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常

《海虞镇毫

■

嚣。
蚝龇

l卜二j夕肇

I臼一。醐

一琶～窿溉●C一暑囊-I
广

．

E0卑，I}，掌‘t五f宣譬P—，k皇．尊-

圣警

￡一～



E堑笪常熟壹嫂方I+t2*、!m1书
7海虞镇志一编纂委员会编

屋
海虞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g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虞镇志／《海虞镇志》编纂委员会编．一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ISBN7—80681—677一l

I．海⋯ Ⅱ．海⋯ Ⅲ．乡镇一地方志一常熟市
Ⅳ．K29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3479号

海虞镇志

编 者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经

印

印

插

字

版

印

销

刷

张

页

数

次

数

《海虞镇志》编纂委员会

边集

宗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20)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921—63875741

hnp：／棚．aasap．姗E一城lil：鲫印@鲫s．trg．∞
新华书店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152．75

164

2659千字

2005年5月第l版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1—3000

ISBN 7—80681—677—1／K·158 定价：400．00元(全五册)



《海虞镇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陈惠良

副主任：苏建东 陈永明 顾生生 丁 琪 曹金元柴畅

委 员：汪雪根 曹永明 范国华 杨栋良 周一凡 葛 刚

徐建华 苏正明 许东华 陆永祥 肖志刚 陶林华

王卫东 陈永华 陈立新褚宏伟 温国芬 窦卫东

主 编：丁琪 i

总 纂：袁海坤

《海虞镇志·海虞志》编写人员：

组 长：曹敬源

成 员：赵大保施剑英顾金保唐林元蒋云祥

特约编纂：彭根华浦君芝

审定单位：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弓≤



序

《海虞镇志》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终于问世，这是海虞镇发展中一

件大事，也是海虞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成果，值得海虞各

届人士为之庆贺。

海虞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历史渊源悠久绵长，三业经济协调发

展，人文景观丰富壮丽；海虞人民勤劳智慧，淳朴诚信，富有创新意识和

开拓精神，创造了历史上无数的辉煌和可歌可书的业绩。翻阅这部志

书，海虞人民艰苦奋斗、务实前进、创新求变的脚印清晰可见。海虞是

个大镇，境内区域在历史上曾是长江下游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地，

也曾是历史上常熟县治所在地、长江江防要塞、重要渔港等。改革开放

后海虞人民在各届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奋力拼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

绩。存史备忘，稽前得失，启迪当代，垂鉴后世，这是编纂这部志书并出

版发行所具有的现实和历史意义o

《海虞镇志》篇幅宏大，包罗万象，共270余万字。根据实际情况，

设5卷分志：海虞志、王市志、福山志、周行志、棉花原种场志。方志为

一方之全书，《海虞镇志》真实地记载了海虞境内有史以来地理、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社会各界人士全面、系

统地了解海虞，认识海虞，进一步激励全镇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之

热情，从而推动海虞物质、精神和政治三个文明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

这是镇党委和政府编写本志的目的所在。

盛世修志，八方支援o《海虞镇志》的编纂出版得到了有关单位和

社会各界的倾情关心与支持，以及编志人员的勤奋笔耕，在此谨表示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愿《海虞镇志》为海虞腾飞添加动力，愿海虞的未来更加辉煌灿烂!

帙撒-0市0嚣锑记／夸岂＆五年五月 ．／可西G



凡 例

一、《海虞镇志》共5卷，设海虞志、王市志、福山志、周行志和棉花原种场志五

部分志o《海虞镇志·海虞志》时限为1999年6月至2002年12月。有些章节因特

定情况，其沿革适当上溯，大事记下限延迄2003年。王市、福山、周行三部分志以

原各镇行政区域记事，上溯不限，下限均迄1999年6月区划调整，合并建立海虞镇

为止。棉花原种场志时限自1965年围垦开始至1999年6月归属海虞镇为止。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2002年12月所辖的40个行政村、2个街道办事

处、3个居委会和1个农场为主。概述、大事记未列入编章序列。

三、本志采用编、章、节、目结构，横分门类，用语体文纵述史实，述而不议。全

志设10编和1个附录、共41章156节，辅以图表、照片、附录。概述、大事记置于志

首，《编后记》置于末。

四、本志《人物·荣誉》编所载人物、荣誉，以原籍在海虞境内的已知者为主；获

各种荣誉的，以居住在海虞镇境内为主；在外地工作的海虞镇人所获的荣誉，未列

入本志o<人物·荣誉》编中收录的集体和个人所得的荣誉，以苏州市政府级及以上

为界；人物收录对象以县(团)级、高级工程师、教授、主任医师和硕士学位以上者为

主；个别较有影响的人物，也列入其中；为适应改革开放，将旅居国外的海虞籍人，

也录入其中。对境内革命烈士，一般采用名录式，只对英勇事迹动人和职位较高且

经历详细的，进行立传。对已故且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写传略，余者只作简介。人

传人物以生年为序，“传略”、“简介”和“名录"入志，也以生年为序。

五、本志采用的计量单位，除田地仍用旧制亩以外，其他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如克、千克(公斤)、吨，厘米、米、平方米、公顷、立方米等，以阿拉

伯数字计数o

六、境内镇、人大及工青妇等领导任职期限，均以各种文件为准。

七、本志所用资料，来自政府档案、报刊、口碑、<常熟年鉴》，经考证入志。所用

数据以统计年报为准，部分由有关部门提供。经审核人志，一般不注出处。

八、对同一史实、事件或人物，在文中交错互见时，采取各有侧重的方法，尽量

避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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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虞镇位于东经120048’，北纬31049’，地处常熟市北部。北枕长江，东与梅李

镇相邻，南与古里镇淼泉、虞山镇兴隆毗连，西与虞山镇谢桥接壤，西北与张家港市

交界。东西最大距离11．5公里，南北最大距离18．2公里。全镇总面积108．66平

方公里。耕地4451公顷。海虞境内地势低平，海拔大多在3—7米之间，局部最低

为2米，局部最高达8米。境内西北部福山地区有一列山丘，素有七峰之称，其中

殿山、铜官山、西山以秀美见长，铜官山最大，海拔41．1米，底面积21公顷。境内

水网交织，东南部周行一带尤为稠密。主要常流河有望虞河、常浒河、海洋泾、耿

泾、崔浦塘、福山塘等，皆为通江河道，兼具引泄交通之利。

海虞镇境内有王市、福山、周行、陈塘、花庄、邓市、肖家桥等自然镇。镇人民政

府驻地王市自然镇，为全镇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集镇功能较为完善，商贸流通

活跃。沿江高速公路、通港路、常浒线、常福线、支福妙线、沙福常线穿境而过，与陈

王路、谢王路、周师路、海周路、海福路、三爱富路及镇区的人民路、海阳路、迎宾路、

通江路等，构成了极为发达的交通网络。

海虞镇，1999年6月，由王市镇、福山镇、周行镇和国营常熟市棉花原种场合并

’建立。以古县名得名o 2002年末，辖2个街道办事处、1个农场和40个村民委员

会、3个居民委员会，全镇总人口8．86万人。

海虞这方热土，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境内沿江邓市一带有一

条沙冈身，形成于4700年前。绿山村下马山遗址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吴文化遗

址。东汉永建四年(129年)，海虞地方为南沙乡，置有司盐都尉，此乃常熟历史上

吏治的最早记载。东晋咸康七年C341年)，以南沙乡之地置南沙县，县治南沙城在

铜官山麓。南朝梁大同六年(540年)，南沙县更名为常熟县，县治仍在铜官山南沙

城。迄唐武德七年(624年)县治迁至海虞城(今虞山镇)为止，今海虞镇境内南沙

古城设县治达283年之久。海虞镇倚山临江，历代为江防要塞。三国时孙吴于沿

江置烽火堠，暮于建康(今南京)点烽火，鼓三达南沙。由吴迄今，福山屡戍兵建寨。

福山港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又为商务港口，昔日帆樯林立，渔船鳞次栉比，有“江鱼

之市”美称。

海虞镇人杰地灵，自古名人辈出，文人雅士、良将忠臣各领风骚，留下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故事和令人遐想的遗迹。历史名人元代有武略将军、海道漕运副万户曹

南金、浙东道宣慰副使常熟巨富曹善诚，明代有进士4人。近代更是多英豪。录入

本志的革命烈士有62位。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星光灿烂，海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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