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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和开拓奉献精神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教育全市人民特别是青

少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进一步发扬爱祖国、爱科学、爱家乡、爱 一

岗位的传统美德的生动教材，必将为家乡人民与常州游子之间架

起一座沟通联系、增进友谊、建设家乡、共刨辉煌的桥梁，激励我们

为振兴中华、爱我家乡、建设常州作新的贡献．因此，‘天南地北常

州人>的编辑出版很有意义，值得庆贺．‘ 。
．

’

’：这次出版发行的《天南地北常州人>一书，虽然只收录和介绍

了数以万计旅居外地常州人中1188人的主要业绩，但通览全书，

．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如今我们常州依然人文荟萃，英杰辈出，群星 ‘．

璀璨．他们当中既有国家和部，省、市、县的领导，又有人民解放军

军师团的军官；既有。两院’’院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或科学教育、工
’

‘

程技术、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医卫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又有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或业绩卓著的私营业主和海外爱国

实业家⋯⋯正是他们在天南海北勤奋工作，顽强拼搏，为振兴中华

奉献全部热情和聪明才智，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家乡争得了光

彩。他们是常州儿女的杰出代表，家乡的人民为有这么多优秀儿女

而感到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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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天下慈母总是惦念着旅居外地的

儿女，常州游子也总是心系家乡，眷恋家乡，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和

发展．值此‘天南地北常州人)一书正式出版之际，我们高兴地告慰7

时刻惦念着家乡发展变化的亲朋好友，改革开放以来，常州的经济

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都

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20年来，常闸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8％，
。

到1997年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700美元，被列为全国城
。 市综合实力五十强和投资环境四十优城市之一。并成为全国有影

响的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开始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过去．

的岁月里，常州人民曾经创造过许多辉煌，也曾经经历过一些挫

折．面对未来的召唤和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常州人民把机遇看作希

， 望，把困难当作挑战，众志成城，开拓实干，正在加快实施“以港兴一
． 市，连江通海，三区一线，再造常州”的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常州过

去的发展，常州今天的振兴，常州明天的繁荣，都离不开改革开放，，
’

。都离不开天南地北常州人的共同努力．家乡的每一点变化，每一点

，／ 成就，都凝聚着天南地北常州人的心血和汗水．家乡人民永远感谢

么‘刁你们．、 √．’ _：。一．I；：!。一。_：，r
／I．。o·。振兴中华，爱我家乡，建设常州”，这是时代的要求，是所有常

。∥ 州人共同的心声和愿望．常州是天南地北常州人的故里，家乡有你

们祖辈的遗迹，有你们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足印，有你们的亲
＼ 朋好友．家乡的人民热诚欢迎你们随时回家乡探亲、观光，并由衷

_祝愿你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同：

时也殷切希望我们进一步携起手来，为常州的繁荣做出新的努力，

共同创造常州美好的明天．： 。_j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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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问市，江苏省省辖市，简称常．位于北纬31。09’～32。o∥，东·，

经119。08’"-'120。12’，长江三角洲西部，江苏省东南部．东濒太湖，

与上海、苏州、无锡相邻，西与南京、镇江接壤，南与安徽交界，北襟

+长江．， ‘．!。i?‘’，j： ：”-‘i：’?’：：j。：i，t．j：． ’一．
“

i??常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文字记载历
‘

史的古城。常州古名延陵，系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札韵封

邑．秦置县．西晋以后，向为郡：州、路、府治，曾有过延陵、毗陵、毗．．

坛、晋陵、长春、尝州、武进等名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始有

。。常州”之称。此后至宋称。州”，元称。路斗，明、清称。府。，均有辖县．

清雍正四年(1726年)起．常州府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

。荆溪、江阴、靖江等八县，被誉为“八邑名都”‘1912年废常州府．

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城乡分别建立常州市和武进县．解．．

。放初，常州专署辖常：lff市和无锡、江阴、武进、宜兴、溧阳、金坛六7‘

县；1953年1月常州市定为省辖市，1958年7月，镇江专区迁常’

’．闸，改称常州专区，常州属之；1962年6月，常州市又改为省辖市≯ 。

～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体制，除辖广化、钟楼、天宁、郊区、戚墅堰

五区外(广化区于1986年12月撤销)，增管武进、金坛、溧阳三县

(溧阳、金坛、武进三县分别于i990年8月、1993年11月、1995年

6月撤县设市，实行计划单列，仍由常州市管理)．1997年，全市土

地总面积4375平方公里，人El 339．23万人，国内生产总值 。

470．11亿元，财政总收入40．18亿元．‘常州是国家批准率先对外

开放的。金三角。地区，也是实施沿江开放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

1991年，常州市区进入了首批。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投资 ．

硬环境40优”的行列；武进、金坛、溧阳三个辖市全部跨入农村综 。

合经济百强县的行列．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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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境内水网纵横交织，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

紊有。鱼米之乡”之称．常_：}}【远在五六千年前，即有原始居民种植粮

食，从事渔猎活动。宋时，太湖流域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居全国之首，

常州成为粮食的主要产地和集散地之一．陆游在《常州奔牛闸记>

。，中称“苏常熟，天下足”．元、明时更引种棉花、桑、麻、大豆等经济作

物，农、副业生产及家庭手工业发展较快．清康熙年间组织2万民

工浚大运河，修芙蓉圩，环通城内外河道，促进农业发展。常州成为

清朝财税来源的主要地区之一，时称。江南财税甲天下，苏松常镇

课额尤冠于江南”．现在，常州全市共有耕地336；9万亩。1997年

全市完成农业增加值413．6亿元，粮食产量170．77万吨，创13年

来的最高水平；夏粮单产280．5公斤，秋粮单产567．5公斤．其中

水稻单产587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保持全省领先位置．多种经

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75％，农民多种经营收入人均1200元，

蚕茧产量5137吨，茶叶产量2717吨，水产品产量lo．1万吨，生猪

饲养量158．1万头，家禽饲养量1881万羽．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

、787．99亿元．其中农业收入40．9亿元，林业收入1．4亿元，牧业

‘收入23．2亿元，渔业收入14亿元，工业收入607．3亿元，建筑业

、 收入47．5亿元，商、饮、服等三产收入54．5亿元。农村经济净收入

150．9亿元．全市农副业产值超亿元的乡镇达19个，种粮大户和

各类农场54100多个，各种专业村近500个，溧阳市被列为全省首

家国家级丘陵山区综合开发示范县。V、。，： -。 。1j．

-．“常州工业源远流长．‘东晋末期已有漆雕图案梳篦等家庭手工

业出现。隋代“敕穿江南河”给常州手工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自然

条件。唐代以织造为主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天宝年间，常州的绸、

绢、红紫绵布等已属贡品，丝麻织物“透额罗”名闻全国，有“新妆巧

样画双娥，慢裹常州透额罗”等诗句流传}制

达，常州是全国15个造纸中心之一．宋代常

船场、杂造局、药局、织造局等，民间家庭手

一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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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曾名极一时，常州与苏州、杭州、湖州、松江并称为江南五大丝

织产地．到明代，土布业和铜器冶铸业较为发达i清代。官梳名

篦”和“本色斜纹布”都曾荣获国际博览会金奖．清末民初，近代工

业得到较快发展，形成了纺织、机械、食品、电力等行业．至解放前

夕，市区工业已发展到棉纺、棉织、印染、电气、机械、碾米、油饼、面

粉等十多个行业，有大小工厂、工场、作坊474家，职工2．9万人，

民族工业有了·定基础．解放后，常州工业有了迅猛的发展．60年

代探索按。一条龙”专业化协作原则组织生产，提高了企业管理水

平和组织程度；80年代创造以名、优、新产品为中心，组成跨城乡、

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群体，优化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

构，全市主要产品质量稳定提高，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大．改革开放

以来，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名品迭出，成果辉煌。一是总量

迅速扩大．继198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后，

1997年达999．06亿元．现在每半天的产值就相当予解放初期一

年的产值总和．二是实力不断壮大．至1997年末，全市拥有乡及

乡以上工业企业3140家，固定资产原值310亿元；职工52．74万

人}全市年销售收入超10亿元的企业有4家，实现年利税超5000

万元的企业超lo家，共有企业集团170多家，其中省级企业集团

40多家，常柴集团成为江苏省政府重点扶持的省级大集团．三是

产品日益丰富．主要产品品种由解放初期的8种发展到800多个

大类4000多个品种．四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1979"-'1985年，全

市共有180个企业的327只产品获510枚奖牌，其中荷花灯舞牌

杂色灯芯绒、$195柴油机、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水月牌杂色卡

其等金牌产品6只，银牌46只，金杯奖1只，银杯奖1只，部优164

只，省优292只．至1997'年，全市有78只产品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位居全国同行业前5名，1997年有58只产品评为江苏省名牌产

品．全市国有企业主要效益指标名列全省前三位．常州已成为具

有相当规模和基础的现代工业城市．．，。． 一．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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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的乡镇企业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改革开放

以来，在。为城市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农业服务一的思想指导下．

乡镇工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增长，成为全市工业经济中不可分割

且占有相当份额的重要部分，并与苏：}ff、无锡等城市一起创造出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发展的新模式——Ⅳ苏南模式一．至1997年

末，全市有大中型乡镇企业167家}有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13家，

省级企业集团14家，辖市企业集团63家；有37只名优产品．1997

‘年全市乡镇企业完成销售额525．1亿元，实现利税31．8亿元，实

现利润9．7亿元。’ ，

7

．， 。’ ’'

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促使商品经济从自然经济中脱颖而出，商

品交换量成百倍地增加。隋大业年间大运河开通后，常州即成为南

北粮运集散中心和著名的米市之一．唐代，常州城内巳形成固定的
‘

市肆和店铺，城郊有定期的集市贸易。明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常

--州成为当时全国33个较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商业资本开始萌芽．
‘

进入清代以后，常州的贸易和市场日趋发达，梳篦驰名南北，外销

南洋各地，豆业首创。明盘”交易，广泛吸引了大连等地客商，适台

于放木的水质使江西、两广的木材在常州集散，各路客商云集又使

常州的钱、典两业兴旺发达，成为有名的。放帐码头一．抗日战争以

前，常州除巳形成豆、木、钱、典四大主要行业外，酒酱、糟坊亦遍及
'+

城乡，京广洋货逐步兴起，茧行开始发展，并形成各类集市区．解放

．后，常州商业揭开新的一页．50年代初期成立了百货、纱布、粮食、

土产、煤建等五大国营公司，农村建立供销合作社。近年来，在改革

开放政策指引下，常州的商品流通和市场建设进入了最快最好的

发展时期，建成购物中心、新世纪商城、常州商厦、常州大酒店、江

南春宾馆等商业旅游服务设施．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1990

年以来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1997年达167．95亿元．至1997

年底，全市共有各类市场375个．其中消费品市场317个，生产资

料市场44个，生产要素市场14个，全市市场成交额210亿元f超

—-一4·-一



，

。

． 、
，

亿元市场39个，其中苏浙皖边界市场年成交额超30亿元，凌家塘

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武进湖塘针纺织品市场、长江自由贸易中心三

个市场年成交额均超10亿元．一个与国内外大市场相衔接，与本

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由多层次，多门类市场组成的区域市场体系

基本形成．≯ j。： ，

∥’!^r
．

。。．

·

‘ 在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常州市坚持把改革、开

- 放、发展、稳定。四位一体”作为各项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拉开了，

依托区位优势、以开放开发为龙头、实现经济新发展的大框架，为

90年代中后期常州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具体工作中，始终把

改革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抓住1982年4月国务院批准

常州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并批准了‘常州市经济体

制综合改革初步规划》和经济管理机构等九个单项改革方案的契 ．’

机，围绕搞活企业，积极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市场经济新

体制新机制．在开放方面，坚持把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作为 一^
‘， 重点，1993'-'1997年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8．3亿美元，其中 。

’

1997年为5．7亿美元f把开发区作为常娴经济发展最有希望的新

生长点和对外开放最重要的载体，先后成立国家级常jHI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溧阳昆仑开发区等七个省级开发区I加快引进大项

目、大公司、大集团，1993",'1997年中新批1000万美元以上的合 ．

，
、 资项目有146个，日本东芝、韩国现代等近50个国际大财团、大公

司在常州投资．至1997年末，实有外商投资企业1504户#实际利 ，

：用外资占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的38％，占工业技改投入的 ，

76％．在外贸方面，早在1980年，常州就成为全省、全国出口商品 ．

生产供货基地．外贸收购以年均21％的速度增长，对常．：蚪f地区经

’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受到国务院嘉奖，成为 一’·‘

全国中小城市外贸战线的排头兵．1992年常州市实行全面自营出

El以来，外贸企业、三资企业、自营出口生产企业三路出口大军齐’

上，推动了全市的对外贸易．1997年，全市完成自蕾出口总值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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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机电产品出口比例保持在40％左右，居全省前列f出口百

万美元以上商品达64只，出口国别和地区扩展到108个．对外经

济技术合作迅速发展，新加坡组屋工程等建筑工程项目和新加坡

内燃机车、巴西轧钢酸洗线项目的顺利推进，标志着全市对外经济

合作巳向更高层次发展；作为我国政府经援改革试点的坦桑尼亚

坦中友谊纺织有限公司1997年正式开业，在本市专家组成员的努

力下，成为坦桑尼亚国内第二大纳税户，李鹏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给

项目题词并予以肯定。经外经贸部批准，国家将非洲10个投资贸

+易开发中心之一的坦桑尼亚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中心交由常州实

施。1997年新签外经合同额7150万美元，完成外经营业额6800

万美元，在外人数2000人，境外投资企业累计84家，外经合作区

域扩展到47个国家和地区．，97常州国际中小企业商品博览会是

常州市历史上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性商品博览会，在贸易洽谈、招商

引资、外经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

．

t 常州历史上就是。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枢纽．

尤其是隋大业年间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横贯市区，南北交通随之大

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通车，东西往来更为

便捷．新中国成立后，常州对城市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建设比较

重视，特别是从1979年起，每年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有较大幅度

的增加．随着1986年3月常州民用航空站建成通航、1996年9月

沪宁高速公路常州段建成通车、1997年12月常州港万吨级码头

建成，常州已形成了“铁、公、水、港、空”齐全的综合交通网络．在邮

电通信方面，至1997年末，全市有邮电局、所225个，电话交换机

总容量80万门，住宅电话用户32万户，。电话村”300个，每百人

拥有电话22．3部11992年开通的移动电话发展到7．5万户I无线

寻呼34．89万户I全市邮电业务总量达10．6亿元，常州“信息高速

公路”建设步入了启动实施阶段I常州及三辖市电话网升至7位，

统一组成C3本地网．常州邮电通信进入了国际现代化通信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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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行列．在住宅建设上，从1981年起全市实行规划、征地、设计、
， 资金、施工、管理等“六统_。，以每年竣工面积平均在30万平方米

左右、每年新建居民住宅小区1,--．2个的速度，使城区住宅总建筑、

面积1997年达1275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达lo．8平方米，居

全省城市第三位。城市供水、供气、道路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 ·

环境卫生等项事业也有较大发展．至1997年，市区自来水日供应
～ 量66万吨，城区居民煤气、液化气率达86％}市区城市道路长度

593公里，面积662万平方米}市区公交线路35条，线路长度

569．6公里；城市绿化以发展公共绿地、提高绿化覆盖率为重点，

至1997年，市区绿地总面积1187公顷，公共绿地面积357．3公‘

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4．7平方米，绿化覆盖率30％；综合整治环

7境污染，至1997年，市区建成烟尘控制区和环境噪声达标区面积

分别为65平方公里和44平方公里，覆盖率分别保持100％和达

。到61％，经自评测算，环保指标得14．98分，超过环保考核指数．。

2．48分，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和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市容市

貌焕然·新，1995年常州市和金坛市获得全国卫生城市称号，

1997年常州市通过国家卫生城市省级调研。常州的园林历史悠

．久，数量众多，明清两代盛极一时，多达40多处．这些园林不仅总

体设计高屋建瓴，具体布局独具匠心，而且取名也特别讲究古朴典，

·’雅，如近园、未园、约园、意园、暂园、亦园、半园、聊园等等．解放后

新建或扩建一批现代园林，1997年全市11个主要公园年游客达

550余万人次．在城镇建设方面，横山、薛埠、洛阳镇被省政府命名

为第一批新型示范小城镇，南渡、薛埠、西岗镇成为省级卫生乡镇。 ．

． 发达的经济孕育了发达的教育．自唐肃宗年间任常州刺史的

李栖筠在夫子庙西(即今市第二中学)创办常州历史上最早的府学
，

一以来，常州教育日趋发展．宋朝开始兴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还率先办起育志小学堂．到解放前夕，常州境内共有各级各类·

学校107所，其中小学82所，中学18所，中等师范学校l所，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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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6所．在当时的中小城市中，常州当属教育发达的地区．解放

后，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邓小平作出“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和。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指示后，常州教

育得到了更快发展．1978年4月常州工业技术学院成立，结束了

常州无大学的历史．至1997年末，全市拥有各类全日制学校1229

所，其中普通高校4所(江苏石油化工学院、河海大学常州分校、常

州技术师范学院、常州工业技术学院)、普通中学184所、普通小学

978所，教职工3．81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76万人t在校学生

53．8万人，其中本、专科学生1．3万人．全市高考本科万人进线率

连续多年名列全省前茅，1997年继续保持全省第二位，市区继续

保持全省第一位．常州重视对教育体制的改革，是全国教育综合改

革起步较早的地区，1986年被确定为全国社会发展综合示范实验‘

区；1988年国家教委确定常州为全国首批城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 城市之一，省政府确定常州为全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95，

年常州市又被国家教委确定为推行现代职教制度和全国教育执法

监督的试点城市．
“

．一、⋯、 i 6t
i

常州自古儒风蔚然，文化事业令人瞩目．自泰伯奔。荆蛮”以

后，常州“文明肇辟”，“德业之盛，代不乏人，文学甲于天下。_．粱武

帝萧衍是南兰陵(常州)人，善诗能文，文采风流，有“诗人皇帝”之

称．其长子萧统编纂我国最早的诗文选集‘昭明文选}30卷，为科

举所必读，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誉．这个时期常州的绘画、雕刻、

装饰工艺、建筑艺术颇引国人注目。常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唐代散

文家萧颖士、诗人喻凫，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明代陈济，为‘永

乐大典)总裁，人称。两脚书厨．一唐荆川更是文武全才，他娴熟兵

法，武艺高强，抗倭名将戚继光随其学过枪法；他通晓天文、地理、

历史、数学、乐律、五行，率先提出“唐宋八大家”之说．宋代大文豪

苏东坡对常州情有独钟，一生十多次到常州，最后终老于此．清朝
‘

是常州文化兴旺的全盛时期．先后出现了四个在全国文坛上有影⋯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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