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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习◆ 百
／

／

县志是记载一县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

述，以其独特的功能，将历代人们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促进政治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业绩载入史册。它蕴藏和保存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宝

贵而丰富的历史资料，有“博物之书”、“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

之称，起着“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和“资治、教化、，存史”

等作用。。

于都，建县悠久，地灵人杰。它扼江西南、北交通之咽喉，为

闽、粤之通道，素有“三省往来之冲’’、“东南之一要区”之说，多少代

人为它的繁荣昌盛奋斗不息，孜孜以求。其“水清山峙，士秀民朴，

节义之美，文章之盛，险隘之区，盛衰之辙，前志莫不备举。力早在

800多年前的南宋，县令邱钦若就主修了《雩都图经》，至本世纪50

年代末，共组织过16次纂修县志，14次成书，今存清志6部，唯清

同治十三年(1874年)知县王颖主修的县志内容较为完整，迄今已

有120多年的历史。岁月漫漫，风雨苍黄，几经沧桑，于都人民在争

取全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

中，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如今，于都人民在党的改革开放总方针

的指引下；继而奋进，勇于开拓，辛勤耕耘，刻意编织着社会主义改

革和建设的宏伟图锦。其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应系统记述载入

史册，以励后人。为此，县委、县政府于1984年lO月作出了编纂

《于都县志》的决定。 ，

编纂县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事业，蒙上级修志部门、方志专

家学者的指导和全县人民的鼎力相助，经修志人员几年的辛勤劳动， ，

爬山涉水、走村串户搜集资料，精心研究、勇于探素撰志稿，几度春

秋，数易其稿，《于都县志》终于出版问世了。

： (＼



2 于都县志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新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翔实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于都范围内自

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追述了一大批忧

国忧民、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和改山易河的时代骄子，用大量的史

实、数据总结和概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县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成

与败、得与失，反映和体现了全县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比较科学可

资咨询的丰富史料。旨在“志其奇迹，彰其盛事”、。记一方之人物，激

千秋之爱憎”，让人们在泪丧中振奋、‘迷茫中警醒，困难中增强信

心，有助于人们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少走弯路、发挥优势、兴利

除弊。它为党政干部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为科研人员提供丰富的研

究资料，为教育文化工作者提供生动的爱国主义乡土教材，为各行各

业提供县情咨询，也为客居他乡，旅居海外的于都籍人士打开了解家

乡的窗口，是一部鉴往知来、为我所用的佐政书鉴。既有借鉴的经

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是全县各级干部必备之书。案头一卷，随

’时翻阅，察古知今，得益非浅。

当今，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新县志出版问世是一件很有意义和

值得庆贺的事情。值此，向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人员表示感谢!对关

7心和指导编纂县志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新县志发行后，寄予全

县人民喜爱它、珍惜它、研究它，从中熟悉县情，吸取先人创业的经

验教训，更好地寻求振兴经济之路，在于都这块山清水秀的土地上，

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创造更加美好的明
天!’．

县委书记

县 长

％彩
V

．飞‰璃终
J

1990年5月3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于都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系统的、科学的县

情资料。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

1985年底o ‘

三、本志由卷首、专业分志、卷末组成。卷首设概述、苏区纪略、大事

记，便于略知于都的历史和现状全貌。专业分志设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 ·．

1：2、党派群团，政务、民政、公安司法、军事，农牧渔业、林业、水利、工 ．

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财政金融、经济综合管理、教育、科学技

术、文化艺术、文物胜迹、卫生体育、风俗宗教、方言谣谚、人物25卷，共

106章茆7节，较翔实地展示于都的方方面面。专业分志一般采用卷、章、节、 ，j

目层次结构。卷末记载重要文献．历次纂修县志简况，以备查考。苏区时期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次政治运动，为避免重复，分散记于大事记及有关

专业分志之中。

四、为使后人懂得新中国的建立来之不易，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本志设

苏区纪略，置于大事记之前，录本县苏区时期即1929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首次

解放于都县城至1935年3月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离开于都时的特委

级以上的党、政、军机关及其领导人在于都的重大活动。

五、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本志立传者为较著名的革命先烈和有社会影
7’

响的已故人物；也为个别劣迹者立传，以警后人。对社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和

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以及有一定建树或影响的人物(含健在人物)，和区营级

以上的革命烈士，殉职干部，采用以事系人、名录和列表方式记载。

六、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概述，有叙有议，以叙为主，叙

议结合；苏区纪略，采用纪事本末体，按事立目记述；大亨记，采用编年体以

时为序记述，少数条目时间跨度较长，不知始末不足说明问题，则用补后之法

记于开始之时；专业分志各卷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加评述，寓观点于

记事之中。

七、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系以1949年8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于都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后”，系指1949年JD j

f Z—



4 ’于都县志

月1日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指J9殆年J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八、地名、行政区划、机构名称、官职、计量单位，均系当时称呼。。雩都”

统称‘‘于都”。

九、各种数据，一般采用统计局的数字；该局缺的，则取有关单位提供的

数字。解放后的各项经济数据，除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农业产值按』粥D年不

变价格计算外，其余均为当年价格。

十、纪年方法：历代封建王朝均用旧纪年，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民国、苏区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字记述以及各种表格一

律用公元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十一、数字书写：各种数据，公元纪年，百分此，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

用语、词汇、成语、专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IEl纪年，几分之几，都

用汉字；部队番号用汉字，代号用阿拉伯数字。

十二、本志材料，录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所藏资料’，和各乡

镇i各部门编写的志书(史)，以及经考证的有关人士回忆材料。所用资料有异

文或出入，又无旁证考稽时，则二者俱存，并注明出处。



概 述’

于都县位于江西省南部，赣州地区东部，贡水中游。东连瑞金、会昌县，南接安远县，

西邻赣县，北靠兴国、宁都县．’县境南北长83．25公里，东西宽63．33公里，总面积为

2893．0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占11．41％，山地占74．0％。1985年全县有‘25个乡、3个镇，

401个村委会和14个居委会，124379户，678029人‘(非农业64337人)，平均每平方公里

234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95‰。有汉、畲等12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9．59％，

畲族占0．4％。县城设贡江镇。

于都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人类居住。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建

县，以北有雩山，取名雩都(1957年6月1日起改“雩都”为。于都”)。建县时幅员辽阔，所

辖地域含今宁都、石城、安远、瑞金、会昌、寻乌诸县。古时于都曾为赣南的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中心和军事要地，郡治设在于都近250年之久。苏区时期，先后分设于都、胜

利，登贤：瑞西、兴胜、．于西等县，中共赣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驻于都县城。

于都属丘陵低山地形，四周群山环抱，东、南、北三面地势较高，逐渐向中、西部倾

斜。境内东北为武衷山余脉，南为南岭山脉的九连山余脉，西北为雩山山脉，海拔1000米

以上的山峰有10座。位于靖石、盘古山，利村之间的屏坑山为县域最高峰；峡山与赣县交
’

界处的贡水河床，为县域最低处。主要河流有贡水、梅江、濂江。出露地层以震旦纪、白垩

纪为主，分布最广。土壤中红壤占全县总面积的67．8％，水稻土占11％．地下矿藏资源丰

富，钨矿有大、中型矿区7处；煤、石灰石，储量大，分布广；滑石、，钾长石均有大型矿

区。此外，还有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

县境属中亚热带丘陵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无霜

期为300天左右。年降雨量在1420～1650毫米之间，4--6月降雨量约占全年的47％，尤以

5月最多。年平均气温在18--20℃之间，1月平均气温8．2℃，极湍最低气温_4．5℃；7月平

均气温29．7℃，极端最高气温39．9℃。年积温达6056℃。年日照时数为1923小时，6～10

月日照约占全年的57％。有寒潮、台风、高温干热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

于都人民一贯富有反抗剥削阶级残酷压迫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传统。自南宋至清成丰年

间，于都暴发过10余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同时，于都历来为兵家所争之地。吉安彭友

和赣州陈禺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连兵数十万，以于都北部为根据地，克县攻郡，威震南宋朝

庭；文天祥率军在于都抗元，大败元军；太平军转战于都，四克县城；此外，广东、福建以

及邻县的农民起义军多次攻占于都，于都人民都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诞生后，1926年，

共产党员丘倜j戴辉(乐平人)受党组织的派遣，来于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革命思

想，进行建党活动。11月成立了中共于都支部干事会，1928年成立中共于都县委。同年

春，党领导了震动赣南的于都农民暴动，6月在于襁兴国边界雷公寨成立了赣南第一支地方
红军——赣南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纵队。1929年4月10 El成立了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



6 于都县志

从此，于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苏区时

期，于都既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县份之一，又是中央苏区的巩固的后方基地，中央革命军事委

威会后方办事处及所辖单位、中央后方保管处、红军各级医院的大部分均驻在境内。于都人

良为建立，捍卫苏维埃政权和保卫革命胜利成果，纷纷踊跃参军参战，参加正规红军的有

56726人，参加地方红军的有1 1793人，支前参战的有96465人次。1934年10月，中央主

‘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机关在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举世闻名的长征征’

途。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于都继续领导苏区人民同敌人

进行顽强的艰苦的斗争。1935年3月以后，于都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面

前，仍然不折不挠，前仆后继，坚持斗争，终于在1949年8月13日又迎来了翻身解
·- 放、当家做主的日子。自北伐战争始到1985年，于都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保

卫祖国、保护人民而光荣献身的有姓名可查的烈士为16336名，其中有革命先驱肖大

“鹏、李骏、李英、张浩、钟声楼，朱学玖、尹绍伦、张文焕、马德明、赖文太、高克勤

等。全县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坚持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干部、，战士278人，其中有

‘+省军级以上干部57人，内含50年代和60年代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的(按姓氏笔画

为序)丁盛、丁荣昌、·方槐、叶荫庭、刘友光、李致远、杨思禄、张耀祠、钟贤文、段德
。 彰、黄经耀、康林，曾庆良，曾雍雅、谢明、谢正浩。地师级干部79人。全县(含县外工

，作的本籍人)有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级的各类科技人员79人。此外，还有在解放战争期

间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军少将2人。 ．

。 解放前，由于受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于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农业，生产条件

．．‘很差，易涝易旱，耕作制度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直到1949年解放时，粮食亩产仅230

斤。工业，以手工生产的传统行业为主，有采钨挖煤、烧石灰砖瓦、制陶器，造土纸、一刨黄

烟、造木船、制酱油、酿酒、染布、织夏布等。运输主要靠水路、木船，邮件投递靠肩挑步

行。

解放后，于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

的封建剥削制度；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

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把

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在农村、城镇推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

制，调动了全县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于都的国民经济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工农业总
i

产值(不含地区以上驻县企业和村办以下企业，下同)，由1949年的2726万元上升到1978
j

年的10792万元，而1985年比1978年则增加8738万元；人均工农业产值，1949年82

‘元，1978年174元，1985年上升到288元。从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为14．13％；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

． 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年均递增率为7．88％；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搞“大

跃进”，刮浮夸风和共产风，经济工作违背了客观规律，年均递减2．97％；三年调整时期，

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年均递增率上升到13．53％；第三、第四个

五年计划时期，发生“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三五”时期年均递增率降到

6．47％，“四五”时期递减O．36％；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粉碎了“四人帮”，进行了拨乱反

正，纠正了。左”的错误，年均递增率回升到4．91％；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贯彻执行了。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年均递增率上升到8．93％。地方财政收入，1949年5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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