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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无锡市郊区志》的编纂工

作始于1 981年，历经十年，征集资料，四易其稿，现在终于成书问

世了，这是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大成果。

《郊区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详尽地、真

实地记载了我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

济，从历史到现实的“一方之全史’’，并着重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后的

36年中(1949——1985年)，郊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认真

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努

力把农村自然经济转变为城郊型商品经济的重大历史演变，反映

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曲折过程·无疑，它对于我们研究历史，认识

区情，开创未来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为深入开展。热爱郊区、建设

郊区’’的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一本现实的乡土教材，亦为我区存史

归档，遗传后代，作出了良好的开端。 ·

‘《郊区志》的史料征集、编写修正、审定成书，脊得到市、区有关

领导、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和不少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尤其是

许多曾在郊区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对初稿悉心审核，提供了不

少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毋庸讳言，这部《郊区志》还会有一些疏漏，还有许多不尽人意

的地方，敬请读者指正。

继往开来，团结奋进，让我们全区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

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谱写出新的篇章，为尽快把

我区建设成开放型、多功能、经济发达、科技先进、文化繁荣、环境

优美、城乡一体、民主文明、人民生活富裕幸福的社会主义新郊区

而努力工作。

区等荐钍殇
一～1991年秋于梁溪



凡 例

一、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外，还分设地理、政治、农业、工交、财

贸、经济管理、城乡建设、文化、乡土、人物等1 0篇。每篇分为章、节

两个层次。以文字记叙为主，图表兼用。

二、本志主要记述无锡市郊区1949—1985年的史实。其中涉

及各行业的形成经过，略述历史沿革，上限不作规定，下限至1 985

年。另附1 986至】990年郊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概况。

三、郊区自】950年建制后，行政区域和隶属关系历经多次变

动，为便于作历史性的纵横比较，故本志史料均按现有行政区域范

围(】980年6月前含马山)追溯整理。

四、本志采用白话文、记述体。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为法定计

量单位。

五、本志记叙的内容，以经济为主体，地理作座标，政治为轴

心，文化、乡土作两翼，大事记纵向贯穿的结构·至于历次政治运

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不另立篇目。

六、本志资料来源，由郊区各有关科局提供文字材料和收集口

碑素材，以及摘录有关档案资料和报刊文章，经过考证后编纂成

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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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无锡市郊区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濒临太湖，环抱锡城，边缘四周与无锡

县接壤。陆地面积150．41平方公里，原系无锡县辖地。郊区建制于1950年7

月。

无锡市郊区(以下简称郊区)下辖10个乡，110个村，1个城郊蔬菜管理区

和3个街道办事处。1985年总人口为27．63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37

人。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9．2％，城镇人口占50．8％。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2．95‰。计划生育符合率99．55％。区境内汉族聚居，并有回、蒙、满、壮、土

家、朝鲜、侗族等7个少数民族177人。

郊区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青山绿水，

景色美丽，城乡交织，交通便捷，被人们誉为“太湖掌上明珠"。又是历史悠久，

江南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据解放后境内发现八起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经

考古论证，新石器时代的仙蠡墩遗址，有穿孔石制的锄、斧、刀、凿等农具，捕鱼

用的陶石网坠，数量较多的稻谷堆等。说明六千年前，先民们已在这这里劳动

生息。还相继发现了春秋时期锋刃锐利的青铜宝剑，唐朝精工细作的青瓷壶

器，宋代刻度清晰的漆尺量具、“皇宋通宝一钱币，明代镶嵌珍珠的金银首饰、雕

缕细工的民间鎏金技艺等。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

着郊区人民。

新中国建立后的36年来(1949—1985年)，郊区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开拓前

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过的历史路程，虽然并不平坦，而靠党的正确路线和

方针政策的指引，顺应着城乡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努力把农村自然经济变革

为城郊型的商品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过渡。形成了农工商综合发展的

新格局，展示出历史新篇章。

郊区在50年代至60年代，以粮食生产为主，发展多种经营，农业总产值



1950年为982万元，1960年增至1185万元，增长20％。到1962年工农业总

产值为2183万元，其中农业产值2059万元，占9d％，工业产值124万元，占

6％。70年代始，农业逐渐转向以蔬菜为主的荤素副食品生产，工业，尤其是社

队工业发展较快，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24346万元，为1965年的10倍，其

中工业产值为】6975万元，占69％，农业产值7371万元，占3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80年代，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

构，稳定提高农业，发展改造工业，相应兴办第三产业，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3．33亿元，为1978年的4．5

倍，其中工业产值12．8d亿元，占96％，农业产值4905万元，占4％。社会总产

值12．26亿元，国民收入JI．4亿元。区财政年度收入8731万元，相当于70年

代郊区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今，郊区的经济结构具有“三个为主"的特点，

即农业结构以蔬菜副食品生产为主；经济结构以乡镇工业为主；经济运行以商

品经济为主，农业和工业产品的商品率均在90％以上，形成了城郊型的商品

经济新格局。

农业是郊区经济中的基础。解放前，历代盛产稻麦、蚕茧、蔬菜、畜禽、水产

品、果品等多种农副产品，尤以池塘养鱼、栽桑养蚕历史悠久而驰名。靠近城厢

的农民常年种菜上市。

解放后，郊区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努力发展农业生产，50年代以粮食生

产为主，10万亩耕地中80％以上的面积栽种稻麦，次之蔬菜、水产、蚕桑。60

年代，在继续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全市各行各业支援郊区“向山水进军"，通

过城乡结合，厂社挂钩等方式，先后新建和扩建8个国营茶果场，开发山地新

拓植茶果园地5000余亩，较快地形成生产能力。原以天然捕捞为主的水产业，

转向养捕并举，以养为主，6000亩大水面的五里湖，开始人工放流鱼种，栏鱼

养殖增殖；改造治理了3000亩老鱼池，变粗放粗养为精管细养。蔬菜、蚕桑等
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

70年代，郊区全面贯彻“一建设两服务"的方针(即：建设副食品基地，为

城市服务，为旅游事业服务)。把发展以蔬菜为主的“两水一绿"(水产、水果、绿

化)作为建设的主攻方向，调整农业结构，抓紧基地建设。种植蔬菜面积随着城

市人口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常年性菜田由1970年的7000亩扩大到1978年的

1．62万亩。组织城乡人民会战，改造老鱼池3300亩，开挖新鱼池4000亩，建

成一批鱼畜禽配套生产的荤食品基地。恢复提高水蜜桃等传统果品，国营场圃

成批拓植茶园。历史上无锡从无生产性种植的柑桔，自蜉嶂山区试种成功后，

由山地延伸到部分适宜种植柑桔的平原地区。到70年代末期，郊区的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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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已基本上形成以蔬菜为主，鱼畜禽奶果茶等综合生产经营的结构。

8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郊区土地逐年被征用，全区

可耕地面积由1970年的10万亩，至1985年减少到4．9万亩，农村人均占有

耕地亦由0．62亩减至0．36亩。在这土地(含水面)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进一步

注重对农业的投入。1981—1985年共投入建农资金8145万元，其中90％来自

集体工副业利润转移，建设固定的副食品生产基地；依靠科技进步，改造传统

技术，普及科学种植和养殖，主攻单产，增加总产，增多花色品种，组合成就地

生产，就近供应的城郊农业经济布局。1985年，蔬菜种植面积有常年性菜田1．

7万亩，季节性菜地1．3万亩，一年四季均衡上市蔬菜8．85万吨，地产蔬菜的

自给率达到80％以上，城市居民每人每天吃菜水平在0．4—0．54公斤之间。

1．4万亩精养鱼池，商品鱼总产由1978年的192．5万公斤上升到1044．2万

公斤，全市居民地产淡水鲜活鱼人均占有量由1978年的2．5公斤增加到11．

75公斤。畜禽饲养场75个，饲养大户近2000个，猪禽蛋牛奶的交售上市量达

1271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70．8％。2815亩茶园，1．5万亩果园，生产茶叶

2l万公斤，各种果品400．2万公斤。还有万亩粮田平均亩产水稻434公斤，三

麦209公斤。结合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水利农机相应配套，到1985年拥有

农机总动力9．75万千瓦，亩均动力1．034千瓦(含鱼池)，形成了“挡得住、排

得出、灌得进一互为配套的水利工程体系，从而为郊区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稳产

高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还起到了保护城市抗洪排涝的屏障作用。

郊区工业的前身是农村的传统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解放前，主要有山北的

竹器、大渲的芦菲、塘头的丝线、南郊的丝棉、黄泥头的蒲包、盛岸里的腐乳等

副业，以及手工业“五匠"(铁、木、竹、裁缝、泥瓦匠等)。这些工副业，历史都比

较悠久，黄巷乡塘头一带农户纺搓的丝线，用于刺绣，色泽鲜艳，自明末清初

起，就热销苏杭等地；已有500多年历史的山北乡双河尖的竹器，久负盛名，畅

销城乡市场；南门外江溪、旺庄等近郊农民，利用缫丝厂的下脚茧头作原料拉

丝棉，加工讲究，质量上乘，畅销不衰，还远销日本、加拿大、瑞典等国。．解放后

的50年代，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家庭经营的工副业和小手工业，先后

按产品行业，组建成作坊、加工场。当初主要为城乡市场拾遗补缺，生产实用小

商品和修造简易农机具。尔后，利用市属工厂设备更新，产品扩散；干部、知识

青年下放郊区，加强人才力量等有利条件；通过城乡合作，厂社挂钩等方式，使

郊区工业形成了为城市大工业配套服务的加工工业，亦有一部分属国家计划

生产的工业产品。 ，

80年代起，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既依托于城市，又服务于城市，致
·3 o



力发展乡、村两级工业，逐步面对市场组织生产，从单纯的加工工业走向开发

独立产品，导致工业行业的形成和门类结构的日趋完善。到1985年郊区工业

已有7个行业，其行业结构为纺织业31．92％、机械业33．48％、轻工业23．

53％、电子业5．23％、化工业2．59％、建材业2．16％、食品业1．09％。共有

1408个产品，尤其是白织、色织布、毛纺、服装、渔用增氧机、感应电炉、锅炉辅

机、印刷机，内燃机配件、电工电器、电子元器件、自行车配件、塑料制品、化妆

品、饮料等产品，批量大、质量优、均为市场畅销商品。发展横向技术经济协作，

一批骨干企业先后加入了“长征牌丹自行车、“菊花牌"电扇、“虹美牌一电视机、

“梅花牌”收录机、“小天鹅"洗衣机等12个名牌产品的企业集团，并与国内外

100多家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加速了工业技术改造和产

品更新换代的步伐，名、优、特、新产品日趋增多，被评为部、省优质产品12个、

市优产品27个。并有37家工厂的40个产品打入国际市场。1985年外贸供销

产值达4377．09万元，还有10家中外合作、合资企业正在洽商筹建。

郊区工业坚持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创水平上轨道，工业企业由1978

年的414家，1985年发展到880家(其中区属工业9家，乡办企业187家，村

办企业684家)，工业固定资产由3957'万元增加到2．52亿元。常年务工人员

由2．9万名增至5．87万名。1985年全区工业总产值12．84亿元，比1978年

增长6。6倍，年均增长29．6％，乡、村两级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95％。全区10

．个乡中扬名、南站2个乡工业产值达2亿，河埒、黄巷、蠡园3个乡工业产值超

亿元。由于乡村两级工业的迅速发展，使郊区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形成

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体，建筑、运输、商业、服务业相应发展的经济结构。

70％以上的农村劳力从事工业生产，80％以上各项税收和财政收入来自乡村

工业。并从1980年开始，每年以1500—2000万元的工业积累转移投入农业建

设和社会建设事业，建成设施配套的蔬菜副食品生产基地，提高为城市服务的

有效供给，乡镇建设也逐步向市政建设一体化靠拢。

乡镇工业的发展，促进了郊区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的相应发展。至1985年

已有区、乡、村三级建筑企业22个，年度建筑营业收入2971万元，承担了200

多个项目的设计、土建、安装工程。11个区、乡两级的专业运输企业，组合成水

陆衔接城乡相联的货物运输网络，1985年完成货运量253万吨，货物周转量

为5966万吨／公里，运营收入1001万元。

郊区商业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50年代至70年代，供销合作社

一直是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次之为合作商业。进入80年

代，在致力发展商品经济的进程中，供销系统通过体制改革，使组织上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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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这“三性"建设有所增强，继续发挥主渠

道作用；合作商业在调整中发展，发挥它经营方式简便灵活，经营商品小而全

的优势；个体商业亦有所发展。尤其是新兴的乡镇商业，农民直接参与流通领

域，他们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利用城郊优势，创办商业、服务业。

郊区商业的竞相发展，互为补充，初步形成了城乡联结的“三条龙"的商业

网络，即为农业服务的产供销一体化的服务网络；为乡镇工业采供物资和产品

销售的供销网络；为居民服务，为旅游服务的商业网络。自1985年初第一个乡

办的广益农贸市场建成开业后，河埒口、小桃园、旺庄、刘潭、夏家边、中桥等相

继翻建新建了农贸市场，还兴办了蔬菜、瓜果、水产等专业交易市场。

旅游服务业从单一的住宿服务，趋向“吃、住、行、买、玩"一条龙服务I从低

档次服务，趋向高中低档次结合的服务，建办了金星宾馆、梨花宾馆、妙光酒

家、明园饭店等10多个中、高档的宾馆。高档豪华型的美丽都大酒店、西郊宾

馆正在施工兴建。河埒水产养殖场于1985年3月在市中心崇宁路口动工建造

一幢八层楼的无锡烤鸭馆。

到1985年全区供销、合作商业、乡镇商业的职工由1980年的3177人增

至6219人，各类商店、饭店、宾馆及供应网点共有859家。商业企业营业总额

由1980年的6688万元，1985年增至2．3亿元，增长2．45倍，盈利900．4万

元。按营业总额计算，其比重为：供销社占39％，乡镇商业占50％，合作商业为

11％。

郊区的金融事业，解放初期，当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随即引导农民组

织生产互助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作为三大合作之一的信用合作社应运

而生。1953年至1954年郊区各乡相继创办了信用合作社。信用社在国家银行

的指导下，群众性的民主管理，组织融通资金，开展信贷、储蓄等金融业务，为

工农业服务。市人民银行自1952年在郊区先后设立了办事处、营业部。随着

金融体制的改革，于1983年正式成立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郊区支行。同年，成

立了郊区信用联社，下设12个基层信用社，9个信用分社，和7个储蓄所，8个

信用服务站，由此，完善了以农业银行为主体，信用合作社为基础的金融网络，

积极筹集和分配资金，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1985年末，各类存款由1980年

的5000万元增至1．5亿元，各项贷款7832万元。尤其是农民储蓄连年增多，

1980年储蓄总额为1011万元，人均储蓄64元。到1985年储蓄总额达6571

万元，人均储蓄448元。

随着郊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随之而提高。全区农业人均年

纯收入从1958年的47元到1978年增至180元，这20年增加1 33元。到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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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骤增至824元，七年净增5．2倍，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年分配收入达1557

元。致使郊区农民的生活，从温饱阶段进入了经济比较宽裕的阶段。90％的农

户翻造了楼房，人均住房面积21平方米。不少农民新屋式样新颖、宽敞明亮，

寝室、客堂、厨房、卫生设备配套齐全，家家通电通水。耐用消费品的“老三件修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普遍更新换代。高档用品相继进入农家。据1985年抽

样调查统计，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电视机82台、电扇105只、洗衣机55台、

电冰箱4只、照相机3只、摩托车1．7辆，这些高档消费品的拥有量和更新换

代的速度不亚于城市职工家庭，有的甚至超过。到1985年平均每家农户还有

银行储蓄1433元。加之农村集体福利事业的日益改善，在普遍实行合作医疗

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老年农民退休享受养老金制度。为解决“五保老人"的养老

问题，各乡都新建了敬老院。区政府还集资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农民疗养所。

农民的精神生活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改变了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生活方式，业余生活渐趋丰富多彩。1985年被评为省、市文明村的有

26个。

郊区的教育事业。清代晚期之前，城郊农村中是私塾教学，农家子弟入塾

甚少。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由蒋仲怀先生在河埒口创办第一所小

学——日新初等学校。继后，在废科举、兴学堂的维新思想影响下，到清代末年

(1911年)，现郊区境内已有7所私立小学。从民国初期的1912年至1919年，

由于当初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又开办了12所公立国民小学，18所私立小学。

荣德生先生在荣巷创办了公益中学，继后又开办江南大学。直到1949年解放

前夕，郊区境内共有国民小学49所，私立小学72所，私立中学5所，私立大学

1所。据49所国民小学的资料统计，仅有教职工172名，在校学生6157名，则

平均每所小学3．5名教师，126名学生。学校规模小又简陋，农村学龄儿童入

学率仅在40％左右。

解放初期，境内的大学、中学由上级教育部门管理，郊区主要接管原国民

小学改组成公立小学，管理私立小学，到1956年全部改为公办小学。又开办了

一批民办中小学。在此基础上，30多年来，郊区的教育事业迅速全面地发展。

学前教育从无到有，幼儿园(班)布遍乡村；小学教育在普及的基础上有所提

高，基本上普及了-初中教育，进而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成人教育，从农村

办冬学扫盲识字着手，初步形成了文化、技术的全员培训网络，并向大、中专业

余教育发展；专业教育从区办职业技术学校，延伸到乡创办各类文化技术学

校，并且注重对教育的投入，90％以上的学校新建翻建了校舍，基本上配齐了

教学仪器，图书资料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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