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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长区志》自1981年开始编纂，十经寒暑，数易其稿，现在终于

成书出版了。这是南长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大成果。
‘

南长区位于无锡市区东南部，东枕沪宁铁路，西濒新运河，闻名

遐迩的古运河、伯渎港、梁溪河均穿越区境。伯渎港北岸，曾是无锡最 ．

早的商市之一；南岸则是明洪武年问始建的砖瓦窑群，绵延逾1公

里。建国前有砖瓦窑百余座，全盛时年产砖瓦2000余万块。19世纪

末、20世纪初，区境内先后兴办的纺织、缫丝、面粉等民族工业，在我

国经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建国后，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领导下，艰苦创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移风易俗，改造旧街

巷，建设新城区，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

民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励精图治，团结奋进，开

创了新局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把这些变化和成就载入史册，激励今

人，启发后代，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全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

要求。

盛世修志，由来已久。历代《无锡县志》对南长地区均略有记述，

但专记南长地区史实的志书，本书还是第一部。 ，
，．

《南长区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录、反映本

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努力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在纵

不断线、横不缺项的前提下，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较为详细地记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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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长地区的史实。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风貌，又突出体现时

代精神，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成就、新变化、新风貌。、

《南长区志》的出版，为全区各级干部全面系统地了解南长地区的历’

史和现状，更好地贯彻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

．了历史资料；也为向全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爱家乡、热

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提供了乡土教材，起到“资治、

教化、存史"的作用。

《南长区志》的编纂、审定和出版，得到市、区有关领导，全区各部

门、各单位和许多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

的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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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详

今略古，突出地方和时代特点· ，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截止1987年，重点记述1951年建区以

来的历史o

三、本志遵循“横排门类，纵向叙述"的传统格式，设篇、章、节、目

4层。“概述”冠于志首，综述区情，总括全志。各篇章横向展开，部分

篇章之首设无题概述。各节则从实际出发，有横有纵，以横为主：各目

则以纵写为主。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等体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辅以记事本末体。志为主体，设地理、经济、城建、政治、文化、社会等6

篇，共36章、168节。照片相对集中，图表随文插附。

五、本志对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不设专章集中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

六、本志“人物”章，着重记载对本地区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历代人‘

物、先进模范人物和本籍或牺牲在本地区的外籍烈士。 P“

。七、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一律先写朝代年号，再在括号内加注

相应的公元纪年；民国时期，先标明民国年代，再在括号内加注相应

的公元纪年·如在同一段落中几处使用民爵年代，仅在第一处加注公

元纪年·。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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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对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已按1万比1折

成新币制计算。为尊重历史资料，部分章节仍采用原资料所用fft．-单

位，未作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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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5述

(一>

南长区位于无锡市区东南部，以境内主要街道南长街命名。东、南、西3面分

别与郊区的南站、扬名、河埒乡和青山湾街道办事处毗邻，北至人民西路、环城

河、解放南路、解放东路、人民东路，与崇安、北塘2区接壤，总面积8．49平方公

里。下辖长街、清名桥、清扬路、通扬桥、谈渡桥、迎龙桥、槐古桥7个街道办事处，

计99个居民委员会、2个家属委员会，共有居民63932户、195143人，其中少数

民族居民348人．

南长地区解放前系无锡县大同、和平、靖复、博爱4个镇的辖区。1951年10

月建区，定名第三区，1955年7月更名为南长区。

南长地区历史悠久。、根据史籍记载，3000多年前，周太王长子泰伯，因让王

位，偕弟仲雍自中原南奔荆蛮，定居梅里，①自号。句吴一．他断发文身，与荆蛮土

。著打成一片，率领百姓开渎理水，发展农耕。南长地区东距古梅里lo公里，境内

伯渎港即系吴泰伯率众开凿。纵贯区境的古运河②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巨大而

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南北经济的繁荣。同时，无锡之

所以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并逐步发展成为工商业发达的著名城市，无不得

益于古运河的通航。南长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亦复如此。几千年漫长的岁月，先辈

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有1960年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1977年

出土的唐宋古井和铜铁器、陶瓷器、骨器，矗立在古运河畔的千年古塔妙光塔，

横架于古运河上的清名桥等等．它们不仅是南长地区悠久历史的见证，而且亦

闪耀着吴文化的灿烂光辉．

①今无镥县梅村多一书．
，

@京杭运河古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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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烧窑业、造船业和冶铸业是南长地区发端较早的手工业。清末民初，曾一度

成为苏南地区砖瓦生产和木船修造基地。王源吉冶坊所产薄型铁锅，更以其质

轻耐用而蜚声大江南北。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

兴起，古运河畔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南郊农村充裕的劳动力、原材料资源，具

有发展轻纺、缫丝和粮食加工业的优越条件。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艺芳、

杨藕芳兄弟创建业勤纱厂于羊腰湾兴隆桥堍，开无锡近代工业之先河。清光绪

二十八年(1902)，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建保兴面粉厂于西门太保墩对岸。继而

又先后创办了振新、申新等纱厂，奠定了南长地区纺织工业的基础。此后境内纺

织、缫丝、机械、粮食加工等工厂相继开设。至建国前，已有各类工厂60余家，职

工18000余人。建国后，工业迅速发展，至1987年，境内有工厂140家，职工

94700余名，形成了以纺织、丝绸、冶金、机械、电子、仪表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千

人以上的工厂就有无锡钢铁厂、柴油机厂、动力机厂、第一棉纺织厂、第四棉纺

织厂等23家，全市重工业工厂大多在辖区内。 ．、 ．．

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工业管理体制的3次调整，南长区先后将白手起

家创办起来的工业厂(社)50余家划归市管，为全市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形成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区街工业由于隶属关系几经变易，工厂单位撤并频仍，其发展经

历了曲折的过程。1979年后才真正得到持续、稳步的发展。至1987年，区街工厂

(包括校办)有50家，职工5124人，年产值4548．52万元，利润499万元。与市下

放13家工业厂(社)到区后的1971年比，产值增长2．61倍，利润增长1．64倍。

与15家工厂划归市管后的1979年比(剔除气动元件厂1979年产值、利润数)，

产值增长1．72倍，利润增长36％。主要产品有胶鞋、服装、汽油机、医疗器械、针

织品、文体用品和五金、化工、塑料等产品。其中胶鞋、服装、文体用品等远销欧

美及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一定声誉。．。。。、 √、，

一?南长区地处古运河两侧，梁溪河纵贯西境，北通长江，南连太湖．因水运便

利，一度成为无锡地区的商市重心。明、清两代，伯渎港是无锡最早的米市和农

副产品集散地。清末民初，无锡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当时无锡8段米市中，南

长地区就占有南上塘、黄泥馋、伯渎港、棚下街4段。其时，境内丝市也颇负盛名，

每年春夏之交，四乡农民携自制土丝和丝棉至黄泥烽集市出售，成为无锡地区

著名的丝市中心之一．民国时期，南长地区的商业，集中于南长街、黄泥±萃、南上

塘、伯渎港、棚下街5个繁华地段，至建国前，有40多个行业的店铺800余家。建

国后，国营商业蓬勃发展，专业公司相继建立，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随着旧城市

的改造和建设，辖区不断向西延伸，除南长街外。又形成了五爱广场至湖滨路一
·2‘



带繁华的商业、金融区．1987年，境内有各类商店和个体商业户1739家，主要商

店有第三、第七、第九、第十百货商店，第二、第三、第六、第七、湖滨副食品商店，

南长、清名桥、湖滨医药商店和南长五金交电化工批发部等。区管商业有全民所

有制商店27家、集体所有制商店85家、供销系统商店14家，以及街道、居委、企

事业办商店254家，合计职工4300人，全年营业额12614．35万元，利润500．41

万元。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10个农副产品交易市场，1987年农副产品上市量

1700万公斤，成交额达231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无

锡市分行、中国交通银行无锡市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无锡市分行和国家外

汇管理局无锡市分局也设在境内五爱路． 。

’

一 建国前，南长地区街巷狭窄，棚户连片，荒坟众多。30多年来，市容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荒僻地区陆续建成市工人文化宫和人民体育场。先后建造了扬名、井

亭、槐古、塘南、南扬、清扬、曹张等36个居民新村，占全市新村总数的38％。其

中1982年1月建成的清扬新村，有5—7层大楼106幢，居民3700余户，是当时

无锡市配套最全、环境最美、对外开放的居民住宅区。曹张新村现已建成5—7层

大楼194幢，是无锡市最大的居民新村。1980年以来，先后兴建了6期防汛工

程，汇水面积达380公顷，改变了部分低洼地区经常发生汛涝的状况。随着工商

业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先后填塞河浜27条，新建、拓建了南长街、塘南路、健

康路、五爱路、清扬路等城市道路26条，区间道路49条，翻建了街巷里弄140余

条，11条市内公共汽车交通线和锡甘线农村公共汽车，在境内均设有站点。 ，．

南长区教育事业有一定基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立了城南公学堂。

民国9年(1920)建立的私立无锡中学，亦于民国12年迁入南长地区。至建国初

期，有小学18所、中学l所。此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86年普及了小学义务教

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至1987年，全区已有小学27所、幼儿园38所．

境内有大专院校1所、职工大学6所、普通中学9所、中专技校lO所、职业中学7

所、特种学校①2所，以及电化教育馆1所。 。、

，

，．，

．，建国前，南长地区有开业医生80余人、民办小医院2所。30多年来，医疗卫

生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彻底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现除各工厂企事

业单位自设职工医院、保健站、医务室外，7个街道都设有卫生所。区属南长人民

医院拥有病床211张，附设3个门诊所。另有区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等防疫

保健机构． ，。 ．，，．。+．。 ，：， !
：

．座落在辖区内的市工人文化宫和人民体育场，是全市开展文体活动的主要

场所。此外，文化娱乐场所还有群众影剧院、无锡大戏院等3家影剧院及和平、纪

巷、振新3家书场．区有文化馆，街道有文化站，居委有文化室，全区三级文化网

——7————2。9．。?●。：，#’’。：：÷、．：：t?一，I’；～}，7，。i r，’。‘“

①聋哑学校和培智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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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已基本形成．1985年建成的全市第一个区级公园——清扬公园，是地区群众

早锻炼和饮茶憩息的场所，也是青少年和儿童进行各种游乐活动的好地方．

文三)

’1978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南长区围

绕经济建设这一中，b，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坚持改革开放，积极进行各项改革

和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全区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各项改革逐步深化完善．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对企业的经营

机制、领导体制、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绝大部分区街工业企业分别实行

了经济承包责任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商业企业推行了集体租赁、合伙租赁

和个人租赁制l推行了劳动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以及浮动、计件、提成等多种

分配形式。为进一步发展街道经济，将部分机构、人员的管理和奖惩等权力下放

街道，增强了街道的综合服务功能。事业单位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改革也有所进

展。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了党政分开的探索，初步理顺了各

方面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全区上下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一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区、街道、居委三级抓经济，工业、商业、房屋开发业

三业一起上的好势头。区街工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产值每年以14．6％、利润以

6．5％的幅度递增。随着商业管理体制的调整，区街商业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在

发展商品经济中崛起的房屋开发业，通过不断摸索，初步走上旧城改造与房屋

开发相结合的路子。自1984年底创建以来，在安置1600多户拆迁居民的同时，

为社会提供了商品房1257套，总建筑面积达145000余平方米，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居委工副业发展尤为迅猛，1987年创利税327．86万元，为

城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87年区屑企事业单位职工人均月工资收入(含

奖金、补贴)105．89元，较1980年增长88．55％．人均住房面积7．17平方米，比

建区初期增长1．34倍，住房条件大为改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等

耐用消费品已基本普及，收录机、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居民家庭。

城区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南长区把城市建设和管理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经过努力，完成了一些主要干道和区间道路的建设。全区主要街巷里弄基本

上都铺设了水泥路面，增添了一些环卫、市政公用设施，改变了以往部分地区垃

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印无产阶级专政．竖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恩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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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堆积和粪便外溢的状况。1985年奎1987年植树20多万株，绿化覆盖率已达

12．5％，人均绿地0．42平方米．对污染严重的虹桥河、庵桥河、许溪河进行了治

理，新建了沿河驳岸，改善了城区环境面貌．房管工作已从单纯的管理型向管

理、服务型转变，改变了过去建、管脱节的状况．有计划地对居住设施较差的熙

春街、扬名新村等小区进行了改造。新建和扩建了少年宫、娱乐厅和一批幼儿

园、托儿所等社会服务设施，使。入托入园难一等群众呼声较大的问题得到了缓

解。老龄工作得到了重视，建立和健全了老龄问题委员会、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

等社团组织，兴办了一批老年活动室、敬老院、康复疗养院等为老年人服务的社

会福利事业。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进入80年代以来，在进入婚育

年龄的人数剧增，人口出生率略有回升的情况下，计划生育率达99％以上，一胎

率达98％以上，人口增长基本得到控制。1986年，清扬路街道被评为全国计划生

育先进单位。
’ ’ ·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要求，南长区认真研究制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规

划，实行了目标管理。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初步探索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多层

次、多形式进行群众自我教育的新方法。如街道地区总结了开展“我们生活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的演讲和建立。三结合一青少年教育网络的经验，开展“文明

楼一活动的经验，通过。算帐对比摊进行形势教育的经验，以及。区、团对口，逐级

挂钩"的军民“共建一经验等，得到了省、市有关部门的肯定。开展了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市民守则：}以及禁止赌博、反对迷信、反对铺张浪费等宣传教育，进行

了以创建。五好一家庭为主体的现代文明家庭科普教育，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

水平，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举办了群众文化艺术周活动，进一步发展了群众

文化事业．深入开展了军民、警民、厂街、厂校、城乡等各种形式的共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活动，起到了互帮互学互促的作用． ．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全。改革开放以来，南长区认真进行了民主、

法制的宣传教育，基本上完成了对城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普法教育任务。组织开

展了执法工作大检查，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在部分

街道和居民委员会推行了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增强了居民群众自我管理、民主

管理的意识。政法战线坚持“两手抓一①方针，进一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

施，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了一批严重刑事和经济犯罪分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

设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社会环境。

①一手抓打击严重的嗣事犯孽活动．一手抓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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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长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优越条件和坚实基础，能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第一，南长区新村较多，居民来自全

国各地，具有各方面的人才，他们能为全区两个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第二，

南长区东倚沪宁铁路，西濒京杭运河，境内公路四通八达，地理位置优越，有利

于加强横向联系，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第三，境内有市属以上大工厂70余

家，门类齐全，是区街工业的坚强后盾。尤其是为大工厂配套的加工工业，具有

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第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区街工业得到稳步发展，有

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一些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第五，随着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区街综合服务功能，为振兴南长，促进

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如：区街工业

产品比较陈旧，缺乏竞争力，必须加速新产品开发，调整产品结构I科技人才不

足，职工技术业务素质较差，亟待内培外引l还有能源短缺和地方财力不足，也

制约着区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 'r 斗，，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对各项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南长区的优势

和不足已为全区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所认识．今后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扬长避短，实事求是，全面

深化城区各项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城区建设、管理为重点，推动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

建设，同心同德，艰苦创业，一个经济繁荣、文明整洁、社会安定、生活方便的新

城区一定能够建成，振兴南长的目标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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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末年(约公元前11世纪)

周太王古公室父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因让王位，从陕西周原南奔，定居

在梅里，自号“旬吴"。南长地区靠古梅里西北。。 _’彰一 ，一卜‘：

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256)

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667)，封泰伯四世孙周章为吴君，建吴国。南长地

区属吴地。战国时，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吴为越王勾践所灭，南长地区属越

领地。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越为楚所灭，南长地区屑楚领地．战国后

期，属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 一’ ’。 ?t-。

’

’‘

c+ ≯-’
+～

．

秦(公元前246～前207)

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灭楚。二十五年置会稽郡，南长地区属之．

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20)

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始建无锡县．南长地区属无锡县境。”
一 ? i

南朝梁太清初年(547—549)

建护国寺(1lp南禅寺)，属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被誉为“江南最胜丛林"．
。 一 、 ．-。 。：

、+ ，．，
， ，

隋大业年问(605—618)
；；+，⋯?； ‘‘

京杭大运河开通，贯穿南长地区。， ，，．

建梁溪桥(又名西门吊桥廿p今人民桥)·I，，。{

唐景福元年(892)
。 。7 、

j”一。 ： ij‘ u
r一 Ⅶ !： ⋯．j

，．淮南节度史杨行密在城东南(本区域)加筑外城· ．∥。，．：i够?。；。

，、
。g。，

·， ：．

一·7·

。。#}‘￡辩$口&f；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