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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枫桥镇志》历经五个春秋的

编纂，终于问世了，这是枫桥镇4万人

民历史上又一件喜事，也是全镇精神

文明建设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枫桥镇地处苏州西部，面水靠山，

她伴随苏州古城跨越了2500年的历

史。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历代人文

遗存众多，真可谓人杰地灵，人文荟

萃，素以江南名镇著称。新中国建立

后，枫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艰苦创业，发奋图强，古镇枫桥焕发了

青春与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枫桥镇划归苏州高新区后，在苏州高

新区开发建设的推动下，枫桥的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和社会

各项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抚今追

昔，枫桥经历了各个领域的兴衰变迁，



枫桥镇志

有多少干部群众为枫桥的发展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各条战线涌现

出无数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自80年代中期开始，历届党委和

政府都有修纂枫桥地方志的良好愿望，让勤劳智慧的枫桥人民所

创造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经验传之后世，让各类英才和杰出人物名

垂史册，都曾选调人员菟集资料。如今，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实现

了o

《枫桥镇志》这部乡镇一级的地方志内容广泛，包括建置区

划、自然环境、人口、农业、工业、商业、土地、房产、建筑业、电力、

交通、邮电、政党、政权、群团、司法、治安、军事、民政、教育、科技、

卫生、体育、文化艺术、胜迹、文物、人物、宗教、民俗等17个大类。

时间跨度上限至商、周，下限至公元2000年，全书共分17卷，100

节，70余万字。编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

史实为依据，以年代为索引，力求将丰富的历史内涵，浓厚的时代

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科学价值融于一体，资料翔实，归

属得当，结构严谨，文风简朴，给枫桥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为苏州的地方志乘园地增添了一朵绚丽的山花。

以史为鉴，学史明理，首部新编《枫桥镇志》全面反映了枫桥

的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的历史面貌，重点记述了革命战争年代

枫桥人民为求翻身解放，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精神；在社会主义

建设历程中，艰苦奋斗，建设家园，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率先建设

四个现代化的创业精神。不仅能为各级干部通晓古今、熟悉乡

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提供一部“资治通鉴”，而且还为广大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革命传统教育提

供一本生动的“乡土教材"，真正起到了资治、教化、存史、致用的



序

作用o

2004年6月，枫桥已经撤镇建街道，枫桥人民在高新区北扩

西进、二次创业浪潮的推动下，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加快经济发展

和开发建设的步伐，在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必将谱写出更加

绚丽多彩的篇章，载入新的史册。

中共枫桥街道党工委书记

2005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事求是记述枫桥地域内自

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按照详今明古的原则，对需要记述的内容尽力上溯，下限迄于2000年

底。大事记记载至2004年6月底o

三、所记地域以今枫桥镇辖区为主，对边界及其历史文化亦作必要的记述。

四、建国前的枫桥镇指以枫桥集镇为中心的建置镇。建国后的枫桥镇不包

括枫桥集镇，为区别枫桥建置镇地域和枫桥集镇，志中凡出现“枫桥镇”字样，均

指枫桥建置镇地域，单个枫桥镇以集镇冠明o
’

五、采取横排门类、纵记史实、纵横结合的编纂方法，分卷、节、目、子目等层

次。

六、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以专志为主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七、资料来自地方历史文献、档案及口碑资料，经核实整理后编人，根据需

要注明出处。数据源于有关部门及档案，因历年统计报表简繁有别，统计范围时

间变化，区域也有变动，故个别数字截止年月不同，必要时注明情况。

八、人物记述以本籍已故人物为主，流寓和终于枫桥有一定影响者，酌情收

录，排列以卒年为序。在世人物不立传，有业绩的以“以事系人”的方法散见于

有关卷、节、目中。

九、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寺÷庙、庵、观、坊表、第宅、景点、古迹、桥梁、古墓等，

一般详述现今尚存的，已废和残存者，择其主要的作简介，以备参考。

十、年代表述，解放前(指1949年4月26日镇境解放之日为界)用朝代帝

王年号和民国年份表述，后用括号标明相应的公元纪年，清代前的月份均指农

历，民国后的月份均指公历，解放后均用公历纪年；用年代所表时间，除标明者

外，一般指20世纪。“建国前”和“建国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为界。行文中“今”、“现今”指2000年。

十一、志文中所述名称，在各卷、节中第一次出现为全称，以后用简称。图、

表序号以卷为单位排列。

． 十二、志书中的历史地名、机构称谓及计量单位均按当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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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公元前6000年，枫桥镇就有人类生产、生活、居住。枫桥之名源于枫桥集镇

的兴盛。

枫桥集镇是隋大业六年(610)开凿江南大运河后逐步形成的。唐天宝十二

年(753)中进士的张继乘船途经苏州寒山寺，题下《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

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o”枫桥由此名扬四海。

枫桥集镇位于苏州阊门外3．5公里，地处水陆要冲，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

车所从出，是苏州城西的重要门户。唐中期开始，枫桥集镇成了舟船停泊、商贾

云集之地，米豆、丝绸、布匹、茶叶、竹木从这里运往四面八方，市面极为繁荣，官

府还派官员在这里检查南往北来的船只，并设有标准粮斗(俗称“枫斛”)，时有

“探听枫桥价，买物不上当”之说。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枫桥集镇成为

苏南著名的米豆集散地，河中“舳舻衔尾”，岸上“货物如山”，至清咸丰十年

(1860)毁于兵燹，商业经济前后繁荣了1100余年。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

了抗击倭寇的侵扰，巡按御史尚维持建敌楼(铁铃关)，枫桥集镇又成为军事扼

守的险要之地，自此清至民国就有军队常驻。

枫桥之名的盛传，带来了地方建置的命名。自民国20年(1931)到建国后的

1957年12月(除民国26年至29年的4年时间)，就有包括枫桥集镇在内的枫桥

乡、枫桥镇建置，还有1950年3月至1956年2月的枫桥区建置。

1957年12月后建置的枫桥乡、枫桥公社、枫桥镇一直沿用枫桥之名，是枫桥

集镇以西的一大片农村区域。这片区域经1958年7月、1960年7月、1988年7

月、1993年3月先后4次划出枫桥集镇和6个大队(村)，其面积范围从开始的

41．86平方公里降至34．69平方公里，现今的四至是：东与枫桥集镇、苏州郊区虎

丘镇隔运河相望，并紧邻狮山街道曙光村；西以山脉与吴县市藏书镇的篁村村和

浒关镇的红旗、石羊村为界；南与苏州新区狮山街道的何山、徐河、金庄、典桥，木

渎镇的金山等村相邻；北与浒关镇的阳东、五图及浒关新区接壤。辖24个行政

村、2个居委会、1个场圃；境内有3个小镇，各种企事业单位210余个，63000余

人口(其中枫桥镇籍40197人，余下为流动人口)。工农业生产总值240143万

元，其中工业产值196570万元，占总产值81．86％o

枫桥镇自然环境优越。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东南、北部为

平原，面积达24．32平方公里；西部为低山丘陵，面积达7．32平方公里；境内河

道密布，水域面积达2．03平方公里，是江南鱼米之乡的组成部分。

枫桥镇交通便捷：境内枫金、枫津、马运、前桥4条东西向干河注入镇东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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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河枫桥段，并通过它们把需要水运的货物送往迎来，在陆上交通欠发达的

70年代前，水运十分繁E。80年代，尤其是划归苏州新区管辖后，陆上公路建设

突飞猛进，南北向的滨河路、塔园路、长江路、珠江路、金枫路、开山路、联港路、朝

红路、建林路贯穿全境；东西向的何山路、华山路、马运路、鹿山路、泰山路横跨境

内，九纵五横的宽阔公路紧连苏州市内外所有公路及省道、国道；通过它们用20

分钟可达沪宁铁路苏州火车站，用40分钟可达光福机场，用1．5小时可达上海

虹桥机场。

1957年12月建置的枫桥乡(公社、镇)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各阶段的治理

方针，其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阶段性的深刻变化。

在90年代前以农业生产为主，兼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3万余亩

的耕地上主要生产粮食——水稻和三麦。在1963--1990年的28年中，共生产

稻谷80759．4万斤，三麦21711．2万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2569万斤，平均每

年为806万斤。最多为1974年，提供1607万斤；最少为1989年，提供270万斤。

尤其在70年代，枫桥公社以农业生产先进而闻名全国，期间种植双季稻，产量比

单季稻高，出米率和米质比单季稻差，劳动强度和成本比单季稻大，从经济效益

角度看，不十分划算，但它增加了市场上粮食的供应，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另外在种植双季稻的过程中产生的精耕细作、艰苦奋斗、科技创新精神，不但是

推动生产前进的动力，也是国家兴旺所必需提倡的。

在主产粮食的同时，还辅以发展林、牧、副、渔，林木花果生产，主要是沿山各

村。1981--1990年，境内花木收入达1703．53万元，年均170余万元。果品生产

主要由1977年在建林龙池建立的果林场生产，有桃子、桔子、梅子和其他杂果。

1978--1990年，果林场共产桃子13284担，桔子959担，梅子528担。饲养业主

要是养蚕、养猪。养蚕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就是境内农民的传统副业，种桑、养蚕、

产茧是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渠道。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后，以队为基础的集

体继续养蚕，1963--1982年，共产蚕茧10738担，平均每年536担，最多为1969

年1023担，最少为1978年仅121担。养猪是境内农民饲养家禽家畜的首选品

种，俗话说：“养猪勿赚钱，肥了一块田。”建国前后基本上家家都养o 1963m1990

年，境内累计养猪1083430头，平均每年饲养38694头，最多为1979年62014头，

最少为1963年14404头；出售生猪为390210头，平均每年13936头，最多为

1980年33017头，最少为1985年2420头，此外还有牛、羊、兔、鸡、鸭、鹅、水产、

蔬菜等各类农副产品产出o

1956年至1982年10月，枫桥在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历程中(也包括期间农村

人员的各类生产及工作)，改变千百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劳动生产方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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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把4万左右人口，分成300左右个生产队，主要生产资料、生产工具集体所

有，以队为单位集体劳动，劳动报酬采取预记工分，年终兑现”的生产方式，在人

类生产方式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可谓是一种历史创举，也是对“消除人群贫富分

化，实现共同富裕”理想的一种实践探索o

1983年开始，境内农业已逐步退居为第二产业，90年代中期，尤其是划归新

区管辖后，发展工业是境内的主业。2000年境内已没有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农

业生产成为枫桥镇的历史o

枫桥工业素有“石炮一响、黄金万两，竹头一响、眼目清亮”之说。境内西部

山区有丰富的建筑材料——花岗石，其采掘工业起源于清咸丰年间，至2000年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禁止，有150年的采石历史。在60年代前由于开采工具

落后并是数家私人经营，开采速度极慢，大规模开采是在60年代末到90年代

末，历30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主席纪念堂、上海万国公

园、南京长江大桥及江南地区较大的建筑一般都有枫桥花岗石的镶嵌。境内东

部各村有竹头加工制造业，从4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中期，历经35年，其鼎盛

期为70年代，竹壳产品旺销于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吉林、辽宁、黑龙江及北

京、上海、哈尔滨、长春、济南、苏州、蚌埠，占全国所需竹壳市场的3／4。80年代

开始，由于塑料工业崛起，竹壳才被塑壳所替代。

1956年前，现今枫桥区域的其他工业有食品、竹木及以铁为主的金属加工

工业，这些企业集中在西津桥、马涧、向街三个小镇上，其共同特点是规模小，加

工设备简陋，并且是私家经营的手工作坊。在广大农村，还有妇女刺绣业o

1956--1962年，乡、公社兴办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尤其在“大跃进”运动的

推动下，先后办起了钢铁厂、石料厂、农具厂、机械厂、竹制品厂、服装厂、营造厂、

化肥厂等企业。当时缺乏办工业的知识、经验和技术设备，光凭敢想、敢说、敢做

的精神，除地方传统工业外，是难以做出高质量产品的o 1962年春贯彻《农村人

民公社(六十条)》后，社办工业基本停止o

1969--1987年，是境内着力创办乡镇集体所有制工业的阶段o 1982年前严

格执行“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方针，其工业发展规模始终受种粮耕地使用

的严格限制。期间基本上只有社(镇)办工业，在1969--1982年的14年时间里，

社办工业上缴国家税收1158万元，平均每年82．71万元；纯利润2057万元，平

均每年为146．93万元，1975--1982年平均产值销售率96．32％，产值利税率

18．44％，资产利税率46．34％，并且是无贷款债务的经营。这些情况证明：这阶

段的工业是在健康的稳扎稳打的道路上发展。这阶段，主要企业和产品有：石料

厂和工艺美术厂生产的各类花岗石建筑材料和石雕工艺品；竹柳制品厂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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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壳；农机厂生产的农机具和电扇；水泥厂生产的水泥及多孔板等水泥制品；砖

瓦厂生产的机制砖瓦；丝织厂生产的丝绸布料；电镀厂生产的镀锌、镀铬、镀镍制

品；钢丝绳厂生产的钢丝绳，特种保温材料厂生产的硅酸铝棉、板、管、砖；第六服

装厂生产的服装。从这些产品看，境内工业项目已跳出传统框架，步入制造业和

化工业。1983--1987年，是境内镇村工业发展的高潮期。在改革开放、发展商

品经济方针的指引下，地方政府对发展乡村工业所需土地有所放宽，1983年，乡

政府解除村不办工业企业的禁令，村办工业由此迅速发展，形成建材、纺织、机

电、化医、轻工、冶炼、电子、工艺美术、食品等工业体系，期间出现如镇办辐射厂

利用高科技生产的企业。1987年，镇、村企业发展到227家(其中镇办28家，村

办199家)；年末职工人数达19485人(其中镇办8295人，村办11190人)，全年

工资总2888万元(其中镇办1295万元，村办1593万元)o在这5年中，上缴国

家税收1699万元，平均每年339．8万元；纯利润1859万元，平均每年371．8万

元。这5年的产值销售率平均90．73％，产值利税率平均为7．96％，资产利润率

为12．98％o

1988--1996年是境内镇村集体所有制工业从高潮走向转制时期o 9年中，

上缴国家税金16795万元，平均每年1866．1万元，利润25720万元，平均每年

2857．8万元，1988、1989、1990连续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在苏州市乡镇中名列第

三位；1991年枫桥镇综合经济实力位列全省乡镇第七。但由于固定资产投入及

生产流动资金主要靠银行贷款支撑，加上集体经营的体制以及不利于集体企业

生存的社会思潮影响，所以经营实际效益呈萎缩状态，9年中产值销售率平均为

82．07％，产值利税率平均为4．57％，资产利税率10．90％，比1975--1982年分别

低14．25％、13．87％、35．44％，比1983--1987年分别低7．66％、3．39％、2．08％。

1996年国家收缩银根、制止通货膨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调控措施落到

实处时，境内部分企业难以继续经营，少数关闭，部分到了必须全面改制的地步，

是年192个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的10家，股份制的133家，民营的15家，占

总企业数的82．3％，以后部分股份制企业又逐渐变为民营企业。到2000年底，

仅有7个仍属镇村办集体企业，并由镇村委派法人代表承包。部分集体经营时

的银行贷款成为无法偿还的呆滞贷款。

枫桥镇工业经济在镇村集体制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由个人经营

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和民营工业企业替而代之。1994年6月划归苏州新区管辖

后，新区以出租、转让土地，引进外资见长，到2000年镇辖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

记的55家，年产值89155万元，占境内工业总产值45．4％；销售收入86010万

元，占境内工业销售收入的44．85％；上缴国家税收3293万元，占境内工业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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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48．6％。此外还有规模较大的外商独资企业17家(因其由新区直接管理，

故无有关统计数)o民营企业注册登记的111家，其销售收入为24478万元，占

境内工业销售收入的12．48％；上缴国家税金701万元，占境内工业上缴税收的

10．35％o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还在与日俱增，不断有新企业到境内安家落

户，生根开花。

枫桥镇西部山区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天平山、支硎山、花

山有奇特的自然山石，有茂密葱郁的林木，有甘纯清甜的泉流，有清澈见底的湖

水，有名闻江南的千年古刹，有风格各异的亭台楼阁，有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

游览观光时留下的传奇足迹和众多诗篇。这些资源从晋代开始，经1700年的积

累，形成一种文化形态。1986年被国家太湖风景区、木渎风景区列为景点予以

保护，今天在苏州新区的规划建设下，正在焕发新的活力，成为新的旅游景点o

．枫桥镇东部为平原，在90年代前是粮食的主产区，春季麦苗青，夏季菜花

黄，秋季稻谷香，加上星罗棋布的村庄，一片美好的田园风光。如今南北、东西规

格化公路贯穿其中，部分路旁及空间有建筑风格各异的厂房、民居、商店，一派现

代化城市气象。

平原东边的西津桥镇是全镇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名源于枫桥集镇，东边

两个渡口称上津、下津，西边一个渡口称西津。由于西津桥镇在1956年2月前

为县、区、乡分治，距繁华的枫桥集镇西2公里，规模始终是一个占地0．12平方

公里的乡村小镇，分布在两河岸的街面狭小到“街心置桌可对弈，楼头饮酒可碰

杯”的程度。经70-80年代改造，原部分狭小街面得到拓宽，并在河北老街北

20米建枫津大街，在河南老街南400米建何山街，镇面积发展O．7平方公里o 90

年代末，西津桥老街彻底改造，旧街旧房基本拆除，部分成为镇中花木园圃，西津

桥老街影踪基本湮没，占地面积扩展3．1平方公里，其商店门面集中在枫津大街

光明桥至都带桥以及何山路、长江路以东段。其他路段以居民聚住的小区为主。

登上何山之巅，北望西津桥住宅如林，东望市区繁华似锦，南望新区大厦耸云，西

望山峦景色壮观。西津桥镇已与苏州老城区和苏州新城区连成一片，成为苏州

市区的一部分。

2000年，枫桥镇平原地区，唯有西北方1万余亩土地还有一簇簇的自然村

落，依稀可见田园风光的踪影，她正在等待苏州新区新一轮的开发建设。

枫桥镇现有影剧院、广播电视站、书场、棋牌室、乒乓室、舞厅、电子游戏房、

公园等娱乐设施。收看有线电视是群众主要的业余文化生活，全镇运用光缆传

输联网，开通30个频道，除西部未拆迁的老村庄外，所有住宅新村、住宅小区全

部开通，已入住5500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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