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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造福后代，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o 。

《大市镇志》是大市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书，她系统地反映本地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和现状，《大市镇志》

的编写按“详今略古，纪实求真"的编写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史实，

忠实地反映大市人民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编写分建置区划、地

理环境、农业、水利、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金融、党政群团、民政

劳动、村镇建设、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人物共16篇64章220

节，充分体现了大市境内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

新编《大市镇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门类齐全，既是

一部地情书，又是一部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对于大市镇的领导来说，

认识镇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为当代和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

借鉴，为本地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乡土教材，

对于激励后人，发扬革命传统，热爱家乡，建设家园，振兴大市，都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编《大市镇志》的问世，是大市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成就，是大市广大人民群众值得庆贺的喜事，它反映全镇人民用勤

劳和智慧建设大市，着重反映大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尤其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全镇

经济飞速发展，市镇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日益提高，正成为一个

现代化新型的开放城镇和旅游城镇，可谓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

《大市镇志》于1998年12月开始编纂，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经过全体编纂人员2年多的辛勤耕耘，广征博

采，反复修改，通过昆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审定，才正式出版。

值此《大市镇志》付梓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大市镇党委、政府对上级

编志部门和在《大市镇志》编纂过程中，为本书给予支持和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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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领导、专家学者们及本镇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我们希望《大市镇志》的问世，能启迪我们懂得过去，了解现在，

热爱大市，共同奋斗，满怀豪情地把大市建设得更加文明昌盛，也期

望以《大市镇志》为媒介，使外界了解大市，真诚地欢迎海内外各界朋

友光临大市，促进大市的经济腾飞，用我们的双手谱写大市更新更美

的历史新篇章。

中共昆山市大市镇委员会书记顾志中

昆山市大市镇人民政府镇长 张大妹

2000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详今略古，详异略同为原则，时间跨越，上限不限，以史载主要事件作适当追

溯，下限至公元1999年底。大事记延伸至2000年8月。

二、本志采取横排门类，纵记史实，以事归类为主的编写方法。采用记叙文，体裁有记、

志、传、图、表、录等。以文为主，附以数字表格，照片置于序前。

三、本志资料取自《康熙昆山县志》、《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淞南志》、《甫里志》，以及

《昆山县志》、《昆山县组织史》、《昆山革命史料选辑》、《昆山文史》，昆山各种专业志等当代资

料。并参阅部分解放前的“昆山旦报”，以及各部门、各村提供的文字资料。数据和老一辈回

忆的口碑资料，经核实后予以录用。志书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四、本志中地理名称、官员职称等均系当时习惯称谓，必要时加以今名。对多次应用的

组织、会议等名称，在各篇章中有首次出现时用全名，其后则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简称

“中共”，“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等。

五、本志所记“大市地区”或“本地区”均指今大市镇所辖范围。本志所述解放前后，以

1949年5月14日大市解放日为界，建国前后，以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为

界。

六、本志历史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取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并在其后括号

内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的年月日为农历，用汉字书写。民国以后的年月日为公历，以阿

拉伯数字书写。

七、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情况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中。本志各项统计数字，

一般以昆山县(市)统计局资料为准。除保留古志中少量市制计量外，一律使用公制计量。

八、本志按通例不为生人立传，人志人物以本地已故著名人士、革命烈士为主，并以卒

年为序。对健在的知名人士、先进人物、获苏州市级以上(包括苏州市级)的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和旅外人士、出国留学生以生年为序作简短介绍或只列名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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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市镇位于昆山市正南腹地，距市中心约19千米，地理座标为北纬30014’，东经1200

56’，南北公路贯穿境内。东与千灯镇、淀山湖镇接壤，南和西南隔杨氏田湖、白莲湖与锦溪

镇相望，西与南港镇以大直港为界，并隔金山港与吴县市角直镇呼应，北跨双洋潭，西北隔南

塘港与张浦镇、南港镇为邻。 ；‘

．·

镇区南北最长处为7．5千米，东西最宽处6千米，整个境域成“金鱼状”，总面积为36．15

平方千米，陆地面积为43 342．8亩，约占79．93％，水面为10 882．2亩。陆地中耕地面积为

26 783．4亩，平均地面高程为3．4米(以吴淞口海面为准)，最高程为4．7米，最低程为2．1

米。气温湿润温和，全年无霜期约230天。年平均温度为15℃以上。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日照充足，土地肥沃，水产资源丰富。 ，·

大市镇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人在此生活，由境内出土的商、周时期陶器文物

等可证。历史上今大市曾称作“大墅”和“大慈”，境内江、河、湖、港纵横，娄、潭、港、湾密布，

有大小湖荡6个，大小河流117条，将全镇分割成180多块平原圩岛，面积小到三四亩，大至

一二百亩，是典型的江南水网地区，呈现“夜闻流水声，开门就见河”的江南水乡之地，形成

“依水成街，傍水成村，环水成镇”的奇特格局。

全镇人口至1999年为16 109人，总户数5 031户，其中农业人口14 762人，农村劳动力

8 685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455人，人均占地2．74亩，农村人均耕地为1．83亩。人民

勤劳，民风淳朴。 一 一’

大市水陆交通方便，水路由吴淞江直通上海港，由吴淞江或澄湖直抵苏州，经大直港越

吴淞江由小虞浦直达昆山，陆路沿昆南公路北上昆山，南下锦溪、周庄、经机场路东至上海，

西到苏州，或由沪宁高速公路可直通上海、苏州等地。程控电话与昆山联网，可直通国内外

各地，信息传递便捷。

全镇现有19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191个村民小组，1个居民委员会，3个居民小组。．

今大市所辖各村在1962年前曾先后归辖于张浦、陈墓(今锦溪)、千灯。1962年3月成

立大慈人民公社，1966年4月改为“大市公社”，1983年8月改为“大市乡”，1990年11月改为

“大市镇”。1998年5月获江苏省文明卫生城镇称号。

2000年8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大市镇撤消并人张浦镇，原所辖

各村归于张浦镇管辖。原大市镇区成立大市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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