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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之际，新<寻乌县志>编纂成书，诚．·

为一大喜事。”志乃成，征为序。高兴之余，谨书片言，权以应命i并示祝 j

贺。．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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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昌明，修志乃兴。1983年5月，中共寻乌县委、县人民政府毅’

然决定，建立编纂机构，调集人员，聘请顾问，时经六载，数易其稿，终将

，成书。
．

， n’

：。，
我县自明万历四年(1576年)建县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世代：

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寻乌人民，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史，7

诗：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寻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寻乌乃至全国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

，。 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古柏、刘维铲、刘维锷、潘丽、钟

锡锣等3000多优秀儿女，曾经在这里用自己的鲜血，浇开了中国革命
。

：一， 的胜利之花，为寻乌的历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o
。

‘i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寻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

．。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40年来，我县政通

。 人和、经济繁荣、百业俱兴，是历史上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o：古人云“以．

7史为鉴，可知兴替”。如实地记载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使历史经验为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7
‘

f ‘，。‘借鉴和依据。编纂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就成了L件刻不容缓的大一
事。 ，f1， }’

。+

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生动、具体、准确的史

”料，如实地记载了我县建县以来的历史。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

记述了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建设事业的兴衰

起伏和取得的重大成就o
‘

：
·． 编纂县志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中共寻乌县委j县人民政府对此非

常重视，省、地地方志编委会和县志顾问以及寻乌籍的老红军、老同志

对我们编纂新县志的工作给予了多方帮助和精心指导，县属各部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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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持，县志办的同志不辞辛苦，团结奋

斗，为研究寻乌的历史状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寻乌，提供了极为宝贵

的史料，．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群策群力，众手成书。本志得以成书，与上述各方面的关怀、指导

和支持、努力是分不开的。谨此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编委会致以衷．

心感谢和崇高的敬意o’·‘ ．

。一
’

。，

新编寻乌县志是建国以来的首次。限于水平，谬误难免，敬请广大，

一读者不吝赐教。县委、县人民政府期望全县人民承先辈之志，葆乡土之

誉，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小康的新寻乌作出努力，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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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蓝波为中共寻乌县委挡记(1987，2--1991．12)

黄名曜为寻乌县县长(1987．4--1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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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明朝万历四年(1576)建县以来，共修

方志9次(含1次乡土志)，8次成书。，400多年来，人事沧桑．斗转星

·”移。现县档案馆仅存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和清光绪三十三年活字

。本。民国26年(1937)曾设修志机构，但仅撰有<寻乌乡土志>5章(抄

本)j以后近百年均未修志o ，
i 一

： 寻乌地势险要，山川秀丽，自古是江西的东南门户。赣粤要冲。大

革命时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率领

。 中国工农红军到达寻乌，建立红色根据地。1930年5月，在中共寻乌

县委书记古柏的全力协助下，毛泽东深入社会，作了十多天的寻乌调
r． 查。同时，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寻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建．。

。 1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中，继往开来，奋发图强，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 会后，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开拓前进。政治上安定

团结，经济上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

'．．．55387万元，比1949年解放初的2687万元增长19．6倍，比1978年的

。9974万元增长4．6倍。在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新编《寻乌县志>经历了十多个春秋，终于成’‘

书出版，这是_件令人十分欣喜的大事o ，

<寻乌县志》是一部大型资料性工具书，是记述过去、资治当今、启

迪后代、惠及子孙的地方文献j它贯通古今，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寻

乌的过去与现状，为我们了解历史、认识县情、掌握规律、振兴经济提供

．了依据，也将在保存史料、佐理政务、繁荣文化、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等

，～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浩繁复杂的县志编纂出版过程中，曾得到各

’。’：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专家学者的精心指导，从事县志工作的同志十余

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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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寻乌县志 ，

年如一日，不辞辛苦，忘我笔耕，功不可没。值此县志成书之日，我们谨

代表中共寻乌县委、县人民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县志工作的同志和全

体编纂人员表示由衷的谢意!

<寻乌县志>得以出版问世，殊感欣慰，寥寥数语，谨以为序。

： ·

，-

’'

注：赖义金为中共寻乌县委现任书记，

雷良马誊为寻乌县人民政府现任县长

1995年6月

十．，，



侈lI’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地记述寻乌县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o．、 一一。
～

。。

。。、二、本志立足当代，贯通古今，记述时限为上起1576年建县，个别一

事件适当上溯，下迄1985年底o 。‘ 、

三、。本志按自然和社会各类不同事物的性质及寻乌县的特点设卷

分章。一般情况下，同类事物，均入同一卷章记述o
、 ，，，o

． 四、全书由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附录等部分组成，约90

万字。‘其中概述总揽全书，大事记贯穿古今，附录补缺拾遗，均不入卷

章节系列。正文2多卷横排门类，竖写史实，共有87章271节。建国后 ，产

， 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o
’

’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照片g种形式，以志为主，辅

．以图表、照片。全书均用语体文记述体。概述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大

事记采用编年体，结合记事本末体记述，入卷正文只记实，一般不评述o

六、人物传略，只记载县’内有影响的已故人物；人物表记载曾任实

职的副县级(军队团级、专业技术职称为副高级)以上人员，已立传人物

不入人物表；先进模范人物表只载受省CX_．k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1981 ，“

年以后的省级劳模，以江西省总工会编印的<江西省历届劳模简介
’

(1981～1985)：》为准，并以受奖时间的先后为序；烈士英名录只载本县

籍烈士姓名o ． ，+

．．

．．七、大事记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括注朝代年号，

其中1949年8月27日寻乌解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解放

后”)，历史纪年，一律沿用通称，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

八、政区、机关、职务名称及地名均用当时名称o’专用名称，首次出、，
。。 现时，使用全称，后用简称j如“中国共产党寻乌县委员会”简称“县

”

。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o、中华人民共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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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寻乌县志

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等。

九、公历时间及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著录；度量衡单位，一律用国

内市制单位；各项数据，采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对口

单位数字o

十、县人著述，主要收录建国前县人著述目录，建国后省以上报刊

公开发表、出版社出版和省以上公开展出的县人作品目录；收录的文艺

单篇作品，旨在与县人著述内容互为印证；新闻报道不入县人著述专
P t

士
⋯

●心0
。

十一、本志史料，来源于省、县档案馆，纪念馆及寻乌县各乡、镇、场

志和各单位编写的部门志，以及正史、旧志、报刊、专著和有关人士的回

忆录。对其中材料，多经鉴别考证后载入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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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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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寻乌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与九连山余脉相交处，是闽粤赣三省近邻烟火相连的三

角地。万山之中．谓为要冲。战乱时。各方在此竞修武事，据扼边檄；建设时期，商贾云集，五方

杂错，百面交流，见人尽说客家话，是三省毗连地区经济交往的活跃地。然而，天长地久，地老

天荒，丹崖绝壑，交通闭塞，又是历代官府叹为“鞭长莫及”之区。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k修<长宁县志>载，寻乌旧称“江右岩邑”，春秋之际为百越地，汉

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属于都县，粱大同十年(544)属安远县，直至朝廷平息叶楷造反．于明

万历四年(1576)析安远的黄乡、石溪等15堡置长宁县。民国3年(1914)，为避四川省同名之

长宁县．以寻乌水名改称寻邬县。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县名寻邬改为寻乌。 ’

寻乌“北户如犬牙，纵横如跗趾”。总面积2311．38平方公里，人口23万有余。这里“山叠

万峰，溪回百线”，“万顷山岗一线田”。境内908座高山峰峦叠翠，547条河溪绿水涓涓，近万

亩果园橙黄桔绿，上千顷丘陵谷地鸟语花鲜。全境阡陌交通，梯田满山。盛产粮蔬，村舍井然。

是江南林茂粮丰之地。 “·
，

。+
6’‘ 。

。 县级机关驻地长宁镇，位于县境中部的马蹄河畔。弹丸之地，依山傍水，环境幽美。城内有

大小街巷23条，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有34个党政群管理机构，21个国家事业单位，14个国

营、集体厂矿，15个省地县属公司，6所中学，3所医院，2个影剧院。历来是全县政治、经济、文

一化、交通的中心。
’

，

。“

’

1985年，全县设16乡1镇1个国营林场，220个村民委员会，人口231006人，除有少数民

族425户2080人(其中畲族420户2067人)外，均为汉族。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县城乡人

民的平均寿命为68．18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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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寻乌经济多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建国后，逐步建立了以

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商品生产逐渐发展，但也经历了三起两落的曲折历程：第

一个五年计划以前，经济发展较为顺利，1950年至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lO．5％；1958． ·。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工作上急躁冒进，劳民伤财，工农业遭到重大挫折，

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2356万元，1962年1873万元，年均递减4．5％；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和落

实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1964年工农业生产直线上升，工农业总产值2621万元，2年递增

18．3％；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后期推行极左的经济政策，工农业生

产又～次受到重大影响。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3633万元，11年中仅平均递增2．7％；1978年

I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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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济领域围绕“开

放、搞活”。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村调整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发展多种经营，同时

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城镇调整企业内部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商业实行多渠道、多成分、多

种经营的新体制，财政实行计划包干、分级管理的办法，大大地发展了生产力。1985年，国民

生产总值增加值(按当年价格算)8248。83万元，人均357．08‘元，社会总产值12914．93万元，
。

人均559．07元，年均递增14．3％，其中工农业总产值8553．1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分别

比1950年的1170万元增长631．03％；比1956年的1822万元增长369．43％；比1978年的

4574万元增长86．9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534．35万元，分别比1950年的212万元增长

20．38倍，比1956年的435万元增长9．42倍，比1978年的1996万元增长1．27倍。全县国民

经济出现空前未有的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

全县历代以农为本，种植水稻为主，红薯、大豆次之。境内耕地21．49万亩，其中水田

20．24万亩．旱地1．25万亩，农业人I：1人均耕地1．02亩。建国前，．广种薄收。建国后，通过大

搞农田基本建设，到1985年，先后建成各项水利工程2665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4．34万亩，

占耕地面积的66．7％，比1949年增长25．8％；旱涝保收面积11．38万亩。占水田面积的

66．2％；同时，不断改进耕作制度，推厂_良种，强化管理，科学种田的水平不断提高。另外，机耕

能力也不断提高。1985年，有中、小农具8．94万件，农业机械总动力3．2万马力。平均每百亩

耕地19马力，其中有耕作机械424台，6303马力，农用运输机械220辆，13745马力，动力机械

843台，11891马力，农副产品加工机械797台。农业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特别是1978年后，’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不断涌现，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粮

。食总产量年均增长847．6万斤，年递增5．62％。1985年，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

6192．9万元，农业劳动生产率735元／人，粮食总产量18718．21万斤，耕地平均亩产924斤，

比t949年增长1．68倍。
。

1985年全县有山地面积292．0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24％，人均占有12．65亩，是农
‘‘

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的13．6倍。为增强农业后劲，发挥山地优势，50年代至70年代，在发动

群众向荒山进军的同时，又先后组织过几次机关干部、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安营扎

寨，坚持向山地丘陵挺进，大力发展林业、种植业、养植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到1985年止，陆

。续建有杉木、松脂、紫胶、柑桔、蜜李、水柿、芭蕉、沙田柚、葡萄、茶叶、香菇、木耳、养蜂、养鱼和

养殖草食动物等商品生产基地。林木资源是寻乌的一大优势，据1980年二类资源调查，全县

森林覆盖率42．5％，活立木蓄积574．48万立方米，人均占有26．7立方米，1985年，木材采伐

量6．13万立方米，比1949年增长4．2倍，林业产值748．8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09％。．寻

乌蜜桔闻名遐迩，县、乡、村、户普遍种植。1985年计有柑桔0．88万亩，最高年产292．36万斤
“ (1981年)；县园艺场引种的14个品种，有6个在全国品种鉴评会上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畜

牧业以饲养耕牛、生猪和家禽为主，1985年耕牛存栏2．14万头，比1949年增长73．7％；生猪

发展到69577头，增长6．4倍；家禽存笼5412万羽，增长5．6倍。畜牧业产值947：76万元(按

1980年不变价计)占农业总产值15．31％。副业主要有采集、狩猎、捕涝等。1985年副业产值

1153．65万元(其中采集占82．4％)，占农业产值的18．36％。还有编织，农副产品加工和房前

屋后种植蔬菜、瓜果等多种经营。1985年多种经营产值3468万元。占农q|，总产值56％。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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