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桥镇 

和桥镇，位于太湖之滨，宜兴市四大镇之一，1500 多年历史的江南历史文化名镇，古

来就是“千叶小舟云集，八方商贾过往”的繁华商埠。和桥镇面积 105 平方公里，总人口近

7 万。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享有"小无锡"的美誉。和桥全面对外开放，投资环境小中见大。

工业区内厂房鳞次栉比，成为倍受中外客商青睐的一方风水宝地。和桥文化底蕴深厚，人文

景观丰富，人称“教授之乡”。为国家孕育了大批杰出人才，拥有和桥籍的专家、教授达 500

多人，两院院士 9 名。以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手植西府海棠而闻名的海棠园吸引着众多中外游

客。 

和桥镇（Héqiáo Zhèn）位于宜兴市北部。东连万石镇，南靠屺亭镇、高塍镇，西至滆

湖，北与常州市武进区漕桥镇、寨桥镇交界。面积 96.71 平方千米，其中水面面积 3.2 万亩，

常住人口 6.921 万。镇驻地建成区面积 3.5 平方千米，镇人民政府驻和桥西横街，在市政府

驻地北 13 千米处。邮编：214211    

和桥是全国小城镇试点镇之一，著名特产有和桥豆腐干。和桥高级中学是江苏省重点中

学。“父子三进士、一门六博士”，“一校五院士、一门十教授”早已传为美谈，因此和桥被

称为“教授之乡”。 

和桥的区位优势天造地合，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前沿、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腹地，无论是

苏锡常的发展，都无形地影响并引领着和桥的发展进程。与沪宁杭三大都市几乎是等距离的。

立体、环形交通，让良好的区位优势如虎添翼，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绝佳的

平台。    

和桥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和地理优势。北枕常州、西傍南京，东有无锡、苏州、上海，

南邻苏浙皖三省交界处；104 国道、锡溧漕运河、新长铁路、锡宜高速公路，纵贯南北，穿

镇而过；殷村港运河，贯穿东西，连接太湖与江苏滆湖。 

相传宋时邵氏兄弟不和，经乡邻相劝，合建桥以示和好，取名和桥。镇以桥名。清朝置

和桥镇，1959 年 1 月成立和桥公社，1959 年 5 月仍改为和桥镇，1986 年和桥乡并入。2000

年南新镇并入，2004 年闸口镇并入。   

2005 年 9 月 2 日，《市政府关于同意调整和桥镇新胜、何溪村民委员会更名的批复》（宜

政发[2005]176 号）同意新胜村委会更名为北新村委会、何溪村委会更名为钟溪村委会。和

桥镇辖同里、石路、北庄、湖滨、大生、和桥、永兴、西锄、王母桥、云中、西育中、中巷、

北新、闸口、福巷桥、钟溪、北渠、新圩、楝聚 19 个村和劳动、团结、兴业、生建、鹅西、

南新、海棠 7 个社区。 

  改革开放使和桥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城镇合理规划，管理严谨科学。古镇，融时代



 

以满足需求。    

供水：工业区内有自来水厂一座，日供水量为 1.2 万吨，水压范围为 2.0－2.5 公斤/平方

厘米，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基本可以满足工厂需求。 

第四章 旅游名胜 

无锡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北临长江，南濒太湖，东与苏州接壤，

西与常州交界。无锡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号称“小上海”。

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又是一座享誉国内外的旅游城市。无锡地处太湖北端，是江南蒙蒙烟

雨，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太湖明珠。无锡以丰富而优越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跻身于全国

十大旅游观光城市之列。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的 4～10 月为无锡的最佳旅行季节，这期间的气温和湿度都非常适合出行。 

但建议不要在梅雨季节到无锡，江南的梅雨季节通常在 6～7 月间，这段时间阴雨不断，

空气永远都是阴湿的，东西也容易霉变。江南一带湿度大，冬天都较为阴冷，加之没有暖气

供应，对于北方人来说会很不适应。 

无锡红色之旅 

无锡不仅以山水名城，发达的经济文化和令人神往的太湖美景而著称，更是一个富有革

命斗争和光荣传统的城市，1923 年 10 月，无锡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支部正式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秦邦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王昆仑，工农革命运动的优秀领导人严朴等人，都诞生在太湖之滨的无锡。无锡红色旅游是

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的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创造，是全民爱

国主义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景点 

寄畅园（明） 

寄畅园坐落在无锡市西郊东侧的惠山东麓，惠山横街的锡惠公园内，毗邻惠山寺。园址

原为惠山寺沤寓房等二僧舍，明嘉靖初年（约公元 1527 年前后）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秦金（号

凤山）得之，辟为园，名“凤谷山庄”。秦金殁，园归族侄秦瀚及其子江西布政使秦梁。嘉

靖三十九年（公元 1560 年），秦瀚修葺园居，凿池、叠山，亦称“凤谷山庄”。秦梁卒，园

改属秦梁之侄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湖广巡抚秦燿。万历十九年（公元 1591 年），秦燿因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