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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修志，自古已然。新编《梅李镇志》两易寒暑，终于告成。她

的问世，为素称修志之乡的梅李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是值得为之

庆贺的。

梅李是江南著名的古镇，人称“东乡十八镇，梅李第一镇”。梅
} 李人民为开发、保卫、建设梅李镇，付出了汗水和心血，献出了智慧

和才华。正是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努力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

了光辉灿烂的历史。今天的梅李镇，以其独特的区域优势与优越的

自然条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跨开了飞速发展的步伐。她正以镇

村企业蓬勃发展，商贸发达，市政设施配套，新老建筑成群，农村楼

’‘房林立的雄姿，出现在常熟市东郊。

《梅李镇志》记录了梅李镇漫长历史的变迁，收集了梅李镇自

然地理、历史沿革、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知名人物等方面的大量珍

贵资料，记载了近代各项事业的兴衰和经济现状，展现了人民改造

自然、改造社会的业绩。《梅李镇志》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

知识和文化的载体，必将为更多的人们，包括港澳台胞、华侨以及

外国客商了解梅李，熟悉梅李，进而探讨合作途径，提供丰富的资

料。本镇人民，包括客寓他乡的游子，还可在《梅李镇志》中访古寻

踪，从而引起许多有益的遐想和深思，激起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

热情。

历史的车轮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展望末来，任重道远。梅李镇全体人民和广大干部，将以镇

志为鉴镜，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传统，广开改革发展思路，以争创一

流的精神，用我们的智慧和双手，谱写出更新更美的历史篇章，以

载入新的史册。是为序。

中共常熟市梅李镇委员会书记徐永达

常熟市梅李镇人民政府镇长周浩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采取横排门类，纵记史实，纵横结合的写作方法。全 j

志共设18篇238节。概述、大事记置篇首，编后记附后。 ’l

二、本志贯古通今，详今略古，上限不定，下限至1992年。大 ＼

事记延伸至1993年。 !

三、本志文体为语体文。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以

志为主，辅以图表。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具

有影响的重要事件。

四、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未设

章节，分载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

五、对地区、政区、官职、机构均用当时名称，需要时加注今

名。专用名称，在各篇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民

国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简称“建国以来”。“解放后”指1949年4月27日常熟解放以

后，此前简称“解放前”。

六、历史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

元纪年，同一朝代的第一节第一次出现加注，其后不注。民国以后

为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志记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各项数字统计数

字，主要以年报为准，其次为单位提供。

八、立传人物均为已故人士，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

当地籍人士为主，以卒年先后为序。对未立传的革命烈士，记入“烈

士英名录”。为体现新时代精神风貌，增记了先进模范、代表人物、

旅居港澳台人士、本地籍地师级以上干部名录。余者各编，以事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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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李镇位于江苏省常熟市东北部，距城区12公里。东和碧溪

镇、珍门镇为邻，南与淼泉镇、古里镇接壤，西与周行镇毗邻，北

同赵市镇、浒浦镇相依。总面积为28平方公里。据宋庆元《琴川

志》载：“五代十国天宝元年(908)，吴越王钱锣遣将梅世忠、李

开山戍此，居民依军成市，因取二将之姓，以名其地”，故名“梅

李”。宋元丰间，梅李赐为镇，元属常熟州，明属常熟县开元乡，

清属昭文县开元乡，民国期间，设行政局，后改为区。迨至解放

以后，曾是区所在地，乡级建置。1986年撤乡建镇。1992年，全

镇辖胜法、景巷、师德、塘桥、将泾、寨角、曹坝、梅南、梅东、

梅塘、聚沙、银塘、天字、风凰、梅北、白龙潭、万柳、驸马、．胡

琴、寺泾20个行政村和1个渔业新村，古镇区5个居民委员会。

全镇共有11366户，34836人。其中市镇人口4459人。农村人口

中，有11538人就业于镇、村企业。

(一)

梅李有悠久的历史，是江南文化古镇。古代梅李，濒江临海，

境内有古冈身，以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70年代，塘桥

村北罗墩曾出土灰砂陶甑、肩刀石等，证明新石器时期已有人类

在此生息繁衍。梅李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众多的名胜

古迹，至清代，已有“梅李十八景”之誉。其中聚沙百福宝塔始

建于南宋绍兴年间，七层八面，高20米，由邑人钱道所建，代有



修葺，现正着手修复，使古塔重放异彩。位于镇南街市梢的月河

桥，又称紫薇桥，初建于宋，重建于明弘治九年(1496)，为单孔

石桥，是常熟现存最古老的石桥。西汉宗室刘濞为吴王时，所开

凿的盐铁塘贯串南北，为境内最古老的河道。庙宇寺观原有lo多

所，林立于镇区内外，建于三国赤乌年间的吉祥庵，为常熟最古

老的庙宇。唐元和中建造的胜法寺，史称殿堂有5048间，是邑境

规模最大的寺院之一。名人冢墓原有10多座。人们俗称的“胭脂

墩”，传为春秋时代吴王爱妃胭脂的墓地。古代传说中的二十四孝

子，其中黄香、孟宗、丁兰均在梅李留有遗迹。南街郊区“黄香

墓”，是汉代孝子黄香的衣冠冢。东郊有孟宗堂，北郊有丁兰堂，

系祭祀孟宗、丁兰之所。唐代抗击海盗有功的阎奕，其“剑甲

冢”亦在北街市梢。古井名泉，有汉代的孝子泉，宋代的“荷花

井”，此外，还有宋代韩蕲王屯兵的寨角、擂鼓浜，明代的义犬亭，

道光的节义庵等遗址。

梅李人民有反对外来侵略和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传统。早在

唐元和年问，将军严奕率军驻守梅李，带领百姓浴血苦战，全歼

来犯之海盗。清道光年间，农民金德顺不畏苛政酷吏揭竿起义，其

史实载《中国近现代大事记》。民国建立后，五四运动期间，成立

梅李市国民大会，到处宣传演讲，声援北京学生。各界纷纷开展

抵制日货的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梅李已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活动。1934年，李

建模领导进步青年组织“进社”和“艺丝社”，宣传抗日。1935年

建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常熟分会梅李小组。1936年建立常熟人

民抗El救国自卫会。1937年梅李沦陷后，党迅即组织梅李人民开

展敌后武装斗争。1938年，农民开展抗租斗争，砸毁梅李租栈招

牌，痛打维持会头目。同年5月，中共常熟县委重建，常熟人民

抗日自卫队一大队在塘桥成立。1939年，“江抗”、“民抗”胜利会



t ‘

l

＼
t

i 师后，吴煜率部进攻梅李，拔除伪军据点。1939年，“民抗”领导

群众进行寨角阻击战，以后又在大小陆泾开展“反扫荡”斗争，痛

击日伪军。1941年日伪开展“清乡”，梅李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

坏。1943年，新四军挺进小分队徐政等从苏北来梅李重新开辟活

动基地。1944年9月，由朱英、徐政领导的武装工作队成立，发

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反“号军树”等斗争。抗战胜利后，何克希率
一 浙东部队渡江北撤前在梅李镇举行军民联欢会。1946年5月，梅

李农民又一次爆发了抗租斗争，打掉租栈。1947年，武工队开展

反“清剿”活动。1949年4月朱英策动保安团高超一个营起义，4

月27日，朱英率武工队和起义部队列队进入常熟城，常熟解放。

自民主革命以来，梅李人民在抗日烽火中英勇斗争，有50多

名子弟在斗争中英勇牺牲。苏南苏常昆太地区革命领导人李建模、

任天石、薛惠民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碧血丹心，

足为古镇增色。

梅李商业，自古以来比较兴盛。唐元和间，梅李已成为集市。

宋元丰年间建镇，元明以后，日趋繁荣，素有“东乡十八镇，梅

李第一镇”之誉。历来梅李盛产棉花，多布行布贩，常熟东乡一

带所产的棉花和农民纺织的土布主要在这里集散，故又有“银梅

李”的美称。旧时，镇区分东、南、西、北四个街区，各种商号

达200余家。镇上有创设于清同治三年(1846)的“金源兴”布

行，为当时常熟最早和规模最大的布行。客商远及浙、赣等地区。

连英商茂昌洋行，美商班达洋行都在当地设代办机构。镇上每天

分早、中、晚三市，商店顾客盈门，常年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商业布局和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现在的商业

中心已移至新街区。全镇目前形成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合

作商业、个体商业并存，农工商一体的综合经营部，专业门市部

互相竞争的新格局。梅李供销社拥有装璜豪华的梅李商厦和五交



化、生产资料、农副产品采购等12个核算单位，1个商办工业。

1988年被商业部评为全国农村供销社第一个国家二级企业。1992

年，商品销售额达6888万元。全镇合作商业26家，从商人员236

人，合作商业网点及从业人员之多均列全市乡镇之首位。1992年，

据统计个体工商户达823户，从业1090人，为商品经济注入一定

的活力。本镇现有120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营业房59间，各种

摊位450个。其中，不少个体摊位是外地人来经营的，这种跨地

区的经商活动为丰富商品、振兴梅李商业经济起到积极作用。1992

年，该商场成交商品总额已达8400万元。

(二)

梅李经济自古以农为本，境内为北亚热带湿润地区，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土壤属江海积土，多沙性土壤，现有耕地36193．3

亩，人均0．8亩，农作物主要以种植水稻、三麦、棉花、油菜、蔬

菜为主。21个行政村中，12个村属稻区，6个村属棉区，1个渔

业新村，另有2个村为常熟市蔬菜生产基地。解放前，农作物产

量很低。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农

业生产稳步发展。尤其是80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完善

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进一步调动了

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发展。1992年全

年粮食总产11400吨左右，皮棉总产为297吨左右，油菜籽336吨

左右。水稻单产已连续六年超千斤。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

563．5万元提高到1992年‘的2677．13万元。全镇年年超额完成

粮、棉、油的合同定购任务。

农业经济中的多种经营项目主要是以种养为主的副业生产，

胡琴、梅南两个蔬菜基地每年向城区提供各类新鲜蔬菜7500多

吨，为丰富居民的菜蓝子作出了贡献。凤凰村特种养殖场从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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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美国北极狐试养成功，开创了我省北狐南养的先例，受到了

有关学者的好评和养殖专业户的欢迎。对农副产品加工扩大出口

创汇作了探索，至1992年已有20多种蔬菜脱水产品进入国际市

场。全镇现有各级各类淡水养殖场8个，全年水产养殖产量达660

多吨，出栏生猪12335头，养鸡、养鸭是农户普遍的副业生产，全

镇还有多处专业养鸡场。其次，蘑菇、香菇、草莓以及各种水果

等种植也有相应发展。1992年，全镇多种经营总额收入达1330万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9．68％，农业和副业的发展，为梅李的商业

和镇村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解放前，梅李镇上只有一家兼营发电的碾米厂，几家小布厂

和几个修修补补、敲敲打打的小工场。解放后，陆续办起了印刷

厂、农机厂、织布厂等集体企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劳动

密集型为主的乡镇工业，凭借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的独

特优势，如雨后春笋，获得迅猛发展。至1992年，乡镇企业已从

1973年的46家发展到116家，其中镇办企业38家，全年完成工

业总产值的42．41％，牢固地确立了乡镇工业作为梅李经济主体

产业的地位，集体工业固定资产总值由1978年的368万元增至

1992年的11323万元。全镇已有冶金、机械、纺织、轻工、化工、

工艺、建材、食品8个大类30多个行业，并已基本形成以轻纺工

业为主的纺织、制鞋、制锁、绣品等行业系列，产品除畅销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外，部分已进入国际市场，远销日本、欧美等

国家和地区。鼓风机厂生产的SFT湿、’风空调机，钢管厂生产的

高压内螺纹无缝钢管，胶鞋厂生产的“三冠”牌保暖鞋、“飞跃”

牌田径鞋，润达鞋业公司生产的“润达”牌皮制运动鞋，花边绣

品厂生产的“一枝梅”绣品，电动平车厂生产的KPG系列电动平

车，锁厂生产的“卫士”、“燕”牌铜、铁挂锁，饮料厂生产的

“视力佳”营养液等20多种产品分别获得部优、省优、市优等荣

誉称号，并有多种产品填补了国内或省内空白。1992年全镇完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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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收购总额5000万元，出口产品已有8个大类2u多个品种。

经过多年曲折的发展过程，梅李地方经济取得了大幅度的进

展。1978年以来，工业产值平均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乡镇企

业已由1973年的3880人增加到13000多人，产业结构发生了显

著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单一农业经济状况，逐步形

成了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工农业并举的经济格局。从目前乡镇工

业发展的现状看，主要有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传统工业稳定发

展。梅李纺织土布是农民传统家庭副业，纺织行业基础较好。至

1991年底，全镇10家布厂共有各类织布机434台，年生产能力达

到510万米。通过近几年来强化产品质量管理，注重花色品种翻

新，拓宽产品销售渠道，组建布厂行业协会，使传统工业焕发生

机，并形成了行业的整体规模优势。1991年，以梅李布厂为首的

10家企业共完成产值6155．4万元，销售收入5325．8万元，利润

587．7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1．5％、63％和64．2％，均创历史

最好水平，所创产值占全镇工业的25％。二是鞋类生产形成规模。

梅李原有1个布鞋厂。从1984年开始，先后办起了胶鞋厂、保暖

鞋厂、工艺鞋厂、运动鞋厂等6家鞋类专业生产厂和鞋楦、鞋模、

鞋帮、鞋带等生产配套厂。中外合资企业有利达鞋业有限公司、永

利兴鞋业有限公司、富利达鞋业有限公司等。现有鞋业生产流水

线18条，生产4大类30个品种。1992生产各类鞋子1200万双，

实现产值18102万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3l％，成为梅李工业

经济的支柱行业。有记者写过《欲觅何种鞋，请君梅李行》的报

导，梅李成了名符其实的“鞋乡”。三是横向联合取得成功。利用

地理优势，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实行城乡挂钩，为工业配套当好

配角，同时促进工业企业总体素质的提高，这是梅李经济发展的

一大特色。多年来，与上海等地的各种经济联合已发展到10多个

企业，20多个项目。在联合的形式上有工科、工贸、工工、工商

等联营，方法上采取合资联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技术协作



等。1992年联营企业所创产值占全体工业总值的42％，利润占全

镇的四分之三。通过发展横向联合，形成独特的“杂交”优势，使

企业适应了“大气候”宏观控制的变化，增强了承受能力。同时

通过横向联合，移植大厂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促进了企业管理，增

强了企业发展后劲。胶鞋厂多年来特别重视产品质量管理，继

1986年华东地区同行业质量评比第一名后，1990年又在上海市化

工局胶鞋联营企业质量评比中名列榜首。四是行业结构趋向合理。

多年来，梅李镇根据地方实际，贯彻中央治理整顿方针，积极自

觉稳妥地进行了行业、产品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近几年优化了10多家弱小劣势企业，调整了新的行业结构，

从而在全镇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发展有所侧重，行业结构比较

合理，骨干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态势。全镇各个行业的一批骨干

企业已基本形成，冶金、机械行业有鼓风机厂、钢管厂、电动平

车厂等；纺织行业有梅李布厂、华美毛衫织造有限公司、棉纺厂、

塘桥布厂、三星羊毛衫厂等；轻工行业有胶鞋厂、胶鞋实验厂、润

达鞋业公司、花边绣品厂、锁厂、印刷厂等；食品行业有饮料厂、

脱水厂等，这些骨干企业，在推进梅李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梅李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水陆交通十分便捷。东西向的常

浒河(原名梅塘)、常浒公路和横贯南北的盐铁塘、支王(支塘至

王市)公路双双平行交叉，梅李古镇就在交汇点上。市内农村公

共汽车有4条干线穿境而过，镇上过境车辆日流量达5千多辆，每

天来回的公共汽车、方便车达150多班次。镇内村村通公路，又

与附近的四乡八镇相连结。历史上，梅李就是常熟东乡的交通枢

纽。



随着集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多，同

时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和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从1986年至

1992年的7年间，全镇累计上交国家各项税收7828万元，持续保

持全市第一位，人民群众的收入逐年增加。1992年职工和农民的

入均收入分别达到3556元和1866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了5．1

倍和5．9倍。1985年存款总额为935万元，至1992年，已经超过

6800万元，人均1952多元，比1985年增加了6．12倍。同时，社

会消费水平明显提高。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676．9万元，

1992年增至16368万元。人民群众的消费结构也有明显变化，衣、

食、住、行等方面逐步趋向讲究，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

录像机、音响设备等各种中、高档耐用消费品正逐步进入普通家

庭。农村普遍盖建新房，近几年全镇每年有600多户新建楼房，住

楼房的农民已达65％以上。

与此同时，全镇各项社会事都有很大发展，主要表现为：

集镇建设步伐加快，近几年来，镇政府每年用于集镇建设的

投资达200多万元，旧街道改造，居民新村、镇区给水排水等市

镇基础设施配套El趋完善。大街小巷共铺设地下水道13000米。乡

村公路不断扩建延伸。镇区至各农村都有村级公路相通，共长

14．5公里。供电能力增强，镇北有11万伏变电站l所，镇区设有

用电管理站。全镇1992年使用国家电2100多万度，自发电t000

多万度。境内电力线路总长203公里。供水状况Et益改善，1983

年已建日供水量1200吨自来水厂一座，1987年扩建，使El供水量

达到1800多吨，部分农民也已使用自来水，1992年全镇自来水用

户已发展到1743户，6697人。邮电自动程控电话开通启用，通讯

条件大为改善。集镇面貌日新月异，城乡差别正在缩小，梅李已

经成为一个新建筑林立，工商业繁荣，市政设施逐渐配套的新型

工业卫星镇。

教育事业近10年来发展较快。1985年以来，乡镇企业提取教

·8。



育事业附加600多万元，新建了梅李中学和梅李中·bd,学的教学

大楼、实验大楼、中心幼儿园、部分村级校舍和教工宿舍等，还

设有成人教育中心1所。初步形成学前、初级、中级以及业余教

育多层次的教育体系。1992年幼儿园20班；在校幼儿554人。中

小学16所，其中中学1所，小学15所，在校学生4102人。初中

“三率”，小学“四率”连年均达省颁标准。1989年，被评为常熟

市九年义务教育达标乡镇。近10年中，共向各类大中专院校输送

新生439人。

科技工作得到加强。70年代，本镇科技力量比较薄弱。经过

多年发展，现在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8人。被授予技术职称

的科技人员已有212人。近几年来，．围绕乡镇企业的发展，完成

研究课题19项，取得科技成果12项，获市级以上奖励有9项。

文化事业日益繁荣。近几年来，梅李影剧院坚持常年开放，除

放映电影外，外地的专业剧团经常来梅李演出。梅李广播站不断

发展，广播网覆盖全镇，装有喇叭5600只。1992年，全镇实现喇

叭动圈化。1990年试行开设有线电视，1992年，镇区装设有线电

视的已达700多户。在镇东傍塔而建的农民公园——聚沙园，自

1986年设计建造到现在，历时6载，已初具规模。园内有“中共

常熟县委重建、常熟人民抗日武装诞生纪念碑”，有九曲桥、塔浜

亭、踏雪桥、红叶李林、紫藤架诸多景点，有宋代银杏树和魏紫

牡丹等古树名花，绿树掩映，繁花似锦。太湖石、石笋点缀于道

旁河边，仿古建筑群错落于园之东西，一年四季，游人如织。园

内有集文化、娱乐、会议、教育、体育等于一体的文化中心。电

影录像、游艺游戏、图书阅览、文艺演出等各种活动丰富多采，乒

乓室、桌球室、溜冰场、灯光球场一应俱全。老干部活动室形式

多样，文化茶室为苏州市文明单位，室内茶客云集，品茗聊天。图

书室藏书颇多，常熟市文化局授予“万册图书室”称号。梅李文

化中心是江苏省的群众文化先进单位，曾多次获得部级嘉奖。1992



年，梅李镇被评为省“群众文化先进镇”。

医疗卫生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梅李中心卫生院经过改造扩

建，院貌更新，设施先进，医疗水平较高，已成为苏州市示范卫

生院。全院拥有病床105张，各类医疗卫生人员97人，其中医师

以上42人。村村建有卫生室，农村合作医疗继续巩固发展。环境

卫生工作得到加强，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广泛，人民健康水平提高。

梅李人平均寿命，解放前54．7岁，1991年72．2岁。梅李镇连年

获得苏州市文明卫生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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