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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百业俱兴，政通人和。
无锡县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组织编纂了一部贯通古今的《无锡县志》，如实记载了无锡县绚丽多彩的
发展史，也使境内中断了百余年的地方志编修工作得以恢复。
进入90年代后，无锡县的建置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次是在1995年6月，国务院批准无锡县改设锡山
市；一次是在2000年1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锡山市，其境域融入无锡市区。
此后，作为县级行政建置的锡山市不复存在，下限为1985年的《无锡县志》留下了15年的记载空白。
这15年对于锡山市的历史沿革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15年，正是锡山大地发生辉煌巨变的时期，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硕果累累，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百万人民提前步入“小康”
。
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评比中，锡山实现“三连冠”，被誉为“华夏
第一县”。
锡山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奋斗历史与辉煌业绩，理当载入史册，彰往昭来，发扬光
大。
但由于撤市设区后的新情况，使原计划续修县志的工作难以进行。
2004年，在无锡市人民政府的组织协调下，由锡山、惠山区政府承办，并在滨湖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
的支持下，在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下，《锡山市志（1986～2000）》编修工作得以展开。
全体修志人员克服行政区划变动后带来的种种困难，不辞辛劳，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历时四载，五
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130余万字的传世之作，为锡山市的历史记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锡山市志（1986～2000）》即将付梓之际，谨向所有为编修《锡山市志（1986～2000）》作出贡献
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鉴往知今，继往开来。
我坚信，勤劳智慧的百万锡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无锡，谱写新的辉煌，再续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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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90年代后，无锡县的建置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次是在1995年6月，国务院批准无锡县改设
锡山市；一次是在2000年1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锡山市，其境域融入无锡市区。
此后，作为县级行政建置的锡山市不复存在，下限为1985年的《无锡县志》留下了15年的记载空白。
这15年对于锡山市的历史沿革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15年，正是锡山大地发生辉煌巨变的时期，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硕果累累，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百万人民提前步入“小康”
。
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评比中，锡山实现“三连冠”，被誉为“华夏
第一县”。
锡山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奋斗历史与辉煌业绩，理当载入史册，彰往昭来，发扬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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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土地类型及分布】土地类型1951年土地改革时，全县土地分成水旱田、园田（包括菜园、桑园）、
旱田、水田（一熟水田）和其他土地（包括果树、林地、山地等）。
此后沿用这种分类方法统计农用土地面积。
1959年土壤普查时，土地类型分为山田、水田、旱田、平田、圩田5类。
1980年进行土地资源调查时，分耕地、非耕地、道路、山地、水面5个一级类别和32个二级类别。
1987年，进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制订《无锡县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分耕地、园地、林地、居
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域、未利用地7个一级分类、31个二级分类和28个三级分类。
31个二级分类即耕地分水田、旱田、菜田；园地分果园、桑园、茶园、其他园地；林地分有林地、灌
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苗圃；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分城镇、村庄、独立工矿用地和特
殊用地；交通用地分为铁路、公路、农村道路；水域分为河流水面、湖泊水面、坑塘水面、沟渠、水
工建筑物、苇地；未利用地分荒草地、裸土地、田坎、裸岩石砾地、其他未利用地。
土地分布根据地形地貌和土壤质量的差别，境内土地资源分布分为4个类型地区。
西南太湖边缘和腹地低山丘陵区共23个行政村，耕地面积只占全市的2.6 ％，山地3060公顷，海拔标高
低于200米，土壤以黄棕壤为主，是林果的主要产区。
林地、茶园主要分布在胡埭、阳山、雪浪、南泉、钱桥、藕塘、安镇、查桥、张泾、八士等镇的林业
村、林业组。
东北部漕河高平田地区包括港下、东湖塘、八士、张泾、羊尖、安镇等镇，共122个行政村，耕地面积
占全市的15.5％。
区内地形较高，地面高程5米以上，河道较少，且多漕河，白土面积大，土质相对较差，中低产田较
多，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较多，提供商品粮较多，发展多种经营的基础较好。
中部和东南部平田、低平田区共有319个行政村，其耕地占全市的63.2 ％。
土地平坦，地面高程平田在4～5米，低平田在3～4米，土质较好，以黄泥土、乌散土为主。
灌排方便，耕作栽培精细，是全市粮、油主产区，产量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较少，农业综合发展比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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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望着案头一叠盈尺的志稿即将付梓，四个寒暑的酸甜苦辣不禁涌上心头，说百感交集一点不为过。
感慨之一：编修《锡山市志》启动难。
享有“华夏第一县”美誉的锡山市，曾在1999年计划以2000年为下限，编修一部《无锡县志》（下限
为1985年）的续志——《锡山市志》。
但2001年初，锡山市被撤销，原辖区分属无锡市的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和新区。
此时再议编修《锡山市志》，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首先，已撤销的锡山市，还要不要修志？
这在领导层中认识并不统一。
其次，如要编修，由谁来牵头组织？
人员、经费怎么解决？
这又是一个难题。
面对新情况，在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的积极建议和推动下，无锡市政府先后两次召集锡山区、惠山区、
滨湖区和新区的有关领导，专题协商《锡山市志》编修工作，并形成会议纪要。
2004年10月，成立了以副市长麻建国为组长的锡山市志编修工作领导小组。
在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锡山市志》编修由锡山区、惠山区承办，滨湖区、新区协办。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酝酿，在各方的努力下，《锡山市志》编修工作终于在锡山市撤销后的第四个年头
得以正式展开。
感慨之二：修志队伍组织难。
承办编修《锡山市志》的锡山区和惠山区，在区划调整后都没有设立修志机构，而原锡山市地方志办
公室的人员已分散到两个区的有关部门，再要重新集中起来修志困难很大。
在此情况下，市、区有关领导希望我能主持《锡山市志》编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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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锡山市志(1986-2000)(套装上下册)》是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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