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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沈黎明

镇 长石 敏

《玉山镇志玉山卷》是在玉山镇和城北镇两镇合并后编纂的一部志书，玉山卷全面、准

确、翔实地记载了1993年1月"-'2000年8月间玉山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基

本面貌与发展状况。历经二年余编纂、数易其稿，即将付梓出版，这是玉山镇发展史上的一件

盛事，也是98 000多玉山人民的一大喜事。古人云“盛世修志”，《玉山卷》的面世，正是今日

玉山镇经济繁荣昌盛、社会安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生动体现。

《玉山卷》的编写，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方

志体例，比较全面、客观、科学地记述玉山镇在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玉山人民创造了

一流的业绩，绘出了多姿多彩的宏伟蓝图，这是玉山镇历史上无可相比的。这是一部门类齐

全、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玉山卷》既富于强烈的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是一部难得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乡土

教材；对于客居在外的玉山籍儿女来说，是一座沟通信息、加强联系的桥梁，将激励他们对故

乡的思念之情，化为振兴桑梓的内在动力；对于曾在这块热土上工作过的前辈来说，可重温

昔日的峥嵘岁月，激起美好的回忆和深切的怀念；对于这块土地上的子孙后代来说，又是一

份珍贵的研究家乡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翔实的史料。‘不仅如此，《玉山卷》造就的浓

浓情谊，将使玉山镇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以求更多社会贤达、各界朋友前来共图大业。

“闻鸡耕耘终不悔，一朝志成人憔悴。”在这极其艰苦、清苦的大工程中，《玉山卷》的编纂

人员，茬茬相接，心心相连，默默无闻，倾心尽力，付出了心血。在《玉山卷》面世之际，我们谨

代表中共玉山镇委员会、玉山镇人民政府衷心感谢参与修志的全体同志，为玉山镇的父老乡

亲、子孙后代办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玉山卷》的编写，得到了昆山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及

专家、学者、同行、社会贤达的热情关怀和帮助，曾在玉山镇工作过的老同志积极为之提供史

料，前任党政领导为之精心策划。在此，一并表示敬意和感谢。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衷心祝愿勤劳勇敢的玉山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谱写出更加辉煌的历史新篇章。

2003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反映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

二、本志上限至1993年1月，下限截止2000年8月(玉山镇、城北镇合并

止)，个别事例承上启下、数据延伸至出稿前。

三、本志以“概述”、“综合图表”、“特载"、“大事记”为志首，以篇为专志，“附

录"为志尾，共18篇64章230节，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据实记叙，附

以图表。

四、本志主要记述玉山镇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过程，对属于玉

山地区的市属党政企事业单位在有关章节作适当的记述，由于昆山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属玉山镇范围，故在综合图表中总数包括开发区，老区指扣除开发区的

玉山镇。

五、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以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影响为遴选标

准，以本镇籍为主，分别以“简介’’和弋名录”入志。简介人物以生年为序。

六、计量单位均以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

唯农业中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单产仍以市亩为计量单位。

七、各种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缺项的，则用有关权威部门

提供的数据。

八、本志地名，政府机关、职务，均系当时名称。在各篇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其后则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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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玉山镇位于昆山市中部，是中共昆山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昆山成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后，于1992年9月、1995年6月先后两次将玉山镇东部13

个行政村划归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代管。根据1999年统计资料，扣除划归开发区的村，全镇有

土地面积45平方千米，其中老城区面积6平方千米，可耕地25 927亩，水域4 441亩，辖23个

行政村、198个村民小组、3个街道办事处、48个居民委员会。全镇有37 004户人家，其中农

业户数5 242户。总人口98 732人，其中农业人口15 980人。

玉山镇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古名娄邑。春秋时吴王曾在这里豢鹿狩

猎，故又名“鹿城”。境内“百里平畴，一峰独秀”的玉峰山，素有“真山似假山”的美称，山中产

“昆石”洁白如玉，晶莹别致，史有“玉山”之称，玉山镇因此而得名。

玉山镇是江苏省的“东大门”，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东邻国际大都市上海50公里，西靠

古都苏州37公里，至上海虹桥机场不到1小时车程。玉山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

京沪铁路、“312”国道、沪宁高速公路横贯全境。吴淞江、青阳港等主航道纵横交叉，通江入

海。勤劳智慧的玉山人民在这方热土上不断改革，不断创新，1985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

准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城镇。2001年被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命名为1996—2000年

发展乡镇企业先进乡镇。

(二)

解放前，玉山镇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工业主要有碾米、油坊、糟坊、印刷等行业。

1950年后经历了个体手工业、集体企业的发展阶段。1962年人均年收入82元，1979年上交国

家税金56．5万元，社员人均年收入180元。在中央“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玉山镇抓住

机遇，大力发展镇村企业。1985年办成江苏省首家乡镇级中外合资企业——昆山赛露达有限

公司，为发展外向型经济迈出了成功的一步。1992年玉山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5亿元，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9 390元，财政收入3 122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6 772万元，城镇职工年收入

3 504元，农民人均年收入2 288元。农业、工业、第三产业比例为14．3：55．5：29．2。

1993,-一1995年玉山镇把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机遇，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集体

经济。199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88亿元，财政收入5 123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18 885万元，城镇职工人均年收入6 500元，农民人均年收入4 718元。1996"～1998年围绕“调

整改造抓内资、注重产出抓外资、盘活存量抓批租”三个工作重点。3年中。招商引资有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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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集体企业基本完成改制、转制任务。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个体私营企业得到

快速发展。1998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1．3亿元，财政收入9 279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2．8亿元，城镇职工人均年收入8 279元，农民人均年收入6 201元。1999年开始，以创新和领

先为主线，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开放型经济、技术创新、基础环境、精神文明建设五个方面有

新突破。1999年，玉山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2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7 993元，财政收

入1．3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3．44亿元，城镇职工年收入8 690元，农民人均年收入

6 296元，三次产业比例为6：57：37。2000年上半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7．35亿元，财政收

入7 167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2％和36．6％。

玉山镇地属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水网平原，境内河网密布、地势平坦、自然坡度较小，地

面程高在2．8---．3．7米之间(基准面：吴淞零点)。历代以种植稻麦为主。建国前，水稻亩产仅

100公斤左右，小麦仅50公斤左右，油菜仅25公斤左右。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

化运动，镇政府重视兴修水利，修筑圩堤，疏浚河道，根治水患，发展机电排灌，大搞农田基本

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稳步发展。到1992年

水稻亩产530公斤，三麦亩产256公斤，油菜籽亩产114公斤，多种经营收入2 733万元。

1993年后，镇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积极推广新品种、新农艺，坚持科技兴农，

积极发展规模经营，大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至1996年，全镇农村有126个规模经营户，承

包耕地1．4万亩，占责任田面积98．3 oA。1997年后，玉山镇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业

现代化进程，建成江苏省科技示范园区，全镇丰产方面积扩大到1．5万亩，实现建设园区化、

生产机械化、科研生产一体化，成为全市农业科技示范样板和改革创新的窗口。1998年10

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临视察省科技示范园区共青丰产方。临行时，感叹地说：

“你们做得很不错，如果全国的农业都像你们这样，我就放心了。”

玉山镇通过发展规模经营，到1997年，全镇基本形成高标准农田设施，较为完善的农田

林网，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2 946马力。疏浚河道63．32公里，完善联圩配套，排涝能力达到

每秒38．5立方米。1999年大灾之年，农业仍获丰收。全镇粮食总产量达15 661吨，其中三麦

播种面积13 210亩，单产299公斤，总产量4 020吨；水稻播种面积21 301亩，单产546公斤，

总产量11 641吨；油菜籽播种面积4 423亩，单产121公斤，总产量535吨。

玉山镇在发展规模经营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五星、东星、庙灯、新昆等

村建立蔬菜基地，1993年又在火炬村建成占地1 180亩镇级农副开发基地，以后的几年中，

在全镇各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开发人参果、芦笋、药材、花木和养鸽、养狐狸及稻田养虾、养

蟹等20多种种养殖业新品种，1999年全镇多种经营专业户3 193户，多种经营收入37 558万

元。全镇调整种养殖面积17 359亩，其中经济作物9 379亩，水产养殖面积7 980亩，粮食和经

济作物比例达44：56％。 -．

1978年，玉山镇工业产值874万元，利润120万元。1978年后，镇村集体企业迅猛发展。

到1992年，全镇共有126家企业。其中镇办企业30家，村办企业76家，街办企业8家，私营

企业6家，中外合资企业6家。共有职工7 069人，实现销售5．56亿元，利税5 342万元。．

1993年后，玉山镇的工业在结构调整中不断优化，外向型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内资企业

贯彻扶优扶强、放小搞活的方针，全镇的改革开放成效显著，1995年实现销售13亿元，利税

1．1亿元。1996～1998年，玉山镇工业进入“调整改造抓内资、盘活存量抓批租、注重产出抓

外资”阶段，工作重点放在改制转制、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外向配套、技术创新、优化环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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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发展混合型经济上，加快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不断提高经济运作质量和

效益。全镇形成协孚、翔峰等5家全国和省级企业集团，115家内资企业基本完成改制转制

任务，全镇工业以纸制品、新型建材、精密机械、休闲食品、海棉和人造革为主的5大支柱产

业，进一步向科技型、规模型、外向型经济发展。1999年，全镇完成工业销售收入22．1亿元，

利税1．8亿元，其中三资企业销售和利税分别占全镇经济总量的76％和81．1％。2000年，

全面推进技术创新，上半年实现销售12．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利税1．01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24．6％。

1992年起，玉山镇自费创建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8年的努力，开发区已形成较高水平

的通路、通电、通讯、通给排水系统，区域内四横五竖主次干道交通网络分布合理，至2000

年，玉山开发区已形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工厂林立、商业发达、居住方便、环境优美的城区

格局。玉山开发区充分发挥开发区地理环境的优势，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多渠道、多层次、多

形式组织招商活动，建立和健全了招商服务网络，不断营造服务新优势，着力改善投资软环

境。规范对外资企业的服务和协调。先后接待了来自新加坡、加拿大、德国、美国、日本及香

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客商，到2000年6月底全镇已累计批准外资项目77只，合同

外资5．66亿美元(已扣除注销外资项目)，投产的三资企业达到52家，三资企业销售占全镇

销售总量的82％，利税占86％。

1992年玉山镇共有商业网点189个，从业人员1 552人，个体户l 597个，从业人员2 071

人。1993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玉山镇的第三产业在调整中得到发展。1997年成

立的江苏华厦商业集团拥有华厦购物中心、华厦百货、华厦五金机电三大综合商场，位于老

城区中心地段，营业面积16 500平方米，经营20大类近5万余种商品的零售批发。苏南小商

品交易批发市场，占地面积4万余平方米，设6个交易大厅，380间精品屋，1 000余只摊位，

是昆山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昆山二里桥建材交易市场，以经营建筑装饰材料、五金灯具、

五金机电、陶瓷洁具及室内装饰等品种的交易市场。城区房产公司、东方设计院、东方建材市

场、灯具市场、花木市场等第三产业逐步向规模型经济发展。1999年玉山镇第三产业完成增

加值4．95亿元，利税3 864万元。形成商业流通、房地产开发、交通运输、建筑、社区服务、信

息产业等门类较多的第三产业经济发展新格局。

玉山镇私营经济在深化改革中快速发展。一醉酒店通过增资扩股拥有资产5 000万元，

爱迪摩托、静明眼镜、爱派尔皮件等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脱颖而出，成为玉山镇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点，私营经济在轻工、纺织、机械、建材等行业不断拓展。到1999年全镇已有私营

企业530家，注册资金2．5亿元，个体工商户3 261户，个体私营企业入库税金占全镇的

24．7％。

2000年上半年，私营经济发展更快。全镇个体工商户达到3 561户，私营企业达到560

家，三信针织有限公司投入2 900万元，成为玉山镇个体私营的龙头企业。2000年上半年玉

山镇私营经济完成增加值3．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22％，入库税金2 072万元，占全镇入库税

金的31％。

(三)

1950年初的玉山镇，城区内房屋低矮，街狭挤陡，道路不平，设施简陋。虽屡有修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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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修为主。

1993年以来，镇、村建设以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为原则，加快乡镇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

建设进程。1992～2000年，镇政府投入3亿元用于玉山镇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道路、供电、供

水、排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开发的二个区域均达到“五通一平”要求。城市建设持续快

速发展，自1993年始，每年以10万平方米的拆迁速度改造老城区，1997年，实有住宅面积

达360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10．85平方米。至2000年，实有住宅建筑面积555万平方

米，人均居住面积25．4平方米。1999年，实施人民北路美化工程，亭林路亮化工程，前进路

绿化工程和玉山广场、柏庐广场、市民活动中心的“三线三点”建设。市区高层建筑林立，主要

有市政府大厦、科技文化博览中心、国际大厦、邮电大厦、玉山政府大厦、万源大厦等；昆山宾

馆、鹿都宾馆、长江宾馆、玉峰大厦、一醉酒店、嘉顿山庄、彭园渔家庄、天竺酒家等上规模、上

档次的高档餐饮、娱乐、宾馆等场所客朋盈门。昆山商厦、江苏华夏商业集团、捷强超市、农工

商超市、华润超市、华联超市等大型商业集团遍布全镇。镇区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从玉山南

面向北横贯的公路有：新南路、青淞路、京沪高速公路、京沪铁路、合兴路、312国道、震Jll路、

前进路、马鞍山路。从东向西竖贯的公路有：黑龙江路，长江路、珠江路、黄河路、柏庐路、人民

路、中山路、白马泾路、虹桥路、鹿城路、江浦路、红旗路。形成纵横全镇的交通运输网络。人

均拥有道路面积达21．8平方米。市内交通发展迅速，网络完善，至2000年公交营运线路达

17条，公交运营车辆348辆，营运出租车678辆。电讯、邮电、铁路、长途汽车等交通及通讯

工具极为方便。城区排水管道普及率92％。城市环境设施齐全，生活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

率达100％，街道市容整洁，环境优美。

1950年初的玉山镇农村农民住房以茅草房为主，出门泥土路，血吸虫病横行。改革开放

后，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革。1993～2000年，全镇共有570户农民新建以

小别墅为主体的楼房，总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农民楼房覆盖率达95％以上。1995年以

后，通过开展创建省级卫生村及“三清”活动(即清洁家园、清洁村庄、清洁河道)，农民的生活

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有19个村通过省级卫生村验收，全镇基本实现了道路硬化村村

通，有线电视村村通，电话电灯村村通，水冲式厕所村村建，商业网点村村有，自来水入户率

100％。

镇政府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工作中形成既要小康又要健康，既要加快发展又要持续

发展等观点，保证了环境保护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决策。城市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高，全

镇大气质量达到国家环境功能区二类区标准，市区烟尘控制覆盖率100％，噪声达标区覆盖

率达63．5％。综合整治水环境，加强了饮用水源水质保护，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居

民家庭燃气率达100％，市区绿化覆盖率达32．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9．9平方米。1987、

1988年被江苏省评为省文明镇、被苏州市评为“八五”期间环保先进单位。

1993年以来，玉山镇不断加大创建文明城市力度，全面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积极创建文

明行业、文明小区、文明村镇，1999年，经昆山市政府批准：66个居民住宅区为安全文明小

区，18个村为安全文明村，44家企业为安全文明单位。

(四)

玉山镇的教育事业自唐代建庙学起，先后有书院、社学、义塾和私塾。光绪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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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办成第一所樾阁学堂。1949年后，教育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学前教育、普通

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多层次、多门类的教育体系。1992年全镇有中学3所，成人教育

中心校1所、小学23所。1993年后，由于有13个行政村及部份小学校划归市开发区，到

2000年玉山镇有中学1所，成人教育中心校1所，小学8所，幼儿园21所，共有教职员工

548人，学生9 755人。在玉山镇境内还有江苏省昆山中学、市一中、市二中、玉山中学、葛江

中学、国际小学、三中心小学，以及昆山电大、职大和教师进修学校等。玉山镇的财政分成部

分50％以上用于教育事业。

玉山镇教育以全面贯彻执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现教育“四个一流”(一流的

办学条件、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育管理、一流的教育质量)总揽全局，全面推进教育现

代化和素质教育，高标准实施义务教育。1993"-'2000年教育投入总额3 049．14万元，新建教

育用房31 850平方米，增添和完善教育装备投入资金1 036万元；修建操场及配套绿化投入

102万元。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持续提高，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中小学教师文化合格率

分别为99．6％和96．5％。小学“四率”连续10年达100％，初中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均达

100％，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学习比率为100％。教师住房成套率为100％。1999年玉山镇

通过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先进镇验收。

1993年～1999年，全镇的文化体育设施发展迅速，市民活动场所遍布全城。在玉山镇境

内有新建的昆山大戏院、体育场、市民广场、玉山广场、图书馆、游泳馆、大戏院、电视台、广播

电台、报社、工人文化宫JL童乐园、少年之家等活动场所，美化了亭林公园，扩建了西山风景

区，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玉山镇大力推进全民健身活动，注重体教结合，促进业余训练和竞技水平的提高。1997

年玉山镇参加昆山市第七届运动会，获农村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培本小学组成代表昆山市参

加苏州市小学生田径运动会，11次获团体总分第一，2000年，徐志明参加悉尼奥运会，是昆

山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第一人，1999年培本小学被国家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学

校体育运动先进单位”。1996年，玉山镇被评为江苏省“群众体育先进镇”，江苏省“群众文化

先进镇”。

1949年初，玉山镇已有机制砖瓦、机器碾米、榨油等新技术。随着经济的发展，1978年

后，在科技兴镇方针的指引下，玉山镇的科技事业得到大力发展。农业以省级现代化科技示

范园区为龙头，积极开发新项目，引进和推广一批高产优质的动植物新品种和省工省本的农

业新技术，初步形成了优质粮油、花卉苗木、特种水产等多元化农副业生产新格局。全镇农机

化作业率达80％。工业经济已步入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新阶段。金光集团

合同利用外资超过2亿美元。信益陶瓷合同利用外资超过1亿美元。成为玉山镇科技型、规

模型、外向型的龙头企业。村级企业中联造纸机械厂被评为省高新技术企业。玉山镇被评为

江苏省科技工作先进镇。全镇现代化的通讯网络、计算机管理系统、现代化的交通设施、现代

化的建筑等得到全面发展。

玉山镇的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在玉山镇境内有人民医院、中医院、玉山医院、友谊医

院等大型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医院。玉山镇十分重视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至1999年全镇共

有医院1所，防疫站1所，合作医疗站21个，卫生所16个，卫生技术人员489人，医务人员

415人。全镇企事业单位、街道均建立医疗保险制度。农村都建立了合作医疗等保健制度。农

村大病风险保障，以村为单位参加率达100％。农村改厕率达85％，全镇基本形成了疾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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