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辅
塘
鳞
走



《鲸塘镇志》

广 陵

唁

莲繇

编纂委员会编

书 社

江
苏
省

●

宜
坠￡
，、

市

髓塘尊炎



1-任

副I：任

蚕员

《鲸塘镇志》编纂委员会

夏红乍

接I习强

史增祥

高洪金

张敏I乍同民

蒋。t军(前)

朱俊、F邵锋

陆应样徐瑞芳

前)程休(前

粱洪庚徐旧?}

张脏群

《鲸塘镇志》编纂办公室

I- 任

副七任

E 编

剐￡编

编 辑

上作人员

徐瑞嚣

杨晓打

杨晓厅

丁【爿锋

盛培初

梁 波

美洪泉

沥红军(的)

范汉群商洪坫谢l目忠

李谣张一害

《鲸塘镇志》特约审稿人员

毛敏燕 耿海华 邵少华

《鲸塘镇志》审定单位

巾其鲸塘镇委员会

鲸蚺镇人比政府

宜难di史志办公室



1-任

副I：任

蚕员

《鲸塘镇志》编纂委员会

夏红乍

接I习强

史增祥

高洪金

张敏I乍同民

蒋。t军(前)

朱俊、F邵锋

陆应样徐瑞芳

前)程休(前

粱洪庚徐旧?}

张脏群

《鲸塘镇志》编纂办公室

I- 任

副七任

E 编

剐￡编

编 辑

上作人员

徐瑞嚣

杨晓打

杨晓厅

丁【爿锋

盛培初

梁 波

美洪泉

沥红军(的)

范汉群商洪坫谢l目忠

李谣张一害

《鲸塘镇志》特约审稿人员

毛敏燕 耿海华 邵少华

《鲸塘镇志》审定单位

巾其鲸塘镇委员会

鲸蚺镇人比政府

宜难di史志办公室



1-任

副I：任

蚕员

《鲸塘镇志》编纂委员会

夏红乍

接I习强

史增祥

高洪金

张敏I乍同民

蒋。t军(前)

朱俊、F邵锋

陆应样徐瑞芳

前)程休(前

粱洪庚徐旧?}

张脏群

《鲸塘镇志》编纂办公室

I- 任

副七任

E 编

剐￡编

编 辑

上作人员

徐瑞嚣

杨晓打

杨晓厅

丁【爿锋

盛培初

梁 波

美洪泉

沥红军(的)

范汉群商洪坫谢l目忠

李谣张一害

《鲸塘镇志》特约审稿人员

毛敏燕 耿海华 邵少华

《鲸塘镇志》审定单位

巾其鲸塘镇委员会

鲸蚺镇人比政府

宜难di史志办公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匦夏凶餐姑蝼磐嚣



鲸塘镇人民政府



“鲸塘镇志》编纂人员

前排左起杨晓片、张，*、《洪泉

后排左起：髓培幸JJ、范汉群、川q锋、谢H忠、尚洪堆



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政通人和、

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编写一部地方志，全方位地反映本地

的历史和现状，以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

借鉴．并以此“彰善瘅恶，以裨风教"，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新时期建设先进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鲸塘镇志》编纂的宗旨是以史实为依据，求实存真，秉

笔直书．以历史的真实作为“信史”o在具体记述中昭彰鲸塘

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业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

革开放至21世纪初所取得的成果，为当代经济建设和各项

社会事业发展提供咨询资料，并可借鉴和规戒。同时，也是

教育子孙后代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乡土教材，并永世留

存。’

《鲸塘镇志》的编写注重调查研究，占有翔实资料，尊重

客观事实，不因任何主观片面而“因人废史”；对具体问题进

行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史实中作公正的记述。

在内容上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时代特点和本地区事物

发展的特殊性，较全面地展现境内百年来历史的兴衰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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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为了解本境的一部“百科全书"。

《鲸塘镇志》的编写工作，在宜兴市史志办公室的指导

下．在宜兴市各相关部门以及鲸塘内外各界人士的热忱关

心扣支持下，经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四度寒暑，数易

其稿，现已编写告罄。纵观全书，除地方志书本身的作用外，

另从思想性、知识性和文史性诸多方面将对读者有所裨益。

《鲸塘镇志》的出版，是鲸塘镇有史以来的大事、盛事，值得

庆贺。

在此，谨向致力于《鲸塘镇志》辛勤工作的同志和尽力

配合的各部门、各单位、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敬意和感谢。

中共宜兴市鲸塘镇委员会书记夏红军

宜兴市鲸塘镇人民政府镇长张敏

2007年3月



凡例

一、本志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客观、真实地反映鲸塘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起自1912年，下限止于2005年，为求本索源，有适当

追溯。

三、本志以记、志、传、录、图、表等为主要表达方式。文体为语体文、记述

体。

四、本志按“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分门类，竖写史实”的原则记述。

五、本志纪年，民国以前以当时通用年号，用汉字小写数字表述，括号内加

注公元纪年，如“清宣统三年(1911)”。同一年号在一节内只加注一次。民国纪

年数加“1911”即为公元纪年，故民国纪年一律不加注公元纪年。行文中以境内

人民政府成立前、后作为界定历史时代概念，不用“解放前、后”的用语。时间词

按1996年6月1 13颁布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使用。

六、度量衡单位及币制均按历史时期的计量单位及币值如实表述，以反映

历史真实面貌，但在记述时均按国家标准和法定计量单位作换算或注释。

七、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称谓除日伪统治时期外，均以原名称如实

记载。

八、本志所采用的资料采自有关馆藏文史资料、统计汇编、文书档案、旧志

书、宗谱、报刊以及调查访问的口碑资料等，均经考证鉴别。为节省篇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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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塘镇地处宜兴市西部．距市府所在地——宜城镇24千米：东与新街镇

接壤，西与溧阳市戴埠镇交界，西南与西渚镇相连，南与张渚镇毗邻，北与徐舍

镇紧靠。境内地势由东、西、北向中南部逐渐趋高。中南部为烟山山地，石灰岩

组成丘陵，逶迤起伏，小丘众多，植被茂密。山地之外，余均为湖沼平原圩区，地

势低平．河流密布。总面积63．08平方千米。

鲸塘、堰头历史上区域多变，或属徐舍，或属张渚，分割交错，由此区划不

定。至1959年，鲸塘、堰头各自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区域才基本确定。1983年12

月、1984年2月，堰头、鲸塘分别由公社改为乡。堰头乡下辖14个行政村，鲸

塘乡下辖21个行政村。1996年9月，撤鲸塘乡，建鲸塘镇。2000年6月，堰头

乡与鲸塘镇合并成立新的鲸塘镇，党政机关设在鲸塘集镇。至2005年．鲸塘镇

辖12个行政村和1个居民委员会，常住人口3．5万人。

鲸塘镇源远流长 ，

根据境内堰南村良渚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考古学家认为该处是史前方圆

数百里内部族祭祀的中心祭坛。由此可以推断出境内及周围一带曾是远古时

代人类相当繁荣的集居地。

另据众多谱牒记载和文物遗存表明，在悠悠历史长河中，鲸塘不但渊薮久

远．而且有着深厚的人文基础。追溯远古及近代，鲸塘民风淳朴，耕读相承，耐

苦纳寒；凭聪明才智．兴家立业，泽被子孙。在外乡贤，才人英杰，灿若群星，立

德扬名，显耀乡里，为后辈楷模。延及现代，鲸塘人民不改本色，宽厚胸怀，虽历

经民国战乱、饥馑年代、“文化大革命”浩劫，饱受危难厄运，备尝艰辛苦涩，依

然不屈不挠，向往光明。境域虽属偏僻，但在战争年代，不乏志士仁人披肝沥

胆．投身革命；在和平时期，彰显模范先进作出奉献；在改革开放时期，涌现奇

才能人开创业绩。进入2l世纪，鲸塘镇已成为环境优越、百业兴旺的一方热

土。

鲸塘镇农业为本

境内历史上实行土地私有制，业主缴纳赋税。1950年，在人民政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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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境内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将土地按总人口的基本平均数分给

各家各户。以后，农业走合作化道路，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归集体所有，

结束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历史。1959年，鲸塘、堰头分别成立人民公社，实

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公社、大队、小队)管理。1981年始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2004年，全境统一免缴国家农业税。

民国时期，境内耕地面积约为2667公顷(4万亩)，其中水田面积约2000

公顷(3万亩)，旱地面积约666．66公顷(1万亩)．o人民政府成立后，进行大规

模的兴修水利、整田平地，向“荒滩、荒山要粮”，把烟山周围和一些地势较高的

上万亩旱地改成了水田，耕地面积大幅度上升。至2005年，全镇耕地面积约为

3246．66公顷(4．87万亩)，其中水田面积约为2733．33公顷(4．1万亩)，旱地面

积约为513．33公顷(O．77万亩)。

境内农田的传统种植以三麦、水稻为主。民国时期的耕作制度基本上为一

熟制，很少有二熟制。由于受生产条件的限制，在一般年景下．小麦每亩产量不

足50千克(100斤)，水稻产量每亩不足200千克(400斤)。人民政府成立后，

普遍实行二熟制，小麦每亩产量50千克(100斤)左右，水稻每亩产量225千

克(450斤)左右。1970年种植双季稻后形成三熟制。1975年后小麦产量每亩

150千克(300斤)左右，前季稻250千克(500斤)左右，后季稻200千克(400

斤)左右。1977年始种植杂交稻，亩产超过500千克(1000斤)，此后双季稻逐

渐退出耕种。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优良品种的

推广以及农药、化肥的普遍使用，小麦、水稻产量又有所提高。1981年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境内种植基本上都是二熟制。稻产量每亩550千克

(1100斤)左右，麦产量每亩200千克(400斤)左右。至2005年，稻产量每亩

575千克(1150斤)左右，麦产量每亩325千克(650斤)左右。1866．66公顷(2．8

万亩)粮油作物田获得省农林厅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

种桑养蚕，栽种蔬菜，饲养家禽、家畜是境内农户的传统副业。20世纪90

年代始，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2005年，全境栽种无公害蔬菜86

公顷(1300亩)，吊瓜80公顷(1200亩)，茶叶66．66公顷(1000亩)；养鱼

233．33公顷(3500亩)，养虾、蟹166．66公顷(2500亩)；有规模生猪场4个，均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2005年，全镇农业产值1．05亿元，其中副业产值O．75亿元。

鲸塘镇工业崛起

民国时期，境内工业为铁、木、竹、手工业和石灰、砖瓦窑业。20世纪70年

代至80年代，集体性质的采矿业、水泥业、水泥预制构件业、轧石业兴起。80

年代至90年代体制改革后，工业迅速发展，门类有建材业、化工业、电子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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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业、船舶业、轻纺业、冶金耐火业、城市建筑雕塑业等。但在工矿企业发展的

同时，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的影响。

至2005年，境内工业企业主要有8个行业，较大的企业有江苏高科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天盛水泥厂、宜兴市鲸皇化工厂、宜兴市中宇药化技术

有限公司、宜兴市龙腾铸造有限公司、宜兴市第三水泥厂、宜兴市新燕水泥厂、

宜兴市大卫雕塑中心、宜兴市嘉仕达精细化工厂、无锡市第二橡胶厂宜兴分

厂、宜兴市胜达水泥厂、堰头动力机械厂、无锡市华洋电子有限公司、宜兴市新

先导服饰有限公司、宜兴市龙飞轧钢厂、宜兴市旭日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宜兴

市三环工贸有限公司以及一些较大型的采矿企业等。规模企业支撑作用明显．

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工业增加值、工业利润分别占全镇工业经济总量的

55％、6l％、55．5％和63．2％。应税销售超亿元的企业有2个。

2005年，全镇工业产值11．23亿元。政府在不断采取保护环境措施的同

时．在集镇东北规划100公顷工业集中区；加大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关闭砖瓦

窑厂5个，关停水泥立窑生产线7条。传统水泥生产、砖瓦生产占全镇工业经

济总量的比重大幅下降。同时进一步规范矿山资源的开采，压减开采量以及整

治化工行业。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治理，全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工

业集中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强，标准厂房建设全面展开，工业集聚效应明显

增强，经济份额明显加大，占全镇工业应税销售的42％。科技创新取得新成绩，

全镇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1个、计划项目1个。省级火炬计划

高新技术企业1个、项目2个。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高，申请专利8个。鲸

塘镇桩基工程队2005年施工区域跨越lO多个省市的大、中城市．从业人员

2000多名。 ．

鲸塘镇商业繁荣

清代至民国时期．境内有堰头街市、鲸塘街市、汤泉街市、琴台街市、蒋家

街市。这些街市随着时局的动荡而兴衰。1956年，政府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后，境内只留存鲸塘街市、堰头街市。1957年，街市形成了以供销社、合

作商店等集体商业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单一市场。1959年至1961年，

社会上物质匮乏，商品紧缺，街市萧条。1963年至1966年，街市有所复苏。“文

化大革命”中街市再度冷落。1980年始，贯彻“市场经济．开放搞活”政策，集镇

上除建有农贸市场、综合市场外，集体、个人经商开店增多，商场、超市、饭店、

酒楼争相开设，街市迅速繁荣。至2005年，堰头街经商户有近200户，鲸塘街

经商户有近300户，并有2个较大综合性超市相继落户。工业外贸出口实绩

80万美元。

鲸塘镇交通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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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境内道路大部分是泥土路，货运、客运主赖

舟楫。20世纪80年代开通公路后，交通事业不断发展，水陆运输顺畅通达。境

内龙溪河一老龙河、鲸溪河、屋溪河纵贯南北，清白河一横溪河、堰径河、云溪

河横穿东西，三横三纵的水上交通网络与太湖、京杭大运河、长江等黄金水道

融会贯通。

宁杭高速公路贯穿鲸塘9千米，在距集镇1500米处设有互通口．与锡宜、

沪宁高速公路贯通。官张一级公路贯穿鲸塘集市，北与104国道交汇．南与安

徽安庆、芜湖公路相接。渎堰公路横穿东西。潘元公路过境内盛家坝、黄安山

坝，向北至潘家坝与‘104围道相接，向南经元上可达西渚、溧阳市戴埠镇。

在建设陆上、水上交通的同时，乡村道路建设速度加快。至2005年．全境

与公路连接的水泥路面乡村道路有53千米，构成便捷的乡村陆上交通网络。

火车客、货运车站距鲸塘仅15分钟车程。

鲸塘镇基础设施完备

民国时期，境内很少有公共设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项社会建设事业

全面发展。至2005年，镇村建设飞速发展，建成新的街道，相继兴建现代化的

商业性楼房、居民住宅房以及事业性用房、楼堂馆所、花园式庭院等。至2005

年，集镇面貌有了较大改规，完成镇区住宅小区二期T程、改水工程、危桥改

造、道路建设、街道建设等建设项目。同时加快生态农业建设，复耕复绿荒山、

矿山废弃地。工业窑炉整治和建材行业结构调整继续推进，道路交通秩序整治

不断深化，环境保护成效显著。邮电、通讯、有线电视、供电等综合配套设施日

臻完善。有程控交换机总容量l万门。提供宽带综合接入业务：有1lO千伏变

电所l座：有日供水量1．5万吨的自来水厂1个：有水利设施完备的万亩圩2

只，千亩圩9只，其主泵站、水闸完好，可保免受水涝灾害；有现代化设施的中

学1所、小学2所；有医院2所、社区服务站13个；公安、工商、交通、水利、国

土、税务、金融、文化等驻镇单位齐备。

鲸塘镇人文荟萃

境内的烟山又谓紫云山，自古形胜。周围一带原是宜兴西部的旅游之地，

景点有紫云烟寺、烟山晚晴、古桥揽胜、龙溪晚眺、风荷邀月等。历代文人雅士

多有吟咏．并有佳作传世。胜景之外，另有诸多古迹遗踪、掌故传说，让人寻古

探幽，搜奇猎异。

邑西地灵，俊才逸群，一隅之地，多有人杰。据不完全统计，鲸塘籍古代人

物中知县至尚书令(宰相)的官员有30名。他们之中有饱读学士、诤谏忠臣、爱

民清官，无不功德昭著，令后人敬仰。现代人物中有3位鲸塘籍青年在风雨如

晦的年代里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寻求真理，投身革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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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青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其中成为将军的1名。当代高级知识分子有98名。

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52名；他们之中有的是世界科技的领先者，有的是

为国家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堪为后学榜样。

古有遗训：“清白做人，耕读传家”。鲸塘尊儒施教．开设书院学馆始于南

宋，元朝、明代相沿相续。清末民初，私塾、学堂代有所兴。乡村学子或临窗苦

读，或映雪囊萤，勤学不辍。有勒碑记事：“公田助学，宗亲扶持，资助贫困．奖励

学业。”人民政府成立后，“扫盲”办班，村设小学，乡办中学，掀起学文化热潮。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境内开设小学35所，中学lO所。但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教学质量普遍下降。80年代至90年代尊师重教，学风大盛，教育质

量显著提高。同时，各学校教育设施不断完善，规模扩大，大部分学校建有教学

大楼。至2005年，全镇学校撤并成中学l所、小学2所。现代化教育设施日臻

完善，学校开设有电化教育、多媒体、语音、微机室和校园网站、多功能大教室。

并配备了相应的仪器设备。堰头小学被确定为省农村实验小学。

鲸塘、堰头百姓敦厚纯朴，虽终日辛劳，但不乏农家情趣、民间娱乐．且形

式多样，雅俗共赏。在众多的民间文化、文艺团队中，鲸塘青狮队曾参加在日本

举行的国际青狮、麒麟艺术节，其演出被日本观众誉为“梦之竞演”。鲸塘文化

站每年组织的文艺演出受到群众欢迎，特别是小戏、小品在全市颇具影响。另

有乡村农民的文学艺术创作，剧本、小说、散文、诗歌等见诸于全国性的报刊、

杂志，绘画、书法、刻纸、雕塑在市内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鲸塘镇社会和谐

20世纪50年代，全社会开展破除封建迷信、摒弃陋规劣习、倡导科学文明

的移风易俗活动。60年代，全民开展学习雷锋、争做好人好事活动。70年代至

90年代，进行拨乱反正以及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争创“五好家庭”、“文明

户”、“新风户”活动，继之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军民共建”、“双

拥”等活动。21世纪初，全镇展开“扫黄打非”以及“三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均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至2005年，以“实现腾飞发展，建设和谐鲸塘”为主题

的教育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气氛活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全面加强。镇级居民健身点建成使用，全面广泛开展健身活动。孤老供养、

扶贫帮困、捐资助学、见义勇为、义务献血、邻里和睦、敬老爱幼等蔚然成风。

20世纪70年代前，境内居民大部分生活贫困。80年代后，在镇居民经济

收入不断提高。至2005年，鲸塘镇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社保扩

面工作有力推进，全镇各类新增参保人员数超额完成市目标任务：企业职工和

镇村居民大病住院医疗保险任务较好完成；全镇老年农民领取基本养老保险

金；“缴费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全面启动；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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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开展；农民低保工作有新的突破，全镇低保对象5lO户834人，2005年拨付

低保金额达42．75万元，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居民家庭祥和，生活安康。

镇党委、政府执政为民，行使职能，不断加强“三个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

本，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生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造福一方。

鲸塘镇承载着历史，迎候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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