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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高德正

在<沙洲县志>面世前夕，张家港市的同志嘱我为志作序，这

是一片厚意，我欣然从命o

．沙洲是我第二故乡。我在沙洲前后工作了十七个春秋，现在

回想起那段同沙洲人民共同奋战的岁月，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初建的沙洲县，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

1．36亿元，工业产值只有3000多万元，农民辛勤劳动一年，人均

收入才60多元，不少农户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沙洲县的建立，

．为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创造了条件，在短短的时间里。沙洲

经济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

粮为纲"的束缚，全县几十万劳动力只能困死在单一的粮食经济的

小圈子里。尽管大家在有限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精耕细作，大兴

’水利，增肥改土，千方百计提高复种指数，并且在塘桥首创了亩

产800斤小麦的全国典型，全县粮食平均年亩产也超过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的一倍，甚至有些大队亩产达到了一吨。然而，粮食是高

产了，但贫穷的面貌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农民依然住在草房里。

粮食是高产了．，但依然是“高产穷队’’、“高产穷村”、“高产穷社"。

有关方面评价，当时的沙洲是苏南的“苏北"o然而，勤劳聪明的

沙洲人民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决不甘心束手受穷的。他们苦苦

思谋，勇于探索，认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死守在几

分土地上，一批发展商品经济的先行者，冒着被批判为“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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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率先发展起乡镇工业。当年的欧桥等村，站在勤劳致富

的前列，创造了出色的成绩。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排头兵。他们的创举成为沙洲经济发展的星星之火o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举行，开辟了中国历史

的新纪元，沙洲县也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经过拨乱反正，正本

清源，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解放，精神振奋起来了，他们长期压抑

的想富求富的迫切愿望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积极性一下子喷薄出

来，全县从上到下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开展了要不要富、

想不想富、敢不敢富、怎么样富的大讨论o“咬住粮食生产不放，

抓住多种经营不松，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勤劳致富"的口号把

全县80万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建设四个

现代化的主题上来。沙洲县在苏州地区八个县中比较早地进行了

联产承包的探索：他们又积极实践“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综

合经营的路子；在大规模发展乡镇工业中，他们狠抓了“村学欧桥、

乡学塘桥”的比学活动。全县人民解放思想，奋力争先，在短短几

年中，就扭转了本来经济处在全苏州地区后进的状态，而跃居前茅。

整个经济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工业为主体，十个轮子一

起转，五个层次一起上的新格局。

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张家港市(沙洲县于1986年改

名为张家港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原来同外国人打交道，

同外国人做生意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不仅大量产品出口创汇，

还吸引了大批外商到张家港市来投资，并且开始在国外办起了实

业o 1990年，全市完成外贸收购额9亿元；到1991年8月初，举办

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超过100家，合同外资金额达1亿美元，成为江

苏省外商投资企业举办最多、合同外资金额最多、“三资”企业办

得较好的一个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张家港市的经济注入

了新的活力，提高了水平，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进一步开拓

了张家港人的眼界，打开了走向世界的通道，在实践中培养锻炼

了一大批人才，为张家港市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开拓了广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前景。

张家港市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

建设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小城镇建设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贫穷落后已荡然无存，代之而

起的是一个繁荣兴旺、正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新港城。张家港

市以自己的发展历程，再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

越性，难怪许多到该县参观的外地同志都这么认为，他们在这里

看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曙光和雏型。这样的

评价一点也不为过o

张家港市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变化，当然首先取决于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取决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正确，

同时也离不开张家港市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然而决不可忽

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张家港市有一大批思想解放、锐意进取、

一心为公、乐于奉献的干部。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

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些同志坚定地把握住社会主义

方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官一任，造福二一方”的天职，带领群众艰

苦创业，共同奋战，勤劳致富。他们的那种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信念，牺牲个人、乐于奉献的公仆精神，顽强拚搏、永不满足

的事业心、责任感，深得张家港市80万人民的称道o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o"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今后o

<沙洲县志>无疑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宝贵财富，也是向广大人民群

众，尤其是向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在

正式出版之际，我衷心地向张家港市的父老乡亲表示热烈祝贺。

向参加修志的全体工作人员致谢，并祝愿张家港市更加繁荣昌盛，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阔步前进1

1 9 9 1年1 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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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张家港市委员会书-／．z．王振明

张家港市市长沈澍东

阅完志稿，掩卷沉思，追忆往事，万千感慨尽卷中。今天，<沙

洲县志>即将付梓出版，这是全市80万人民的大喜事，是献给建县

(市)30周年的一份独特而珍贵的厚礼!

张家港市历史悠久，长期分治于常熟、江阴两县。其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无一部志书系统记载，见于常熟、江阴

古代诸志中亦仅只言片语，诚为一件憾事o 80年代，改革开放，

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发达，“盛世修志”成为上下共识。中

共沙洲县委、沙洲县人民政府审时度势，抓住良机，设立机构，

组建班子，动员各方面力量，开展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地方志

办公室的全体同志，白手起家，边学边干，七订纲目。五易其稿。

八年艰辛，终成巨册。这是张家港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o

<沙洲县志>，比较全面地勾勒了张家港市几千年来沧桑的历

程，重点记述了解放后，尤其是建县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和社会风土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史实，是张家港市的一部市情书和

发展史，是我们的一面明镜。案头一册，随时翻阅，对于我们进

一步了解历史，认识市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有无可替代的

作用。它是我们察古知今，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座桥梁o

<沙洲县志>，比较翔实地记载了张家港市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动事迹；反映了全市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不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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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暴，前仆后继，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封建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斗

争精神；反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排除“左”右干扰，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发

展经济，治穷致富，艰苦创业的精神。它是对人民群众，尤其是

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一

育的一部较好的乡土教材。它必将进一步激发年轻一代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的热情，为家乡的美好明天去努力奋斗o

《沙洲县志》上下贯通，左右联络，资料丰富、翔实，地方特

色比较浓郁，时代特点跃然纸上。它在祖国的方志百花苑中增添

了一株新葩，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考证、研究张家港市的自然和社

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客观、辩证的史料o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o”在这项浩大的社会工程

中，全体编纂人员上下同心，默默耕耘，其中艰辛，当可想见。

在此工程完成之时，我们谨代表中共张家港市委员会、张家港市

人民政府衷心感谢全体修志人员，为张家港市办了一件上慰祖宗、

下惠子孙的好事!感谢江苏省、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兄弟县、

市地方志办公室及有关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对<沙洲县志》

编纂工作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愿全市人民团结奋进，把张家港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港口城市，

揭开历史的新一页1

1 9 9 1年9月2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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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反映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
”

二、贯彻以今为主、通合古今的原则，全面记述境内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三、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85年沙洲县行政区划为准。

四、上限力求追溯；下限，大事记、人物传延至1990年底，

其余均至1985年底。

五、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志首列概述、大事记：

中为29个分志，计156章609节，部分章节设有附录：志尾设志余。

六、人物志，生不立传。人传人物以卒年为序。革命烈士、

英模人物、知名人物均人人物录。

七、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为主要表述形式。

反映全县总貌的图、照片集中在志首：反映专业的图、表随文设置。

八、文体均为记叙体o

．九、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党派、政府、官职等，均沿用

当时称呼。解放前的1日纪年，同时夹注公元纪年(民国和民国前同

一年号的纪年，一节之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中国共产党的

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均用

简称。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的界限，以1949年4月22日全境解放为

准。



十、数字书写，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

个单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一、计量单位。长度、面积(亩除外)、体积、重量等均以

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

十二、引用的各种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

缺项的，则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十三、对省属常阴沙农场的内容，以直接归人分志和附在分

志之后两种方式记述。张家港港及港区范围内的中央、省、市所

属有关单位，在交通志中设专章记载，其他分志均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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