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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凡 例

一、本志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述浦庄镇自然、社会

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自清末民初始，凡有史料记载者，尽力追溯，下限截至

2000年。其中大事记顺延至2004年。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2000年浦庄镇行政辖区为主，历史上所属

辖区不再记述。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横分门类，纵向叙述，辅以图表、照片。大

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五、本志所载人物以浦庄籍为主，对长期定居浦庄并有业绩者，酌情收

录，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业绩的在世人物，则以事系人加以记述。

六、本志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包括

民国纪年)，括号内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

纪年。

七、本志所称“建国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中

国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文献、档案、报刊，以及各基层单位提供的素

材，经反复核准后采用。

九、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

称，按当时记载，适当注明换算方法。



序

序

浦庄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志书——《浦庄镇志》经过许多同志的艰苦努

力，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终于问世了。这是浦庄历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

浦庄人民在建设家乡、振兴浦庄，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

文明协调发展进程中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值此可喜可贺之际，谨向潜心修

志的工作人员和作出精心指导的上级领导致以衷心的谢意!

浦庄地处太湖之滨，位于太湖旅游经济区内。据史料记载，浦庄历来为

吴县辖地，距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境内气候宜人，四季分明，土地膏腴，物

产丰富。但是，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浦庄与其他地方一样，面临着内忧外

患、兵连祸结、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浦庄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

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是气象万新，百业兴旺，

面貌日新月异。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镇人民大手笔抓规划，

大开放抓兴商，大开发抓建设，努力把浦庄建设成投资者的热土、企业家的

乐园，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业绩，开创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盛世修镇志，业绩载史册。在《浦庄镇志》的编纂过程中，编者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将丰富的思想内涵、浓厚的时代气

息、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科学价值融为一体，且能通合古今，横涉百科，

资料翔实，归属得当，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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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浦庄镇志》全面反映了浦庄自然、社会各个领域的兴衰变迁及曲折起

伏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浦庄人民坚持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创业精神和审时度势、与时

俱进的精神风貌，是一部关于浦庄的“百科全书”o它为全镇人民了解过去、

规划未来提供了一部正确的、科学的地情资料，为在广大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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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海内外客商

了解浦庄的投资环境提供了一份咨询书。总之，《浦庄镇志》是一部认识浦

庄、熟悉浦庄、建设浦庄的不可多得的资料书、工具书、地情书，必将长久地

发挥其存史、资治和教化的功能。

过去已载人史册，未来尚待开拓。浦庄镇人民正以新的思想、新的观

念、新的方略、新的措施全力推进“富民强镇”的建设步伐，为谱写出更加绚

丽多彩的新篇章，载人共和国新史册而努力。

中共浦庄镇委员会书记物啼琅
浦庄镇人民政府镇长 侈网擎

二oo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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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浦庄镇坐落于太湖东岸，地理坐标为北纬31 006’～31 012’、东经120036’～120038’。

北面依傍清明山支脉平桥山，西面、南面濒临太湖，西南与渡村镇接壤，东与横泾镇交

界。东西长4．3公里，南北长7．5公里，全镇总面积为32．2平方公里。距苏州胥门

19．5公里，苏(州)东(山)运河、木(渎)东(山)公路交叉穿越集镇，水陆交通便捷。地

处太湖平原，受太湖水体调节，气候宜人，四季分明，适宜水稻、三麦、油菜生长。2000

年末全镇总人口21 330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62人，设11个行政村、165个村民小

组、1个居委会。

浦庄历来为吴县辖地，距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浦庄建制几经变

更，1994年撤乡建镇，实行镇管村体制。2001年3月，撤吴县市建吴中区后，属苏州市

吴中区管辖。浦庄历史上人才辈出，清代和民国期间，尤以集镇旗杆里钱氏、湖桥唐氏

为官为文者较多。

新中国建立后，浦庄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努力建设自己的家乡，但在三年自然

灾害期间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浦庄人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强镇必先开放、富民必先

兴商”的先进理念，把扩大开放作为强镇之本、富民之路，适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崇尚创业争先、开放开发，鼓励人们干事创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坚持经济发展量、质

并举，内、外并举，一、二、三产业并举，为浦庄经济的发展写下了无数艰苦创业的新

篇章。

浦庄镇工业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解放前，浦庄除少数农户

酿制土烧酒外，还办有七八家铁、木、竹等手工业小作坊。新中国成立后，酿酒户组成联

合组生产，手工业加入合作组织集体经营。20世纪60年代末期，公社办成直接以为农

业生产服务为主的十来家小厂。70年代后，工业经济逐步发展。至80年代末期，乡村

两级共办成工企业单位187家，但上规模的企业极少。这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

办工业方式，虽在一定时期内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企业小而散，

“船小难抗浪”，一部分企业在发展运行中跌人低谷，难以复生。即使是在80年代和90

年代中后期兴办的规模型企业所形成的“三条龙”，即淀粉、制糖生产一条龙，种桑、养

蚕、缫丝生产一条龙，炼铁、铸坯、搪瓷生产一条龙，也由于企业存在经营机制上的问题

和受到市场、技术、资金等要素的制约而停产或破产。浦庄人总结经验教训，改革经济

体制，转换经营机制，叫响“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等口号，全力营造良好的经

济发展环境，在高起点规划“两区”(工业高新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开发区)的同时，加

大投入，加强载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借助外来资本、社会资本推进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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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运用现代管理创新机制，着力吸引优秀人才共创大业。从此，一批投资建设上规模、

生产经营上批量、企业管理上水平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纷纷落户浦庄，实现了外资、

民资比翼双飞，形成了以沿路(越湖路浦庄段)开发区为龙头、民营开发区为重点的发

展格局。如苏州电镀有限公司、新世纪服装有限公司、加禾时装有限公司等规模型企业

很快成为浦庄工业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并成为全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规模带动

战略的实施，打破了浦庄人原有的思维定势，确立了借助外来资金和社会民间资本求发

展的新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浦庄一大批民营企业追加投入上规模，开拓市场求发展，推

进了浦庄工业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2000年，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5．53亿元，

完成销售4．97亿元，利润2 500万元，上缴国税1 000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耕作制度的改

革，农田水利的兴修，优良品种的推广，科学种田的普及，农业机械的发展，有力地推动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由于农民长期以来受小农思想的束缚，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单一

的粮食生产方式始终改变不了农业高产量、农民低收益的结局，难以把农民引上发财致

富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农村逐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农业内部产业结

构有所调整。跨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浦庄人民抓住口粮田、责任田分离，农田规模

经营的契机，大跨度实施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粮改渔、粮改桑、粮改果、粮改

木(苗木)等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施，涌现了一大批发展畜牧业、养殖业、种植业的规模

经营专业户，农田规模经营效益成倍提高，从事经济作物经营的农户收入也大幅度增

加。至2000年末，全镇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农田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田各占50％左

右。新一轮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开辟了农民

勤劳致富的新途径。

从建国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农民被单一的农业经济捆住了手脚，第三产业发展

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市镇建设规模逐年扩大。1990年前，通过改造原有的老街、联盟

街，建设南街，市镇占地面积从建国初期的2．5公顷扩大到28．84公顷。1990年至

2000年间，通过延伸北街、建设集镇商贸经济开发区以及开发木东公路(浦庄段)两侧，

市镇占地规模很快扩大到180．55公顷。市镇规模的扩大，为发展三产腾出了大量的空

间，使农民带资进镇搞三产有了用武之地。其间，在“以街引资建房、建房引资建街，民

间投资为主，政府给予适度补贴”的三产开发方针指导下，境内不少农民投资市场，开

店设摊、从事经商形成热潮，其他三产项目开发紧随其后，进而使全镇第三产业增加值

迅速提升。1998年，全镇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941l万元；1999年实现1．077 8亿元，

比上年增长14．6％；2000年实现1．35亿元，比上年增长25％，递增速度列吴县市第一

位，获2000年吴县市“兴吴杯”奖。

外向型经济曾是浦庄经济发展的一条短腿。20世纪80年代前，全镇外向型经济

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进入90年代以后，浦庄人民抓住国内外资本流动的新特点，以越

湖路和西太湖旅游专线公路筑造开通为契机，以宽广的眼光、开放的姿态和灵活的策

略，加大主动出击招商和委托代理招商的力度，使招商引资取得了新突破。1995年，由

新加坡维信集团、沈阳华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浦庄以土地出资认股的方式，三方

联合兴建的苏州未来农林大世界落户浦庄镇。苏州未来农林大世界的建设水平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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