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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谷里街道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西部，东依秣陵街道、西临江宁街

道、南至横溪街道、北与南京雨花台区的西善桥、铁心桥和板桥新城

相连。处于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江宁滨江开发区的中心位置。境内

有著名的牛首山风景区、银杏湖国际高尔夫球场、白鹭湖及省、市属

企事业单位。这里人文荟萃、人杰地灵，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道路

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工业发达。正在建设的江苏软件园吉山基地及

四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更加引人注目。

勤劳朴实的谷里人民，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在战争年代配合新四

军及抗El民主政府打击日伪顽军的斗争中，写出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

篇。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改革开放以来，

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用智慧和

汗水浇灌了这片沃土。各行各业昌盛兴旺，街道集镇、社区面貌日新

月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正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

盛世修志、警世后人。《谷里街道志》修编成书，是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党工委、办事处服务当代、资政育人、

功盖千秋的一件大事。志书涵盖了谷里街道、原东善桥街道、原谷里

镇有史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展示了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为建设全面小康、建设

和谐谷里的志书，并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和实用资料，发挥了“资政、



存史、教化’’的作用，同时也为海内外的各界朋友了解乡情地情、借

古鉴今提供了参考资料。

愿谷里人民在党的十七精神指导下，高举旗帜，在向更高水平小

康建设的进程中，谱写出更加美好的篇章。

中共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办事处主任

2008年12月



关于征求《谷里街道志》修改意见的函

尊敬的各位领导：

《谷里街道志》经全体修志工作人员近两年的努力，数易其

稿，现已形成送审稿。由于编者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肯定有不

少谬误和遗漏。敬请您在百忙之中给予匍弼，并提出宝贵的修改
意见。衷心地感谢您对谷里街道的关心与支持!

姓名 工作单位

修改意见：

注：如表格不够填写，请另附页。

谷里街道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

2008年12月



凡例

一、本志以高举旗帜、科学发展、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

导，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记述全街道范围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

二、本志设篇、章、节、目排列，一般以时间为序，横排纵写，

全书分为谷里街道、东善桥街道、谷里镇三个主篇，附录载有关资料。

三、本志时限，东善桥街道篇、谷里镇篇上限因事而异，据实溯

源，下限至2005年1 2月底。谷里街道篇上限为2 006年1月，下限

至2007年1 2月止。

四、本志主要表述形式，述、记、传、图、表、录并用，附带部

分图片，详实记事。

五、本志所载的行政机构名称均按当时规定的建置名称记述，行

政区划分为2005年前和2005年后(街镇合并的时限)。

六、本志人物已故的立传，其余的以事记人，烈士载入英明录。

七、本志的数字规范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规定》(GB／T 15835-1995)。计算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按

照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计量单位的

命令》和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发布的国家标准《(量和单位》

(GB 31 00～31 02-92)。
’

八、本志记述资料源于史志、文稿、报刊、专著及口述、碑文、

采访及原街镇内各部门各单位提供的资料，经鉴别核实后载入，一般

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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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谷里街道于2006年3月由东善桥街道和谷里镇合并建制，下辖13个社区和5

个村，423个居(村)民小组，2007年居住总户数22 501户，总人口56 026人。

谷里街道位于江宁区西南境，地理东经118。41’，北纬3l。52 7，东邻秣

陵街道，与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接壤，北靠南京市雨花区板桥新城、铁心桥和西

善桥，南接横溪街道(原陶吴)，西连江宁街道，与江宁滨江开发区相望。街道办

事处设在原谷里镇。境内交通主干道：纵向道路有宁丹公路(南京至小丹阳)，境

内里长8公里，大谷公路(大定坊至谷里)，境内里长lO．07公里，横向道路有东

周公路(东善桥至周村)，里长5．5公里，还有板霞大路、正方大道等几条内环公

路，古凤铁路(板桥至风凰IJ』)，境内长13公里。

区域总面积158平方公里，山林面积2 200公顷，水面1 200公顷，全街道

为低山丘陵区，山区从北向南绵延，地势中北部高，东西部低。至北向南海拔100

米以上山脉有祖堂山(海拔255．9米)、牛首山(海拔243米)、大金山(海拔193

米)、岱山(海拔183．4米)、白茅山(海拔177．5米)、狮子山(海拔159米)、

吉山(海拔235．2米)、东大山(海拔175．3米)、林木山(海拔143．6米)、皇姑

山(海拔101．3米)。主要河流有牛首山河，境内总长7．5公里，板桥河，境内总

长lO公里，常新河(人工河)等。

境内丘陵、山区、冲团、岗地相互交错，地形复杂，沿河两岸有少量平原。

解放前水源困难，极易受旱，众云“破田加丘陵，十年九不收，米缸挂在扁担头”。

解放后，党和政府率领广大人民重新安排河山，开展大规模以蓄水为主、改造低

产田的基本建设，先后建成16处中小型水库和上百座机电翻水站，形成了长藤结

瓜，具有蓄、灌、引、调度防旱抗旱水系网络，从根本上解决了缺水问题，确保

大早年代保丰收。

全境林产资源丰富，有松、杉、竹、茶、苗、花卉，特色产品是绿茶。《建康

志》载：“牛首山一带产茶，色香俱绝，色碧香钿”。旧称“天阙茶”。80年代全境

茶叶产量达15吨，产值500多万元。现风波茶场茶叶色香味甘，“雨花"品牌系

列，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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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有铁、铜、金、银、钴，明几石、高岭土、建筑石、重晶石、硬石

膏、绿松石等。大量开发利用的主要是高岭土和建筑沙石。70年代最高年开采沙

石产量160万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2％。吉山大铁矿迄今开采历史近有

50年。

境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著名的牛首山风景区，弘绝寺塔、南唐二陵、郑

和墓等诸多名胜古迹，还有银杏湖高尔夫球场、白鹭湖和千盛农庄等3A、2A国家

级农业旅游观光景区。2007年4月29日街道与江苏省中国旅行社、南京市旅游局、

江宁区文化局合作开通了“谷里乡村一日游”线路，将牛首山风景区、千盛农庄、

农业园、银杏湖等串联一线，打造南京假日短途旅游的一条精品线路。

区划调整后，按照“五区联动”的发展定位，通过工业载体建设，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推进、新农村建设、富民工程、社会稳定等重点工作，实现了街道新一

轮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总额大幅提升，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6年完成财政

收入9 735万元，提前两年实现“财政收入三年翻番"目标，获2006年度财政收

入1．22亿元，比上年又增长25．3％。地区生产总值8．4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 578元，比2006年增长19％。
’

坚持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开放开发和自主创新，优化工

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实现新型工业步伐，工业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十一五"期间围绕工业主区，率先发展目标，大力推进工业集中区载体

建设，不断加强和完善工业集中区基础配套建设，竭力为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创

业平台，为投资者缩短建设周期，加速工业向园区集中步伐。2007年底，街道东

部和西部工业园区总面积已拓展到4平方公里，全部路网实现了与域内交通主干

道对接。“十一五"期间全街道完成园区固定资产投入达20．7亿元，建成标准厂

房10万平方米，共引进外资项目和境外企业千万以上110家，利用外资886万美

元。2007年年底已竣工投产企业已达100家。落户园区主要项目市电子、机械配

件、汽车配件、制药等，有亚华汽车电子、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大盛汽车部

件、金陵特种电缆、南京特种车辆、南京和云电子、南京威盛科技等。

农业经济在稳定粮食生产和油料种植，保持粮油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大

力推进农业产业改革，科学规划，集中投入，实施规模开发，提升优质高效农业。

在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中，着力培育绿色品牌农副产品。在2005年创建升级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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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千亩叶菜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蔬菜大棚和温室花卉苗木基地建设，按照建成南

京最大的绿色蔬菜生产基地，打造带动农牧增收平台的目标要求，谷里街道对设

施农业园区进行重新整合规划，将旅游元素融入设施农业园建设，至2007年底，

建成蔬菜大棚已达3400亩(226．67公顷)，街道成立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和

农业园管理办公室，按照“五个统一"要求，农业园区从生产、销售、服务等环

节，加快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绿色品牌三大建设，2007年“靓绿”品牌蔬菜、

瓜果已进入“金润发"、“华润苏果”、“世纪联华”和“天印山”交易市场，当年

实现交易额达180万元。

按照江宁区社会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仅仅围绕“2007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为2012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把江宁建设成为环境优美，

事宜人居的生态区的总体目标”，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创新为动力，规范社会基层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优化社会公共服务，大力推进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广电、民政、社会保障

等各项事业与区域经济同步并适度超前发展，大力推进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存

与协调发展，努力创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求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事业发展格局。

以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量为目标，不断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体

系，在坚持强化管理的基础上，着力做好计划生育服务工作，2007年计划生育覆

盖率为100％，人口自然增长了控制在1．3％以下，人口出生率7．1％o。

以优化人力资源素质结构为目标，认真落实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解

放思想，创新发展，强化管理，不断完善教育体系，全力推进谷里教育现代化，

教育创建成果显著，教育布局更加优化，办学条件全面提升，教学质量进一步提

高。2007年底，全街道有初级中学两所，中心小学两所，幼儿园两所，在校学生

3 941人，教职工总数240人，幼儿入学率92．2％，小学入学率100％，初中入学率

100％，高中入学率98％。

以繁荣和发展为主题，以文化创新为动力，为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要，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艺术生产，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全面创新文化先进街道，

不断推进文化事业发展。

2005年底原东善桥、谷里文化服务中心已完成了创建达标工作，目前谷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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