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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人民政府文件
启政发〔2020〕37号

市政府关于调整启东市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市各委办局，市

各直属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提出的“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认真做好我市文

物保护、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

规定，对我市原公布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进行调整。

凡是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区镇要建立保护组织，落实保

护责任，完善保护措施；文物管理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定期巡

护巡查；其他相关部门各司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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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启东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

2. 启东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启东市人民政府

2020年 6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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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启东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序号 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地址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备注

1 吕四进士府 启东市吕四港镇 本体外 2米以内 南至烈士街，东、西、北至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2 明井 启东市吕四港镇 本体外 10米以内 东至范龙街，南、西、北至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3 吕四集庆庵 启东市吕四港镇 本体外 2米以内
东、北至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南至人民路，西至

延寿路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4 曹家镇天主教堂 启东市合作镇 本体外 5米以内 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5 曹家镇红楼 启东市合作镇 本体外 2米以内 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6
启东县首届人民政

府旧址
启东市合作镇 本体外 5米以内 东、南、西至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北至新建中路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二批公布

7 曹家镇寿丰石桥 启东市合作镇 本体外 10米以内 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8 曹家镇寿丰水泥桥 启东市合作镇 本体外 10米以内 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9 海星桥 启东市北新镇 本体外 10米以内 南至沿江公路，东、西、北至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二批公布

10 沈轶公故居 启东市惠萍镇 本体外 2米以内 保护范围外 3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二批公布

11 中天塔 启东市汇龙镇 本体外 5米以内 法音寺围墙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12 石翁仲 启东市汇龙镇 本体外 5米以内
南至中央大道，北至中央河，东、西至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13 石兽石刻群 启东市汇龙镇 本体外 5米以内
南至中央大道，北至中央河，东、西至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一批公布

14 启东第一桥 启东市王鲍镇 本体外 10米以内 保护范围外 20米以内 启东市人民政府第三批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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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启东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1. 吕四进士府

吕四进士府位于吕四港镇三益路（巷）西侧，管理单位为吕

四港镇。进士府建于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吕四籍进士

李磐硕（1850－1909）所建。其建筑为清式营造风格、硬山顶、

三级踏跺（阶石），八架前檐廊砖木结构、硬木地板、琉璃窗格。

该府原为三厅二园，现中、后厅保存完好，占地面积约 1000平方

米，中、后厅建筑面积约 310 平方米。李磐硕在 1885 年与张謇

同榜录为贡士，1890年参加殿试，以二甲第十八名进士金榜挂名，

回乡建其府。在 2001年文物普查中，该处被发现，定名为“进士

府”。

2. 明井

明井位于吕四港镇三益路街道，管理单位为吕四港镇。2002

年发现，该井原缺失井圈，后配水泥井圈。井深 6 米左右，直径

0.8米，井口圆形，井壁用小青砖弧形砌成，该井具有明代特征，

故定名为明井。

3. 吕四集庆庵

吕四集庆庵位于吕四港镇环城北路鹤城公园内，管理单位为

吕四港镇。始建于北宋至和年间，是吕四古镇历史最悠久的古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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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四有“先有集庆庵，后有吕四港”的说法。历史上的集庆庵，

有殿堂 17 间，其中正殿 3 间、藏经楼 3 间、三圣殿 3 间、韦陀

殿 3 间，另外 5 间为祖师堂、宗亲堂、客堂、宿舍、厨房，是一

座完整的古老庵堂。原建筑因年久失修及战乱被毁，现建筑为近

代重建。

4. 曹家镇天主教堂

曹家镇天主教堂位于合作镇，管理单位为合作镇。又称德肋

撒堂，建于 1933年，由乡士郁震东秉承其父郁芑生遗志，出巨资

建造。教堂为哥特式建筑，坐北朝南。教堂刚建成时，外貌宏伟

壮丽，青砖红瓦，钟楼矗立，装潢精致，设大理石祭台、彩色圣

像、玻璃窗，总建筑面积 800平方米，可容纳教徒近千人。该教

堂主体建筑保存完好，是一座具有欧式风格的近代建筑。

5. 曹家镇红楼

曹家镇红楼位于合作镇，管理单位为合作镇。系砖木结构平

房，共三间，建于近代，坐北朝南。1925年，在曹家镇成立启海

第一个革命组织“青年协会”。1927年 9 月，在曹家镇组建启海第

一个农民协会，建立启东区域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为当时中国

共产党在南通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6. 启东县首届人民政府旧址

启东县首届人民政府旧址位于启东市大江中学内，管理单位

为合作镇、大江中学。1925年，郁芑生在曹家镇建砖木结构二层

小楼，作为花木行经营场所。1940 年，被侵华日军强占。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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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启东县首届人民政府设县府于此。1949年 5月，县府迁

址汇龙镇后作为大江中学教学办公场所。

7. 曹家镇寿丰石桥

曹家镇寿丰石桥位于合作镇，管理单位为合作镇。1924年，

郁芑生在合作、北新等地出资建造 11座石桥。寿丰桥是保存完好

的四座桥之一。该桥长 18 米，宽 4 米，桥栏顶刻有石狮，桥栏

旁刻有清末书法家沙玉沼手笔“寿丰桥”。

8. 曹家镇寿丰水泥桥

曹家镇寿丰水泥桥位于合作镇，管理单位为合作镇。1924年，

郁芑生在合作、北新等地出资建造 11座石桥。寿丰桥是保存完好

的四座桥之一。该桥长 21米，宽 4.5米，桥栏旁刻有“寿丰桥”。

9. 海星桥

海星桥位于北新镇北新村，管理单位为北新镇。该桥为郁芑

生出资建造，东西走向，石条水泥结构，单孔拱桥，长 28.3米，

宽 5.4米，净跨 16米，矢高 12米。桥面两侧有 0.9米宽凹凸的人

行道，桥栏阴刻“海星桥”三字。

10. 沈轶公故居

沈轶公故居位于惠萍镇大兴镇村，管理单位为惠萍镇。沈轶

公，启东大兴人，抗战期间任启东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启东

抗日民主政府文教科科长、启东中学校长、崇启海联合中学校长。

抗战胜利前夕，创建苏中东南地区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公立中

学东南中学，并任校长，1947年 2月转入地下党工作；解放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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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任职，1975 年离休，2001 年 2 月因病逝世。沈轶公故居占

地 2 亩，建于 1928 年，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山顶，平面布

局呈凹字形，面宽五开间，左右厢房各 2间，为穿斗式两层楼房。

11. 中天塔

中天塔位于汇龙镇彩臣南路，管理单位为汇龙镇、法音寺。

建于市法音寺内，占地六亩，砖混结构，九层，高 45.88 米，呈

八角形，青铜质塔刹，楼阁式九级浮图，始建于 1993 年，1997

年完工。仿南京鸡鸣寺药师塔造型，是一座寓建筑、雕刻、书法、

绘画艺术于一体的新型佛塔。

12. 石翁仲

石翁仲位于中央大道北侧绿化带内，管理单位为汇龙镇。抗

英名将张成龙（1784-1847）石刻。形体逼真，雕刻精美，保存完

好。

13. 石兽石刻群

石兽石刻群位于中央大道北侧绿化带内，管理单位为汇龙镇。

抗英名将张成龙（1784-1847）墓前守护石刻兽。石刻群设置于

1847年，形体与真兽相似，雕刻精美，保存完好。共有一对石狮、

石马、石羊、石虎。

14. 启东第一桥

启东第一桥为启东大生二厂遗迹，管理单位为王鲍镇。建于

1928年，位于王鲍镇二厂村久新公路和大方路交界处。该桥为水

泥桥，东西走向，桥长 21.3米，宽 4.5米，净跨 20米，桥栏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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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启东第一桥”五个大字，并刻有“路电工程处、施秉瑜督造，民

国十七年、启东县大生厂合建”字样。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办、政协办，市法院、检察院，市人武部，

市各人民团体。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6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