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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 飞的岭背
(代 序)

岭背原称“虎岭背”，盖因圩之后山形似虎背而得名，后虽避

“虎"字简称“岭背”，仍喑蕴虎虎生气3境内仰雩山之鼻息，吸

梅江之精气，自古人杰地灵。

星移斗转，岁月沧桑，岭背人民经历了漫长的奋斗历程，更

以饱满的激情和热切的期望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历史的镜

头定格在这段时空时；一组组画面描述着当今岭背的深刻变化：

全镇修通了金星至小岭、谢屋至上营、大塘至东坑、塘内至梓山、

岭背至水头(扩宽)公路，正在修通山田至禾溪、太阴山至大坝、

小禾溪至兰龙公路，村村通公路变为现实；当4公里长高低压输

变线路架设至小岭村时，全镇唯一不通电的“堡垒"被攻破；水

头渡口码头和东流水桥的建造，架起了梅江两岸的致富桥；程控

电话、有线电视、无线传真、电脑自动化办公等设施的配备，推

动社会前进了一大步o

老圩宽敞的水泥街道，街旁路灯和街心花园，使人很难忆起

昔日“晴天一身灰，雨天车要推”的街景o 1而赣宁线上5万多平

方米，融资3700多万元的禾溪埠新圩：320余套店房，日产千吨

的自来水厂，12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13800平方米水泥街道，l

公里长二级水泥公路，28盏双排双挑路灯，街心架设全区第一盏

乡镇级30米高效节能高杆灯以及街旁美丽的绿化带和绿化树等，

让人恍如置身于一派城市风光之中。

环境的优化，使得全镇招商引资工作顺利，乡镇企业发展迅



速，一九九六年乡镇企业．凶qg,产值达2030万元，岭背成为外商投资

的热点乡镇。由此带动全镇整体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提

高：一九九六年工农业总产值达4730万元，财政收入207．3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60元，人平储蓄达683元，各项事业欣

欣向荣，人们正以坚实的步伐迈向小康。

岭背开始腾飞，并且5万余人民正在形成一种意志：求真务

‘实，开拓进取，顾全大局，团结拼搏。这种意志将永远激励全镇

人民奋发图强，创造辉煌!

盛世修志，歌咏太平，编纂镇志，旨在借古励后，以达“资

治、教化、存史"之目的。以“腾飞的岭背”为题代序，意在乎

后人同心同德，促成岭背一次又一次地飞跃!

最后谨对所有参与和支持本志编纂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党委书记：刎锄．-Ip,弋党委书记：∥l％ ＼

镇 长：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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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二级干部合影



镇党政领导构思

圩镇建设远景规划

镇政府办公大楼设计图

避
禾溪埠新圩夜景

禾溪埠新圩高杆灯

禾溪埠新圩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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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背圩今貌

岛岭背土管大楼

曩高公祠桥、雩山远眺

④水头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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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曾景正(县文化馆

馆长)伍春责(镇党委副书记)

伍春林(县人武部部长) 张为

(广州军区画家)昊建春(团地

委副书记) 黄姓(喜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摩桂明(县委书记)

刘智武(镇党委书记) 陈志虹

(南方阁末报副主编) 周新松

(县政府副县长)刘称发(县委

副书记) 郭文杰(1习地委青基

会秘书长)孙九如(县纪委书

记)肖万祯(县政协主席) 昊

志箍(南方周末扳记者) 谭年

清(县委宣传部邵长) 詹海珍
(闺县委书记) 胡净(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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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有线电视台
岭背龙灯队参加江泽民题词的

于都长征大桥竣工通车庆祝活动

一1一J矗●盏▲1-．

大塘初中教工楼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步蟾坊

谢长辛作品



《岭背镇志》审稿会在县自来水公司召开

评审人员与编辑合影：

右起：刘智武谭年清李仁山谢登洋孙九如刘扬秀钟荣涵钟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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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岭背镇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地记载岭背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振兴岭背提供系统的、科

学的地情资料o

二、本志由大事记和建置区划、自然概貌、人口、国民党政制、

中共党组织、人民政权、武装政法、群众团体、民政老区建设、．农

业、林业、水利电力、乡镇企业、交通邮电、财税金融、商业、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风俗歌谣、人物等21章78节组成。

三、本志为1987年出版之(g-背乡志>的重编。按照详今略古

的原则，上限一般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付印之时，统计数据至

1996年。 一一

四、本志纪年，历代封建王朝和中华民国均用旧纪年，括注公元

纪年；苏区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后或建国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资料，录自《岭背乡志>和县档案馆、县地方志办公

室、镇政府档案室所藏资料，岭背镇各单位、有关人员提供经考证的

资料。统计数据采用县统计局公布的年报资料，统计局所缺数据则采

用单位自报数字。

六、入志人物，民国前职官、知名人士、长征干部、苏区及解放

后区(乡、科、营)．N．vzZ上干部、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人员入人物简

介，革命烈士入人物名录；县属各单位、镇及镇属单位负责人、中小
．I．



学校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采用以事系人方法，分别载入

有关章节o

七、为全面反映岭背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成

就．获县以上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分别载入大事记和第二十一

章第八节。

八、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九、志中附录于都县驻镇二级单位、护林公约、用电规定、圩镇

建设规划图、本也学校校歌和恢复高考后历年考入大中专院校名单，

以为存史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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