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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困人民团结奋斗，再展宏图进一步搞好两个文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辉煌成就

的大喜El子里，又迎来了《白土乡志》的诞生。这是我乡有史雕来的一项创举，也是全乡人

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值得可庆可贺。全书记载了我乡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教卫生，风土

民倩，自然资源、风俗习惯，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泵，可谓之一方之“百科全书"。具有

“存史黟、“资政’’，、“教育”、“兴利，，的作用，可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白士裘以LI_III『秀丽，资源丰富久负盛名，但自古至今，从未修志。这次编史修志，乃是

一项崭新的工作。几位编写同志，均为退休老教师，虽年逾花甲，但仍然发挥余热。他们为

搜集资料不辞劳苦，串乡走户，登门访问，走遍了全乡每一个角落，脚迹遍及一百余个村

庄。广大干群和许多知情同志，也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纷纷来信来访，为我们提供资料。

真可说是“盛世修志，千人动笔，万人动口"，发挥了群众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白土乡志》的问世，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是一部较好的地方乡土教

材，既能造福子孙，惠及后代，激励青少年一代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豪情壮志，又可作为

“引玉之砖矽，留给后人参阅和校正。

在编篡过程中，我们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与“详今略古，，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编成一部具有“

三新，，，“三性，，：“四个特点，，的新志书，但由于年代久远，几经沧桑，资料残缺，数据

不全。回忆往事，有所出入。再加上编篡人员对当时历史背景了解不深，政治和文化水平有

限，“汲深绠短”，力不从心。所编之志与上级要求尚有一定距离，错误遗漏之处，必定难

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值此“万紫千红处处春，乡志成书人人乐"之际，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激动之余?

挥动寸笔，聊书数语，以作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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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编篡

上限追朔到一千七百多年的东汉时期，下限断至1 9 8 5年1 2月3 1日止。

按内容横分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附录、七篇，在篇之首，以

，共3 3章，115节1 8万余字，各节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顺序进行竖写。

内容需要采用志、传、记、图、表，录等体裁，各从其宜，分别运用。一律用

不加褒贬，不发空论。

记载，’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采用传，表、简介形式。立志界限是。党政军干

以上，各界名人系工程师，农艺师，大学讲师、主治医师、中级知识分子以上

过专区以上表彰者。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称建国前，成立以后称建国后。

七，凡建国前的纪年，用汉字写当时的年号，并用括弧注明阿拉伯数字，省去“公元、

年"字样。

八、凡公历年，月，日百分比数，用阿拉伯字母写全数。

九、每章节中的数字只举有代表性的年份，没有按年全部叙述。

十，征集资料方法是：采取社会调查，采访老干部，老农民，老工人、老教师等知情人

的口碑，查阅档案，图书资料、召开历届领导人座谈会，函索在外地工作的各界名人，力求

资料真实，不遗不漏。



概 述

白土乡地处丰城县东部2 5公里，东连袁渡乡，西靠筱塘乡，南与张巷二淘沙乡接壤，’1

北和段潭乡毗邻。地理坐标：东经115。46，北纬28054‘。海拔最高点226．4米，最低点22．5

米。全境南北长1 2公里，东西宽7公里，总面积为7 4平方公里，相当于110、700市亩

(株山林场未计在内)。其中耕地面积48，361亩(水由44，022亩，旱地4，339亩)，占总面积

4 4％I山林面积32，260亩，占29．3％，水域面积11，046市亩，占l 0％，村庄道路面积

18，786亩，占16．7％。全乡现有一个集市，2 1个村民委员会，186个村民小组，194个自然

村，6,776户，32，464人(男16，655人，女15，809人)，其中集镇和非农业入口1，523人，

均属汉族。 ，

我乡属丘陵地区，境内丘陵起伏，大小山脉3 0余座分布各处。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

自水等8条自然水系均由东南流向西北，再流入清丰LIJ支流，建国前就靠这8条溪水拦溪作

坝引水灌用。

全境属亚热带湿润气侯，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7．5oC以上的持续

天数233天左右，年平均日照1935．711,,时，无霜期270天，年平均降雨量1，550毫米，有利于

农作物生长。但春秋季节常有西伯利亚和蒙古冷空气扩展南下，造成阴雨低温，有时伴有龙

卷风，冰雹出现，庄稼生长，有时受到影响。

白土历史悠久，远在东汉时期(25—220)境内株山一带已有先人。自唐太宗十九年

(645)王姓入居后，其他各姓相继迁入者，不绝于道，逐成村落，到宋末有5 2个村庄，

6，000人口。清雍正十年(1732)和乾隆二十年(1755)，先后形成自土，谢坊二个拜市(谢

坊于1962年消失)。元明清时期，白土属丰城县第五坊正信乡，下辖七图半。民国时期是第

五、四和剑东区的属地，下管19保163甲。 ．

1949年5月21日自土获得解放，1950年建立乡政权时划分白土、栗山，西岗，隐溪、谢

坊五个小乡共辖2 9个行政村。1958年建立白土人民公社，下设8个管理区，2 7个大队，

1 7 4个生产队。1961至1968年自土、谢坊二个公社曾经两次分合。1984年3月社，队改制，

易名白土乡人民政府。

境内东南山地遍布，西北地势低洼，是一个“三天不雨ffl开裂，三天大雨山洪涨’’易旱

易涝的地区。建国前粮食产量甚低，亩产仅250一300市斤。建国后全民动手兴修水库、开渠

道，筑围堤，建电排，改善水利设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造自然环境。全乡境内共建

小一型水库4座，小二型水库1 6座，山塘水库4 8座。连通铁门槛一一伏塘一一陈家，黄

金一一古塘等引洪入库的南北干渠各一条。并沿山开挖排洪沟长1 5公里，实行高水高排。

．中部和北部平原地区开挖袁白干渠引抚河水入境灌溉垅EEl。西北低洼地区修筑围堤9座计长

21．5公里，兴逢排涝站6座，内排外灌，防洪排涝。并在一千，袁白干渠沿岸兴建排灌站3

7个，改善灌溉条件。现有旱涝保收田24，000亩，古总耕地面积5 0％。 ，．

随着农用水利设施的完善，农业生产空前发展，市场日趋繁荣。全乡经济以农产品为



主，兼营工副业，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1985年农业总产值1182．5万元，其中多种经营产值

565．9万元，占农业总产值4 3％。粮食总产4477．53万千，平均亩产1，018斤，比建国前增

加4倍，比1980年的2963．74万斤增长49％。棉花总产18．43万斤ELl980年的12．99万斤增长

5 0％I油脂18．32万斤为1980年7．07万斤的2．6倍，生猪1，2322头，仁L1980年的9，038头增

加2 0％，家禽62，583只，ELl980年的21，481头增加5 0％，水产8 4万斤，为1980年

12．13万斤的2．8倍。f；F{藕、瓜果、蔬菜等发展速度大幅度增长，均ELl980年增长8 0一一9 0

％，人平均收入为444元，为1980年73元的6倍

全乡有山林地32，260亩，其中乡办林场一个，村办林场1 3个，共植用材林19，808亩，

经济林48，31亩，稀疏林5，295亩，灌木林324亩，竹林21亩。1984年冬一一1985年舂在公路

两侧和村庄四旁种植池杉，合欢，泡桐47，500株造林3，338卣。现有应木蓄积量8，357立方

米，森林覆盖面积达2 0％。

境内矿产丰富，据地质勘探资料统计，仅中山煤区蕴藏量就达8 0万吨。狗皮岭铁矿藏

量3 0万吨。又据华东2 6 1地质勘测队透露，星塘境内高家岭一带蕴藏有国防藿要矿碱，

现正在钻探。大嵊LlJ的山石储量丰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建筑良材。

1958年公社化以来，乡办企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自农机厂创建雷，加工厂，农机

站、红旗林场接踵I而生。1978年白土煤矿建矿以来，解决了我乡工业和生活用煤的困难。19

89年建筑公司，经理部相继成立。1984一一1985年中山煤矿、贸易货栈，酒厂、花炮厂应运

而生，特别是中山煤矿旗开得胜，一年产煤9，600吨。酒厂出产的醉仙曲，丰粮液、株I_11白

酒，味纯质优，畅销附近七，八个乡镇。全乡共有乡办企业1 4个，职工7 3 1人，年产值

178．24万元，年利润12．39万元，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666万元。另有村办企业4 5个，产

值58．05万元I专业户，重点户3 2个，年纯收A．11．27万元。米糖，米粉、油豆付、卦面、

薯粉条均为我乡之特产。米糖以味甜色白孔多为出色，米粉以色白性韧称著，油豆付以色黄

内空出名，卦面以细长久煮不糊特出，薯粉条则以细嫩透明受人欢迎。这些土特产味道鲜美

各具特色，为人民喜爱的食品，畅销十多个乡和圩镇。这些乡村企业和土特产品对增加农民

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取得巨大作用。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建国前夕境内没有广播收音机，至于电影、电视更是闻所未

闻。仅有传统的花鼓班，一所完小3 2所保学，共有学生七百余人，老师四十余名。白士、

谢坊二个圩镇共有中药店8只，郎中7人，乡村民间行医5人。建国后人民文化生活，丰富

多采，现有电影院一所，文化中心站一所，内设游艺、阅览二室，村办俱乐部二个，广播站

一个，业余地方剧团一个。收录机，电视机遍及乡村，收音机普及各户。传统的午狮、钻

龙0采莲船，蚌壳精等群众文艺活动花样繁多，各具独色，大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全乡现有白士完中1所，谢坊初中1所，完小2 1所，初小4所、有学生6，593人(其

中中学1，121人，小学5，472人)，教师295人(其中中学64人，小学231人)。1984年自土

中学为大，中专输送1 i人。1985年录取中aJ日i17人，重点高中28人。同年6月白土中心小学

少先队在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芙菪十棉花=芙菪棉"试验活动中荣获全国“创造杯”活
动奖，为本乡增添了光彩。

乡政府驻地白土圩有国营中心卫生院1所，一医务人员4 3人，病床3 5张，X光、心电

图、超声波等器械设备较为齐全，计划生育四大手术，均能自已进行。乡村医疗所2 1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有乡村医生4 7人，有医有药，从而方便群众i保障人民健康。

体育活动开展经常，学蛟组织球队、Efl径队进行锻炼。；1 973年自土中学荣获垒县标枪第

一名，1982年白土小学夺得全县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1983年白土中学的体育锻炼，更是

热火朝天，男子撑杆跳高破全县纪录，女子标枪夺取全县冠军，均为我乡争得荣誉。

我乡地处丘陵，交通运输主要靠陵路。全乡现有等级和简易公路11条，机耕道43条，计

长1 07公里。白土至南昌客车2辆，每日往返2次。白土至率城客车每日往返12次白土至袁

渡客车每日往返8次。拖拉机村村相通，机耕道条条相连。集体、个人共有汽车9辆(其中

客车1辆)，拖拉机48台，手拖64台。交通运输较为方便，改变了肩挑手推的落后面貌。集

镇设有邮电所，有6 0 f-i交换机1台，话机18台，线路长96公里。电报、电话，信件，包裹

做到准时投递无误。
。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交通运输之日益方便，促进了村镇建设。白土集镇建设更是日

新月异，从1958年起至1985年止，乡政府，供销社等2 2个单位先后建起平房5 4幢，楼房

2 5幢，占地面积25，251平方米。个人建房仅最近五年，就有22幢平房，13幢楼房拔地而起。

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为了使建设事业更上一层楼，1983年集资5万元铺筑了面积约一

万平方米的水泥圩场。如今的白土圩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整齐，地面清洁，市场面

貌，焕然一新。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指引下，市场经济日趋繁荣，交易物品日益增

多，供销社首当其冲，购销两旺，仅1985年购进额544，200元，销售额达1，890，200元，利润

41，400元。各行各业的个体户85家，分布市场各处，排列有序，各具特色，衣帽鞋袜，南北

杂货，生活用品，琳琅满目，吸引顾客。每逢农历一，四，七当圩日，附近乡民前来赶集的

人群，虽然熙熙攘攘，热闹非常，但由于市场管理人员安排适当，使市场多而不挤，杂而不

乱，井井有条，秩序良好。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建设百废待兴。改建、新建房魇

之风，颇为盛行，仅1985年就建新房402幢，占地面椰5，901平方米。建国后的三十多年，
全乡建房2，529幢，占地面积20．2万平方米，连旧房一起计算，每人平均房屋面积15．1米，

达到全县人平住房标准。目前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矮小陈旧的土木破屋，换上

了高大的砖瓦新房，过去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平坦笔直的简易公路，从生

活只讲温饱变为穿讲漂亮吃讲营养。
’

我乡人才辈出，东汉高土徐程字孺子是我县隐溪村人，他不谋官禄，清雅高沽被誉为

“南州高i，，。豫章大守陈蕃敬佩他的高风亮节，为徐提专设一榻，旧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

阁序》中有“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名句。

唐朝文人王季友、清代为官清正廉洁，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县王名镐等2 8人。均为历史

人物。1973年在抗洪抢险中光荣牺牲的模范民兵万小平和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二名烈士，皆

出生于本乡农村。全乡有党，政，军干部4 7人。以徐葆清为首出席全国，省、专以上的模

范人物19名，有侨居美国的美籍华人哲学博士涂元黎，还有工程师、讲师，农艺师以上的各

界名人2．8名，以及能工巧匠，民间良医12人。一

全乡有普通民兵2，001人，基干民兵812人予备役171人。1984年9月9日予备役曾参加

过福州军区31军91师金师性的实弹军事演习，成绩良好。这些民兵在治安保卫和生产建没申

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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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土是一个名胜引人古迹传奇的地方，境内东南的三角名山，高耸入云，山上：奇峰怪

石．形态万千。三角山附近的桃花岩、粽子岩、杓子岩、苍松翠竹，风景优美，曾吸引多少

古今文人志士，登程游览。读书台，洗墨池曾传为历史佳话。嵊山占刹，凤翔古寺、旌御亭、

清静幽雅，占朴端庄，惜今巳毁，只有历史留名。

回顾建国三十六年来的战斗历程，我乡的变化是巨大的，成绩是辉煌的。但是我ffj并不

满足现状，全乡人民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乡党委、．乡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作出更宏伟的远景规划：在本世纪朱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6，664VJ元，人平收入

1，6 00元)。 ．

要实现上述目标，还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艰苦拚搏，团结奋斗，再朕宏图，

锐意进取，开拓前进。

“春光无限好，处处映朝晖，，．让我们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用灿烂的金笔去描绘故

乡的兰图，用勤劳的双手把白土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昌盛。让白主的经济腾飞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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