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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秋，正是收获的季节。《铜鼓县志续编》这部地方文献即将问世，这是铜鼓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我们向党的十四大奉献的一份珍贵礼物。

我曾于1989年为《铜鼓县志》首次出版作过序，该志下限时间1985年。1986

年以来，铜鼓人民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励精图治，以

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开发，使全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工农业产值连年

上升，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七五"期间，兴建的五

条优势生产线发挥了资源优势；开发的七大商品生产基地形成了产业支柱；深

化林业改革加快了林区建设步伐；公路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程控电话已经开通；

大煅水电站建成投产。为综合开发山区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铜鼓一在改革

中擂响，全县人民共同努力，创造了新的业绩，谱写了新的篇章。正如林业部一7

位专家考察铜鼓时所描述的“青山共林海一色，经济与生态齐飞"。

盛世修志，弘扬民族文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编纂《铜鼓县志

续编》，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和支持，特别是

全体编纂人员，呕心沥血，数易其稿，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汗水。《续编》承

前启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铜鼓1986—1990年自然

和社会发展面貌，是铜鼓敞开山门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是一部地方性的百科

全书，可为人们提供各方面的信息，为各项科学研究提供资料，为各级领导决策

提供依据。

我来到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的铜鼓，已经六度春秋。这里，淳朴的乡情，蕴于

青山绿水之问。与铜鼓人民朝夕相处，共同创业，使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忘不了

中顾委常委肖克将军视察铜鼓时寄予的殷切期望：“大有现代化之概，定有美好

的未来!"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铜鼓人民继往开来，又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续

编》续出了一曲曲改革开放的赞歌，续出了铜鼓锦绣的前程和希望。铜鼓正以矫

健的步伐向前迈进，奔向小康。

陈达恒

壬申年．秋



序 二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1989

年10月，铜鼓出版发行了《铜鼓县志》，该志下限1985年。为了承前启后，翔实记

载铜鼓1986--1990年自然和社会发展面貌，1991年5月，县委、县政府决定编

纂《铜鼓县志续编》。

《铜鼓县志续编》的编纂工作，历时二年，数易其稿，现已正式成书。该书分

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大部类，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合理，体例完

善，真实地展现了老区新貌，是一部地方性的百科全书。

在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的新形势、新成就、新风貌，力求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

回顾这几年，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8795万元，比1985年增长117．2％。其中工业总产值12710万元，比1985年增

长223．2％；农业总产值6085万元，比1985年增长28．9％。财政收入实现2144

万元，比1985年增长86．3％。农民人平纯收入达到742元，比1985年增长

53．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6866万元，比1985增长2．26倍。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达到8301万元，比1985年增长53％。今日铜鼓，工厂林立，高楼栉

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展望未来，我们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富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老区人民，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将牢牢把握时代的机遇，以敢为天下先

的气概，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突破传统经济格局，走综合开发之路，发展多层次、

多元化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创造出更加光辉的业绩。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值此《铜鼓县志续编》出版之际，谨让我向全县人

民和为《县志续编》辛勤笔耕的编纂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刘发明

1992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

事求是地反映铜鼓1986—1990年自然和社会发展面貌，力求做到形

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人口、中国共产

党地方组织、政务、群团、政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经济综述、经济

综合管理、农业、林业、水利水电、工业、交通邮电、商贸、财税金融、城

乡建设、教育体育、文化科技、医药卫生和附录等组成，共22卷。概

述、大事记、附录不入卷的序列。

三、本志为《铜鼓县志》的续编，所记述的内容，上限起自1 986

年，下限止于1990年。如因资料排比或记述某事物因果等需要，上下

时限允许稍有松动。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体裁，以志为主体，按卷、章、

节、目的次序排列。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只叙不议，寓褒贬于记叙之中。

六、本志数字用法按照国家关于出版物的有关规定，行文中的公

历世纪、年代、年、月、日以及记数计量的数字，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

七、本志各种数据，《人口》与《经济综述》两卷，均按铜鼓县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其它数字由于计算口径不同，有不尽一致之处，为有

利于部门内部的微观剖析，不强求一致。

八、本志采用的资料有档案资料，部门资料和其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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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86—199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来，全县人民在

党的正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铜鼓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8795万元，

比1985年增长117．2％。其中：工业总产值12710万元，比1985年增长223．2％；农业总产

值6085万元，比1985年增长28．9％。财政收入实现2144万元，比1985年增长86．3％。随

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90年，农民人平纯收入达到

741．4元，比1985年增长53．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6866万元，比1985年增长

2．26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8301万元，比1985年增长53％。

农业 一是深化农村改革。在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推行了耕地

有偿承包制度，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在稳定提高粮食单产、

确保总产的前提下，大力增加经济作物面积，发展蔬菜、水果、药材、茶叶、食用菌的生产，搞

好农业系列开发；三是推广科技兴农。水稻半旱式栽培、板田油菜栽培、蔬菜保护地栽培等新

栽培技术的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四是发展畜牧水产。鼓励农民养猪、牛、羊、鱼、鸡、鸭，开

展多种经营。199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47053吨，比1985年增长14．4％；油脂总产量326

吨，比1985年增长49．4％。五年共开垦荒山荒土20969亩、沙滩8000亩，增加耕地面积

1890．7亩。t

林业 1986年，实行营林技术承包责任制，营林工作由生产管理逐步转变为技术

管理和合同管理。1988年，推行租山贷款造林和人工林活立木商品化的改革，进一步完善了

林业生产责任制。1990年，开始建立股份制合作林场，林业生产形成规模经营，实现合理采

伐，科学造林管林。林业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1986年以来，造林面积逐年增

长，植树成活率不断提高，全县五年累计造林98681亩，迹地更新65686亩。1988年与1978

年的两次二类森林资源调查结果表明，10年间全县人工林面积增长381％，无林地面积大幅

度下降，森林覆盖率由71．9％提高到75．8％。全县已基本消灭了海拔800米以下的宜林荒

山，成为全省消灭荒山县之一。与此同时，林业工业有了较大发展。1988年，森工系统全面实

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开展投标竞争，使企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增长。1986

—1990年，全县木材生产完成55万立方米，毛竹生产完成84万根。完成林业总产值10498

万元。

工业 全县工业体系由国营、集体、个体工业企业组成。国营工业企业、县办集体工

业企业和乡镇集体工业企业为全县工业生产的主体，个体工业企业及少数中外合资企业是

全县工业体系中的重要补充成分。1990年，全县有木竹采伐、采矿、化工产品制造、药品制

造、普通机械制造、造纸及纸制品生产、食品制造、电力生产、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物品制造、

粮油加工、印刷业等20多个工业行业，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有138家．

从业人员4787人，注册资金4226万元。主要工业产品存：一是以木竹为原料生产的火柴、胶



合板、纤维板、竹胶板、竹凉席、木竹方便筷等产品。除内销外，木竹制品出口产量逐年增长；

二是以清水笋罐头为主的笋类食品。除清水笋罐头外，还有软包装方便笋、玉兰片、小竹笋及

传统的“明笋”生产。笋罐头食品主要销往美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三是以蛇胆、鲜

竹沥为主要原料的中成药产品。如蛇胆陈皮末、蛇胆JlI贝液、祛痰灵等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四

是以松香为原料的化工产品。主要有松脂、松香、松香树脂等系列产品；五是精制茶叶。除传

统的宁红茶外，发展了绿茶新品种“铜鼓银毫”的茗茶生产，恢复了龙港“龙爪贡茶”等历史茗

茶生产。1986年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较快，乡办、村办、户办、联办“四轮驱动”，已成为全县工

业生产的重要成分。1990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34．59％。此外，

1986年12月成立了铜鼓县黄金矿，并已投入黄金生产。

商业 全县商业由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集体商业及个体私营商业组成。国营

商业、供销合作商业是全县商业的主体，在流通领域中起主渠道作用，集体商业和个体私营

商业是全县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全县商品市场发展迅速，商业

网点遍及城乡。1990年，全县有经商单位1448家，从业人员6629人。1．国营商业：1986年

进行经营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招标承包。各商业企业开展目标管理，企业内部层层承

包，分部核算，部门经济效益与职工经济利益挂钩。1990年，全县有国营商业110家，从业人

员2700人，注册资金1609万元。2．供销合作商业：1986年进行经营体制改革，由全民所有

制改为集体所有制。1990年，全县供销系统有独立核算单位20个，批发单位23个，零售门

市部71个，共有职工659人，流通资金598万元。3．集体商业：1990年，全县有集体商业

295家，从业人员1439人，注册资金1184万元。4．个体商业：1990年，全县有个体商业872

户，从业人员1831人。1986年以来，对外贸易发展较快，出口商品主要有笋罐头、茶叶、卫生

筷等土特产品和超级冰袋等化工产品，五年出口商品总额达6800多万元。

教育 ．1986年以来。努力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教育事业发展很快。1990

年，全县有高中4所，在校学生1303人；初中14所，在校学生5919人；小学227所，在校学

生1544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幼儿园、托儿所166个，入园入托幼儿5840人。还有

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全县有中学教师539人，小学教师898人，具有专业技术职称者565

人。1986—1990年，高中招生2166人，毕业1645人；初中招生10603人。毕业8203人；小学

招生13992人，毕业15441人。五年共为大专院校输送学生407人。教学仪器设备按省定标

准装备的有高中2所、初中14所、中心完小5所、村小4所。1986—1990年，教育经费财政

拨款1487．3万元，勤工俭学收入80．1万元，全县集资办学投资1022．38万元，新建校舍

41144平方米。

卫生 1990年。全县有卫生机构40个，床位312张，医务人员649人。1986年以

来，卫生设备和医疗技术有了较大改善和提高。县人民医院新添设备总投资24．18万元，县

医院新住院部、县中医院x光室及棋坪、港口、大瑕、古桥等卫生院的新建门诊部、住院部先

后落成。省、地、县、乡追加的卫生事业拨款共261．7万元。县人民医院在眼科手术、胃肠手

术及脑外科手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获县科技进步成果奖。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已成为

门类齐全、设备较为完善的全县医疗技术中心。卫生防疫、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普遍开展。城

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人民健康水平明显提高。1987年，铜鼓被评为全省一等文明卫生先进

县。

大瑕水电站 1987年9月20日正式开工，1990年12月26日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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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3年多，投资6200多万元。整个工程完成土石方33．79万立方米，投入钢材2322吨，水

泥3．56万吨．木材8094立方米，劳动日108万个。电站共有4台发电机组。总容量为12800

千瓦。电站除发电外，兼有防洪、灌溉、养殖、旅游等多种功能。为铜鼓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

业提供了能源保证，为全县人民奔向小康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对繁荣经济，振兴铜鼓．造福

后代，具有深远意义。

文化、科技、体育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1986—1990

年，新建地面卫星接收站8个，增加电视节目3套，电视覆盖率达80％。完成科技成果58

项，获省、地级以上奖20项。参加地区级以上各项体育比赛中，获全国、省、地区级奖102次，

夺得12个项目的25块金牌。交通邮电事业发展迅速，实现了80％以上的村通公路，开通了

长话、市话、农话三合一的程控电话。

山清水秀的铜鼓日益繁荣，勤劳智慧的老区人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正以饱满的革命热

情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铜鼓已经敲响，金鸡正在腾飞，我们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明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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