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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虞镇志》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终于问世，这是海虞镇发展中一

件大事，也是海虞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成果，值得海虞各

届人士为之庆贺。

海虞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历史渊源悠久绵长，三业经济协调发

展，人文景观丰富壮丽；海虞人民勤劳智慧，淳朴诚信，富有创新意识和

开拓精神，创造了历史上无数的辉煌和可歌可书的业绩。翻阅这部志

书，海虞人民艰苦奋斗、务实前进、创新求变的脚印清晰可见。海虞是

个大镇，境内区域在历史上曾是长江下游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地，

也曾是历史上常熟县治所在地、长江江防要塞、重要渔港等。改革开放

后海虞人民在各届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奋力拼搏，取得了史元前例的成

绩。存史备忘，稽前得失，启迪当代，垂鉴后世，这是编纂这部志书并出

版发行所具有的现实和历史意义o

《海虞镇志》篇幅宏大，包罗万象，共270余万字。根据实际情况，

设5卷分志：海虞志、王市志、福山志、周行志、棉花原种场志。方志为

一方之全书，《海虞镇志》真实地记载了海虞境内有史以来地理、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社会各界人士全面、系

统地了解海虞，认识海虞，进一步激励全镇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之

热情，从而推动海虞物质、精神和政治三个文明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

这是镇党委和政府编写本志的目的所在o

盛世修志，八方支援。《海虞镇志》的编纂出版得到了有关单位和

社会各界的倾情关心与支持，以及编志人员的勤奋笔耕，在此谨表示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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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愿《海虞镇志》为海虞腾飞添加动力，愿海虞的未来更加辉煌灿烂!

中共常熟市海虞镇委员会书记：

二oo五年五月 ／净色＆



凡 例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地记述农场境内的演变和现状，力求体现时代

特点和场情特色。

二、本志体裁为语体文。采用编、章、节、目结构，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纵横结

合。共12编，37章，127节。照片、概述、大事记汇集志首，志末置附录、后记。

三、本志上限为1965年(除第四编第一章第一节“农场成陆背景”追溯到8。9

世纪外)o下限至1999年6月底。

四、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对专用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其后用简称。本志

所用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少数则为有关部门提供。计量的记述，除田亩

外，余皆按国家规定规范书写。

五、本志记述的人物，坚持生不列传，采用简介式记述。

六、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本场和各单位、市档案、报刊、专著及口碑，经考证核
实后人志。

农场与福山镇毗邻，有关风俗习惯、方言等方面均与福山镇类同，故本志未作

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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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虞镇志·棉花原种场志

国营常熟市棉花原种场地处长江之滨，位于东经120046’，北纬31048’，距常熟

市区20公里。区域面积为13．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6107．8亩，水域面积为

12893．2亩，交通用地面积为223亩，建筑用地面积为726亩。

1965年9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苏农字第554号”文件批复，同意常熟县人民

委员会组织围垦福山塘西至沙洲县妙桥公社跃进大队交汇处的沿江滩地(中有芦

浦塘相隔)，东为六五圩，西为六六圩。1966年3月20日，常熟县粮棉良种繁育场

成立，同时启用印章。自1965年冬至1995年5月，先后围垦圩塘14个，设立11个

工区(其中包括种籽、副业、芦福沙工区和农科站)，共划分34个耕作队o

1967年8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生产委员会(67)军

管(生)字第264号文件批复，“常熟县粮棉良种繁育场”更名为“国营常熟县棉花原

种场”o 1983年3月撤县建市后，更名为“国营常熟市棉花原种场”。1999年7月1

日，成建制归属海虞镇，仍保留“国营常熟市棉花原种场”牌子o

1966年3月建场后，农场以农为本，以种植棉花为主，兼种水稻、三麦、油菜等

作物。棉花以培育原种为主，建立株行圃、株系圃、原种圃(以下简称“三圃制”)，进

行提纯复壮，培育成棉花新品种“常棉1号”o 1971。1973年，为社会提供“常棉1

号”原种23．39万公斤，良种8．74万公斤；1979—1990年，为社会提供抗病品种

“8卜1”原种10．65万公斤，良种38．10万公斤o 1984年，获国家农业部棉花区域

试验一等奖；1985年，农场被“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评为全国34个棉

花抗病品种区域试验一等奖之一o 1969年，种植水稻后，培育成水稻新品种“常稻

1号”o 1971—1977年，为社会提供原种40．87万公斤，良种167．12万公斤。

1983年，农业体制改革，实行工区承包责任制；1996年，农场全面实行集体经

营，工区长联产承包责任制管理的农业规模经营，个人联产承包责任管理的形式。

1998年开始，各工区(队)种植结构全面调整，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种植o

1966年3月建场后，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林、牧、副、渔业齐头并进。农场林业

生产从江(港)堤和四旁绿化起家，发展成为专业种植，成立了常熟市苗圃、绿化工

程队和绿化工程公司。此外还有果树种植。畜牧业有畜禽养殖和特种养殖。副业

有种桑养蚕，柳条种植和芦苇编织。渔业有池塘养鱼、养虾、养蚌、养蟹和长江捕捞

等o

1969年开始，农场先后建办轧花、芦箧、农机修配、印刷和棉纺等厂。至1999

年，场办工业门类从60年代末单一的加工、编织发展成为化工、机械、建材加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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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食品等门类。工业已成为农场经济的支柱o

1966年建场后，农场实行盈余上缴、亏损拨补的一级核算的管理体制，系全民

事业单位；1981年开始，农场成为自收白支的独立核算全民事业单位。

随着农场经济的发展，场部建设及各项社会事业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面

貌焕然一新。

昔日江滩，潮来自茫茫，潮退一片荒，白天放牛羊，夜晚栖野鸟。经过30多年

的辛勤耕耘，如今已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一颗璀璨明珠。具有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

农场干部、职工，正满怀信心，开创更加富裕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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