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仓If『《璜泾镇．占》编



●

1．4’
～

‘t

，

r

I r

j

、、



修志机构、编纂人员、审定单位

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瑞明

副主任委员：顾觉明张炳明

委 员：王艳玉。女)张圣清

陆宗球浦锦明

主 编：张圣清

副主编：顾觉明

提供资料主要人员：

陆桐生顾义保

徐甘泉瞿锦程

摄 影：颜景旺倪善民

打 字：郑雁萍戴咏梅

封面设计：胡维屏

制 图：王振福

蔡永平景友良钱希平王国华

蒋沛泽蔡凤珠。女)钱耀光

赵福元赵振民叶顺祺

邵宝婴徐宝兴王家阜

杨美艳杨喜红杨蕴珠张群峰

审稿人员

王文其张瑞明潘玉章陆永明周国平高良宝
陈维新金菊林陆黎明匾圈 王振福龚乃光夏肇中

审定单位

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太仓市史志办公室



璜泾镇行政区划图
(1996年12月)



璜泾镇区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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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璜泾集镇(地区)古建筑示意图



集镇新街，宽敞通达

沙鹿公路

璜泾集镇段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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璜泾邮电局电讯

机房的移动电话

基站装羲及程控

电话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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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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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璜泾镇志》在各方的支持下，经编写人员的努力，历时三年多，

几经琢磨，修改充实，终于出版问世，和读者见面了。 ．，

编修方志，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璜泾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就

有先例，先后编写的《璜泾志略》和《璜泾志稿》，都对璜泾的历史作过

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40余年，适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盛世的今天，我们编写成了新的《璜泾镇志》，这是璜泾精神文明建设

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1

璜泾地处太仓东北腹地，历来是锦绣江南的一处鱼米之乡。在以

往的年代里，先人们在这里辛勤劳作，开发经营，繁衍生息，继往开

来，曾创造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璜泾的历

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驱动下，璜泾的经济建设和社

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个崭新的璜泾，已经崛起在长江

的金三角之上。极目眺望，满眼风光，镇村企业星罗棋布，农民楼群鳞

次栉比；纵横的公路上车辆飞驰，交叉的河道内舟楫穿梭≯人们竞相

致富，各业一派兴旺。全镇二万多人民，正意气奋发地奔向小康。

前有所例，后有所鉴，温故而知新。《璜泾镇志》以历史唯物辩证

的观点，记述了璜泾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内容比较

丰富，不失为一方的传世之作，是一部完整的乡土教材。它将有助于

人们了解璜泾，熟识璜泾，进而激发起热爱璜泾的感情，为建设璜泾、

振兴中华作出应有的贡献1 ．

《璜泾镇志》的编写出版，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既是编者的才

智和心血的结晶，又是各方配合协作的产物。在此，我们特致以衷心

的感谢。《璜泾镇志》的内容真可谓包罗万象，涉及到各个方方面面。



·2· 璜泾镇志

但限于资料不全和编者的水平，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提

出批评指正。

王文其张瑞明陆永明

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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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璜泾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的体例和篇目，根据新方志的要求设置。全志由概述、大

事记、专志及附录几部分组成。篇首概述统览全貌。大事记按时间顺

序，记载从东晋咸和以来璜泾地方所发生的大事、要事，综观古今。专

志是本志的主体，根据事物性质，横列门类，按类设编，纵向叙述，共

设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农业、水利、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税

金融工商管理、镇村建设、党政群团、司法民政军事、教育科技、卫生

体育、文化广播电视、民俗宗教方言、人物等1 7编、57章、155节。志

书以文为主，有些编并辅以图表佐证。

三、本志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反映璜泾从本世纪80年代国

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变化。记述史实上限不限，

下限止于1993年末；其中镇村建设一编，为能系统地观其概貌，下限

适当延伸。大事记则延至1999年底为止。 。；

四、本志资料来源得自历史文献、档案及有关单位提供和有关人

员的口碑，经多方征询核实整理编入。统计数字除了统计部门提供

外，有些采自主管业务部门。志中收集的有关人和事的史实数据，随

行政区域的变动而变动，但因岁月变迁，资料散失，好些数据收集不

全。 ．

五、本志所记人物以本地籍为主。坚持生不立传，但对获得省以

上褒奖的知名人物，在劳模、先进的章节中介绍简历。还有对确有需

要涉及的人物，则散记于有关章节中。

六、本志年代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朝代或民国年

号，在其后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1949年5月起，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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