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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慕素有“苏州北大门”之称，自古与苏州古城融为一体。这方古老而

神奇的土地历经千年沧桑，积淀了浓厚的吴文化底蕴。进入21世纪不久，

又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吴县市撤市设区，陆慕、蠡口合并成立了

元和镇，并于2005年3月16日设立元和街道办事处，成为相城区政府所在

地。今天，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绿色、生态、花园”的城区已初具规模，成为

苏州城北一颗璀璨的明珠。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陆慕镇建制撤销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或许

会如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在逝去的岁月中归于平静而被渐渐忘却。但

历史是永恒的，《陆慕镇志》的付梓出版，将会向当代和后世诉说陆慕人民

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所经历的磨难和苦楚，所创造的业绩和文明，并使之

长留天地之间，这是值得庆贺的盛事。

《陆慕镇志》记录了陆慕千百年的历史，为我们了解陆慕、认识陆慕，开

发这方天地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人文资料和地情依据，是我们开展爱家乡、

爱祖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我们相信《陆慕镇志》的出版，将更好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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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人和后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这方土地上描绘更新更美的图画，书

写更加绚丽多彩的篇章。

值此《陆慕镇志》出版之际，谨向辛勤、严谨的编写者和所有关心、支持

编纂工作的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

中共相城区元和街道党工委书记：

相城区元和街道办事处主任：

2005年6月

胪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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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吉旨 士
日町 舌

《陆慕镇志》经过许多有识之士和各界同仁多年的努力，终于问世了。

这是陆慕历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全镇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丰硕成果，可

喜，可贺!

陆慕镇是具有2 500年历史的文明古镇，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尽显江

南名镇风采。它紧靠苏州城，京沪铁路、沪宁高速公路横越东西，苏虞运河、

苏嘉杭高速公路纵贯南北，地理环境优越，水土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质肥

沃，河港众多，塘湖星罗，素有“鱼米之乡”和“人间天堂——苏州北大门”之

称。新中国成立后，全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使

古镇陆慕焕发出勃勃生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镇经济建设、社会各项

事业、小城镇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的辉煌、建设的伟业、先辈

的睿智、今人的丰功，亟须铭志载史，以鉴古察今，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性时刻，经济发展，国泰民安，迎来了盛世修志的大

好时机。1999年12月，镇党委、镇政府决定成立陆慕镇志编纂委员会，着

手新镇志的编修工作。旋即抽调人员，组建班子，全面展开修志工作。经过

编采人员广征博采，辛勤著述，三历寒暑，二订纲目，数易志稿，几经评议，终

于编纂成50万余字的志书，成就了陆慕文化史上空前的伟业。编者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将丰富的历史内涵、浓厚的时代气

息、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科学价值融于一体，以简朴的文风给子孙后代

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稽古旨在鉴今，承先为了启后。《陆慕镇志》全面反映了陆慕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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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兴衰变迁、曲折起伏的历史面貌，重点记述

了陆慕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艰苦创业

精神。《陆慕镇志》的出版，为全镇各级察古知今、熟悉镇情、探求规律、正

确决策提供了一部“资治通鉴”；为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热爱

祖国、热爱家乡的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本“乡土教材”；为迁居他乡的陆

慕籍儿女和侨居海外的游子熟悉家乡、沟通信息、服务桑梓提供了一座“心

灵桥梁”；为海内外客商了解陆慕投资环境、明智决策提供了一份“资讯全

书”。总之，《陆慕镇志》是一部认识陆慕、熟悉陆慕和建设陆慕不可多得的

资料书、工具书和地情书。

《陆慕镇志》的编纂工作几经春秋，终于告成。每当人们开卷之时，定

会念及全体编著者辛勤笔耕、锲而不舍、匡谬纠错和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

在此，谨向潜心修志的所有人员、单位，悉心指导的上级领导、机关，倾心审

稿的专家、学者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大家为陆慕办了一件好事!

过去，已载入史册；未来，尚待开拓。人类已大步迈入21世纪，陆慕建

设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全镇人民必将谱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篇章，载入新

的史册，以垂范后世，流芳千秋。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镇人民政府镇长叶根元

2000年10月30日



凡 例

凡 例

一、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镇域

内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

二、时限以通合古今为原则，上限尽力溯源，下限至2001年12月，大

事记延至2002年2月。

三、地域范围以2001年12月的行政辖区为主，以往地域区划变动如

实记载，涉及必要的邻周辖区；沿用历史地名和机构名称，必要时加注今名。

四、镇名在1993年10月以前均使用“陆墓”，其后则使用“陆慕”。

五、采取横排纵述、纵横结合的编纂方法，分章、节、目和子目四个层次

编写。

六、体裁以专志为主，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置于志文后。

七、纪年方法，采用历朝年号和民国纪年括注公元年份，1949年10月

1日后以公元纪年。解放前、后以1949年4月27 El吴县解放之日为界。

建国后，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中“今”、“现”均指志书的下限。

所涉年代，如无特别说明，均指20世纪。

八、计量数字以阿拉伯数字为主，名称、序数、惯用语中的数字，采用汉

字。农历和民国以前历史纪年，年、月、日均用汉字表示，公元纪年采用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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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数字。

九、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则照实记载。须换算者，用括号注明

其换算值。

十、所记人物，以陆慕地籍为主，包括旅居外埠者；若外籍人士在境内

定居或活动过，据其业绩影响予以收录。

十一、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则用简称。例如，科

学技术，简称“科技”等。特定的称谓如“民国”，特指中华民国。“中共”，

特指中国共产党等。

十二、入志资料，主要来自史志、文献、档案和有关图书，以及调查专

访、民间口碑。数据以主管部门和镇内单位提供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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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陆慕镇，江南名镇，南距苏州市中心5公里，素有“苏州北大门”之称，

自古就与古城苏州相连接。东南邻近苏州工业园区，西南毗连虎丘，东濒阳

澄湖，北邻蠡口镇，西接黄桥镇。东经120034’，北纬30。58’。东西宽5．5公

里，南北长8．5公里。全镇面积32．68平方公里，其中集镇面积1．25平方

公里，还有4 000多亩阳澄湖水域。常住人口为37 832人。现设21个行政

村、1个街道办事处和5个居民委员会。

公元前560年，吴国都城从无锡梅里迁至苏州，苏州先后成为吴、越、楚

三国的领地。公元前221年，秦朝在吴国古都设吴县，陆慕属吴县辖地，至

今已有2 500多年的历史。

陆慕原名陆墓，因唐代德宗贞元年问(785—804)宰相陆贽葬此而得

名，至今已有1 200多年历史。其间陆墓所辖历经变迁。民国期间为区、乡

政府所在地。1956年撤销陆墓区，改为陆墓乡。1958年，成立陆墓人民公

社。1983年政社分设，改为陆墓乡。1985年撤乡建镇，实行镇管村体制，

“大队”更名为“村民委员会”o 1993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夫人朱琳建议

更名，10月，正式改名为陆慕镇。

陆慕镇是苏南乡镇工业起步较早、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1978年以

来，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85年，陆墓镇被列为

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工业卫星镇，农村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多年跻身于江苏

省和全国百强乡镇行列。1994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19．76亿元，列吴县

市第三位。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3．54亿元，国内生产总值7．93亿

元，存款金额为6．02亿元o 3万5千伏的电网能满足全镇工业和生活用

电，自来水与苏州供水网相连，饮用太湖水，日供水量在3万吨以上。全镇

共有电话10 121部，互联网通信连接国内外。

陆慕镇的科教文卫事业也同步发展，先后获得过首批“江苏省文化先进乡

镇”、“江苏省科学技术先进乡镇”、“江苏省卫生镇”、“江苏省基础教育先进乡

镇”以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先进单位”、苏州市首

批“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合格乡镇”、“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先进乡镇”等称号。

陆慕镇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优势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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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业

镇内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河道纵横、湖荡密布、物产丰饶，一向被誉

为“鱼米之乡”。历来以种植水稻、小麦和油菜为主，同时注重发展多种经营。

镇政府非常重视科技兴农，稳定发展农业基础产业。自20世纪60年

代建立农业科学技术站以来，实施“燎原计划”，举办各种农科技术班，培训

农技人员1 000多人次。逐步推广农业高新技术，如推广水稻8优161、泗

优422新品种，应用先进的旱育移植、抛秧水植、套播种植、化学治草和施用

高浓度复合肥等，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产量。1998年，市、镇、村共投资100

多万元，在徐庄村建立500多亩市级丰产方。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全镇

修建了阳澄湖坡堤、白荡湖堤，拓浚河道，开挖新河，治理圩渠，构成排灌结

合的圩渠网络体系。这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经受住了1991年和1999年的

特大洪水考验。农业机械化发展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全镇拥有各种型号

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割晒机等。1990年，实现了苏州市委提出的“麦超

五百、稻超千斤”的目标。1998年，粮食总产量为14 344吨，其中，水稻产

量超历史，单产达600公斤。

1995年，陆慕镇先后被列为吴县市和苏州市农村现代化镇和江苏省

100个新型城镇试点镇之一。创办了吴县市第一家与创汇农业配套的外商

独资企业祯祥(苏州)食品有限公司，从事各类蔬菜的速冻保鲜工作，其中

90％的产品销往日本。全镇办了10个村办农场，建立千亩蔬菜副食品基

地，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多种经营也有了迅速发展。1998年，全镇出栏肉猪2万头，向国家出

售6 030头；水产总量70万公斤；多种经营总收入1．95亿元。农村家庭副

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御窑、南窑和日益等村，烧制传统工艺蟋蟀盆，深受

客户青睐，畅销海内外。

工 业

在这数十年间，陆慕镇是吴县市工业重镇。1996年，全镇完成工业性

技改项目21项，其中申报省级科技项目的8项。在技改中引进了一批具有

先进水平的技术装备，先后创办了江苏兴吴集团、吴县市光明化工厂、宇通

丝绸服饰有限公司、苏州市达美日化厂、苏州百利事食品有限公司和罗普斯

金铝合金花格网有限公司等lO家规模型骨干企业。江苏兴吴集团生产的

绚丽多彩的转移印花系列产品，深受中外客商的好评；光明化工厂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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