶、海工装备下水试验或交付使用

成为全国首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地级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8

249

250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3

264

265

267

269

270

272

274

276

278

280

282

283

285

287

288

290

291

292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2

304

305



导 读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相关机构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首套制浆造纸尾水零排放装置

“102030”交通畅通工程目标达成

荣获中国“七星级”慈善城市称号

成为全国首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城市

获得地方立法权

启动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十三五”规划发布施行

召开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行政审批改革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建设上海“北大门”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明确“3+3+N”产业发展方向

730 个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在一年内开工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宁启铁路动车开通

南通籍运动员连续七届奥运问鼎

磨刀老人吴锦泉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成为首要任务

中央创新区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轨道交通 1号线正式开工

举办首届通商大会

一批重特大项目落户南通

列入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改革全国试点城市

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推动高质量发展

争当“一个龙头、三个先锋”的新定位、新使命

组织三大攻坚战

“河长制”写入地方性法规

海安撤县建市

《“健康南通 2030”规划纲要》发布

出台《南通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实施规划》

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五山森林公园获评国家级森林公园

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

打造沪苏跨江融合试验区

展望南通新机场

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6

308

309

311

313

314

316

318

319

320

321

323

324

326

328

329

331

333

335

337

339

341

343

345

346

347

348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7

359

360

361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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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江海敢为先（代序）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南通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建

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通过

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新时代，开启了

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南通篇章的新征程。在建设“强富美高”

新南通的伟大斗争中，南通人民豪情满怀、信心倍增。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中，

我们激情澎湃

1949 年 2 月 2日（农历正月初五），人民解放军华中九分区

部队进入南通城，红旗在十字街钟楼上空高高飘扬。南通城解放！

南通全境解放！ 10 月 1 日，南通人民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10月 2日上午 9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南通钟楼升起。

南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了共和国建设的新航程。

建立巩固的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南通解放后，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政权的建设。历经解放初期的

政权接管、剿匪肃特、稳定社会秩序、推行民主改革、抗美援朝、

镇压反革命，人民政权得以巩固。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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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1954 年以后，南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相继召开，人民群众

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人民

民主政权不断巩固。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性质发生深刻变化。解放以后，南

通农村完成土地改革等经济社会改革，开展各项建设。在没收官

僚资本的基础上，组建了国营经济，为解放初期的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奠定基础。经过近 4 年的努力，胜利地完成恢复和发展国民

经济的任务，并于 1956 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初步建立国民经济体

系，奠定改革发展物质基础。

当家做主后的人民群众展现

了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热

情。地区生产总值大幅增长，

农业产量稳步提升，新的工

业门类从无到有。

贯彻农业为基础方针，

在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基础

上大力发展农业。20 世纪

50年代后期，加强河道整治，

特别是 1958 年至 1960 年，

按照一二三四级河道全面配

套的要求，首先集中主要力

量抓好主干河道的建设，并

1949 年 2 月 6 日《新华日报》华中版报

道《南通解放》

在沿江、沿海相应建设可排可灌的水闸，确保大引大排大调度，

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数十万民工，风餐野宿，迎风寒，

顶烈日，奋战在各个工地，其恢宏的气势，丝毫不逊于当年支前

渡江。经过3年努力，开辟引江灌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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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 300 余公里。同期新开二、三、

四级河道 146 条。这一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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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涵闸相继建成，在南通水

利建设史上有很大影响。1959 年 12 月，南通节制闸动工兴建，

1960 年７月建成，成为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船闸工程之一。建成

后的节制闸灌溉面积 230 余万亩，排涝范围达 420 多平方公里，

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今日南通境

内主要水系骨架大致形成。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1964 年以后，南通实现粮棉双高

产双丰收，成为全国典型，逐步成为全国重要粮棉生产基地。这

一年，全区农业生产全面增产。全区 6 个县，粮食和棉花单产均

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其他经济作物也大幅增产。随着农业的全面

丰收，南通地区粮食由大量差进变为略有差出。1965 年１月，南

通地委就 1964 年粮棉双高产向省委作了专题报告，省委领导作

了批示，并以《一份领导夺取粮棉双丰收的经验总结》为题批转

各地，上报中央和华东局。1965 年３月《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

报道了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该报配发《学习粮棉大面积增产的

经验》社论，推广南通地区的经验。这一时期，启东县成为全省、

全国粮棉生产的先进典型。1964 年，启东县粮食亩产 400 公斤，

总产 24.78 万吨，皮棉亩产突破 50 公斤，总产 3.93 万吨，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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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棉双丰收。启东最早实现“百斤皮棉县”，1964 年全县皮棉亩

产 131 斤，粮食亩产 832 斤。1965 年２月全国第四次棉花工作会

议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了７个小时的座谈会，同各大棉区的同志

商量如何使棉花高产，又使粮食能自给。启东的经验正符合中央

的精神，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棉区提供了成功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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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启东经验。该报同时

刊登了启东县副县长秦素萍的文章《启东粮棉双高产的来历》，

轰动全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拍摄了反映粮棉双丰收的

影片。由此，启东的经验在全国推广。

贯彻工业为主导方针，多渠道推进工业体系建设。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南通加快工业化步伐。南通市成为整个南通地区

大力发展工业的主要阵地。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市贯彻“两

条腿走路”的方针，加快了工业发展步伐，迅速扩建改建装备五

金机电工业，兴建小型冶铁轧钢工业，建立起地方重工业和实现

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基地；大力发展化学工业，建立起化学工

业阵地；充分利用原有纺织工业基础，做到棉、麻、毛、丝、化

五纺俱全。充分利用地方资源，积极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手

工业，使吃、穿、用等方面都能做到就地有货、满足需要，并做

到花式新颖、品质优良、价廉物美。    

南通专区各县对大办工业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地方工业贯

彻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大中小并举、中小型为主，先小

后大，小中出大；先土后洋，土中出洋；先普及后提高，在普及

中提高；因陋就简，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地发展地方工业。这一

时期的工业发展，大致可分为４个途径：一是采用 “老带新”“大

带小”“子带孙”的办法，老厂出人、出钱、出设备发展了一

批新工厂。大生一厂带出了纺机厂、纺器厂、缫丝厂、毛毯厂

和大生化工厂等；大生副厂带出了轴承厂、内衣针织厂、农业

196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启东粮棉双高产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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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厂；油脂厂带出了醋酸化工厂和棉花机械厂；复新面粉厂带出

了粮食机械厂；天生港发电厂带出了锅炉厂。这些被带出来的工厂

后来大多成为南通骨干工业企业。二是“梳理辫子”“搓成绳头”。

具体做法是将原有大批分散的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工场、小作坊按

行业组成或过渡为新的工厂企业。南通市近百个手工业合作社、合

作工场上升为合作工厂，从而形成钟表、电子、冶金等工业门类。

三是各显神通、“遍地开花”。农村、商业都办起了工业。四是自

筹资金，填补缺门。如印染厂、苏北第一家氯碱厂的建成结束了南

通无印染和化工的历史。大批工厂的兴建，使原有的纺织工业增加

了针织、毛纺、缫丝、色织和纺织机械等行业，机械工业扩大了成

批制造多种机电产品的生产能力，香料、酿酒、玻璃、陶瓷、橡胶、

皮革、鞋帽、服装、五金工具等行业都有了发展，电子仪表工业、

造船工业、建筑材料工业也开始出现，多门类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1961 年以后，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南通进

一步调整工业发展区域和行业布局，通过调整，使南通在较长时期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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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20 多年探索，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得以改变，南通地区

工农业总产值由 1949 年的 15 亿元增加到 1978 年的 98.94 亿元，

增长了5.6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征程中，

我们书写辉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南通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迈向富起来的伟大征程。

体制改革激发发展动力，对外开放增添发展活力。

全市改革从农村起步，在经过 1980 年前后施行“五统一”

生产责任制和联产到劳责任制探索的基础上，至 1983 年 4 月，

全市 98.8% 以上的生产队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农

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作为全国粮棉生产基地，南通的棉花生产一直受到全省、全

国关注。1978 年，启东成为全省第一、全国第二个实现皮棉 100

万担的县，如东则成为全省第二、全国第三个皮棉超100万担的县，

如东后又于 1979 年和 1983 年两次突破了皮棉百万担。

农业生产体制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推动了农业综合经

营发展。南通作为粮棉生产基地，确保粮棉种植是一直绷紧的弦。

1981 年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

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鼓励农村经济必须从实际情况出

发，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南通市、南通地区按照这一精神，

在发展粮棉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各县最初的政策是

逐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稳粮、缩棉、扩桑，大幅增加桑田面积，

发展桑蚕业，进而发展养殖和加工业。发展多种经营为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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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发展打开了思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中海安县形成

“种养加出，综合经营”为主要模式的“海安之路”。1984 年

11月 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海安县实行农牧业结合，

半数粮食转化为肉禽蛋》为题加以报道，同时配发题为《海安的

启示》的评论员文章。此前的 1983 年 12 月，新华社记者在《中

国农民报》头版头条以《百万雄鸡下江南》为题，报道了海安成

千上万的农民骑自行车驮鸡运往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销售的壮观

场面。

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在农村改革发展中快速崛起。20 世

纪 70 年代末在海门三星镇开始形成纺织品集市。1987 年，“南

通市三星叠石桥绣品市

场”挂牌。自此以后，

市场经历了从绣品市

场、绣品城到国际家纺

城的嬗变，最终成为世

界最大的家纺市场，成

为改革开放以来南通经

济发展的缩影。目前跻

身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的中天集团也快速起步

于这一时期。

农村改革的率先

突破，带动了各个领域

改革的全面推进。

工业经济贯彻“调    1984 年，百万雄鸡下江南。（杨一秋 摄）

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组织工业经济产业结构和产

品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1981 年 8 月 18 日，新华社报道，

南通市成为全国工业城市生产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好、被誉为

“明星”的中等城市之一。之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

了新华社的消息：南通市工业经济效益跃居全国前列，成为继常

州市之后又一个人均工业产值超万元的中等城市。此后，南通工

业经济快速发展，包括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自行车等在内

的明星产品进入社会居民生活。南通电视机厂生产的三元电视曾

经叫响全国，是南通工业，尤其是电子仪表工业代表性的品牌。

1987 年 10 月，三元 14 英寸彩色电视机和 17 英寸黑白电视机分

别在全国首届彩电质量评比和全国第五届黑白电视机质量评比中

获一等奖。“三元三元，连中三元”的广告语广为流传。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及党的十四大召开后，

全市上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并明确提出以股份

制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改革新思路。1996年，

组建市属企业改革发展工作指导团，全面推进市属企业改革转制。

到 1997 年底，90% 以上的国有、集体企业实行改制，企业改制取

得阶段性成果，跨入全国中小企业改革先行地区的前列。

同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将发展规模经济作为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培育大型企业集团。1996 年，华容电子集团

成为南通第一家省级重点企业集团。

对外开放为南通发展增添活力。1980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南

通港成为长江对外贸易港；1982 年 11 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 25 次会议决定，批准南通港对外籍船舶开放。国务院、中央

军委批准南通港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1983 年 5 月，第一艘外轮



010 011

汇通江海敢为先（代序）

格陵兰海号抵达南通港，打通了南通对外开放的水上通道。1982

年 2 月 12 日，南通第一家中日合资经营企业——中国南通力王

有限公司动工兴建，同年 11 月 23 日举行开业典礼。这也是江苏

省第一个建成投产的中外合资企业。

1984 年国务院批准南通为首批进一步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建

设了对外开放的窗口——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通对外开放

步伐逐步加快，“三资”企业不断建立，外经外贸不断拓展。1984年，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江苏省南通分公司成为南通市首家被赋予

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企业。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出口

商品渐次放开经营，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逐步向工贸办经济实

体转变，南通市被授予进出口经营权的经贸企业不断增多。1985

年，外经贸部批准成立南通大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享有进

出口经营权，是南通市第一家获进出口经营权的工贸公司。1988

年，经外经贸部批准，南通机床厂获进出口经营权，成为南通市

第一家获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南通外贸进出口格局发生根

本改变。1990 年，出口总额为 1.56 亿美元，2000 年出口总额达

20.35 亿美元。

随着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发展所

带来的成就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80 年代中期，计划供应体制开始松动，1985 年，粮、棉、

油实行合同定购，形成计划购销和市场购销并存的“双轨制”，

实行 32 年的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宣告结束。同年，相继放

开水产品价格、生猪购销价格，取消城镇人口定量供应，城镇居

民肉食品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1991 年，取消猪肉凭票定量供应

办法，肉食品全部敞开供应。1993 年，取消粮食统销，实行市场

化销售。随着粮食统销政策的取消，粮食市场销售成为粮食销售

的主要形式，“双轨制”阶段的粮油议销也结束其历史使命。

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推进。1985 年，在全省

率先由劳动部门办理社会养老保险，规定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

会劳动保险。从 1993 年起，市区全面启动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

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不分企业所有制性质、用工形式，一律

按工资总额的同一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后按同等条件享受

同等待遇。

1980 年 3 月“雨花”轮首次从南通运送棉花去香港，南通港正式开办外贸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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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市政府出台《南通市市区优惠出售公有住房办法》，

出售符合条件的公有住房，5 年后实现上市流通。1999 年，住房

分配货币化开始运作，延续数十年的实物分房历史结束。

1996 年，南通市成为全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城市之

一。1997 年，市政府印发《南通市职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初

步建立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制度。2000 年，南

通医疗保险制度在完善的基础上全面实施。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南通市委市政府不

断调整和优化发展思路，形成“依托江海、崛起苏中、融入苏南、

接轨上海、走向世界、全面小康”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速度走在全省和长三角前列，发展

质量不断提升，南通进入综合发展实力最强、人民生活改善最快、

城乡面貌变化最显著的时期。各级党委政府以处理好改革、发展

和稳定和谐为目标，坚持相互配套、相互促进，率先在全省突破

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基本完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率先

在全省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公共服务领域初步实现了投资

主体多元化；投资、金融、财税、价格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基本

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

础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

会管理体制的全面协调。提出争创全省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目标，

全市新增私营企业数、个体工商户数和个体工商户总数持续居江

苏前列，民营经济成为区域主流经济，对工业增长、社会投入、

入库税金的贡献份额均占据“半壁江山”。

交通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新长铁路建成通车，结束“腹无

寸铁”的历史；苏通大桥、崇启大桥连接大江南北；洋口、吕四

两大深水海港正式通航，综合交通枢纽门户城市格局加速形成，

南通昂首迈入桥港新时代。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安杯”，

以上诸多荣誉，既是发展的成就，也使南通城市知名度、美誉度、

关注度大幅提升。

通州撤市设区，中心城市框架全面拉开，各县（市）城建设

全面提速，城市化率提高到 55% 以上，大城市格局加速形成。

“民富、村美、风气好”的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

借助改革发展，南通各项发展指标快速提升。2009 年，南

通市在全省江北率先达到了省定小康标准，实现了在苏中的快速

崛起，部分指标跻身全省第一方阵。2012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达 4548.67 亿元，财政总收入达 1055.9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崇启大桥  （赵 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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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28292 元和 13231 元，农村

人口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各项社会保障措施走在全省或全

国前列。

在新时代书写民族复兴南通篇章的伟大斗争中，

我们自信满怀

党的十八大承前启后，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南通发展思路更加清晰、步伐更为坚定。“经济强、百姓富、

环境美、文明程度高”成为南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具体写照。为推进“强富美高”新南通的建设，南通市委、

市政府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出台各项改革发展举措。

沿江沿海和江海联动开发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整体规

划和突出重点，通州湾建设取得进展。跨江融合、接轨上海工

作全面推进，沪通铁路大桥建设进展顺利。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上海大都市

北翼门户城市目标定位更加明确。2019 年，随着南通通州湾长

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和南通新机场建设写入《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南通将插上腾飞的翅膀。

创新驱动发展。2012 年，南通成为全国创新型试点城市，

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2016 年 9 月，南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将“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创新之都”列为南通未来发展的四大战

略定位之一，为此规划建设的中央创新区定位于加速培育具有

爆发力和引领力的创新型增长点，奋力打造南通城市未来的核

心区、示范区和首位区。

项目建设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3+3+N”

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以高端纺织、船舶海工和电子信息三大重

点支柱产业，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三大重点

新兴产业，以及符合产业发展导向、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的若干

产业为代表的产业不断提升南通经济发展质量。围绕上述定位，

形成了一批体量大、技术先进的项目和产品，如振海 1 号、希望

3 号钻井平台，希望 6 号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平台，龙源振华

3 号施工平台，以及阿里巴巴江苏云计算数据中心、金光纸业

项目等。

民主法治建设全面加强。社会治理方式在创新中拓展，矛盾

纠纷大调解机制、诚信南通建设、崇川社区邻里街坊治理等经验

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蝉联“全国法制宣传先进城市”称号，公

众安全感、法治建设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作为全省唯一一家地

市级国家级试点，南通市着力打造政务服务综合体和行政审批高

速路。优化审批流程推行“一枚印章管到底”入选全国“放管服”

改革典型经验，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持续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绿色发展

指数全省第一。成功创建国家生态市、国家森林城市，五山及沿

江地区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全面实施，五山国家森林公园获得

授牌。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全覆盖，保障水平不断提

高。全面普及 15 年教育，成为全国首批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地级市。人民生活富足，2018 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为 46400 元、22300 元，保持持续增长。

经过 70 年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南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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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00 亿元。2003 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超千亿、财政收入超百亿的跨越。此后，地区生产总值不

断跃上新台阶，2007 年超过 2000 亿元，2010 年超过 3000 亿元，

2011 年超过 4000 亿元，2013 年超过 5000 亿元，2015 年超过

6000 亿元，2017 年超过 7000 亿元。2018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超过 8400 亿元，与有统计的 1978 年相比，增加了 280 多倍，多

项综合发展指标位居全省乃至全国地级市前列。

中央创新区效果图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

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南通人民以巨大的勇气，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

胜利，并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南通人民以昂扬的志气，在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不断书写辉煌；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南通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将发展进步事业推向前进。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望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南通人民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南通篇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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