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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市建设了
不少新村形式的住宅小区，这些新
村里，有些是由房产开发商建造的
商品房。购买商品房，现在大家已
经习以为常，但是在那个年代，商品
房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常州最早
的商品房在哪里呢？就在清潭新村。

“当时，我们住在清潭新村的大
多数住户都是由单位分配的房子，
只有少数是通过‘三三制’的形式购
买的。”刘援朝回忆，他认识的一位
居住在83幢的邻居就是通过这种形
式购买的。

1982年4月，国务院批准常州、
郑州、沙市、四平四市为补贴出售住
宅的试点城市，清潭新村83、84、85、
107这4幢住宅楼作为试点出售。当
时，常州出台《关于在我市试行对私

人补贴出售住宅问题请示报告》和
《常州市补贴出售暂行办法》，政府、
单位、个人各出三分之一，这种补贴
出售方式在我市被称为“三三制”。
当年的先进经验补贴出售商品房的
形式，在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前都是福利房，房子都是向
单位申请，然后排队轮候等分配的。
从清潭新村开始，我们才慢慢有了商
品房的概念。”刘援朝说，清潭几个新
村建造时，非常轰动。“我的亲戚都来
参观。当时，大家第一次看到有独立
卫生间的房子，都很羡慕。”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几
十年的风风雨雨，不少以“新村”为代
表的小区老旧了，居住条件落后了。

2021年6月，清潭新村开始老
旧小区改造。改造后小区面貌焕然

一新，崭新的楼栋内外墙、干净笔直
的路面、繁茂的绿植，居民们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如今，清潭片区还成了美食网
红打卡集中地，清潭实验小学对面
的小恒丰生煎、清潭菜场旁的蒋师
傅豆浆店、清潭路旁的王荣鸡蛋饼
等小吃店都非常知名。“这几家店，
我也喜欢吃，虽然经常要排队，但真
的很好吃。”刘援朝说。

这里是《档案柜》，一个深度记录常州往事的版面。
如果您记忆中有一段珍贵的往事，关于这座城，关于一些人，请找我

们聊聊。拂去历史尘埃，留住岁月痕迹。
线索及投稿邮箱：272173743@QQ.com，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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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踪老地名——
地名里的常州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老地名，承载着记忆
与乡愁。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有的老地名已经
消失或正在消失，有的焕发新生机。作为地理信
息、地域文化的载体和标志之一，地名存留了一
个地方独特的历史文化变迁痕迹，唤醒了人们的
悠远记忆。

传承地名文脉，记录地名历史，讲好新时代
地名故事，助力城市发展，从今天起，“寻踪老地
名—地名里的常州”栏目与大家见面了。让我们
一起探寻常州老地名，倾听地名背后的故事。

“寻踪老地名—地名里的常州”
开栏语

清潭，不仅是一条路名

说起清潭，你会想到什么？作为常州
知名度最高的老地名之一，“清潭”早就镌
刻在每一位常州人的心中。这里不止有一
条清潭路，还有全国最早的一批商品房，以
及近年来红遍网络的各种美食小吃。旧时
光和浓浓烟火气在这里重逢。

这里还有旧时光和浓浓烟火气这里还有旧时光和浓浓烟火气

“现在谈到清潭，很多人首先想
到的就是清潭路。清潭路是常州最
漂亮的路之一，两边都是梧桐。”王瑛
告诉记者，和她小时候相比，现在这
条路的变化太大了。“清潭路往陈渡
桥方向延伸。老一辈的人常说，过了
广化桥就是城外了。我小时候，从现
在的中天钢铁体育馆一路向西，周边
都是村庄和农田，清潭路也非常狭
窄，都是土路。”

1975年，因军工企业发展需要，
常州第二无线电厂、常州继电器厂先

后落户清潭，这里一度成为常州的电
子工业集中地。1980年建设清潭新
村时，将道路拓宽改造为沥青路面，
现在的清潭路是城西的交通要道。

如今，沿清潭路一路走过去，两
侧布满各种富有生活气息的小商铺，
传达出浓浓的“老常州”气息。

对于很多常州人来说，这里满满
都是回忆。今年74岁的刘援朝是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搬到清潭居住生活
的，是第一批搬到清潭新村的常州市
民。“当时，这条路有一些老厂，除了

第二无线电厂、继电器厂，还有第二
电子仪器厂。当时，我是常州玻璃厂
的员工，从清潭到单位，要坐12路公
交车。那时候，这条路上，只有这一
条公交车，经常等不到。现在公交多
了，出行比以前方便多了。”

八零后杨轶每天上下班都要经
过清潭路，这条路同样承载着她的深
厚情感。“我是清潭中学毕业的，我上
学时经常去的清潭书店现在仍然还
是开着。每次走在这条路上，我都有
一种重回青春时代的感觉。”

“以前啊，这里叫清水潭啊。”72
岁的王瑛是老常州人，从小生活在清
潭、广化街一带，见证了清潭几十年
的变化。

关于清潭这个片区的由来，像王
瑛这样的老常州人都会提起清水潭
这个名字。“最早，清潭就叫清水潭，
大概的位置是从以前的木匠街（北起
广化桥,南至劳动西路,随着城市发
展，木匠街已拓宽并更名为广化街）
到国光文化创意园那一片区。”

有关清水潭的来历，编纂于清末

光绪年间的县志有相关记载。说是
在明朝末年，有两位本地的秀才因为
忧愤国家大事，愤然沉身于清水潭
内。乡人感念他们忠烈，就在此集资
修建了一座清水潭公祠，也便有了因
祠而得名的村庄。解放后，古祠改为
学堂。

资料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清
潭还叫清水潭，它在农业合作化中属
于6个高级社之一，先后归属武进湖塘
乡和常州茶山乡；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划入常州郊区。1960年，常州市成立

广化区人民公社，永红被纳入其中，清
潭从此成为广化区人民公社的辖区。

最早时期的清水潭是个什么面
貌呢？据1984年修订的《永红乡简
志》记载，古时候清水潭这一带分布
着零散的村落，没有像样的道路，也
没有街面，只有两三家做小杂货生意
的小店，周围都是农田、池塘和土墩。

“那时候，这里都是乡下，道路也
都是乡间小道。清潭路就是一条窄
窄的乡间小路。当时，这里还比较闭
塞，城里人很少到这里来。”王瑛说。

名字：以前，这里曾叫清水潭

道路：这条美丽的城西要道，承载着满满回忆

生活：不仅有最早商品房，还有很火的小吃

现在的清潭路

清潭新村的指路牌上写着“我爱清潭”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清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