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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金港镇委员会书记徐根法

金港镇人民政府镇长 黄 镇

经过两年时间辛勤耕耘，《德积地名志》即将付梓出版，这是

原德积镇历史上的一件盛事，是38386名德积人民的一桩喜事，是
全镇三个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

德积地名产生于明代。嘉靖元年。(1522年)，境内第一块陆

地正兴沙在长江始现(距今470余年)。清康熙三年(1664年)，德

积集镇德顺镇(后称德积街)诞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沧海桑田，

世事变迁，在新的陆地不断诞生中，地名不断地产生。地名随着社

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演变。

地名是一地历史文化的积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地名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改造的成果，

与人类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是人类历史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写地名志，目的在于挖掘地名的历史渊源，宣传当地的历史文化

底蕴，引导干部群众以史为鉴，自觉学习地情历史，进一步增强热

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从而达到“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的教化功能，为推进全镇三个

文明建设服务。

《德积地名志》是原德积镇的一部重要地情书，反映了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色，有助于人们了解德积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状况，对于我们借鉴前人经验，研究德积，留存史料，教

育后人，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原德积行政区域是这部志书记载的范畴。在这块土地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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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人民历来以农为本，长期以来，囿于单一的农业经济，人民生
活提高不快，农村面貌变化不大。进人80年代，党的开放政策，使

德积人从安贫乐道的陈旧观念中解救出来，凭借德积濒江临港的

地理优势，迈开乡镇工业的步伐。经过不断发展，工业形成轻纺、

化工、电子、机械四大支柱产业，包含纺纱、化纤、织造、染整、服装、
电子、电工、轻工、机械、五金等十大工业门类。其中欣欣化纤有限

公司是全国最大的涤纶化纤引进设备的乡镇企业生产基地之一，

天霸氨纶纱线纺织厂是全国最大的氨纶纱线生产企业之一，“天

霸”、“华福”两家企业名列全市十强民营企业前列。全镇有氨纶

纱企业llO家，年产各类氨纶纱线5．7万吨，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约

20％，被人称之为“中国氨纶纱重镇”。德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连

续7年蝉联上海建筑业最高荣誉“白玉兰”杯。“芦阳牌”沙洲白

茨菇、长江鸭蛋为省无公害农产品。至2002年末，全镇工农业总
产值20．32亿元，农村经济总收入22．2亿元。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协

调快速发展。德积镇曾先后获得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

体、省体育先进镇、绿化先进镇、群众文化先进镇、电话小康镇、现

代化教育先进镇、苏州市新型示范小城镇、文明镇、土地执法示范

镇、廉政建设先进集体和国家卫生镇荣誉称号。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地名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变

化。2003年8月，港区、后塍、德积3个镇及晨阳镇的长埭、晨西、

新村、高科、晨阳5个村合并设立金港镇，这为德积在竞争中加速
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多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坚信，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全镇干部和人民一定会团结奋进，为把金港镇建成现

代化的滨江城市，谱写出更加光辉的历史篇章。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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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事求是

地记述本地区的地名产生、发展、消亡、演变，坚持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统一，力求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简而不漏的原则，全面收录境内

行政区划地名、居民居住地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交通水利地

名、经济地名、文化地名。共设6章25节613条地名。

三、上限尽量追溯事物发端，下限至2002年末，大事记、附录

和志首照片延至2003年8月。

四、文体为记叙体白话文。采用以条目释文为主，辅以图表及

照片，力求图文并茂。

五、引用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为准，统计部门缺项的，则用有

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采用旧历纪年，并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历史名称，均沿

用当时称谓。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本志称“解

放前后”的界限，以1949年4月22日全境解放为准。本志中出现

“现在”、“现有”、“今为”、“至今”均指2002年12月的时限。

七、计量单位、长度、面积(亩除外)、体积、重量等，解放前少

数情况沿用旧制，解放后采用国家统一实行的计量单位(以1987

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

八、以序、编辑说明、总述、地名大事记为卷首，编后记为卷末。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文献、史书、报刊杂志、调查材料及父老口

碑，经反复核实后人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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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港镇行政区域示意图

镇域总面积：l 34．1 64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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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港中心国土资源所供稿
二00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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