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簇锫意
《越溪镔忘》缡篓娶曼会绫

苏豫穴攀蔼霞蓉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200号邮编：215021)

，丹阳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西门外邮编：212300)

开本787×1092 1／16印张24．25插页8字数606千

2003年12月第1版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l-770册

ISBN 7-81090_210．5／K·3定价：80．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电话：0512-67258835



《越溪镇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陆培康

副主任钱敖云钱耀明陈建国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金善仇全官叶建勇杨仁杰陆金根

陆盘根金建伟徐建文唐华琴

《越溪镇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钱耀明

副主任陆金根

成 员郭菊林王雪根张福龙金坤泉

主 编

副主编

编写人员

主 审

封面题词

摄 影

绘1 图

打 印

《越溪镇志》编审人员

陆金根

杨成杰

沈国棵朱祖根宋义元

曹水男

王雷源

盛福良(部分照片由单位提供)

唐全福

朱永红

《越溪镇志》审定单位

中共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越溪镇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陆培康

副主任钱敖云钱耀明陈建国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金善仇全官叶建勇杨仁杰陆金根

陆盘根金建伟徐建文唐华琴

《越溪镇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钱耀明

副主任陆金根

成 员郭菊林王雪根张福龙金坤泉

主 编

副主编

编写人员

主 审

封面题词

摄 影

绘1 图

打 印

《越溪镇志》编审人员

陆金根

杨成杰

沈国棵朱祖根宋义元

曹水男

王雷源

盛福良(部分照片由单位提供)

唐全福

朱永红

《越溪镇志》审定单位

中共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越溪镇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陆培康

副主任钱敖云钱耀明陈建国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金善仇全官叶建勇杨仁杰陆金根

陆盘根金建伟徐建文唐华琴

《越溪镇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钱耀明

副主任陆金根

成 员郭菊林王雪根张福龙金坤泉

主 编

副主编

编写人员

主 审

封面题词

摄 影

绘1 图

打 印

《越溪镇志》编审人员

陆金根

杨成杰

沈国棵朱祖根宋义元

曹水男

王雷源

盛福良(部分照片由单位提供)

唐全福

朱永红

《越溪镇志》审定单位

中共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越溪镇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陆培康

副主任钱敖云钱耀明陈建国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金善仇全官叶建勇杨仁杰陆金根

陆盘根金建伟徐建文唐华琴

《越溪镇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钱耀明

副主任陆金根

成 员郭菊林王雪根张福龙金坤泉

主 编

副主编

编写人员

主 审

封面题词

摄 影

绘1 图

打 印

《越溪镇志》编审人员

陆金根

杨成杰

沈国棵朱祖根宋义元

曹水男

王雷源

盛福良(部分照片由单位提供)

唐全福

朱永红

《越溪镇志》审定单位

中共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⑧③⑧⑧

凡 例

@黻兰翟黛筹篇嚣淼砘⋯⋯的V 资料，尽力上溯，下限讫于2000年底。大事记的内容延至2002年10月底。



序

序

越来溪，这个富有神奇色彩的地名，自春秋流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

的历史了。越溪，这个千年古邑，历经沧桑兴衰，积淀了深厚的吴文化底蕴，

在跨入21世纪不久，已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今天，在大开发、大建

设中，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副中心正在崛起，一座崭新的国际大学城已

见雏形，一幅更加宏伟的蓝图正在越溪大地上绘就。

历史是一条永远奔腾向前的长河，或许曾经有过的许多东西都将在人

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但是，《越溪镇志》会使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长

留天地人间，会向当代和后世诉说越溪经历过的一场场劫难和一次次辉煌，

展示越溪一步步的发展。因此，在越溪镇建制撤销，辖区并入吴中经济开发

区之后，《越溪镇志》的付梓出版，确实是越溪的父老乡亲们，乃至整个吴中

经济开发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件可喜可贺的盛事。

《越溪镇志》记录了越溪千百年的历史，为我们了解越溪、认识越溪和开

发建设越溪，提供了科学决策的地情依据，也为开展爱家乡、爱祖国的传统

教育提供了一本极其宝贵的教材。可以相信，一本《越溪镇志》将在我们和

后人的情感上掀起久远的波澜，激发大家为家乡书写新篇章的无限热情。

历史是永恒的，事业是不朽的。今天，越溪已经汇入了大开发、大建设的滚

滚洪流，新的时代、新的开创，一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越溪城市副中心正展

开宏伟的画卷。

值此《越溪镇志》出版之际，谨向辛勤努力的编写者和一切关心支持编

纂工作的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

中共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骺口
亏弘卜

二Oo三年十二月二十八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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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地情资料，为在广大群众中，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的教育提供了一本“乡土教材”，也为国内外客人了解、认识越溪提供了一

个“窗El”。《越溪镇志》必将长远地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越溪是我们可爱的家乡，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是这片热土哺育了我们

成长。如今，我们虽已离开家乡，但仍时时关注着越溪的一切，对家乡的每

一点进步和成就，都会感到由衷的欣喜。越溪镇建制虽已撤销，但越溪人民

创造的光辉历史已载人史册。今天的越溪，已汇入更为壮阔的大开发洪流。

我们相信，越溪人民必将更加奋发努力，在更高的起点上，继往开来，为家乡

谱写更为壮丽的篇章o

《越溪镇志》的编纂工作，始于我们主持党政工作之时，成于我们离开越

溪之后。欣喜祝贺之余，谨缀数言为序。

原中共越溪镇党委书记 陆培康

原吴中区越溪镇镇长 钱敖云

二Oo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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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越溪之名，源自春秋战国时期。越为伐吴，开凿了一条运兵水道，越兵遂由此入吴。

后人称此水道为“越来溪”，并依溪而居，繁衍生息。

越溪镇位于苏州市西南部，北纬31013’，东经120。34’。东依吴中胜地石湖，与长桥

镇一湖相隔；南临东太湖沿岸，与吴江市相望；西倚七子山，与木渎、横泾两镇交界；北坐

名胜古迹上方山，与苏州市郊横塘镇接壤。东西长5．6公里，南北长6．2公里，总面积

28．26平方公里，境内山水兼备，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越来溪贯通全镇南北，接京杭大

运河，连接苏州城乡的越湖路穿越全镇东西，沪宁铁路、312国道、沪宁高速公路、光福

机场近在咫尺，水、陆、空交通快速便捷。2000年，全镇共有12个行政村、1个市镇居委

会，境域总人口19 358人(本镇人口14 754人，外籍学校学生人数3 959人，外地驻越单位

人数745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85人。
1’

自公元前222年置吴县始，越溪即为吴县辖地。909年划归吴江县。1950年9月

12日复归吴县。期间，越溪建制几经变更，1994年撤乡建镇，实行镇管村体制。

越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据明莫旦《吴江县志》记载，越溪历代人才辈出，仅莫氏

一族登科入仕者就有五十多人。例如，莫子文、莫震两进士和莫宏、莫旦两举人，还有莫

大猷等均是绮川(今莫舍)人。越溪境内又有众多名胜古迹，千年越来溪魅力依旧，古

画眉泉旧址尤在，31幅摩崖石刻被完整地保留至今，吸引着众多的探古访幽者。

越溪位于太湖流域，历来以种植稻、麦、油作物为主，以捕鱼及饲养家禽、家畜为副。

解放后，越溪先后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及人民公社运动。组织起来

的人民群众大力兴修水利，整治土地，推广科学技术，农业稳步发展，创造了骄人的业

绩。20世纪60年代初引种双季稻，变稻一麦一油为稻一稻一麦一油。70年代中期，百

分之百双三熟制，粮食总产量由1961年的3 554．6吨增加到1974年的12 199吨，增产

243％。1969年、1973年和1975年，《人民日报》曾三次报道越溪“以粮为纲，全面发

展”的先进事迹。1974年龙翔村(原一大队)被列为全国农业机械化试点单位，开展水

稻种植全盘机械化试验，如1974年机插秧面积3 052亩，占双三熟制面积的25％，其中，

一大队机插秧面积1 440亩，占双三熟制面积的65％，改写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曲

背几千年”的历史。自龙翔村被列为全国农业机械化试点以后，全国除台湾外，几乎所

有省、市、自治区都以组团形式前来越溪参观考察。自1975年开始，《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一大队的农机情况。1978年

越溪又被国家农委和国家科委核定为农业现代化科学实验基地，由此越溪更广泛深入

地开展了农机与农艺相结合的科学实验。在此期间，越溪以点带面，推广运用插秧机、

割晒机、开沟机等中小机械与农艺相配套技术成果于农业生产实践，全公社拥有80余

◎



⑧③⑨③

◎荤差缴黼黼
水产禽畜养殖以及绿色食品、蔬菜基地的生产已成规模，经济效益越来越好。

解放前，越溪工业几乎是空白。解放后，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始建手工业

铁木联社。1958年大办工业时，建工业科。进入20世纪70年代，公社建立工业办公

室，不畏困难，艰苦创业，先后兴办船厂、农机厂、元件厂、试剂厂、砖瓦厂和采石厂。

1983年，乡办工业产值达299．67万元，在厂职工有819人。1983年以后，本着互惠互

利、优势互补的原则，走横向联营道路，先后与上海大隆机器厂联合兴办苏州大隆机器

厂吴县分厂，与苏州捷嘉厂联合兴办苏州捷嘉电子分厂，与吴中集团联合兴办吴中丝绸

染整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坚持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泰发花线、富利皮革、佐诗广告、英特我净化设备厂等一批外资、独资、中外合资企业落

户越溪。1995年后，镇村工业逐步转制到位，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使转制企业焕发出

新的生机和活力。宏利兰服装厂、兴泉服装厂、苏达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吴县电线电器

厂等一批私营企业异军突起。2000年末，全镇拥有镇、村企业74家，形成了机械、印

染、电子、化工、建材、工艺、服装等七大行业。其主要产品有合金钢链条、缂丝、服装、工

艺蔺草制品、和服腰带、真丝花线、真皮制品及电子产品，销往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

罗马尼亚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年工业产值9．14亿元，销售7．5亿元，四项效益为
8 842万元，出口总值达2．2456亿元，已经形成外商独资、中外合作合资、股份制、个体

私营企业多元化投入、多层次发展的新格局，并构筑了越溪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框架。

解放前，越溪市镇基础设施简陋，市镇总面积不足0．2平方公里，商业主要分布在

南溪桥两岸，商店仅40多家。街道总长300米。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市镇建设，20

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街道、房屋、道路进行了修复和改造，街道及店面由沿河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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