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地方志

『0035194
●●--J

V＼／ANGT I NG ZH E N ZH I

《望亭镇志》编纂委员会 编

}队直八镇
▲

p—t：1～争多▲谚熹



苏州地方志

《望亭镇志》编纂委员会 编

警≮
。黪≯}

，》．，簋篱§{{J《

，謦；，嘧；，
；，h“；。}rt玑}

llll逸j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亭镇志／尤建平，周晓东主编；《望亭镇志》编纂

委员会编．一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1090—839—9

I．望⋯ Ⅱ．①尤⋯②周⋯③望⋯Ⅲ．乡镇一地方志一
苏州市Ⅳ．K29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4850号

望亭镇志

《望亭镇志》编纂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许周鹣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200号邮编：215021)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西门外邮编：212300)

开本787minxl 092ram 1／16印张36插页24字数900千

2007年7月第1版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090—839—9定价：100．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电话：0512—67258835

q夕



序

-羔▲

J予

望亭镇有史以来第一部《望亭镇志》终于成书

面世了。这是全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

硕成果，也是全镇人民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事。

望亭地处太湖之滨，京杭大运河畔，风光秀丽，

物阜民丰，资源丰富，盛产稻麦和各种水产品，曾是

全国十大水稻高产样板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江南鱼

米之乡、人间天堂。勤劳朴实的望亭人民千百年来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耕耘，历尽沧

桑，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绚丽的文化遗产。新中国成

立后，望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让千年古镇焕发了青春。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镇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开发成绩显著，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繁

荣，商业兴旺，新型集镇初具雏形，社会事业协调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望亭镇已成为苏锡交界

处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盛世修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古人的丰

功、今人的伟业亟待我们去铭志载史。1985年，望

亭镇党委、政府决定成立望亭镇地方志办公室，组建

班子，抽调人员，修编《望亭镇志》，并基本形成初

稿。2000年，望亭镇重新成立镇志编纂委员会和镇

志编纂办公室，在原有基础上重修《望亭镇志》。在

编修过程中，全体编纂人员在各单位、各部门及有关

人员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搜集资料，

几订纲目，数易其稿，精益求精，遂成望亭镇志稿。

《望亭镇志》如实记录了望亭的自然、经济、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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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亭镇志

望亭，古名御亭，曾名鹤溪。位于苏州市西北隅，地处北纬31027’，东径

120026’。东与东桥镇接壤，南与苏州高新区通安、浒墅关镇交界，西濒太湖，北

与无锡市新安、硕放、后宅镇隔望虞河相望。地属亚热带北缘，全年四季分明，无

霜期长，雨水充沛，日照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京

杭大运河、沪宁铁路、312国道成川字形贯穿全境，望虞河自西向东北由太湖经

大运河从镇北流向长江，北距无锡机场约5公里，东部沪宁高速公路出入口近在

咫尺，望亭火车站、望亭汽车站以及水陆货运码头，构成快速、便捷的水陆交通网

络。望亭地处交通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集镇数次因战争而毁，几度沿

大运河南迁。望亭秦汉时属吴县，唐代设望亭市，属常州府无锡县管辖。北宋设

望亭镇，为常州府无锡县唯一建置镇。清雍正二年(1724)，望亭由金匮县划归

长洲县，为长洲县六镇之一。1912年，复属吴县。1949年4月24日望亭解放，

望亭属吴县浒关区。1957年撤区并乡后，望亭镇、望东乡、望西乡、新华乡合并

成立望亭乡。1958年9月成立望亭人民公社，1983年政、社分设，恢复望亭乡。

1985年撤乡建镇，实行镇管村体制。2000年吴县市撤市建区，望亭属苏州市相

城区。望亭镇辖19个行政村、3个居民委员会。全镇总面积38．96平方公里，

总人口36446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937人。

望亭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群在此繁衍生息。春秋时期，吴王阖

间曾建长洲苑(又名吴王苑、茂苑)于境内。东汉末年(220)，吴先主孙坚在乌角

溪(现沙墩港)和鹤溪(大运河望亭段)交汇处建御亭，形成集镇。隋开皇九年

(589)建御亭驿，大业十年(614)置堰闸，并派兵驻守。唐代改御亭为望亭，镇以

亭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古镇望亭，经几千年沧桑，数十次大小战争，虽未给后人留下多少完整的古

迹，但众多的出土文物和古遗址却是古望亭最好的诠释。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春

秋战国时期的陶器、青铜器，汉、唐、宋时期的彩陶、青瓷，明清时期的铁器等出土

文物以及御亭、望亭堰、望亭驿、纪恩亭、月城(越城)、社仓事宜碑等几十处遗

址、古迹，60余座古桥，都是先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唐代，望亭始有刺绣、织席、铜铁器加工、竹木器加工及酿酒等家庭手工业作

坊。1919年起，陆续有商人在望亭开设店铺、作坊、米行、席行、电厂。解放后，

在1958年开始兴办工业，主要有农机、建材、副食品等加工型企业。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镇村企业发展较快，1987年，全镇有企业97

家，总产值4848万元，同年12月，望亭镇被列为江苏省对外开放重点工业卫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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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1989年，成功创办第一家外资企业——苏州欣乐电器有限公司。90年代初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1993年，镇办企业开始转制，鼓励发展民营企业。1995

年，望亭被授予江苏省综合经济实力百强镇称号o 1997年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

苏州凯美电子有限公司，年生产电解电容器3亿个，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电容器生

产基地。外资企业中被列为吴县市销售收入五十强的企业有3家，利税五十强

的企业有6家，工业增加值五十强的企业有3家，固定资产原值五十强的企业有

4家，资产五十强的企业有4家。到2000年已累计创办外资企业54家，已正常

生产的有35家，总投资16294万美元，注册资本10975万美元，年出口创汇4100

万美元o 1999年以后，望亭镇民营企业迅速崛起，2000年已有民营企业120家，

从业职工1737人，年总产值3．29亿元，固定资产4515万元，利润511万元。并

形成迎湖、宅基、项路、巨庄、华阳、何家角等民营工业小区。

2000年，望亭镇村工业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241家，工业总产值13．51亿

元，总资产10．33亿元，固定资产6．32亿元，利税总额0．86亿元。

望亭镇地处太湖平原水网地带，地势平坦，河道纵横，自然资源丰富。60年

代曾是全国十大水稻高产样板之一，著名水稻专家陈永康曾多次到望亭传授水

稻高产栽培技术。境内盛产优质大米、小麦、油菜和各类水产、蔬菜、瓜果。自

80年代起，望亭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每年将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机房、修筑永久性灌排渠道、疏浚河道67公里，确保灌

排畅通。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集约化经营的发展、“四新”(新肥

料、新农药、新品种、新农艺)技术的推广和燎原计划的实施，农业连年丰收，多

种经营全面发展，除了传统的养猪、养羊、养家禽、种植蔬菜外，还发展了养鳗、

蟹、虾、鳖、牛蛙，种植西瓜、草莓、食用菌、青玉米、各类果树。2000年，全镇耕地

面积34937．7亩，其中水田34494．9亩，旱地442．8亩，水域面积6117亩。全年

粮食总产18870吨，入库2836吨，其中水稻1466．9吨，三麦3387吨，油菜子814

吨。生猪出栏12083头，羊380只，家禽4300羽，水产品354吨，兔371只，生产

食用菌50万公斤，大棚蔬菜3066亩，太湖围网水产养殖面积3000多亩。全镇

农副业总产值1327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5559元。

望亭商业自宋代以来就十分繁荣，由于水陆交通便捷，南往北来客商云集，

望亭成为农副产品、手工业品、草席、刺绣、蚕茧等物的集散地。古问渡桥两侧、

沿运河两岸形成闹市区，镇上商铺云集。清末民初，望亭已成为苏州阊门外重要

的商业集镇。1929年，全镇有大小商店100多家，至1949年增加到218家。其

中茶楼、理发店、酒馆、面店、糕店、药店等较多。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后，望亭市场更加繁荣，除了传统的“四郎”苗猪市场外，还有占地9000多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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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500多个各类固定摊位，年交易额5500多万元的农贸市场，它曾连续三年被

评为全国文明市场；有年交易100多万条各种规格草席的江南最大的草席市场；

有占地4万多平方米，年交易额超过5000万元，被誉为苏南最大的木材市场之

一的望亭木材市场。1986年以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辟了商贸街，新建了工

业品商场、新旺商场、望亭商场、小商品市场、家具商场、粮油市场等一批商贸市

场及望亭宾馆等40多家大大小小、设施齐全的住宿、餐饮、娱乐场所。2000年，

全镇有1000多个商业网点以及452家个体零售业、177家个体服务业。第三产

业从员人员7066人，比1990年增加了27．7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31950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新型小城镇已具雏形。解放前，望亭集镇仅有几条

街道、弄堂，镇区面积o．3平方公里。解放后，虽有改观但变化不大。1984年，

按照吴县人民政府通过的望亭镇总体规划“规划，开发，管理”和“改造老镇区，

建设新镇区”的工作思路，开发了运河新村住宅区、教师住宅小区和商贸街、新

旺路上商住两用房，新建了财贸、工商、税务、金融、粮食、保险等经济管理服务部

门的营业大楼。1992年以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每年开发的商住房竣工面积达

4500平方米左右，初步形成以望亭大街为轴心的新镇区，镇区面积扩大到2．2

平方公里。90年代，投入7000多万元，完善了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

投资2500多万元新建了望(亭)东(桥)公路以及太湖路、迎湖路等村级公路

11．7公里，重建了古问渡桥，新建了第三座跨运河大桥望亭南桥。投资3650多

万元，用于邮电通信大楼的建设和农村用电标准化建设。投资700多万元新建

自来水厂，使全镇80％以上的人口用上了自来水。实施绿化、亮化、美化工程，

开辟迎湖和泥图湾百亩苗圃，全镇街道、路旁均植树，铺绿地，建花坛，建街心花

园和双白桥小公园各1个。镇区及农村主要道路都安装了路灯，美化了镇容，改

善了投资环境。

望亭镇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全面发展，欣欣向荣。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完善文化设施。1992年，镇政府投资100多万元，新建

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建有图书阅览室、老年活动室、歌舞厅、影视厅、溜冰场、电

子游戏室、桌球房，并开辟健身场所，满足了不同层次群众对文化娱乐活动的需

求，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文化中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多次在市、县汇演中获

奖。1993年，望亭被评为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集体。望亭镇广播电视站建有有

线电视网络和光缆传输网络，开通25个电视频道，并实现了村村通，累计有线电

视人户数6479户，入户率达63．38％，电视普及率达90％以上。教育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高。2000年，望亭境内有小学6所，幼儿园4所，完全中学1所，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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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中心校和镇党校各1所，电厂教育培训中心和子弟学校各1所。1999年

至2000年，镇政府先后投资1940多万元新建望南小学、迎湖木)rid,学、望东小

学，扩建了中心小学，新建望亭中学实验楼、教育楼、阶梯教室、多功能厅、高标准

操场，完善中小学语音室、微机室等现代化教育设施，改善了办学条件。2000年

部分村小的撤并，通过苏州市教育现代化达标验收。

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1978年望亭基本消灭血吸虫病。90年代起，在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基础上，政府加大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先后投入近

300万元，修建了垃圾中转站，购置了环境保洁车，增添了垃圾箱35个，果壳箱

30个，改造下水道，整治小街巷。完成农村改水、改厕，修建了无害化卫生厕所

2464个。1998年投资210万元，新建望亭卫生院门诊大楼。村村建有卫生室，

配备了合格保健医生。建立了农村医疗保健网络，巩固完善了医疗保险制度和

统筹医疗制度o 1998年6月，望亭镇通过创建苏州市卫生镇达标验收，12月通

过江苏省卫生镇达标验收。

根据望亭镇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小城镇发展的需要，2000年，

望亭镇聘请浙江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对望亭镇集镇规划重新设计，并于1 1月通

过论证。望亭镇定位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特色，工业、商住、旅游融合发展的苏

州市域西部现代化工业卫星镇。

展望未来，望亭人民定将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望亭建设成为社会文明、政治

民主、经济繁荣、交通发达、环境优美、人民富裕，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现代化新

型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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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亭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夏朝(公元前17世纪前)，

属防风氏地区。商朝末年属“勾吴”国(又称古吴)。秦设吴县后，望亭先后属吴

县、泰德县、长洲县。辛亥革命后，撤长洲县，望亭复归吴县。1995年属吴县市，

2000年属苏卅f市相城区管辖。民国时期，望亭镇曾是吴县第四区区公所所在

地，解放后一直为乡镇人民政府驻地。

1957年，吴县撤区，建立望亭乡。1958年改乡为人民公社。1983年，政社

分设，恢复望亭乡建置。1985年，实行镇管村制，撤望亭乡，建望亭镇。2000年，

全镇辖3个居民委员会、19个行政村、270个村民小组。

第一节沿革治所

公元前22世纪末、21世纪初至公元前17世纪的夏禹时代，望亭属防风氏

所在地。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到11世纪)，望亭地区属干王国，为古干人活

动地区。商代末年，陕西古公宣父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奔江南开辟吴地，建立勾

吴国。望亭属勾吴。

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灭吴，望亭属越国。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楚灭越，望亭属楚国。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始设吴县，望亭属会稽郡吴县余杭乡。

新莽始建国元年(9)，改吴县为泰德县，望亭属泰德县。

西汉永建四年(129)，析会稽郡钱塘江以西部分置吴郡，并恢复吴县，望亭

属吴郡吴县。

三国吴(222--280)，望亭属吴国(亦称东吴)。

西晋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望亭随吴县属西晋。

隋(58l一17)，望亭属吴州(吴郡)吴县。
唐万岁通天元年(696)，析吴县东、北境置长洲县，与吴县合成而治。望亭

属苏州府长洲县。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望亭上塘属彭华乡，下塘属武邱乡。

明正德年间(1506--1521)，上塘四都、五都属长洲县彭华乡(功成里)，下塘

六都属武邱乡(采云里)，延续至清朝末年。

民国元年(1912)，并长洲、元和两县和太湖、靖湖两厅入吴县，直隶于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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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复属吴县。望亭上塘仁巷港以南属浒关市金墅乡，上塘仁巷港以北及下塘属

浒关市东桥乡。

民国18年(1929)，望亭属吴县第四区(亦称望亭区)，辖六镇三十三乡(详

见本章第二节)。望亭区区公所驻望亭镇上塘街。

民国23年(1934)，望亭属浒关区(第一区并入第四区，区公所驻浒关镇)o

境内一镇四乡：望亭镇，镇公所驻望亭镇下塘街嘹望台；包殷乡，乡公所驻包兴

镇；三民乡，乡公所驻诸葛庙；顾王乡，乡公所驻迎湖寺；华阳乡，乡公所驻猛

将堂。

民国30年(1941)，原第四区调整为第五区，区公所驻通安镇，望亭境内一

镇(望亭镇)四乡(包殷乡、三民乡、顾王乡、华阳乡)属第五区。

民国36年(1947)，并编区乡镇，望亭属浒关区，境内一镇一乡：望亭镇，镇

公所驻望亭镇下塘街嘹望台；迎湖乡，乡公所驻迎湖寺。

民国37年(1948)2月，并编乡镇，迎湖乡并人望亭镇，望亭镇为甲等镇，属

浒关区。镇政府驻下塘问渡桥堍北侧。

民国26_38年(1937--1949)，中国共产党曾建立苏州县和锡东县民主政

权，望亭大部分地区属苏州县亭太区，望亭为亭太区委所在地。望亭铁路以东属

锡东县。

1949年4月24日，望亭解放。望亭镇仍属吴县浒关区。

1950年，重新划分区乡，望亭属浒关区。境内一镇三乡：望亭镇，镇政府驻

望亭镇下塘模范街；望东乡(下塘原包殷乡)，乡政府驻许家桥；望西乡(上塘原

三民乡、顾王乡)，乡政府驻迎湖寺；华巨乡(上塘原华阳乡)，乡政府驻华阳庙。

1957年3月，吴县撤区并乡。望亭镇、望东乡、望西乡、新华乡(原华阳乡)

合并为望亭乡，乡政府驻望亭镇人民街。

1958年，成立望亭人民公社，望亭人民公社属吴县。

1983年7月政社分设，成立望亭乡人民政府。

1985年7月13日，撤乡建镇，恢复望亭镇建置，改乡管村为镇管村。

公社、乡、镇政府驻地均在望亭镇人民街。

1995年2月8日，吴县撤县建市，望亭属苏州吴县市所辖。

2000年12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吴县市，分设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

区，望亭镇属相城区管辖(2001年2月28日正式宣布，3月1日两区分开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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