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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资溪县委书记 罗老忠

资溪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建县起，至清朝同治九年(1870

先后编修县志8次。由于朝代更迭，兵燹匪患，只有少数在国家图

和档案馆中存有少量残本和胶卷。民国时期没有编修县志。新中

国成立后，1960年曾写过一个县志初稿，但因各种原因，终未竣工。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用新的观点、新

的办法、新的材料编写一部新的县志，便成为时代之需要，故资溪县志

的付梓，诚为一大喜事。

资溪虽是山区小县，但世世代代生息于此的人民，也和全国各族人

民一样，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为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民族文

化作出过重大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等原

因，旧县志对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很少记载，偶有记载也是贬低和歪

曲，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统治阶级则记载颇详，并极力涂脂抹粉，

歌功颂德。同时大肆宣扬封建伦理观点，严重地歪曲了历史。

资溪是个革命老根据地，是一块洒遍革命烈士鲜血的红土地。半个

多世纪以来，资溪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求得翻身解放，抛头胪，洒热血，前

赴后继，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土地革命时期，资溪是个“全

红县"，周恩来、彭德怀、顾作霖、聂荣臻、萧劲光、毛泽民、邵式平、方志

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块红土地上留下了战斗的足迹，全

县为革命捐躯的烈士880多人。革命先烈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

了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I· 序一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资溪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

领导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成绩斐然。这些在新的县志中，秉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都有详细记载

(这是有别于旧县志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将有益当代，惠及后代，使我
们多一些借鉴，少一些失误。 ．

县志的记载毕竟只能说明过去，而更重要的却是现在和将来。资溪

的地理位置优越，山川钟灵，森林茂密，溪涧纵横，气候宜人，交通便利，

内涵殷富。今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富有光荣革命

传统的资溪人民，一定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新资溪，迈开更大的步伐，取得更大的成绩。

1994年11月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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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羹鋈雯茎毳嚣耋蓑 黄德宪
资溪县人民政府县长八ⅢVu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新编《资溪县志》，揽一方资料于史籍，辑百业精华于一卷，鉴前世

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记昔今之要，歌时代之德，褒乡土之誉，表桑梓

之杰，不仅是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县情、地情常备的案头用书和领导

决策参谋，而且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极好的乡土教材。她的问世，必

将对推动全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久远的积极

效应。

披阅《资溪县志》，能使人进一步明了资溪县情，明了资溪的优势和

特点。资溪，一有区位优势：地处赣闽两省交界，襟连内地沿海，地理优

越，得天独厚，且交通便利，鹰厦铁路纵贯南北，“316"国道横越东西；通

讯快捷，近年在全省率先实现电话城乡联网程控化和服务网点传真化，

给这优越的边际区位锦上添花。二有资源优势：境内峰峦逶迤，凝绿叠

翠，森林茂密，其覆盖率、活立木蓄积量、产材量均居全地区之首，为省

重点林业县；境内溪流交错，水量足，落差大，有丰富的水力资源，水能

理论蕴藏量6．1149万千瓦，199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二批200个农

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建设县之一；境内苍山似海，泉涧如练，氤氩怡人的

法水温泉，洞喷云雾的出云峰，拂云擎天的高云塔，洞幽神奇的大觉仙

岩，“养于深闺人未识"的马头山原始林区。奇石怪潭，佳景叠出，加上栖

息于林中的珍禽异兽和美丽的民间传说，无一不成为有待我们去开发

利用的旅游资源。还有瓷土、花冈岩、钨、铀、稀土等地矿资源。三有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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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优势：资溪是省重点老区县之一，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曾属中央革命

根据地一部分。此处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周恩来、彭德怀、顾作霖、聂荣

臻、毛泽民、肖劲光、邵式平、方志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

迹。这块土地，曾洒过800多位英烈的鲜血。历史呼唤着明天，传统展

示着未来。光荣的老区传统，正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此外，资溪地域广袤，人口密度小，人均占有资源相对较多，经济发展潜

力较大；加之县内居民大多来自五湖四海，有利于扩大与外界的沟联，

有利于人才的广揽，有利于资金、技术的引进，从而有利于资溪经济和
各项事业的兴旺发达。

振兴资溪，须从县情实际出发，须洞悉其优势和不足，扬长避短，科

学地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

鉴”之训，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借鉴县志提供的资料，就可少

走些弯路，少受些挫折。

值此新县志付梓之际，向为这部传世史籍殚精竭虑、默默耕耘十余

载的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所有指导、关心、支持这部新县志编

纂、出版、印刷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谨献此言，是以为序。

1994年11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资溪的历史和现状，以达

到“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

二、本志继承“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传统，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重点。所辑资料，一般上自明万历六年(1578年)

建县时，下至1 985年底，部分章、节延至本志发稿前。

三、本志采取“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体例，首辟概述、大事记，中

设地理、老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8编56章250节，尾

缀附录及县志编纂始末。坚持以志为主体，辅以记、传、图、表、录等形

式，述而不作，寓论于史。

四、本志专辟《老区》编，以弘扬革命历史；《经济》编前设《经济综

合》专志，以体现宏观经济的“龙头’’作用；详写《林业》章，以突出地方特

色；《附录》增辑1985年后历届党代会、人代会文献资料，以反映新时期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就。

五、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民间藏籍、各单位的

专志以及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采用旧纪

年，注出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

年。‘“解放初”专指民国38年(1 949年)5月8日资溪解放至9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这段特定历史时期。

七、本志所载行政区名及地名，均采用当时的区划和名称。

八、根据通例，《人物》编不为生人立传，传主一般以卒年为序。

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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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溪县位于江西省抚州地区东部，介于北纬27。28’～27。55’、东经116。46，～117。17，之

阈，东邻福建省光泽县，南交黎川县，西毗南城县，西北接金溪县，东北界贵溪县。南北最长处

48公里，东西最宽处51公里，总面积1251．03平方公里。1985年全县行政区划为5镇5乡5个

国营采育林场，共有77个村民委员会，7个居民委员会，551个村民小组，21个居民小组，686

个自然村，总户数为20148户，总人1：／为90178人，绝大多数为汉族，少数民族有畲、侗、布衣、

壮、苗、藏、回、蒙古、满族等，占总人口的0．4％。平均每平方公里73人，是全省人口密度最小的

县。 一

资溪地处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西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境内群山耸峙，海拔700米以上

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69％，200米以上的丘陵占26％，200米以下的低丘岗占5％。最高峰

为东部的鹤东峰，海拔1364米。山区林木蓊郁，盛产毛竹和杉、松、楮、栲等多种优质木材，并有

水杉、伯乐、香果、银杏、红椿、福建柏、天竺桂、红豆树、白辛树、鹅掌楸、长序榆、美毛含笑、江南

油杉、长叶榧树、南方红豆杉等珍稀树种。全县森林覆盖率60％以上，木材蓄积量近500万立

方米，毛竹3000万株，油荼、茶叶等经济林亦为数不少，还盛产闽笋、香菇、松脂等林副产品。林

中有华南虎、金钱豹、梅花鹿、恒河猴、穿山甲、小灵猫、大灵猫、黑熊、岩羊、野猪、鬣羚、蕲蛇、猫

头鹰、绶带鸟、三宝鸟、尖吻雕、虎斑蛙、红嘴兰鹊、红嘴相思鸟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有桂皮、钩

藤、葛根、灵芝、银钟花、大活血、草珊瑚等大量的野生药材；地下蕴藏有钨、铀、铜、铅、锌、铁、石

墨、萤石、稀土、钾长石、花冈石等多种矿藏。如何开发利用和保护好山区的丰富资源，发挥山区

的优势，是当代发展资溪经济的重要课题。

资溪境内没有大江大河，但小溪山涧遍布全县，其中以纵贯东部的泸溪和横穿西部的欧溪

较大。山区溪流虽无舟揖之利，但落差大，水量丰，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61149千瓦，可开发的

蕴藏量34618千瓦．这些水力资源为发展水电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县境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9℃，无霜期270天左右。雨

量充沛，年乎均降水量1929．9毫米．光热资源较充足，年平均日照1595．7小时。为大力发展

农业、林业、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由于全县海拔较高，因此平均气温较周围各县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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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盛夏，凉爽宜人，俗云。五岭皆炎热!唯独资溪宜”，乃避暑之佳地。境内有山皆青，是水俱

秀，风光旖旎，浑然天成．朱崖的大觉岩洞幽俊毓，法水的温泉碧莹温馨，马头山区有众多的深

潭飞瀑，还有罕见的巨石垒成的神秘石塔。为发展旅游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资溪建县于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时名泸溪县。民国3年(1914年)更名为资溪县。从

建县到建国前的370余年中，朝代几经更迭，山城面貌依旧。清末以来，战乱频仍，特剐是土地

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围剿，不少村庄被毁。大片田园废弃，境内一派荒芜景象。清同治年

阃，全县人口为89000余人，到建国前夕，只有26000余人，足见民生之凋敝。

资溪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根据地。1926年10月底，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途

经资溪入闽，以师党代表肖劲光为首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里组织工会、农会，播下了革

命种子，从此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从1927年11月至1930年底，资溪东北部的下张村、西北部

的枫林村、南部的荼山村、西部的南山村，陆续建立起中共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杉=j∈、荼

山、南山等地相继组织了工农暴动，革命群众斗志弥坚，土豪劣绅闻风丧胆。1932年11月17

日，中央红军首次攻克资溪县城。1932年12月底，闽浙赣苏区的红十一军再次解放县城，并建

立了以资溪为中心的信抚根据地。1933年2月，成立了中共资溪中心县委和各级苏维埃政权。

4月，随着闽赣省的成立，根据地划归中央苏区管辖。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肖劲光、毛泽民、

邵式平、方志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战斗的足迹。苏区时

期，进行了伟大的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制，收回了土地13万多亩，分给全县的贫苦农民。

建立了工农武装，2000多名青壮年踊跃参加了红军。妇女儿童拥军优属，扩红支前，个个争先。

苏区境内战歌震天，赤旗遍地，人民生活自由幸福。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第五

次反“围剿”一开始这块苏区便失陷了。血雨腥风骤然而降．人民群众倍受摧残。六县“剿共”副

指挥朱一民说l“资溪连石头都是红的，扫帚也要过三斩l”并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

个”。他们组织“还乡团”、“剿共义勇队”等反动武装，实行血腥镇压，烧杀抢掠，敲榨勒索，反攻

倒算，无恶不作。资溪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年奏等800多名干部战士为革命壮烈牺牲，一万多

名群众惨遭杀害。下张村原是一个“上张府，下张县，平地源，金銮殿”的好地方，1933年以前有

200多户，大小15个梅花村，1933年以后，只留4至5个小村，20幢房子．50来户人家。但是，

苏区人民没有被吓倒，革命烈火没有被扑灭，到1935年秋，东北部的马头山地区，在敌人的四

面包围中重新建立起游击根据地，中共资(溪)、光(泽)、贵(溪)中心县委在这里坚持了3年艰

苦的游击战争，直到1938年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时期，贵溪境内又相继成

立了中共金(溪)、资(溪)、贵(溪)中心县委、中共抚东特委和中共资溪县委，领导广大群众进行

抗日救亡运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背信弃义，对资溪的党组织进行疯狂破坏，中共贵溪县委书

记邱祖明由于叛徒的出卖，惨遭杀害，宁死不屈。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之中，党所领导的游击队仍

在嵩市、马头山一带进行秘密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问。”1949年5月8日，资溪解放了，红色的山城重新回到了人

民的怀抱。从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

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斐然。全县社会总产值由1950年的601．275元，增至1985年的10076．5万

元；工农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598．18万元，增至1985年的6092万元。昔日穷山庄，今日展新

容。
’

‘

建国以来变化最大者，当数交通事业．建国前．全县仅有几条鹅卵石铺砌的山问小径通往

邻县及四乡，石磴羊肠，盘旋曲折，茅草塞路，虫兽当途。官绅以轿代步，平民投足艰难。建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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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筑的鹰厦铁路纵贯县境南北，“316”国道横越东西，全县80％以上的乡村都通汽车。邮电

事业发展迅速。建国前，县内长话、电报业务落后，邮路均为步行传送。建国后，县建有邮电局，

下设邮电所7个，邮政代办所2个，邮路单程839公里，各乡、镇、场和村民小组均通邮路。长

话、电报业务等成倍增长。运输的便利，邮电的发展，信息的快传，货物的流畅，带来了经济的繁

荣。

建国前，资溪的工业几乎是空白。一、二座铸锅的小作坊，f些零星的土纸作坊，便是全部

的工业。1950年全县只有3个私营铸锅厂，职工7人，全员劳动生产率1071元，总产值70．85

万元。经过30多年的经营，到1985年已拥有农机、农药、化工、电力、造纸、水泥、印刷、五金、制

药、食品、木竹加工等多种工业企业，其中，国营工业企业16个，职工3217人，全员劳动生产率

6245元，总产值1991．5万元，县属集体企业7个．职工216人，全员劳动生产率3260元，总产

值84．2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企业方兴未艾。1985年乡镇办企业86个，村办企藿

业58个，户办、联户办企业1246个，从事乡镇企业生产人员达2746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9．4％，产值870．3万元，占全县国营工业企业总产值61％。农药、中成药、机制纸等产品畅销国

内，松香、罐头远销国外。1985年，全县有78家各类工业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开展技术协

作，工业生产又出现了新的局面。由于着力开发了本地丰富的水力资源，水电事业有长足的发

展，先后兴建水电站33座，装机总容量3500千瓦，全县80％以上的农村用上了电，彻底改变

了过去资溪“高山水自流，松光当灯油”的穷困面貌。

全县有耕地约11万亩(其中水田10万亩)，占总面积5．9％，多为酸性土壤，一直以种植水

稻为主。解放前，由于政治腐败，水利失修，耕作粗放，普遍只种一季，亩产在100公斤左右，总

产不过1000万公斤。建国以来，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共完成水利工程957处，使70％以上的农

田达到旱涝保收，加上耕作技术的提高和良种的推广，水稻产量逐年增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农村推广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总产由1978年的3728万公斤

增至1985年的5048．5万公斤，平均亩产增至500公斤。尽管建国以来人口增加了3倍多，粮食

仍做到自给有余。林业生产良性发展，1951年至1985年．全县共生产商品材144．79万立方米，

毛竹1306．5万根，为国家积累资金1755万元，人工造林33万余亩，保存面积约7万亩，封山育

林27．6万亩。基本上控制了山火及森林病虫害。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解放前夕，仅县城和嵩市等少数地方有街市，20

余家私营商店，然多为零星小铺，资金少，货源缺，群众购买力又弱，故生意清淡，市面萧条。建

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日趋活跃，网点增多，商品增加，方便群众，购销两

旺．1985年有全民所有制工商业户117户，集体所有制工商户46户，乡、镇、场供销社门市部

16个，供销分社10个，个体工商户689户(含131户外来有证工商户)，又先后在泸阳、高阜、

饶桥、马头山、嵩市、欧溪、高田、石峡、鸟石等地开设了自由集市贸易和木竹交易市场。1950年

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9．67万元，到1985年已超过3554万元i1952年商业系统农副产品

收购额为7600元，到1985年达264．14万元。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好转，1950

年全县财政收入仅l万元，1978年为440余万元，1985年增至735．8余万元。经济的El益繁荣，

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全县国民收入1950年为181万元，1978年为1935．4万元，1．985年增

至5608．9万元，国家职工人均工资1957年为465元，1978年为534．16元，1985年增至860元。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957年为55．7元。1978年为96元，1985年增至350．35元。群众收入增加

了，城乡储蓄不断增长，1950年年末存款余额为0．1万元，1978年为141．4万元，1985年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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