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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郭巷位于苏州古城东南，在东经120。38’一120。42’，北纬31013’一3l。17’间。它东

邻车坊镇，南接吴江市，西隔京杭运河与吴县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望，北连苏州工业园

区。十苏王公路、建设中的苏嘉杭高速公路纵贯镇区南北，车(坊)郭(巷)公路横越境

域东西。

郭巷镇总面积37．4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69万亩，地处中亚热带北缘，雨量充

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气候宜人。2000年末，全镇设21个行政村、1个居民委员会，

总人口30278人。

境内尹山，南北朝时经济渐趋繁荣，北宋元丰年间即为长洲县下辖乡都。清雍正二

年(1724年)始，属元和县的尹山乡(堵城里)辖3都(南、中、北31都)46图。

郭巷集镇踞于姑苏城郭，其形成约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

郭巷地区历史悠远。据郭新河遗址及随后的蚂蝗墩遗址、六丰原始墓葬群考古发

现，至少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和后期，已经有了原始人群在这块土地上生

息繁衍。

自秦朝建置吴县至今，郭巷地区分属吴县、长洲县、元和县、吴县和吴县市管辖。民

国间，郭巷镇曾为吴县第十四区(尹郭区)区署、第八区区公所驻地。新中国建立后，郭

巷地区一度建立起几个行政小乡，1957年9月各行政小乡合并为郭巷乡，1958年lO月

郭巷成立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1983年7月复建郭巷乡(下设村民委员会)，1994

年6月郭巷成为镇管村建制镇。

悠悠岁月，先民们渔樵、农耕、制作、建造，努力经营着这方境域，使得难以计数的古

今文明与日夜淌流的古运河、吴淞江以及湖、荡、港、浜、田园、农舍、村落、集镇融合在一

起，集于一体。

郭巷地区风土清嘉，历来为文人雅士卜居之处。今虽多佚漏，但可收集的土生土长

及迁居而来的知名之士仍有数十人之多。其中代表性的有春秋时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

一、在尹山乡讲学、名闻诸侯的澹台灭明，三国时在东吴为相十九年的顾雍，南宋名儒尹

焯(和靖)，被人称为“吴中三高士”之一的元代诗人、藏书家袁易，受到明太祖朱元璋御

诗表彰的崇福寺高僧永隆，近代苏州商业领袖施筠清，现代著名诗人袁水拍，著名电子

学家和教育家陈章。新中国建立后，更有不少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在各地创业奋斗、贡

献社会。

郭巷农业素以种植水稻、三麦、油菜为主。新中国建立后，从土地改革、合作化、人

民公社运动的开展到家庭联产承包和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的推行，这些生产关系的变革

以及生产作业中的机械化、电气化以及科学种田成分的不断加大，使得当地的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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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2000年，全镇粮食总产量为1．867 9万吨。

历史上，郭巷的副业生产以种植茭白、荸荠、慈姑、藕和灯草、席草为主，同时也手工

编制蓑衣、蒲包。1983年农业生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当地的种、养副业在传

统基础上有了明显拓展。镇域北部的村落普遍种起了芡(果实叫芡实)和水芹菜，集镇

周边的地方逐步形成了一个个商品蔬菜种植基地。2000年，全镇发展商品蔬菜种植基

地7 271亩，其中水生蔬菜5 044亩，旱地蔬菜2 227亩，生产商品蔬菜2．3万吨。家禽、

生猪、奶牛在当地已开始专业饲养，水产养殖的主体也由渔民发展到农民。2000年，全

镇生产商品禽160万只，出栏生猪10万头，饲养的460头奶牛生产鲜奶1 500吨，鱼塘

放养面积4 697亩，其中特种水产养殖面积909亩，生产水产品2万吨。当年，当地农民

人均纯收入为5 202元。

新中国建立前，郭巷只有部分手工作坊，1958年以后始办工业小厂。1972年，建立

社办工业办公室，陆续办起农具厂、农机修配厂、砖瓦厂、修船厂、水泥制品厂、镜片厂、

织席厂以及生产改正液和打字蜡纸的化工厂，社办工业的发展开始有了起步。而真正

使当地工业企业的发展提升到一定台阶的是1976年1月创办的郭巷公社化工厂。该

厂以生产化工染料和染料中间体起家，年年提高、年年发展，至易名吴县染料化工总厂、

吴县林通染料化工有限公司，其生产经营能力、科学技术含量、盈利创汇规模均位居郭

巷第一，成了当地的龙头企业。1989年，郭巷全乡有工业企业115家，其中乡办32家、

村办83家，从业人员5 212人，年工业总产值6 868．3万元。1996年后，全镇工业企业

进行体制改革，绝大部分集体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至此，私营工业发展迅速，逐步形

成了以私营工业企业为主的工业格局。1998年上半年，郭巷镇制定发展民营经济若干

优惠规定，开辟姜庄工业小区，鼓励、吸引镇内外客商到郭巷投资兴业。2000年，全镇

工业企业共有98家，其中集体2家、私营96家。

民国期间，郭巷集镇仅有生活、农具类店铺70余家。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内，当地形成的是以供销社、粮管所为主体，以集体合作商店为辅助的商业体系。进

入20世纪80年代后，私营商业经济发展迅速。90年代，第三产业更是出现兴旺发展

趋势。2000年，郭巷镇从事商贸经营的门店有353爿。是年，郭巷镇国民生产总值

为40 549万元，其中第一产业为9 693万元，占23．9％；第二产业为13 805万元，占

34％；第三产业为17 051万元，占42．1％。

与此同时，郭巷境内其他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1992年7月，郭巷乡开通程控

电话，1998年10月至2000年3月，郭巷镇完成农用电网改造，村级配比容量增至9 600

kVA。2000年末，郭巷镇程控电话装机达到7 000余门。郭巷镇小城镇建设速度亦明显

加快。1987年，经西扩南进，集镇建成区面积为23．3公顷；1994年后，集镇继续扩展，

新辟道路均铺设水泥路面，绿化建设、环境保护力度得到加大。2000年，郭巷镇建成区

面积达到O．335平方公里。郭巷镇已先后被评为吴县市卫生镇、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先

进乡镇、苏州市卫生镇、苏州市新型小城镇、江苏省卫生镇。

古运河畔正在日新，吴淞江边也会月异。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巷将日益显示出地域

优势，迎来更大的城市辐射，其建设和发展必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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