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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山湖镇志》在新千年伊始得以问世，实为我镇人民的一件大事。

淀山湖镇，原称杨湘泾、淀东乡(区、公社、镇)，1993年经省政府批准，更名

为淀山湖镇。她东邻上海市青浦区，西、南泊淀山湖，北连千灯、石浦镇，历史悠

久，文化灿烂。据考证，在四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

息，元朝年间建立的碛碘寺(福严禅寺)身影犹存。

在漫长的岁月里，朝代更迭，政权交替。进入近代，列强入侵，瓜分祖国；民

国时期，内乱外患，民不聊生。虽处鱼米之乡，广大人民仍食不果腹，生计困苦。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淀山湖镇的面貌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业经

济飞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为“盛世修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淀山湖镇党委、政府举人力、财力，成立镇志编纂委员会并设征编办公室，

在市志办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及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历时31个月，数易其稿，得

以编成面世。《淀山湖镇志》共18篇78章246节；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客观真实

地记载史实，体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是一部树碑立传、继往开来的好书，

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她将对人们了解历史，

认清现状，更好地建设淀山湖镇起到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编写镇志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囿于我们知识有限，经验不足，难免有顾

此失彼之处，甚至出现遗漏和差错，希各有识之士阅后不吝指正。

在此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过《淀山湖镇志》编写工作的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希望《淀山湖镇志》的问世，能够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积极作用，

激励全镇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满怀豪情地把淀山湖镇建设得更加文明昌盛；

也期望以《淀山湖镇志》为媒介，让境内外人士更多地了解淀山湖，与我们携手共

进，把淀山湖镇建设得更加美好。

中共淀山湖镇委员会书记 冯仁新

淀山湖镇人民政府镇长 徐清平

2003年3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

是地记述史实，在资政、教化、存史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一，下限止于2000年底。

三、本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构成，以志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

事本末体。

四、志书由序、概述、大事记、专志、编后组成。以序为宗，概述、大事记为纲，列卷首；设

篇、章、节、目，目下根据需要设子目，以类系事，以时为序，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卷末缀编后。

五、本志记叙地域范围，以现行版图为限。凡属现境内发生的人和事，则尽量采摘，力

求完备，以显全貌。

六、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对本镇有较大贡献或有较大影响者(以本籍为

主)，均以传入志；烈士以英名录入志；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人志，部分知名人士列

表入志。在革命年代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和牺牲的普通老百姓也专辟章节入志。

传、录人物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列表人士以姓氏笔画为序。

七、地名、政区及机构均用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今名，在各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并在括号内注明简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八、清代及其前的历史纪年年号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年号用汉字书写，每节首次出现

均括注公历；夏历月日使用汉字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后”

是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解放前、后”是以1949年5月13日本镇解放之日为界。

．． 九、数据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为主，统计部门缺项的，采用主管

、部门的数据。度量衡表述，建国前按当时习惯记录；建国后除耕地面积仍使用“亩”外，其他均

使用国际标准制。货币以各个历史时期之称谓记载，人民币除注明旧币者外，均为新币。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志书、档案、书刊、报纸、史料及12碑材料，经考订核实选用，除必要

外，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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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淀山湖镇是江苏省昆山市的市辖镇。建国后，先后称杨湘区、淀东区、杨湘乡、淀东人民

公社、淀东乡、淀东镇，1993年改称淀山湖镇。

淀山湖镇先后被评为中国乡镇投资环境百强镇、全国村镇建设先进镇、全国小城镇建设

先进镇，以及江苏省首批小城镇建设示范镇、省卫生镇、省文明镇、省环保与经济协调发展先

进镇、省现代化教育先进镇、省体育先进镇、苏州市迎接21世纪文化示范乡镇。1994年淀山

湖镇旅游度假区被列为江苏省级旅游开发区系列。

淀山湖镇地域位置在东经120057’45”一121。04’10”，北纬31。08’05”一31。13’20”。位于江苏

省昆山市东南端，东邻上海市，是上海、苏州、昆山的“金三角”。苏沪机场路贯穿本镇，312

与318国道、沪宁高速公路、沪宁铁路，为淀山湖镇提供了十分便捷的交通条件。

淀山湖镇地处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淀泖地区，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这里四季分明，日

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气候温暖，年平均气温15．5℃，是冬无寒冬，夏无酷暑，气候宜

人地区。 ，

淀山湖镇江河纵横，土地肥沃，地势平坦：自然坡度小，属平原半高田地区。镇域面积为

55．ol平方千米，其中淀山湖水域面积12．86平方千米。耕地面积42 888亩(2 859．2公顷)，

辖29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4个居民委员会。全镇总人口25 633人，其中非农业人124 025

人；总户数8 683户，其中非农业户2 337户。

j 淀山湖镇人民历代勤劳正直，民风朴实，以种植稻麦油菜为业。解放前受封建土地所有

制束缚，且交通闭塞，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

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致力于发展生产，人民生活逐步改善。1962、1987、1994、1999、2000

年人均净收入分别为108．60元、966．60元、3 044元、5 295元、5 538元。

改革开放的大潮冲破了陈旧观念，在党的富民政策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大开镇门招

商引资，以改革的热情和魄力，改善投资环境。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美国、韩国、日本、以色

列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客商，在淀山湖镇投资5．15亿美元，开发了68个工业与旅游

项目。

乡镇企业通过结构调整，组建企业集团，显示规模效应，以高起点进行科学规划，按照

“中国21世纪示范镇”的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在镇域内形成集镇区、工业区(私营企业示

范区)、农业示范区、旅游度假区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小城镇框架，加快全方位现代化发展步

伐。按照合理布局、设施配套、交通便捷、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具有地方特色的要求，将淀山

湖镇建成工业、农业、旅游三维一体的江南水乡新型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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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千年古镇淀山湖，历史悠久。据《凌志》记载，镇西南的度

霉 1100余年，是有史记载的本镇最古老的农村小集镇。据县志(

i 寺”，始建于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至今遗址尚存，700多年I}

篱 茂，金秋季节，白果累累。淀山湖镇政府驻地杨湘泾的老镇区，

l 比，古色古香。花岗石铺就的石板街，一块紧挨一块，生动展示

霉 据历史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这里实行地方自治，

霪 国18年(1929年)起，与茜灯乡、石浦乡合并为昆山第四区，后

《 淀湖区等。1949年5月解放，属茜灯区。同年11月，成立淀)

≤ 桥、歇-q乡划归淀东区，1956年淀东区并入茜灯区。同年底，拍

霉 1958年建人民公社，杨湘乡改为淀东人民公社，1983年6月，．

§ 年5月，撤乡建淀东镇，1993年3月26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j

§ 淀山湖镇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

羹 洪涝灾害，农民无粮交租，榭麓村附近30多个村的农民在榭麓

tl 社，齐心抗租。在5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本镇有一批普普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到2000年底，全镇办

成三资项目68个，总投资5．15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2313亿美元。还有镇村个私工商

户467户，私营企业108家。形成了以轻纺、建材、化工为主，机械、电子、轻工为辅的工业

结构。2000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6．3135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1．2189亿元，工业利税

6 406万元，财政收入3 151万元，粮食总产1．6196万吨，油菜亩均单产159公斤，为历史最

高水平，多种经营总收入3．6558亿元。全镇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社会稳定，呈现出一派蒸

蒸日上的景象。

(1)淀山湖镇工业，明清时期几乎空白，民国时期始有萌芽。解放初全镇有5家小碾米

《#嚣硅量避，矗≤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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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季节性为附近村民碾米打口粮；也有几爿小型的畜力磨坊、油坊，为村民加工面粉、菜油；

铁、木、竹小手工业是当时本镇工业经济的主体。

1956年小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组建手工联社，于1958年创办了“淀东农具厂”，同年在杨

湘西市梢办起了“国营杨湘粮饲加工厂”。1971年创办第一家乡镇企业“淀东水泥厂”，后更

名为“昆山第三水泥厂”。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吹醒了祖国大地，给乡镇工业迅速发展指明了方向，淀东水泥

厂扩建，香精厂、树脂厂相继创办。尤其在1985年，昆杨公路建成通车，为淀山湖经济发展

插上了翅膀。本镇紧紧抓住机遇，走出镇门，采取打破界限，舍得投入，外引内联，扩大门类，

增强活力等措施，推动了镇村工业的全面发展。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大大鼓舞了淀山湖镇人民。我们紧紧抓住难得的机

遇，镇党委及时提出了“发展外向添后劲，强化管理增效益”的经济发展工作总方针，使淀山

湖镇村两级企业的增长速度跃上了新台阶。至1994年，外商云集淀山湖镇。最高潮时，全

镇批租土地意向面积达6 000多亩，项目意向总投资为30．5亿美元。注册资金3．411亿美

元，合同利用外资3．147亿美元。之后几年中，有新增加的，也有调整后缩地的，2000年利用

外资再创新高，对外开放保持良好势头，三资企业累计达到68家。全年新批外资企业25

个，增资1个，合同外资1．3亿美元，到位外资2 531．5万元，外企销售3亿元，利润1 000多

万元，自营出口额达3 313万美元。

1998年，本镇工业经济在结构调整中健康运行，全面完成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镇，

63家内资企业，除丝路达集团公司破产外，62家企业分别采用整厂拍卖、半租半卖、租赁等

形式进行转制、改制。其中：半租半卖32家，拍卖转让14家，租赁经营8家，有限责任公司5

家，股份合作制3家。改制后，盘活存量资产5 932万元，有效抑制了部分企业亏损滑坡局

面，使一批企业步入了稳步发展的轨道，自我调节和市场竞争能力明显增强，产品质量和档

次不断提高，扩大了市场销售渠道，提高了生产运行质量，出现了增产增收，节支降本增效的

好势头，使各项主要指标取得了较好成绩。“小巨人”脱颖而出，支柱作用越来越突出。比较

典型的有新东湖和晟泰两个集团，经过改制、转制后，发挥了更大的创业积极性，规范运作、

满负荷运转，生产经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好，其产出约

占全镇工业企业的40％，效益占全镇的80％，支柱作用越来越突出。1999年以较强的优势

荣列昆山市十大“小巨人”行列。

1999年度被列入创新对象的5家企业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较明显的是，昆山市汇

丽特种粘合剂研究所，他们研制的新产品WL—JGN特种建筑结构胶，被列为省高科技产品，

填补了国内空白；新东湖设备创新工程，西装全套整烫又跃上了新的台阶，方氏家具装饰有

限公司产品结构创新计划已启动落实，韩国制绒有限公司的产品创新已经结出硕果。

(2)淀山湖镇历代种植水稻、三麦、油菜，系纯农业地区。村民长期以来积累了农作、栽

培的丰富经验。建国前，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加上历代统治者横征暴敛，不理农事，不

修水利，十年九灾；血吸虫病肆虐流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水稻最好年收成亩产

不足150千克，小麦徘徊在40。50千克，油菜籽亩产仅10千克左右。

新中国建立后，实行土地改革，组织互助合作，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技、农艺的推

广和应用，农田水利的兴建，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量连

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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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③①@@③名蕊
i
i 十一届三de全会后，不断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积极探索；

i 营方式，给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83年在市委领导下

誊 任制，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广大农民生产积极

l 展了生产力，使本镇农业生产出现历史性的飞跃。90年代初，

遵 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稳

i 1993年开始，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打破“以粮为纲”单一的生

‘i 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直遵循“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

，i 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养殖业生产连年增长，种．

§ 第一，是数量上的突破，全镇经济作物面积在1999年的基础上

i 作物(花卉苗木)面积已从400亩增加到1 094亩。第二，高效：

≤ 永卓农业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首先落户投产为镇农业外资项

i 种上向精品名品发展，农业生产告别了短缺经济年代，农副业j

i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建设用地不断增加，在耕地面积逐：

i 技进步，稻、麦、油莱亩产都稳步提高。1999年，水稻亩产达到

鍪 克，油菜籽亩产达159千克。

一l 改革开放，农业经济发展迅猛，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

l 房，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50平方米，中高档电器进入寻常农民

{ 在农村已不是神话，城乡差别逐步缩小，农b-t城镇化格局已初±

≤ (3)建国前，多种经营纯属家庭副业，没有形成生产规模，．

≤ 由散居在船上的渔民靠小丝网、小鱼钓一类的简单捕捞工具，j1

xi 建国后，多种经营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

。≤ 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多种经营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致富产j

l 为本镇农民增收增效新的增长点，农民收入成倍增长，生活水

囊 民来自多种经营的收入人均达3 124元，比上年又增长31．150k

i 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化，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使多种l

镕 产出率、产品商品率和经营效益为重点的方向发展，按照因地伟

§ 则，大力推进多种经营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立体化养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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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 解放后的淀山湖镇，历经了50年的艰苦创业。在镇党委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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