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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南港镇志》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问世，它系统地反映了南港的历

史和现状，不仅能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而且提高了我镇的知

名度，对发展外向型经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南港古称“角直”，原昆山角直镇是南港的母镇。据宋绍定二年

(1229年)《吴郡志》及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吴郡甫里志》、光绪

年间的《甫里志稿》，对昆山角直(今南港)的地理、风俗、人情、物产、

文化等方面都有记载o

《南港镇志》，她沿袭旧志，并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

系统地记述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和变化o《南港镇志》坚持详今略古、纪实求真的编写原则。全书分

建置区划、地理环境、农业、水利、国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

配套区、工业、村镇建设、交通邮电、商业、财税金融、政治、文化、教

育、卫生、社会、人物共16篇68章，具有时代和地方特色。既是地情

书，又是一部地方性百科全书o
’

我们编写《南港镇志》旨在更好地积累资料、保存文献，为本地区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特别是为本地区

的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对于激励后人热爱家乡、振

兴南港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o

南港历史悠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也是

苏锡常地区对外开放的卫星镇之一。改革开放20多年来，南港镇的

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指导，走贸工农综合发展，积极

开拓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我们期望以《南港镇志》为媒介，使外界朋友

更了解南港，欢迎来南港，促使南港的经济腾飞。

南港人民敦厚、朴实，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南港的历史文

明，今天又谱写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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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镇志》是镇志编纂委员会全体同志及为此作出贡献的所有

领导和同志们辛勤耕耘、通力合作的结果，终于付之出版。在此，我

们衷心祝贺《南港镇志》问世。对全体编写人员和在编纂过程中，为

本书提供各类资料的单位、领导和同志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昆山市南港镇委员会书记 孙国良

昆山市南港镇人民政府镇长 程文荣

2000年8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在资治、

教化、存史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定，以史载主要事件作适当追溯，下限至1999年

(个别篇章除外)。

三、本志以横jqh'-J类、纵记史实为主的编写方法，采用国语体文。体裁有记、志、传、图、

表、录等。以专志为主体，按篇、章、节、目、层次排列，表格随文穿插、照片置于篇首。

四、本志资料取自《吴郡志》、《吴郡甫里志》、《康熙昆山县志稿》等古志和新版《昆山县

志》(1990年版)，参考《张浦镇志》、《中共昆山党史》一辑、二辑、《中共昆山组织史》及其他昆

山专志及镇各部门、单位提供的文字资料和老一辈提供的口碑资料等。

五、本志地理名称、官员职称等均以当时习惯称谓，古、近代及1952年之前志中所称昆

山角(六)直即今之南港。

六、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并在括号内注明

公元对照年份。民国以前的年份，用汉字书写；民国以后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本志记述解放前后以1949年5月4日角直(南港)解放日为界，建国前后以1949年

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为界。

八、本志各项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为主，统计部门缺项的采用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

九、人物志坚持生不列传的原则。本地已故著名历史人物均以立传人志，烈士以英名

录入志，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人志，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和旅外科、教、文人员列名

录、表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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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 南港位于昆山市西南，距昆山市区12公里，地理坐标为东径122。527，北纬36016’。西与

吴县角直镇接壤，东临大直江与张浦相连，北靠吴淞江与正仪镇相望，南与大市镇为邻。总

面积30平方公里，辖15个行政村和1个市镇，1999年总人口19 235人，耕地面积25 239亩，

水域面积5 400亩。．

．南港地处太湖流域冲积平原，属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性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四季

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全年无霜期平均为236天。境内河流密布，吴淞江环绕北缘、大

直江、小直江、东塘江、界浦河、张万泾江、南塘江等河流纵横全境。南港土地肥沃，是著名的

江南鱼米之乡。．

南港古称“昆山角直”，昆山角直镇是南港的母镇(今属吴县)。南港的建置，宋代称昆山

县全吴乡第五保。清雍正二年(1724年)，南港分为角直、渡头两部分。分别为昆山县、新阳

县管辖。民国18年(1929年)，建渡头乡(辖今渡头、唐村、自米、增光、安头、红梅等6个行政

村)，民国36年(1947年)，渡头乡与角直镇合并为昆山县角直乡(今南港)。1952年9月，昆

山县角直镇区被划归吴县管辖，其农村地域仍由昆山县管辖。1956年建南港乡，1958年南

港乡并人张浦称张浦人民公社，1962年与张浦脱离，建南港人民公社，1983年恢复乡制，

1990年12月撤乡建镇。

勤劳朴实的南港人民，在历届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了50年的艰苦创业，特别是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尤其近lO年在东塘江畔已建成一个占地l平方

公里的新集镇，镇区成为南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98年，镇区伸向各行政村的公路

全部改造成水泥混凝土路面，全长15 104米，1995年苏虹机场路建成通车，穿越南港腹部。

南港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自1987年经省政府批准，南港为对外开放重点工业卫

星镇以来，至1999年已有30多家三资企业在南港落户，1999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67 054万

元，镇财政总收入l 289万元。， ，L

1998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南港视察“丹桂园”并题字，是对

南港极大的鼓舞，使南港人民感到无比的荣幸。t

解放前，南港农民世代以农业为主，由于长期受封建制度压迫，加之血吸虫病“瘟神”的

威胁与农业产量较低(稻麦单产分别为150—50公斤)，农民虽起早摸黑地在田里劳作，仍过
着贫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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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经过数十年的努

力，农田水利设施逐步配套完善，目前基本上能抵御洪涝灾害。纵观南港农业的历史，1963

年南港公社被评为华东地区省、县农业先进集体。从1962—1990年的28年中，有17年的水

稻单产都名列昆山县第一。1983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1984年粮食总产达18 763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1978年增产23．25％，1999年农业总值
7 218万元，是1978年的7．3倍。

南港多种经营资源丰富，农民有经营家庭副业的传统习惯。50年代大多数农户都从事

家庭养猪、编织草包等以贴补家用。从1971年起引进蘑菇种植，至1986年全乡种植面积达

185万平方尺，产菇734吨，产值163万元。70。80年代，南港蘑菇生产的收益为集体积累，

农民增收创造了一条有效途径。南港的水产养殖从70年代起步，至1999年渔塘面积发展

至2 025亩，是年渔林牧业总产值2 44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3．9 ok。

南港工业发展较晚，解放前，角直镇(昆境)仅有几家米厂和油坊。1958年建地方国营南港

粮饲加工厂(南港米厂)，1966年建南港三联社(铁竹木联社)。70年代社队办企业开始发展，先

后建南港第一窑厂、白米丝绸印染厂、唐村印刷厂、南港织布厂(昆山染织二厂)。从80年代起

乡镇企业蓬勃发展。90年代开始兴办三资企业，1999年全镇共有企业68家。其中三资企业

35家，镇办企业17家，村办企业16家，工业总产值40 126万元，是1978年的32．5倍，工业利润

1 008万元。90年代中期开始，镇村集体工业转制，至1999年南港私营工业66家。

南港镇的人民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解放前，南港以农业为本，经济单一，

农民收入低微，生活十分贫困。建国后，50年代中期，互助合作化后，农民生活普遍得到了

改善，但仍在温饱水平上。80年代后，随着农业生产的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从

单一的农业经济转为农、工、副、运、商等多种经济结构，农村经济活跃，农民增收渠道多，生

活水平逐步提高，南港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78年的143元提高到1999年的4 755元，增长了

33．2倍。建国初，农村的个人储蓄几乎是个空白，随着城乡人民收入的逐年增加，银行的个

人存款也相应增加，南港信用社的个人存款从1990年的750万元增加到1999年的8 086．7

万元。 。

解放前，农村住房多为五至七路头平房，有的住草房、还有住祠庙、坟堂的无房者。建国

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农房得到了几度翻建和扩建。从80年代起，各村普

遍开始翻建楼房，至1999年南港农村楼房总数为4 134幢，其中有别墅26幢，农村楼房率已

达到95．5％。耐用消费品方面，解放前，农村少数人家有时钟等高档生活用品，建国后，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风扇、电视机已相当普及。90年代以

来电冰箱、彩色电视机、洗衣机、摩托车、电话机等高档生活用品也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少数

人家还拥有汽车。1998年，南港电话用户已扩展到3 725户，电话交换机总容量6 992门，1997

年已获省“电话小康镇”荣誉称号。农民在50年代所期盼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愿望得

以实现。c‘

解放前，南港的市镇居民生活来源主要靠开爿小店，或做职员收入仅能养家糊口，1952年

后，昆山角直镇成为吴县管辖，南港的市镇居民寥寥无几。从60年代起，南港市镇居民人口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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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8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多次调整工资、增发奖金补贴，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了

较大幅度的提高，国家干部和全民、集体所有制职工，享有医疗、住房、离退休等福利待遇。
； ，‘

(四)

南港的教育，建国初期为2所小学8所私塾。除镇区角直小学外，农村学生仅100余

名。1952年昆山县角直小学随镇区划归吴县。1956年姚家浜中心小学创办(今南港中心

校)，同年南港公民办小学发展至20所，小学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73年南港中学

成立，为地方培养了一批有知识的劳动者，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合格人才。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也逐年增加，不断改善办学条件，1999年全镇有幼儿园11所，幼儿514名，人园率达99％。小

学7所，中学l所，中小学生2 265名，中小学教师124名。建国初期，南港的农民多数为文盲

与半文盲。历年来通过举办夜校、冬学、成人教育等形式，至1999年，全镇青壮年文盲仅剩

48名，非文盲率上升至99．58％，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在教育上初步形成了普通教育、成人

教育、职业教育三大体系，普及了学前教育和九年制义务教育。文化福利事业也得到同步发

展。镇内有文化站、广播站、敬老院、离退休干部活动室等。
¨

建国后，南港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54年南港联合诊所建立，1966年

南港卫生院成立。历年来政府加强对医疗队伍的建设，从联合诊所初建时的5名医务人员，

至1999年卫生院医务人员发展至35名，乡村医生24名，医疗设备也得到了迸一步的完善。

建国后，历年来政府发动群众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使过去流行的霍乱、

天花等烈性传染病得以绝迹，危害严重的血吸虫病经过多年的灭螺防治，至1984年南港已

消灭了血吸虫病。 ‘-

南港是人文荟萃之地。宋代就有马先觉与范成大合著《惭笔》，明末清初有名医兼文人

徐南复，清末杰出人物王韬的改良论名留史册。建国后，南港农民的子女，带着泥土的芳香，

走进了各类学校，有的走进了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学成后他

们成了教师、医生、机关干部，经济师、高级工程师、博士、博士后等各类人才。有的学子漂洋

过海到国外去留学、工作。红梅村有两位大学生周雪荣与张汉荣分别在1991年和1994年

获得博士后与博士学位。， 一 ，

(六)

建国50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的20余年，南港始终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改革开放，坚持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建设，加速市镇基础设施建设，镇容村貌都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 ．

南港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务资源，勤劳朴实、聪颖的南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

了南港灿烂的今天。在南港未来的史册上必将出现超越古人，又胜于今人的更加辉煌灿烂

的新篇章。“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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