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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东渚镇志》终于问世了。这是东渚

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精神文明结出的丰

硕成果，真是可喜可贺。

东渚这块土地，虽不如那些古镇、名镇闻

名于世，却是一块纯洁可爱的宝地。它东接

阳山，西临太湖，气候温和，山清水秀，土地膏

腴，是人勤物阜的鱼米之乡。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全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

发图强，艰苦创业，使东渚焕发出了勃勃生

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全镇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小城

镇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是百业兴旺，日

新月异。山河的胜迹，建设的伟业，先辈的睿

智，今人的丰绩，亟须铭志载史，以鉴古察今，

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编纂《东渚镇志》的工作，前人从未做过，

这是一大憾事。改革开放以来，河清海晏，国

泰民安，迎来了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o 2000

年5月，镇党委、镇政府组建了《东渚镇志》编

纂委员会，抽调人员，全面展开编纂工作。经

编采人员广征博采，辛勤著述，五度寒署，数

易志稿，几番修改，《东渚镇志》终于编纂而

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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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渚镇志

成，成就了东渚文化史上的空前大业。在《东渚镇志》的编纂过程中，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将丰富的史料、古迹，

浓厚的现代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融于一书。它资料翔实，文体简

朴，通俗易懂，是“一方之全书"，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

稽古旨在鉴今，承先为了启后。《东渚镇志》全面反映了东渚的

自然、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兴衰变迁，曲折起伏的历史面貌。重点记

述了东渚人民在革命斗争年代的英勇献身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历

程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治穷致富的艰苦创业精神。

它为全镇各级干部察古知今，熟悉镇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提供了

一部“资治通鉴"；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开展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提供了一本“乡土教材"；为

海内外客商了解东渚的投资环境，正确决策提供了一份“咨询指南

书”。

《东渚镇志》是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在全镇人民的关心支持下，

通过编纂人员辛勤笔耕所结出的硕果。在此，谨向潜心编志的所有

人员、单位和悉心指导的上级领导、倾心审稿的专家、学者致以衷心

的谢意，感谢大家为东渚办了一件上慰祖宗、下惠子孙、裨益当代、遗

泽后世的大好事。

只有对历史深刻的回顾，才能有对未来伟大的前瞻。在新的世

纪里，东渚人民必将谱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篇章，载入新的史册，以

垂范后世，流芳千秋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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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东渚镇委员会书记群爹≥必

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东渚镇人民政府镇长

2006年12月



例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东渚

区域内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鉴于本志为东渚首次编纂的地方志书，时间上限尽量追溯事物发端，下

限至2000年末。由于区划变迁，大事记延至2005年末。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1957年3月建新、长新、东渚、新阳4个小乡合

并为东渚乡后，至2000年末辖区为据。

四、本志采取横排纵述，纵横结合的编纂方法，采用章、节、目3个层次编

写。

五、本志采取志、记、传、录、图、表等表述形式，以志为主。大事记采用编年

体，辅之以纪事本末体。

六、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年份，民国时期沿用民国年

号加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用“年代”所表示时间，

均指20世纪的某个10年。

七、本志对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

“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o

八、本志文中数字，除序数、叙述性数字、惯用语数字和农历、清代以前历史

纪年用汉字表示外，其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九、本志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及地点、机构名称，则照实记载；

有换算值者，用括号注明其换算值。

十、本志所记人物，立传者为本籍和客籍在本地有影响的已故人物。生不

立传，对有业绩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叙而不评”的方法放入杂记中记

述。

十一、本志资料，录用旧史志、档案、图书、报刊、统计资料，部分采自口碑。

数据以统计公布为主，也有采自部门的资料，资料不一一注明出处，必要时在文

后括号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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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渚镇位于苏州城西16公里，处于北纬31 017’～31 020’，东经1200 18 7～

120026’。东隔阳山与浒关相邻，西临太湖与镇湖相通，南与光福、藏书毗邻，北

与通安接壤。苏锡公路自南向北沿阳山经过；望湖公路(230省道)于镇中心纵

贯南北，北接312国道，南通浙江；苏镇公路自西(渚镇公路)向东横越腹地与望

湖路相交，东接苏锡公路。境内河道纵横，浒光运河从南向北穿境而过，南入太

湖北接古运河，交通十分便捷。东渚地处亚热带北缘，属海洋性季风气候，一年

四季分明。受太湖水体调节，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宜农宜

林、宜渔宜牧，是鱼米之乡的人间天堂。总面积37．72平方公里，东西相距9．5

公里，南北宽约5．2公里，以镇政府所在地的中心地带最窄，南北仅宽2．2公里，

全镇版图呈“线板形”。2000年末全镇总人口30408人，非农人口6387人，人口

密度每平方公里806人。辖1个居民委员会，24个行政村，144个自然村。

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建立吴县后，东渚辖区一直属吴县管辖。清雍正年

间，东渚东中部属穹窿乡(阜安里)所辖，西北部为长洲乡(集嘉里，后并入西华

乡)所辖。民国元年(1912)为吴县第三区(驻光福)光福乡西华乡辖地。民国20

年境内设东渚镇、长巷乡、新丰乡、阳山乡，仍属第三区(驻光福)所辖。民国36

年为吴西区所辖。建国初期，境内设新阳、东渚、长新、建新4个乡镇，归吴县木

渎区管辖。1950年3月吴县增设光福区，改由光福区管辖。1956年3月东渚、

长新、建新3小乡合并为东渚乡。1957年3月撤区并乡，新阳乡并入东渚乡，乡

政府驻东渚街铁家弄。1958年撤乡建社，为东渚人民公社o 1983年恢复乡

(镇)、村、组建制。1995年11月撤乡建东渚镇。 ．

东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境内窑墩遗址和宝山遗址出土采集到的石斧、

石锛、夹沙红陶、石器可证，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早已在这里劳动、

生息、繁衍。东渚山清水秀，阳山和其周边小山，素有“吴中普陀”之称。历代名

人栖居、墓葬于此甚多，是历史名人的墓葬群区，具有一定的考古价值。古寺庙、

道院遗迹遍布各山麓，有著名的白龙禅寺、小茅山道院、锦峰山昭明寺；玉屏山十

大胜景遗迹：卧牛峰、读书台、钵盂泉、仙人洞、千步街、洗砚池、积绿园、卧花坡、

千年松、百丈崖；西部诸山与浩瀚碧波的太湖相映，又是一旅游风景亮点。东渚

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明清时代名蜚于世的惠氏经学世家，自惠有声起，四世相

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世人尊称为“三经师”，惠栋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被誉为“东吴经师第一人”；清光绪年间的苏绣艺师俞志勤应召入宫为刺绣女教

习；民国时期有金石篆刻名家孙苦匏、孙小匏父子；现代有苏绣艺坛奇葩姚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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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慧琴姐妹；有著名高级古建工程师薛福鑫、何锡庆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

杏生。

东渚东倚阳山，西濒太湖，境内山丘、平原相间，水甘土肥，物产富饶。农业

自古以来是根本，历代传统种植有水稻、小麦、油菜；养殖以养蚕、养猪、养鱼虾为

主。历史上农田水利失修，作物产量低而不稳。新中国建立后，兴修水利，实行

科学种田，保障了农业稳产高产，是太湖大米的主产地之一。2000年全镇水稻

总产量1063．6万公斤，平均亩产569．1公斤；三麦总产量224万公斤，平均亩产

238公斤；油菜总产量97．5万公斤，平均亩产130公斤。

刺绣、苗猪、采矿(一根绣针、一头猪、一块石头)是东渚农村三大特色产业，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渚刺绣，历史久远，清末有俞志勤，现有姚氏姐妹。妇

女人人会刺绣，家家有绣绷，绣娘近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东渚苗猪量

多质优，远近闻名，“东渚苗猪供应半个国，吃肉要靠人家拨”这句话是东渚农村

饲养苗猪盛况的照写。东渚矿藏丰富，采矿有著名的阳山白泥、小茅山铜矿、阳

抱山长石，以及石英石、假山黄石。除此之外，传统副业还有红木雕刻、仿古铜器

铸品等均有名气。

东渚工业，建国前为小型的私人作坊和家庭手工业。60～70年代，集体工

矿企业逐渐发展壮大，以采矿、农机具生产、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在发展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的同时，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外资

企业陆续落户东渚。90年代，以望湖路为依托，建立南北两个工业开发区。

2000年末，有镇办工业22家，工业总产值2．7760亿元；民营企业40家，总产值

1．3024亿元；外资企业3家，总产值1．4210亿元。

第三产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蓬勃发展。2000年全镇有个体工商户455

户，其中服务性行业125户。农村集市贸易历来兴旺，特别每逢农历初四、十四、

廿四(民间俗称“四上”)更是远近闻名。是日，四乡八邻的客商肩挑手提，车载

船运，云集东渚。就连东北、安徽、浙江等外省的客商也纷纷慕名而来。各种商

品应有尽有，其规模和繁荣程度为苏州地区农村集贸之首。

教育事业：清代吴派经学世家惠氏祖孙三代，潜心钻研经学，授教乡里，开启

教育之源。民国时期有民国学校4所，私立学校4所。新中国建立后，既有全日

制学校，又有农业中学、耕读小学、成人业余学校，形式多样。2000年全镇有初

级中学1所、中心小学1所、完小4所、幼儿园11所、成人教育1所。中、小学入

学率100％，1999年通过江苏省教育现代化乡镇的验收。

卫生事业：建国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和提高。2000年有镇级卫

生院1所，医疗点1处，医务人员76人，床位54张，村级合格卫生室23所。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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