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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新镇委员会书记 赵志凯

大新镇人民政府镇长 季洪良

地名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产物，是具有特定方位，范

围及形态特征的、约定的语言文字代号，是人们互相交往的标

识，是经济文化的积淀。为了保存和宣传大新镇地名文化，发

挥其存史，资政、教育和借鉴作用，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大新镇党委政府决定组织编纂“大新镇地名志”。两年

多来，在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悉心指导下，经镇史志人员辛

勤征集采编，终于完成了该志的编纂工作。这是大新镇精神文

明建设的又一成果，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值得庆贺。

“大新地名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以地名史实为依据，融时代性、科学性和地方性于一体，以朴

实、严谨的笔触，较为翔实、客观地撰写了大新镇行政区划、

居民居住地、自然地理实体、交通水利、经济、文化地名的创

立、沿革和历史发展的基本概况。采用了以文为主，辅以表格、

地图形式，清晰醒目、内容丰富。本着详今略古、言之有物，

言之有序的原则，该志详记了一些有内容、有特色的新、老地

名发展史，略记了一般地名及消亡历史地名的史实。同时，还

挖掘了大新地名的宝贵历史遗产，节录了大新地名诗词、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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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民谣、地名碑文、地名文章、地名掌故和地名传说，对有

地名价值的一些上级文件也进行了辑录。因此，该志又是一本

艰苦创业、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好教材。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大

新的历史地理，借古鉴今，增强政治远见，增强社会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同时，作为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史料性的

地名文献资料，它也将为我镇的招商引资和对外交流提供了一

个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难得的宣传载体。

忆往昔，岁月峥蝾；看今朝，前程似锦。解放前，在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大新人民头上的

苦难岁月里，大新经济落后，市场萧条、地名也寥若晨星、屈

指可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虽然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

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学

大寨等变革，但大新人民仍然囿于农业单一经济的框架而举步

维艰，地名发展也相当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沐浴着改革

的春风，大新镇突破了单一的农业经济，五金、纺织、冶金、

机械、化工等行业迅猛发展，各类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不断深入开展，社会、经济突飞猛进。2003年，全镇工业销

售收入达19．2亿元。工业利税1．3亿元，工业技改投入2．3亿

元，合同利用外资4254万美元，到账外资1010万美元，自营

出口1851万美元，农业总产值7010万元，三产增加值2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6608元，都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中国五

金之镇，国家卫生镇、全国出口创汇先进乡镇、江苏省教育现

代化先进镇、江苏省文化科技先进镇、江苏省新型示范小城镇、

江苏省环保先进镇等桂冠接踵而至。2003年8月，在全市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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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划调整中，原晨阳镇北片5个村并入大新镇，为大新镇的

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相信，随着大新政治、经济．

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加快发展，大新地名文化必将绽放出更

加绚丽的花朵。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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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一、((大新地名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丰义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反映时代特点和大新地方特色。

二、征编本志，是在中国共产党大新镇委员会、大新镇人

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在中共张家港市委史忐办指导下以及全镇

广大干部群众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旨在全面、系统、真实、准

确地记载大新镇有史以来的地名历史和现状，为人们了解大新、

认识大新、发展大新提O,“g-鉴，为后人留存大新镇三百多年来

的优秀地名文化遗产。

三、本志主要收录大新镇历史和现有的各类地名993条，

对其中重要地名撰写了“大事记”。包括行政区划地名、居民

居住地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水利交通地名、经济地名、

文化地名，并附录地名诗词、地名民歌民谣、地名文章、地名

碑文、地名掌故、地名传说等，共七章三十六节，约十四万字。

四、根据市地名志编委统一规定，本志述录断限时间为

2002年底，但为了体现其延续性和现实性，在地名大事记．

工业区、个私工商业记述中，增加了极少部分的2003年有关

地名内容。因在“工业地名”中详列了各村个私企业情况，故

在行政村地名中不列企业名称及情况。

五，本志以历史记述志体、横排竖写，并配用图表，尽量

减少文字重复累赘，详今薄古，详近略远，详主薄次。采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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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形式列出了各个历史时期乡镇(公社)、村(大队)、自然村

变革表，在其后文字记述“沿革”内容就进行了略写或省略。

六、记述的地域范围为大新镇域，在纪年方式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旧制并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采用公元纪

年。

七、记述和统计数据，一般以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关于计量单位，记解放前数据 ，少数情况下沿用旧制，记解

放后数据，采用国家统一计量单位。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一般采

用群众习惯称谓的“亩”。

八、各种名称采用当时的正式称呼，第一次用全称，其后

一般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

简称“中共”等。

九、本志以编纂委员会组成、序、行政区域地图、目录、

编辑说明、地名大事记为卷首，正文在其中，附录、编后记为

卷末。
‘

十、本志资料主要取自文献、档案、镇史志资料、调访资

料和长辈口碑，经认真核实选定，一般不注明出处。

大新镇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二Oo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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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镇属于长江下游冲积平原。辖区地名随着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自然的演绎变化而发展，有其深刻的内涵和文化

底蕴，折射出大新历史的光环，体现了大新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健全了政治经济体

制，坚持走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之路，全镇人民团结奋斗，竭

尽努力，创造了更丰富多彩的大新地名，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纵横大新镇地名发展历史，从l 7世纪初大新地区形成最

早的地名一一平凝沙，至l 858年(成丰八年)平北沙、东凝

沙、永凝沙、盘篮沙、段山沙连成一片，又至1913年、1922

年老、新海坝筑成，直至1974年10月围垦江滨最后一只圩塘

一一劳动圩；从清光绪年间建年丰、福善乡的行政乡政制，

1925年建大新乡政制，至1993年1月撤乡建大新镇直至现在，

世世代代的大新人民历尽艰辛，谱写了一曲曲地名赞歌，留下

了一个个生动的地名故事。围田勤耕，开河筑坝，建桥筑路，

办学校，开商店、工厂，建街市，建村庄，战天斗地斗敌人，

翻身得解放，从此，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地名在不断诞生。改革

开放后，全镇创造和发展的地名更如雨后春笋，形成复杂的地

名体系。全镇有行政区划地名20个，居民居住地地名143个，

自然实体地名163个，交通水利地名105个，经济地名495个，

文化地名67个，每个地名都有一定内容。大新地名的历史是

大新人民奋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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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镇行政区划地名有行政镇、行政村和中心区居民委员会。

大新镇域地处市区北部长江之滨，居北纬33．5度，东径121．2

度，地面高程吴淞零上4．2米。东邻锦丰镇，南靠杨舍镇(原

晨阳镇部分)，西连金港镇(原德积镇部分)。2002年镇域面积

30．06平方公里，镇区面积1．8平方公里，辖16个行政村，221村

民小组，1个居委会，总人口2．8万人。

大新镇于1925年才设乡建置。抗日战争前隶属江阴县特三区，

抗战时期属晨阳区，下设乡、保、甲。1941年2月至9月，中国共

产党曾在这里建立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抗日革命根据地。

建有大新、年丰、福善、新桥、海坝5个乡抗日民主政府和5个中

共支部，领导大新人民开展抗日革命斗争，输送一批有志青年走上

革命道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5个小乡的中共地下党员发展到82

名。解放战争时期，恢复了5个小乡中共地下党支部，党员发展到

48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展了各种斗争迎接解放。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保甲制，建江阴县晨阳区、各小

乡及行政村组织。大新地区有大新、年丰、福善、新民、海坝5个

小乡。其间又经历了1955年小乡并中乡，1957年撤区后中乡并成

大乡。年丰、福善乡并人大新乡，共有22个高级合作社。1958年

10月，建立大新人民公社，下设8个工区及各个生产队。1959年4

月，工区又分成大队。1962年1月建沙洲县后，隶属沙洲县，下属

建制未变。1983年起，遵照中央和江苏省有关体制改革精神，将

原“公社”改为“乡”，原“大队”改为。行政村”，生产队更名为

村民小组。乡设经济联合委员会，村设经济合作社。1993年1月，

撤乡建镇。1999年以后，20个村又合并成16个行政村。2000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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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随着镇区规模扩大，居民增多，而建立街道办事处，下设

2个居委会。2002年底又更名为中心社区居民委员会。

大新镇居民居住地地名有大新、年丰、桥头3个自然镇和

108个自然村。另有8个消亡集镇，22个消r：自然村(坍入长

江)。其特点是自然村与围垦圩田密不可分。很多自然村名即

是圩名。也有的自然村以聚居及主事围垦姓氏定名，也有的以

方位，形态、特定含意定名。大多自然村落与江堤平行走向，

逐步从南向北形成，以港河分界。村与村之间建桥构通。近十

多年来，村楼毗连，设计新颖。镇区居民新村、居民小区、公

寓楼比比皆是，村镇建设日新月异。

全镇自然实体地名除了已废弃的段山，还有5个沙洲、7

条主要港套和149只圩塘。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江

堤和保坍工程建设，因此留下后患，解放初有不少村庄、圩田

坍入长江，沦于洪波，农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解放后，设保

坍工程指挥部，大兴水利，大筑“海脊”，稳住坍势。近几年，

江堤已建成石坡砼面，已成为黄金海岸。江滨已建有泰富石油

仓储码头、香港互益染整公司及建设中的海螺水泥厂、E1本过

产业(重型)机械公司等一批临江企业。大新工业区建设也方

兴未艾。

大新镇水陆交通便捷，有“五港一套直瞄瞄，互通入江好

航道”之名。临江还有朝东圩港、段山港、渡泾港三个节制水

闸。杨新、三八、通江、沿江等公路与镇、村及市区相连，形

成了交通和水利网络，推进了经济发展。

全镇经济地名的特点是二产带三产、一产。工业发展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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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农业发展。2002年，全镇以五金、纺织为主体，以宏

宝集团、新芳纺织品公司为龙头，已发展有个私企业210家，

还有外资、港台企业8家，工业区进区企业15家。江苏宏宝

集团、龙马公司、互益公司、新芳公司、天达公司等一批规模

型企业已成为大新地名的闪光点。同时，还派生了镇区的新香

苑宾馆、集贸商城、新城大厦和500多个个体商店，服务业，

成为新兴的单位地名。三产从业人员达4627人，三产增加值

1．75亿元。

大新文化地名不仅有颇负盛名的中小学、文化广电站、邮

政电信，还有名闻遐迩的天达休闲娱乐中心、老干部活动中心

以及一批书店，音乐茶座、网吧、书亭，文印、刻字，舞厅、

游戏场等个体文化单位，丰富了广大群众文化生活。同时，佛

教活动场所双杏寺、基督教堂等宗教文化地名，也为大新增光

添彩，吸引了中外游客和外商。

大新镇还蕴藏了丰富的地名文化历史宝藏，既有地名诗词、

地名民歌民谣、地名文章，还有无数生动的地名掌故和地名传

说，构成了大新地名丰富多彩的格局。

大新地名的发展，反映了历史和时代的特色。以“桥”为例，

就有万年桥、人民桥、胜利桥、新征桥、大寨桥、幸福桥、为民桥、桑梓

桥、勤丰桥、工农桥、立新桥、卫星桥等。近几年还“谁出资建桥，以谁

名字定桥名”，如松山桥、松南桥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大批具

有新意的企业、商店、道路、新村等地名正在不断涌现。展望未来，大

新地名文化的花朵将在党的雨露阳光滋润下，在大新人民的辛勤培

育下，一定会更加绮丽夺目、花团锦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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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明万历年间)，平凝沙形成江心洲，

为最早形成的沙洲。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在平凝沙首围东、西木排圩。

16l 8年(万历四十六年)，在平凝沙殷明圩建第一座庙宇，

名江神庙，后竖旗杆灯笼作夜间航标，又称旗杆庙。

1620年(泰昌元年)，东、西木排圩岸首先形成村民聚居

自然村，称东、西木排圩埭。

1624年(天启四年)建年旺街(后名年丰镇)。

1625年(天启五年)，双杏寺主持方史不二及地方绅士干

年旺街东街南侧的江神庙东旁建成双杏寺院，植银杏二株。

1 328年(天启八年)，建成桥头街(后名福善镇)。

清

1 834年(道光二十三年)，老常阴沙建西兴镇。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老常阴沙建常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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