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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蒋正华

于2000年9月为《万年县志》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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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万年县委书记万自强

正当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新编《万年县志》出版问世了。这是时代的新篇章，是精神文明

奋。

最高、储量第一的石灰石矿藏，有明正德皇帝传旨“代代耕食、岁岁纳贡”的贡米，有晶莹剔透、

青云塔、姚西书院等便是万年古文明的象征。据考证，旧石器时代晚期，万年这块土地上就有

万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6世纪初叶，著名的王浩八农民起义就发生在这里。这

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万年人民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

新中国成立后，万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四化、建设家乡披

肝沥胆，辛勤劳动，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34万万年人民高

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自立自强创特

色，同心同德兴万年”的“万年精神”，谱写着两个文明建设的新篇章，展示着万年现代文明的风

采。

此，1980年初，中共万年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进行万年新县志的编纂工作。历两栽艰

辛，终于编成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为当时全国最早的5部新县志之一。

然而，1982年版县志，由于编纂时间短，资料缺乏，书中难免存在不少讹误之处，书成后，

我于1987年春，奉命来万年工作，至今十有余年。万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又取得新

的巨大成就，因而在政教既饬之余，慨思县志有重修之必要。研究再三，终于在1996年作出重

修县志的决定。嗣后，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由我主持其事。1996年11月，因工作需要，我被

调县委任职。虽然编委易人，但我对县志编纂一事犹念兹难忘，或过问，或督促，愿其早日成

经过编纂人员历经3栽的努力，新编《万年县志》终于如期成书，方幸得遂初心。新编《万

年县志》在总结上次修志经验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资料

进行反复考证，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使其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现代风貌和 A

勿



·2· 序 一

地方特色的要求。

稿成，我通读一遍，认为这部志书与1982年版县志相比，不仅容量有所扩大，资料更为翔

实，而且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万年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述，充分反

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万年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如实地记载了建国以来工作中的失误与曲折，

基本上符合地方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这部志书的编成，对于认识万年的县情，探求

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行正确决策；对于为后人提供丰富资料和历史借鉴，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

用。

修志的最终目的不只是出版一部志书，而是用好志书。读志用志是时代的必然，是使志书

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此，要求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自觉读志，了解县情，一方史实，

展卷可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治理好地方政务。

编修地方志书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这次修志除得到上级有关部门指导外，还有赖于

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对此，我代表中共万年县委、县人

民政府表示诚挚的谢意。

“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方志自古以来就被作为官书，编修方志为历代官府所重视。

我来万年工作多年，而今如愿以偿，殊堪欣慰。稿成时，县志编委会嘱我作序，我有幸参与其

事，责无旁贷，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一点读后感，以不负编委所托。是为序。

1999年12月



序 二

万年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 建

万年自建县至同治十年(1871)，曾多次编修县志，它详细记录了万年的历史沿革、政治演变、

社会发展以及地方风土人情，为我们了解万年的过去，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民国期间虽有过

修志之举，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志稿散佚不存，以致一百余年的历史湮没不传。至1982年，遵

照中央指示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征文考献，博采野乘，历时2年，编出新(z-年县志》一

部，计70余万言。它是当时中国5部最早的新县志之一，在全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在我国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从经

济体制到各项体制的改革，波澜壮阔，成绩辉煌。改革，促进了万年社会的发展；改革，为万年经

济腾飞增添了动力。从1982年至今，万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至1998年，全县国内

生产总值达8．cr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10．42亿元，财政收入8861．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81

元。全县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历史时期-之．--。这些发

展和变化，理应裁入史册，彪炳千秋。这次根据国务院关于“县志加年左右修一次”的规定精神，

县人民政府作出重修万年县志的决定，这不只是为上届修志后的近加年来补阙辉新，也是为前

志拾遗缀故，从而使我县修志事业承前启后，代代相沿。

万年幅员虽小，建县历史不长，但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状

况。当历史的时针指向2l世纪的重要时刻，万年作为古老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在

经受一场空前而又全面的严峻挑战，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生存状态，正在面临新的转换和改造。

作为一部地方百科全书的县志，在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之际，应该回过头去记载它的历程，反

映它的成就，总结过去，展现未来，使之一册在手而对全县的历史发展轨迹了如指掌，这是一件

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好事!

我于1996年秋奉调万年。嗣后被推选为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深感重担在肩，未敢丝毫

懈怠。在编纂过程中，幸得编委们鼎力相助，尤其担任具体编撰任务的同志，专心致志，各董其

事，历经3载，数易其稿，终于辑成这部新志。

我认真地通读了志稿，总体印象是指导思想明确，资料较翔实，文笔颇流畅。前志略者，今

较详；前志遗者，今Sl-正-。可谓不漏不诬，不凿不滥，繁简得中，具备当代新方志的体例要求。

志书是宝贵的文化财富，不但要为后代所用，还要服务于当代。因此，既要编好志书，还要

用好志书。读志用志，鉴往知来，可以从中总结经验，为当前工作找到科学决策的依据；同时，

还可以从历史演变过程中，探索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希望，志书编好后，应加强发行，让更

多的人读志用志，使志书在创造万年的美好明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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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在1982年版《万年县志》的基础上重修的。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

从明正德七年(1512)至1998年全县的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史与现

状。详今略古，疏通历史，着重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按卷、章、节、目四级架构，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目录列至第三级，

即：卷、章、节。
’‘

三、本志体例，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其它体裁。使之成为

一部体系完整、结构严谨、内容翔实的志书。

四、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8日万年县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后”，系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五、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作专章记述，散见于“大事记”

和有关章节。

六、本志所涉及的机构，其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重复出现均用简称表述。如

“中国共产党万年县委员会99、64万年县人民政府”，简称“县委”、“县政府”。余例同。

七、政区、机关、官职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使用历史地名(夹注今名)外，均用

现行标准地名。

八、本志所列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部门历年统计数字，统计部门缺项的则采用各单位上

报数据。数字的引用，按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06—01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

行。

九、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正面为主，万年籍为主，但对

不属万年籍而在万年作出过重要贡献者，予以立传。万年籍及在万年出生而在外地工作的党

政军副县(团)级以上领导、获副教授以上职称者以及博士生等知名人士载“人名录”，但不详其

事功。

十、本志所涉及的人名，一般直书其名，不加任何褒贬词语修饰。如有必要表明其身份

时，职务、职称置于名字之前，如“县长×××”。

十一、纪年，明、清、民国采用年号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

纪年。

十二、行文中的“现”、“今”，系指1998年。

十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单位文书档案，参考道光版、同治版、1982年版3部县志和

《江西近现代文献资料汇编》、《中共万年县组织史资料》以及少量的口碑资料。由于采用的资

料量大面广，除少数在行文中说明来源外，一般不注明出处。图片资料除注明摄影时间外，均

为1997年、1998年拍摄。部分照片为1999年、2000年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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