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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湾里建区30年，第一部《湾里区志》出版问世。志书始成，有同志

征序于我，作为一位曾经在湾里工作过的“老湾里”，心怀喜悦，提笔数

言，以示贺意。

我在1987年至1990年受命主持中共湾里区委工作，当时的湾里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城镇建设初具规模，尤其是作为经济支柱产业的

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新兴的旅游业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人民

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整个湾里地区充满着希望和机遇，这与建国前当地

人民穷困不堪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

济发展速度跟自己纵向比是快的，但跟周围县区相比，明显地落后了，

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为使湾里经济健康快速地保持增长，加快湾里

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几代湾里人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在那些

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我与湾里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湾里人民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体制上的矛盾和管理上的问题也逐渐

暴露出来，开创湾里改革新局面固然不易，但巩固改革成果更为艰难。

我们正视自己的优势，也不回避自己的劣势和缺陷。新的形势和任务，

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同

湾里地区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改革措施，避免湾里地区

的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在以往的实践中，我们是有着深刻经验教训

的。编史可以明利弊，修志可以辨是非o 30年来，湾里建设发展的经

验教训需要总结，资源优势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利用，优良传统需要继

承，存在的困难需要想办法克服，区委、区政府在世纪之交，组织人力编

修首部区志，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了。作为经世致用的重要地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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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里区志》对于为官一任的领导者来说，是把握全局、进行科学决策的

重要依据；对于湾里人民来说，是一部进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的好

教材。

我有幸拜读区志，感到志书体例完备、资料丰富，全书能够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记述客观、准确，内容忠于历史和事实，线索分明，反映

了湾里曲折的发展历程，突出了湾里独特的资源特色，有着较高的存史

资治价值。

当今正值国家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大好时期。我相信，湾里的明

天会更美好，湾里的人民会更幸福。

原中共湾里区委书记 诩破球
2001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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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湾里是在60年代末因“备战备荒"而在新建、安义、永修3县交界

处划出部分乡村成立的一个区。当时，在不足1年的时间里，就从南昌

市内陆续搬迁来百余家工厂，几万建设大军昼夜奋战，使一个原来还是

茅草丛生的地方，突兀间成为一个新兴的山城，城里到处是多快好省建

设的简易厂房和干打垒式的住房。所以，湾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烙有浓厚的时代印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湾里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

的历史价值，那么，客观记载湾里历史变迁的《湾里区志》自然也就具有

不寻常的存史意义。为此，《湾里区志》的编纂出版，无论是对当代，还

是对后人，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国自古就有“治国家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充分

说明志书对治理地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取得湾里经济

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首先就必须对湾里的自然和社会有一个深刻

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作出符合区情、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制订合乎实际、切实可行的

规划。首编《湾里区志》秉承“资治、存史、教化”的宗旨，坚持马列主义j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真

实反映湾里的历史和现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和人

文地理等领域，堪为一区之百科全书。深信一定可以为进一步认识湾

里、发展湾里、振兴湾里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

志书为一方之全史。《湾里区志》本着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

态度，既记述了湾里发展变化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又总结了实践过程中

的经验和教训，不失为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可以很好地

为我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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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志编委会嘱我为区志出版作序，作序愧不敢当，就简单写这么几

句，以表达我对《湾里区志》编纂出版的衷心祝贺，以表达我希望全区广

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实现湾里经济腾

飞的良好愿望。

中共湾里区委书记 琴川
J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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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我国素有盛世修志的传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o”按照中央、

省、市的统一规划和要求，湾里区从1997年2月开始编修首部《湾里区

志》，我亲眼见证了整个曲折、艰辛的编纂历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事业迈人新世纪的时刻，《湾里区志》付梓出版，可喜可贺。

湾里地处南昌市西北部，境内山清水秀，有“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

道路和庄园’’之称；气候宜人，风景如画，享有“小庐山"美誉；自然资源

丰富，名胜古迹颇多，历来人才辈出。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湾里区是在1969年由新建县、永修县、安义县3县相交之地划出

而建。建区前，湾里区人员稀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

困。建区30年来，湾里人民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

成就。城乡建设发展迅速，特色农业初具规模，形成了林茂粮丰的新局

面，工业企业门类齐全，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其他各项事

业也得到很大发展，群众生活显著改善。湾里区由一片荒芜之地变成

了省城南昌旁一颗璀灿的明珠。

在区委、区政府及编委会的正确领导和省、市志办的大力支持下，

编纂人员数度寒暑，几易其稿，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详今明古、实事求

是”的原则，既袭承优良传统，借鉴成功经验，又立足当代，面向未来，有

所创新。纵览全书，我认为有以下特点：

首先，志书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o《湾里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历史发展轨迹，尊重事实，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大量翔实资料，比较

准确、客观地记载了湾里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现状。对精神文明建设

和物质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可以对全区人民进行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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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文献。

其二，全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书中主要反映建区后的情况，在

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状况面前，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

主线，把湾里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所发生的事件、涉及的

人物规范在一定的历史范畴。集中反映了湾里的巨变和改革的成果，

体现了时代的烙印，展现了湾里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风采，为当今的

改革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其三，区志重点突出了地方特色。湾里在林业、旅游业等方面具有

得天独存的优势。莽莽林海，生机郁郁。不仅拥有众多秀美的自然景

观，而且拥有蕴含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人文景观，两者交相辉映，构成

独特的地方魅力。全书如实记述在开发、利用、保护资源方面取得的经

验和进步，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回顾已往道

路上的风风雨雨，让人领悟到创业之艰难，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能够修成湾里第一部区志，实是盛世盛举。值此成书之际，谨向为

区志付出辛勤工作的领导、专家及有关编纂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我

祝愿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往开来，鉴古知今，为建设一

个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环境优美的新湾里作出更大的贡献。是以为

序。

湾里区人民政府区长 遵．‰毫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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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本志断限：上限为1969年，下限为1998年底。部分资料延伸

至1999年、2000年。

三、本志采用述、纪、志、图、表、录等诸体结合，以志体为主。采用

语体文、记述体，行文遵守现代汉语规范，表述力求翔实o ，

四、本志由行政区划、自然环境、人口民族、政党、政权政协、群众团

体、公安司法、军事、民政劳动人事、旅游业、林业农垦、农业、工业、城乡

建设环境保护、交通邮电、商贸、财税金融、经济综合管理、教育体育、文

化、科技、医疗卫生、宗教风俗、人物24章组成，“概述”统帅全书，“大事

纪年"纵贯始末。全志结构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横排竖写，述而

不论。

五、本志大事纪年采用编年体，一事一条，个别条文采用记事本末

体，适当归并，集中记述。

六、本志涉及的地址、机构、职务名称，均按当时的实际称谓记述，

组织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此后一般使用简称o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区档案馆和各单位提供并经核实的资料，

以及部分行业内部发行的资料。

八、本志中数据以区统计局提供的为主，也有各单位提供的数据。

统计表格中的空格表示该项统计数据不详或无该项数据；“撑"表示其

中的主要项；“⋯"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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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里，地处南昌城西北部20公里的西山山脉中段，位于东经115。37，。115049，。北纬28040'

一28055’。东、南邻新建县，西毗安义县，北接永修县。境内层峦叠嶂，高山田园。风景如画。

湾里东西宽20公里，南北长27公里，总面积为278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

呈纺锤形。西南部以低山高丘为主，东北部多为低丘岗地，东南部为低丘平原。主要山岭有：

罗汉峰、萧峰、雷公尖、花脑脊、战鼓坪、狗骨岭、朱岭、雷公坛、名山尖、五斗尖等，其中以罗汉锋

为最高，海拔841．4米，坐落在湾里区西北部太平乡与红星乡交界处。耕地多为红壤丘陵，全

区山地占72．28％，耕地占12．66％，水面占4．87％，故有“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之称。

湾里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丰富。由于西山的特定位置，与南昌平原

地区相比，其特异性表现在：温度偏低，温差悬殊，年平均气温14．5℃．17．6。C。低于南昌市区

1．0—2．5。C，特别是梅岭一带，气温比市区低3—5。C，素享“小庐山”之美誉。年平均日照数在

1500—1950小时之间。无霜期一般为200—260天。红星乡雾多日照时数最少，比南昌市平原

地区偏少2．4成。

湾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全区森林面积13137公顷，活立木总蓄积达40万立方米，毛竹

立竹量506．66万株，森林覆盖率为71．15％。乔木树种有80余属100多种，主要有松、竹、杉、

山茶科树种和其他阔叶树种，还保留了不少的珍稀树种，如银杏、红豆杉、三尖松等。药材有

200余种。野生动物有苍鹰、金雕、猫头鹰、竹鸡、啄木鸟、八哥、柳莺、灵猫、云豹、野兔、野猪、

穿山甲等，还有许多十分宝贵的植物资源。矿产主要是花岗岩和矿泉水。

湾里名胜古迹颇多，是一个山林秀色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旅游胜地。为古“豫章十景”中

“洪崖丹井”和“西山积翠”两景所在地。境内梅岭山势峻峭，流水潺潺。松涛苍韵，四时苍翠，为

历代佛、道两家参禅炼丹之处，文人骚客修身隐居之地。有寺庙观坛，墓塔建筑，古树名木，历

史遗址。自汉至清，饮誉1000余年。题刻留记的历史名人有岳飞、张九龄、王安石、张位等共

230余人，写下名诗佳作480余篇。据宋杨杰的《西山游记》记载。当时梅岭建有玉隆、应圣、天

宝、凌云、栖真、太虚、太霄7处道家宫观，翠岩、香城、蟠龙、云峰、双岭、奉圣、安贤、元通8座佛

教寺院，布有升旌阳、王齐、肖史、葛洪、洪崖、灵观等6坛。还有遍地奇峰异石，岩洞幽谷。瀑泉

湖沟。198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将梅岭定为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3年，林业部批准成立梅

岭国家级森林公园。

湾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969年12月，在新建县、安义县和永修县3县相交之地

划出一片新城区，最初定名为南昌市梅岭管理区，后几经易名，直到1981年5月21日，国务院

确定湾里区为南昌市的市辖县级行政区，正式定名为南昌市湾里区。1998年．辖3乡2镇3街



办、37个村委会、240个村小组、16个居委会，居民23188户、73540人。

建区前，湾里城区是新建县望城公社湾里大队、招贤大队、佘牟大队管辖的农村，生产落

后，交通闭塞，经济贫困。农闲时农民做些竹器箩索和砍柴，靠肩挑身背步行到南昌市出售。

建区后，从南昌市内迁人大批工厂和单位，城市建设从无到有、从零乱到初具规模，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区建设得到迅速发展，湾里城区规划建设范围为15平方公里，实

际建成城区面积4平方公里，水、电、道路等基本设施配套，道路纵横交错，绿树成荫，形成了由

樟、梧、柚、广玉兰、重阳木等树种构成的一街一景格局。

建区30年来，湾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

真宣传党在农村的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兼有红薯、大豆；经济作物有花生、油脂、茶

叶等。近年来，湾里致力于特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果茶业

得到了迅速发展，红星的茶叶生产基地、罗亭的脆蜜桃、奈李种植都已形成规模，产生良好的经

济效益。1999年全区有耕地3018．9公顷，其中水田2775．9公顷，早地243公顷，人均耕地1．05

亩。全区农业总产值为1428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3．13％，为1970年的32．7倍。年出栏

生猪7．4万头，水产品年总产量为280吨。

林业生产稳步发展。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建区前共造林1800公顷，1971—1988年间累计

造林6940公顷，相当于建区前造林总和的3．8倍，造林率高达63％，高于全国全省水平。“六

五”、“七五”计划期间，森林覆盖率提高了6．2％，每年以6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每年净增立

木蓄积1．08万立方米。1990年冬，全区各行各业通力合作，一举造林1820公顷，创建区以来

造林最高纪录。为加强林政管理，各乡、镇、场均设置了林业工作站，配备2—3名干部，村委会

配备1名主管林业的副主任。在主要林区修建了防火线、林道、简易公路，形成了一个以公路

为主、村村通车的护林网络。经上级核定，现每年采伐木材3650立方米，间伐材2500一3000立

方米；采伐竹材25万根，向市场提供鲜竹笋250—300万斤。

湾里建区前只有梅岭造纸厂、梅岭电机厂两家企业。1970年从南昌市内迁来大小企业

i26家，该年产值达2628万元。1992年，市区属、街道、农垦、乡镇企业和非工口工业企业有

1179家，年产值达32606万元，是1970年的12．4倍。主要行业有机械、电子、建材、造纸、纺织、

化工、食品等。主要产品有电视机、汽缸垫、卫生纱布、矿山机械、工业电炉、印染助剂、纺织五

金、玻璃卡纸、防潮纸、石棉瓦、再生胶等350余种。

全区公路网基本形成，1999年有公路80条，全长268．59公里，有客货车辆680辆。区内

有5路公共汽车直通南昌。全区5个乡镇场通班车，且有私人中巴参与营运。城区对外公路

有4条，往东南的省店公路与赣湘公路相接，往东北的湾麦公路与南九公路相通，往北的湾店

公路与巴万公路相交，往西南的公路经幸福水库通新建县石埠与赣湘公路相接。南浔铁路支

线——湾里铁路16．9公里，横穿城区东南部，联通湾里与全国的货运。建区初期，全区只有简

易邮政所1处。1997年发展至邮票代售点22处，邮政信筒(箱)21个，社会报刊发行站50个，

各乡镇都有邮电所，全区共有投递邮路13条，总长384公里。

建区后，商品流通活跃，城乡市场繁荣兴旺。1999年，全区各种经济类型的零售商业、饮

食业和服务业的网点398个，社会服务业网点91个，从业人员1089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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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0万元。比1998年增长14．1％。

建区以来，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迅速发展，成效显著。先后创办了《工农兵文艺》、《湾里文

艺》(后改为《洪崖文学报》)，涌现出业余作者100余人；收集整理湾里民间歌曲，编印了《西山

民歌40首》，编辑出版《湾里民间故事选》，整理民间舞蹈《关公灯》资料并编入《中国民间舞蹈

集成》出版。1999年，全区有中学8所(其中职业高中l所)，小学43所，幼儿园20所。在校中

小学生11908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00％。1998年，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检查验收。湾里区被批

准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合格县。全区有市四医院、区中医院、

区妇幼保健所、区卫生防疫站，乡级卫生院5所，村级医疗站50多个，并有驻区市新华医院。

全区卫生人员400人，其中技术人员350人。病床最大容纳能力700张。1982年之前。湾里地

甲病的患病率为10．19％。到1988年基本控制了地甲病，并经省、市业务部门考核验收合格。

1999年，全区人口出生率为7．cr7‰。

建区3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职工年平均工资由1990年的1349元增加到1999

年的5796元，9年中增加4447元。增长329％。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民人均纯收入始

终徘徊在100元左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已由1990年的570元增加到1999年的

2273元，9年内增长29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970年的5万元增至1998年的215．5

万元，年均递增34．83％。居民的住房、衣着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变化，彩电、冰箱、VCD等

高档家用电器已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人家。

湾里与南昌市区仅一江之隔，过江交通现有南昌大桥、八一大桥和赣江大桥3座大桥。区

东侧10公里处是蚊桥高等教育区，东北面10多公里处是新建成的昌北机场，交通十分便利，

区位优势相当明显，具有振兴经济的巨大优势和有利条件，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勤劳智慧的湾里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始终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排难而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的湾里，全区广

大干部群众正以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精神，在中共湾里区委、湾里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坚决贯彻招商引资这条主线，立足财政增收、农民增收；努力抓

好旅游推进、规划实施、城镇建设；突出工业改革攻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观光农业开发、发展

环境整治；促进全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相信不久的将来，美丽富饶的湾

里将呈现出更加灿烂的辉煌。



大事纪年 ·11·

大 事 纪 年

1969年

10月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决定，成立梅岭管理区。

11月15日 民航第八飞行大队618伊尔14型飞机在太平团山撞山失事，飞机报废，6名

机组成员和2名货运员全部遇难。

11月 湾里地区战备外迁指挥部成立，李淑柏任总指挥，开始筹备战备迁厂。

11月底湾里地区已有从南昌迁来的单位152个，其中工厂99个。征用土地2000多亩，

上山人口38000人，建房672396．38平方米，安装自来水管37公里，架设输电线路46．6公里，

修建公路70公里。

11月安义县太平公社和万埠公社的名山、新庄、庄上、礼观、排头5个自然村划入南昌

市梅岭管理区管理。

12月1日 以梅岭山区为中心，划拨新建县梅岭垦殖场、安义县太平垦殖场、永修县马口

公社的罗亭大队、上坂大队，合并设立梅岭管理区，为隶属南昌市领导的县级行政区。

1970年

1月14日 新建县望城公社所属佘牟、湾里两大队划归梅岭管理区管辖。

同日 南昌柴油机厂等36个工厂开始迁往梅岭管理区湾里地区。

1月23日 梅岭管理区决定广泛开展“四反(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无

政府主义、反对本位主义)--清(清仓、清库)”运动。

2月6日 在梅岭管理区全区范围内开始展开“一打三反”运动(即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

破坏，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4月7日 梅岭管理区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梅岭管理区革委)成立。姜显纯任区革委主

任。区革委下设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区防空领导小组，管辖梅岭公社、太平公

社。

4月28日 梅岭管理区“五七”大军领导小组成立，万良璋任组长。

4月30日 南昌市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市革委)将梅岭管理区的2个公社调整为梅岭、

湾里、罗亭、太平、红星5个公社。原新建梅岭公社风景大队、安义万埠公社的名山大队划归梅

岭管理区管辖。

5月一n月1日兴建湾里铁路，新修正线16．794公里，站线3．4l公里。

5月14日 梅岭管理区开展向为公牺牲的梅岭袁家村女少年袁莲英学习的活动。

6月1日 梅岭管理区革委发布《关于加强梅岭地区山林保护管理，严禁破坏森林的布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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