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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名镇位于无锡市南t-J#b，西近太湖风景区，京杭大运河纵贯全镇。无

锡在建设特大型城市的进程中，其中心正在南移，扬名地区已进人城市中心

圈。太湖大道穿境而过，太湖广场就在境内。这里交通方便，人口密集，城

乡一体，处处春色。

扬名镇历史悠久。夏商时期，这里就有古人居住，许巷遗址是无锡地区

重要的考古发现。春秋时期，这里是吴越相争之地，留下了马蠡港、上码渚

等遗迹。在宋朝设立的无锡县22个乡中，保存至今的古乡名仅剩扬名乡。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新四军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根据地，属于革命老

区。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扬名镇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

下，团结奋斗，开拓前进，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全镇工业发达、商贸繁荣、农业

兴旺、科教先进、人民生活富裕，扬名镇已成为无锡市经济强镇、江苏省文明

镇以及全国创建文明先进乡镇。

盛世修志。为了记载扬名人民在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了

促进扬名镇的三个文明建设，也为了扬名有一部“前有所鉴、后有所稽”的

存史之书，扬名镇党委和政府组建了扬名镇志编纂委员会，成立编纂组，并

于2003年8月着手编纂《扬名镇志》o在镇志编纂过程中，无锡市史志办

公室给予具体指导；全镇人民及在外乡贤给予热情关怀和鼎力相助；全体编

纂人员同心协力，埋头苦干，历时近一年，终于完成了这项上慰祖先、下惠子

孙的文化工程。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尊重史

实，详今明古，比较系统地记载本镇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记述的重点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业的发展建设情况，并突

出了扬名的地方特色。该志内容丰富，考证精当，是一部有一定权威的地方

“百科全书”o这部史志有助于大家进一步了解扬名，认识扬名，从而激发

起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更好地为无锡市实现“两个率先”、为中华的

振兴而建功立业。因此，《扬名镇志》又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

材。镇志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保存了扬名镇的历史资料，它将为扬名各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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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提供多种信息和历史依据，为大家正确认识镇情、实行科学决策而

发挥重要的作用。

值此《扬名镇志》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扬名镇党委、扬名镇政府，向所

有关心和支持镇志编纂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史料浩繁，

跨越年代久远，加上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书中舛误疏漏之处，尚祈有识

之士指正。

幸霖萎鬻警室孥差赵建新中共扬名镇委员会书记～～”’

扬名镇人民政府镇长赵建兴

2004年6月



凡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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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记载扬名镇的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不限，各类事物的记述上溯至可知之年；下限迄于2003

年。取事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

发展与变化。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节下设目及子目，述、志、记、传、图、表、录等各体

并用，以志为主。大事记则采用编年体。

四、本志收录资料主要来自各种历史文献、统计汇编、文书档案、报纸杂

志等文字图片资料，同时通过调查走访获取口头资料，经鉴别考证，收录入

志。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再注明出处，不录人考证资料。

五、本志根据“生不列传”的原则，人物章中立传的对象为现代已故的

知名人物。对扬名籍部分知名人士用简历介绍，其他有关对象列表记载。

六、文中数字除序数词、夏历、惯用语数字和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

表示以外，其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年代沿用历史纪年，先写朝代

年号或民国年份，再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年代

均用公元纪年。文中所称“解放前(后)”指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以

前(后)。所用20世纪整数年代，一般略去“20世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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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无锡市南长区扬名镇，位于无锡市南端，东、南与无锡市新区相邻，西与

无锡市滨湖区接界，北面与市区相接。无锡市的太湖大道、清扬路、金城路、

中南路、运河东路、红星路等主要交通干道沟通全镇；京杭大运河纵贯全镇，

将全镇一分为二，市区内的8座运河大桥，其中红星桥、金匮桥、金城桥、下

甸桥等4座桥就坐落在扬名镇境内。全镇总面积12．8平方公里，总人口

3．5万余人。

扬名镇历史悠久。在许巷夏商时期遗址，挖掘出了古代的陶器、石器等

文物。春秋时期，这里是吴越相争之地，留下了马蠡港、上码渚等遗迹。扬

名的得名，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据资料记载，早在宋初设立的无锡县26

个乡中，就已有扬名乡的建制，这是无锡地区唯一仅存的古乡镇名。抗日战

争时期，这里是新四军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根据地，属于革命老区。

扬名镇共设立9个行政村、1个高新技术产业园。镇属工商企业归属

镇资产经营公司管辖。全镇工商企业总数近400家，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32．6亿元。

扬名镇经济原来以工业为主，工业起步比较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就能独立生产机械、轻工产品，在80年代中期是最早的一批亿元乡之一，90

年代多次跻身全市乡镇综合经济实力前10名行列。全镇工业经济形成了

以纺织服装、机械电子、冶金、轻化建材等四大门类为骨干的结构框架，近几

年重点发展纺织和机械行业，以及IT行业。支柱产品有涤纶长丝、服装、印

染布、轴承、工业窑炉设备、顶锤、输电钢杆、高精度模具、混凝土、铜材、石油

化工产品、波纹管、成套电器设备等o 2003年完成工业纳税销售27．26亿

元，上缴工业税收16472万元，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58520万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扬名镇又适时提出工商并举的方针，不断提高第三产

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扬名镇的商业原来以生产资料供销和物资贸易为主。

近几年，第三产业在调整中迅速发展，通过紧紧抓住行业结构调整的主线，

从早期的物资流通转向发展餐饮旅游业、房地产业和市场业，开拓楼宇经

济，初步形成大三产的格局，特别是抓住大市场建设，围绕太湖广场、太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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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及清扬路、金城路兴建特色商业街区，建成21世纪汽车广场等大型市

场，建造几家星级宾馆，增强了商业发展的后劲。主要企业有蓝天新港大酒

店(三星级)、古罗马大酒店(三星级)、绿色广场大酒店、21世纪汽车广场、

扬名房产开发公司以及上海物美大卖场无锡店等。2003年，全镇三产纳税

营收为38．05亿元，上缴税收2794万元，分别占全镇总量的58．26％和

14．50％。

农业在改革开放以前主要种植水稻、小麦、蔬菜为主，副业以养猪为主。

由于靠近城区，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现仅有耕地面积13．33公顷，主要集中

在无锡市蔬菜高新技术示范园。蔬菜高新技术示范园有荷兰玻璃自控温室

2公顷，有塑料大棚面积23．33公顷，其中有1．67公顷连体大棚；该园采用

无土栽培新技术，主要生产生菜、网纹甜瓜、樱桃番茄、小南瓜等无公害蔬

菜，2003年又发展了花卉种植(红掌)。在此基础上，该园还将建造农业展

览馆、教育楼、娱乐休闲设施，使该园成为无锡市现代农业的“盆景”，成为

生态农业基地和观光农业基地。

科技工作在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全镇现有各类科技人员

712名，其中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141名。镇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等30多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加强了对科技新

品的开发、研制，现有高新技术企业5家(新纺合纤厂、太湖耐热铸造厂、华

洋轴承有限公司、恒丰硬质合金公司、新新化纤有限公司)，市级以上的名

牌、优质产品25个，科技贡献份额达到50％以上。有36家企业通过了

IS09000系列质量认证。

开放型经济在扬名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现有外贸出口企业

27家，其中出口超千万元的企业8家，获得自营出口权的企业5家，主要出

口产品是服装、色织布、轴承、工业窑炉设备等。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近

几年每年引资投人数在2亿元以上o 2003年引进资金超过3亿元。

随着无锡建设特大城市战略部署的实施和市中心的南移，扬名处在城

市改造、建设的第一线。为此，扬名镇及时调整发展蓝图，规划将位于金城

路以北、大运河以东的工厂搬迁至离开市区较远的扬名高新技术产业园，建

立高科技的工业园区，以发展机械、纺织、电子产品为主o 2002年，扬名高

新技术产业园已升级为省级园区，2003年，已成为无锡市高新开发区的配

套区，将在3年内形成工商业纳税销售50亿元的规模。

扬名镇的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在全市乡镇中率先实现了电话乡、有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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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乡。多年来获得一系列荣誉，1999年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先进乡镇，

2001年被评为省文明镇。

全镇有7所小学，其中l所中心小学、3所村办小学、3所民办小学；有

8所幼儿园，其中1所中心幼儿园、6所村级幼儿园、1所中外合资大地名扬

幼稚园；“两校”(党校兼成教中心校)1所。扬名中心小学是省实验小学、

省模范学校，教育质量比较高，有教职员工220名、在校学生4400名。

全镇有2家医院，另外与芦庄街道合办了一家股份制性质的诊所，共有

医护人员84名；各村都有医务室，有村医疗人员25名o 2003年，对医疗卫

生工作体制进行了改革，村级卫生室进行了转制，医疗上实行了门诊包干、

住院限额报销、特殊病人大病补助的镇、村、个人三级共同负担的体制。镇

设立了总额40万元的大病补助基金，用于补助大病患者。

文化体育工作面临着体制转轨的新形势，文化站自负盈亏，由镇适当补

贴，围绕中心开展文体活动。全镇建立了9支特色文体队伍，每年都举行专

场文艺演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镇和各村、主要骨干企业都建立了图书

室。

计划生育工作建立了院站合一的模式。近几年没有出现超计划生育的

现象，但是也面临着外来人口增多、计生工作压力增大的考验。

村镇建设着眼于提高农民的居住质量和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环境管

理水平，进行连片改造、建设。已初步制订了村镇建设总体规划和村域规

划，着重于拆除旧房，新建多层公寓住宅，与城市建设相配套、衔接。在建项

目有五星村民小区、扬名花园、红星苑、盛星苑、邵巷小区等10个小区，总面

积30万平方米，截至2003年底，已有近1／3的村民住进公寓房。

扬名镇正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根据无锡建设特大城市和富民强市的总体战略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

标，以建设经济强镇和文明镇为目标，扎实开展工作，加快发展步伐，在新世

纪再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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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原始社会

约5000年前，无锡仙蠡墩一带已有古人定居。先民以使用石制生产工

具为主，种植稻谷，以农为主，并进行捕鱼和饲养家畜。生活用具多为陶器，

已经烧煮熟食。

夏 商

约3600年前，古人在许巷(今红星桥东堍)居住。许巷出土文物有石

器和陶器两大类，是属于马桥型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金石并用时代)的

典型器物。

春 秋

春秋末期，境内为吴越相争之地。

宋

宋初，无锡县承旧制，设26个乡，扬名乡为其中之一。乡I,以TiR都，都

以下设保。自宋至明初，扬名乡辖3个都(第二十四都、二十五都、二十六

都)、29个保。现在区域范围属于当时第二十五都、二十六都部分地区。

北宋元丰八年(1085)
无锡全境26乡裁并为22乡，扬名乡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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