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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国家
和地区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城市发展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自古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近代虽然有了一点机器工业，但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
比重很低。
相应地，城市发展也十分缓慢。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建制城市只有132座，城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城市也有了较大发展。
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传统工业产业得到大幅
度提升，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也有了显著增强，从而极大地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的
规模、功能、面貌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3％，建制城市已增加到661座，城市在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及社会商
品零售额方面均已占到70％以上，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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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之一，由历史回顾﹑专题研究﹑未来展望三部分组成，图文并茂，
详细介绍了张家港市的历史﹑城市定位和规划﹑城市建设﹑港口城市﹑产业国际化﹑张家港精神等，
对张家港市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刻总结，并归纳了城市发展中的成就和辉煌，最后合理展望了未
来张家港城市的规划和前景。
本书为希望了解张家港发展历史﹑希望研究张家港发展历程的读者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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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家港精神的孕育与弘扬　　二、张家港精神的丰富内涵　　三、张家港精神的效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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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富有内涵和独特个性的生态园林城市　　三、建设富有精神和文化底蕴的文明法治城市　　四、全
面建设“协调张家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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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是老夹筑坝。
当时的老夹，西起今张家港港区，东至鹿苑入江，长约23公里，为三条夹江中最长的一条，宽约1～3
公里。
到了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于江面狭窄，江流冲力增强，老夹两岸发生了严重坍塌，尤其
是南岸坍势更甚，传说紧靠南岸的后塍法水庵北壁，在江流冲击下已摇摇欲坠。
无锡有个名叫余治的人，曾集资修筑丁坝保岸，但毫无成效。
咸丰年问，大桥镇富绅严康保认为只有在南沙洲与张家港老岸之间修筑海坝，截断江流，方能从根本
上治理老夹两岸坍塌的趋势。
因所需资金巨大，他联合了另一富绅韪之佥合伙投资筑坝。
坝址选择在今金港镇西五节桥和张家港港区之间，江面宽约1.7公里。
经过艰苦的施工，终于截断夹江，筑坝成陆。
随即在合龙处填上大量石块泥土，加固夯实，形成高大坚固的堤坝，以后又连续修筑起几个海坝，并
开始围垦沙田。
直至民国三年（1914年），南沙洲才同大陆完全连成一片，23公里长的老夹江共围垦到土地8万亩。
　　其次是北夹筑坝。
北夹从大新镇的段山口向东南延伸，一直到今乐余镇境内，全长约12公里。
晚清时，由于汊江激流冲刷，北夹两岸每年要坍掉土地1000多亩。
首先倡议修筑北夹海坝的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昌照的父亲、鹿苑富绅钱召诵。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与相关人士商量好筑坝围垦方案，亲自到省里报案获准，但在归途中
遇风暴不幸落水身亡，这次行动也就此中止。
民国五年（1916年），卢国英、汤静山、徐韵琴联合组成鼎丰垦殖公司，重新发起修筑北夹海坝的行
动。
坝址一端选在庆安圩（今大新镇老海坝村），另一端选在毛竹镇补口圩。
筑坝工程历经40天竣工，坝长1.28公里，这次围垦又得田8万余亩。
此后，鼎丰垦殖公司继续在北夹修筑海坝5座，即二海坝、三海坝、四海坝、五海坝和六海坝。
不出几年，中沙洲和北沙洲之间基本积涨合并在一起，成为大片的新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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