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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菀坪镇志》在编写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终于完稿并付印出版，令人欣慰。它从各个侧面

反映了菀坪镇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是一份比较翔实的地方文献，

有助于读者了解菀坪，热爱菀坪，教育后人。

菀坪自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围第一个圩围起，至今已有112年的历史。

回顾建国前的近60多年，可以用“恶水、穷土、破草房”来概括当时的农民生产生活情

景。“恶水”指水患，圩小埂低，十年九淹，水害频繁；“穷土”指土地贫瘠，产出低，一年一熟水

稻，亩产仅三四百斤，除去田租和成本，所剩无几；“破草房”指住房简陋，全境仅三户地主住

砖木结构的瓦房外，其余都是草房，农民生活非常贫穷。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菀坪面貌大有改变。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菀坪旧貌换新颜，三业生产协调发展，经济建设日新月异。

农业生产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已形成了高产、高效、优质的新格局。副业生产除

巩固发展柑桔项目外，还积极开发特种水产，青虾、罗氏沼虾、甲鱼、鳜鱼、牛蛙、太湖蟹已具

相当规模。

工业经济以工业缝纫机及其零配件为主、主要产品有标准牌GC、C．B系列中厚料工业缝

纫机、GG系列绣花缝纫机、绗缝机及缝纫机配件和铸件。到2003年底止，全镇缝纫机工业

企业达到186家，其中整机生产企业32家，年生产能力23万台，零件加工企业154家，零件

加工超2亿件。新型建材产品有金属浪板、混凝土墙体砖地砖、装饰材料、化工涂料等，主要

是外商投资兴办的。轻纺产品有各种面料和款式的箱包、三枪牌针织内衣、真丝手工打结地

毯、挂毯等。历年来，创办外资企业21家，注册外资2782万美元，到帐外资1224万美元。

2003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达31800万元，财政收入6061．Ol万元。

菀坪地处太湖之滨，位于苏嘉湖之间，318国道横于南，205省道纵于东，紧邻京杭大运

河，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社会环境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古称

天堂之地，今为鱼米之乡。

菀坪人民性情豪爽，为人热情，办事认真，凡接触过菀坪人的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菀坪人

好心、好客、好共事。

我们将以赤诚的胸怀，优惠的政策，一流的服务，热忱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开发菀

坪这块热土。

盛世修志。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为修志提供了物质基础，感谢吴

江市地方志办公室，为修志提供了具体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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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编述时间为：上限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个别事件上溯至明万历丁巳年(1617

年)(如第四十六章 第七节的“平沙谣”)，下限2003年。

二、本志共分地图、照片、序、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正文和后记等篇幅。正文按章、

节、目三个层次记述，如“目”中种类较多，为使层次清楚，则以数序说明。

三、大事记按事件发生时间先后记述，正文按横排门类、竖述事实的结构编写，必要时附

加图表说明，文字采用记述体。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以菀坪镇为主，对其他与菀坪有相连之处，作简要说明。

五、本志记年，建国前以朝代记年，注明公元年份，建国后以公元记年、月、日时间，建国

前为农历，并注公历，建国后为公历。

六、人物按“生不立传”原则，但某人虽在，而其事迹在有关章节中需要记述时，则不避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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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菀坪镇位于吴江市的西北部，北距市区11．5公里。地理座标：北纬3l度04分，东经

120度35分。东北接松陵镇，东是八坼镇，南靠平望镇，西南是横扇镇，西北滨太湖，东为中

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南靠风光旅游城市杭州，北接人间天堂苏州，处于苏、嘉、湖平原之中心，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陆路交通，南接318国道，东连205省道，环湖公路横穿全境；水陆运

输。南接太浦河，东通京杭大运河，北滨苏州河，交通十分方便。 t

菀坪镇是吴江市面积最小的镇，全镇面积32．63平方公里。地形极似一只蹄膀，东西长

11．30公里，南北宽5．05公里，最狭处不足l公里。全境陆地面积22．73平方公里，内河水

面l，40平方公里，外河水面8．50平方公里，水面占总面积3l％。全镇共有耕地25987．30

亩，非耕地8124．70亩。

自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乡民沈庆余首先围垦足字圩起，至1958年成立菀坪人民公社

止，仅有60多年的历史，时间之短，居全市之末，然其隶属关系之复杂，又居全市之首。清

末，全境属震泽县范隅上乡。民国元年(1912年)吴江、震泽两县合并，改属吴江县，全境分

属3乡，南湖、西湖、银杏、王焰、新湖、东青(除王家围外)等6村属横扇乡；诚心、菀南、安湖、

菀北、平沙等5村属南厍乡；新厍属八坼乡。民国18年(1929年)调整区域，县下设区、区下

设乡镇，菀坪全镇分属3区3乡，原属南厍乡的5村改属草埂乡，属第一区管辖；八坼乡属第

九区，横扇乡属第十区，两乡村的隶属关系不变。民国29年(1940年)再次调整区域，第九、

第十两区并人第一、第八两区，全境属2区4乡。八坼乡并入第一区，共2乡(南厍、八坼)6

村，村属关系不变，横扇乡并入第八区，共2乡(北岐、充浦)6村，南湖改属北岐乡，其余5村

改属充浦乡。民国35年(1946年)初，第一区改为城厢区，原属6村关系不变；第八区改为平

望区，原属6村改属充北乡。当年lO月，撤充北乡，所属6村改属充浦乡。民国37年(1948

年)撤草埂乡，原属5村仍属南厍乡；充浦乡6村改属横扇乡。1949年吴江解放，全境隶属关

系不变。1950年设大庙区，横扇乡划归大庙区管辖，南湖、西湖属横扇乡，银杏、王焰、新湖、

东青属充浦乡，城厢区南厍乡5村、八坼乡l村关系不变。1954年八坼乡的新厍划归南厍

乡，时全镇属2区(城厢、大庙)3乡(南厍、横扇、充浦)。1956年7月，大庙区并入震泽区，原

属六村改属震泽区。1957年撤区并乡，南厍乡并入湖滨乡，充浦乡并入横扇乡。南厍乡有

诚心、安湖、菀北、平沙、新厍、菀南6村，横扇乡有南湖、西湖、银杏、王焰、新湖、东青6村。

1958年9月25日，成立菀坪人民公社，全境始统一。 ，

2003年，菀坪镇共有5922户，15332人，人口虽为吴江市最少。然其迁徙之大，籍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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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民族之多，在吴江市是绝无仅有的。自建国起到1995年的40多年中，经政府组织迁入

的达5起。1950年冬，县安置松陵镇北门街农户59户、285人来参加土改；1954年冬，县再

次安置：lkf．-J街农户“户、194人来此务农；1958年7月，县组织11个乡镇1600多户、2524人

的“远征军”来菀坪落户；1967年一1970年，上海、苏州和本县各镇知识青年700人，全家下

放户195人来菀坪插队；1968年5月，县又组织黎里镇渔民54户、227人来菀坪定居。1987

年以后，云、贵、川等省的女青年婚嫁菀坪，已入常住户口的有272人。1996年以来，外省市

迁入82户，计175人。总计40多年中，共计迁入1859户，3677人，分别占2003年的31．39

和23．98。

1950年土改时，全镇农户为2119户，5328人。农户籍贯仅有河南、浙江、安徽和本省4

个省。2003年，全镇有5922户，15332人，其籍贯增加到16省市、114县。其中江苏省48县、

安徽省16县、浙江省13县、河南省8县、四川省8县、贵州省4县、山东省3县、陕西省3县、

湖南、湖北和江西3省各2县、青海、云南、广东、新疆和上海各1县。籍贯遍布大半个中国。

2003年，菀坪镇共有11个民族，依次为：汉族、布依族、壮族、回族、土家族、白族、彝族、

侗族、苗族、傣族和洛家族。民族占全国五分之一。菀坪区区弹丸之地，而人口来自五湖四

海，民族遍及大江南北，他们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数十年来相安无事，这是民族大团结的最

好体现。

．长期以来，菀坪人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磨练出的一种顽强拼搏、自力更生的优良品

质，为彻底改变家乡“恶水、瘦土、破草房”的面貌奋斗不息。

。菀坪地处东太湖出水口，地势低洼，水灾频繁。建国前，洪水来时，农户烧香许愿，祈求

神灵保佑，然而，灾难还是发生。特别是1949年7月的一场洪水，百里圩堤全部冲毁，近

3000间草房全部冲走，上万件农家具荡然无存，无数只禽畜淹死殆尽，甚至全境淹死农民43

人，其中全家淹死的有4户18人。血的教训，使菀坪人民懂得：水患不除，居无宁日。他们

依靠党的领导，在政府“以工代赈”的支援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男女老少都上阵，齐心协

力除水患。特别是冬天，地冻了无法取土，他们用铁镐挖，挑泥担绳冻住了，他们用火烤，两

腿冻裂不叫苦、小毛小病不休息，硬是凭着一股顽强的意志，做大堤，保家园。从1950年冬

天起至1958年的9年中。累计完成6160585个土方，筑起了巍巍长堤，终于把洪水挡于堤

外，根治了水患，确保了菀坪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外来水患解除了，他们又展开了大堤内

的水利工程，填旧河11条、开新河74条，建泵站34座，造水闸26座，开总排水沟75条，排水

沟450条，隔水沟1700条，做到三沟配套，排灌分开，水利设施逐年完善，达到了日降雨150

毫米不受涝，百天无雨不受早，彻底根治了水患。

长期以来菀坪镇内的农户，对土地只有索取不作投入，导致了土地贫瘠，产出级低。改

造土壤，成为菀坪人民改造大自然的又一硬仗。罱河泥，歇人不歇船；挑河泥，河塘底朝天。

特别是开展“农业学大寨”后，生产队一方面组织劳力向太湖要肥，扒水草，挑草泥；一方面办

起养殖场，养猪积肥。同时，还鼓励农户多养猪多积肥。经过多年的努力，瘦土终于变成了

沃土，水稻亩产由1961年的150公斤提高到1995年的543．6公斤，增加了3．62倍。

破草房一直是菀坪人民的一块心病，也是他们贫困的重要原因。70年代以前，他们住

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草盖顶，泥作墙，杂草毛竹做栋梁”的草房。为了改善住房条件，像燕子

衔泥做巢一样，去高田找破砖乱瓦，去河里摸石块，找亲友想方设法，托人情东拼西凑，经过

几十年的含辛茹苦，终于家家住上了大瓦房。1995年，农民住房面积达352695平方，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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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平方，178户住上了小别墅，农民住了上百年的破草房终于成为历史。据全国第五次人

口普查统计，2000年，全镇共有家庭户5009户，家庭户人数15616人，平均每户住房间数

2．66间，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63平方米／人。家庭户按住房间数分的户数是，总户数中，

0间的ll户、l间的1035户、2间的1744户、3间的1133户、4间的504户、5间的331户、6间

的139户、7间的6l户、8间的36户、9间的9户、10间及10间以上的6户，平均每户住房间

数2．65间，户。按人均住房面积分，居住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190户、9—12平方米304户、

13一16平方米484户、17一19平方米330户、20一29平方米1398户、30—39平方米7醅户、

40—49平方米575户、50平方米以上的9602户。以后几年，人均住房面积略有增加。

农业是菀坪镇的主要产业，由于长期以来受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的限制，水稻一年一

熟，麦、菜基本不种，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1954年，水稻亩产仅为112．5公斤。1955年农村

实现农业合作化后，采取水改旱、籼改粳等一系列增产措施后，农业生产有了发展，1958年

水稻亩产达290公斤。成立人民公社后，公社实行吃食堂、搞平调，刮浮夸风，严重挫伤农民

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急剧下降，1961年水稻亩产仅有150公斤。1962年贯彻“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政策，农业生产迅速得到回升。“文化大革命”时期，广大干群坚持农业生产，大

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设施，推广农业技术，落实增产措施，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水稻亩产一直保持在450公斤上下。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农业生产朝着高产、高效、优质方向迈进。

1955年农村实现水改旱后，开始试种麦菜，初期，因渍害较重，故产量极低，1958年，麦

子亩产仅30．1公斤，油菜籽亩产只有16．6公斤。60年代，受“以粮为纲”政策的影响，生产

队普遍采取保粮抑菜措施，油菜种植面积较少，1983年前，油菜面积占粮田总面积的20％左

右。70年代，大面积推广双季稻，双季稻面积占总面积的74％，青云、红光两大队全部种植

双季稻，菀坪是田多劳少地区，每个劳力平均负担8．23亩土地，耕作粗放，草盛于苗，从1971

年一1980年的10年中，三麦平均亩产105公斤，油菜籽亩产84公斤。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

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油菜生产，促进了麦菜生长。1996年，菀坪农业随着多年内部种植

结构的调整，又遇上“天帮忙”，三麦、油菜和水稻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是年，全镇三麦亩产

320．40公斤，油菜籽亩产149公斤，水稻亩产543．65公斤，其中三麦和油菜的亩产分别为

1958年的10．6倍和9倍。2003年，全镇生产粮食总产435．1万公斤，油菜籽总产18．9万公

斤。

菀坪镇地处太湖之滨，水草茂盛，资源丰富，是发展副业生产的好场所。1983年后，以

养殖水产和种植柑桔为主要项目。肉猪生产起于60年代中期，盛于70年代，队队有养殖

场，王焰五队办起了双百头养猪场。1979年生产队和农户共出栏肉猪11692头。九十年代

中期开始，肉猪的饲养量基本稳定在万头上下。2003年，全镇饲养出栏的肉猪为9260头。

1958年7月“远征军”落户菀坪后，开始植桑养蚕，由于蚕茧生产成本低，收益高、见效

快，每年可收获3—4次，以致队队植桑养蚕，沿湖大堤内坡，内河大堤二面，家前屋后地势高

处普遍植桑，桑树最多的1993年，面积达1489．20亩。后因粮桑矛盾和茧价的影响，蚕桑生

产历经三起三落，至1995年，桑树面积为916亩，养蚕1881．5张，平均单价3l公斤。全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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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1166．5担，以后逐年减少d至2003年，菀坪镇桑树面积只有3亩，全年养蚕4．5张，平均

单产40公斤，总产3．6担茧。一，、 ，_≯_一，-·一⋯，气_p ；+一，b

，：：，水产养殖以内河放养和外湖围养为主，内河养殖兴于80年代中期，主要饲养草、鲢、鳙、

鳊、和银鲫，90年代后，有少数农户饲养青虾、罗氏沼虾、甲鱼、牛蛙等。1995年，全镇内河养

殖面积达6270亩，总产达2851．5吨。1985年，诚心、渔业和粮管所三家首先围养太湖，开始

面积600亩，第三年达2000亩，饲养各种鲜鱼，由于管理、技术和洪水等方面的原因而失败。

1989年，渔业村民顾法根利用太湖水面网养河蟹当年受益，带动渔民和养殖专业户下湖养

蟹。1995年，共外湖围养面积达4000亩，产值1200万元。随着精养面积的扩大，外湖围养

面积有所下降。2003年，菀坪镇共围养外湖3610亩，产值达584万元。

1977年，诚心大队第一个引进柑桔，面积12亩。80年代形成种桔高潮，基本上达到村

村有桔园，户户种柑桔，固桔成为菀坪地区集体和个人的大宗收入。90年代后，引进新品

种，更新老品种，采取高枝嫁接，推广先进技术，柑桔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95年，柑桔面

积达2593．04亩，总产达2174吨。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柑桔种植面积继续扩

大。1996年起，在吴江柑桔研究所的指导下，菀坪农业部门一方面继续鼓励农户发展柑桔

生产，另一方面加强与日本相关的研究机构的技术合作，积极为农户提供实用有效的科学技

术帮助，柑桔生产从栽培技术到品种改良都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同时，还打出了?‘芸香”柑桔

品牌，2003年，菀坪镇柑桔面积达3014亩，总产达6500吨。。j，一∥t}h。⋯+，i㈡7川：．i i。

： ：：√‘·：。1 j；．’：y：o 7：：’，j，：I：!。j：’z≯i一；～．、．j．；ijj。：∽÷≯，j、；：：“j’o
‘-： 二 一沁．j，V．；F；，：i·?，；㈠四 州，}．，{-i≯。：彤t。。一’≯，，、，i⋯r：z、

。f‘小㈠√，i r雌，．：．!一’‘：’!_。，!_奠’

：} 菀坪镇的镇、村办工业起步较晚，60年代，只有农具厂、4家木工厂和5家粮饲加工厂，

主要是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70年代，社、队企业发展到30多家，职工600多人，

然而受资金、设备、技术和销售诸多方面的约束，一些企业开办不足一年就停产，有的甚至未

开业就被迫关闭。1979年，压脚厂改为中国标准缝纫机菀坪零件厂∥1982年，农具厂、轻机

厂与陕西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联营，创办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菀坪缝纫机厂；这两个厂的成

立，奠定了菀坪缝纫机及其零件行业的基础，镇、村企业调整工业布局，建成了附件厂～三分

厂、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零件厂、标准件厂等与之配套的企业，形成了以生产缝纫机

及其零件为主的拳头产品，占据全镇工业的半壁江山1b∞年代，苏州海港皮革有限公司、吴

江市中建集团、江苏康利达集团先后成立，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相继引进，个私民营企业异军

突起．全镇工业调整新布局，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添置新设备，使全镇工业有了新的发

展。1995年，全镇拥有轻工、印染、纺织、丝绸、建材、电子、服装和食品等行业38家，职工

3429人，工业总产值120799万元，占全镇三业总产值的89．伪％，利税3820．87万元i总产

值中，镇办工业总产值73999万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62．18％。镇办工业利税2681．56

万元，占工业总利税68．32％。1996年以后，菀坪工业企业进入经济体制改革，企业产权制

度的改革与转换，使工业企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投资方向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民

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两大支柱，通过多年的培育，到2003年底，全镇工业形成了以

民资、外资为两翼，以缝纫机生产、服装箱包加工和新型建材业为支柱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

格局，形成了机械、轻工、纺织、印染、丝绸、建材、服装、食品、化工、电子、电缆、医保用品、木

业等行业，拥有企业290家，职工8500人，实现工业产值lO。5亿元。㈠!，，≯ ’。t o．：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