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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荣腊

新编《泰和县志》汇集数代泰和县志之精华，填补了清末迄今县

志之空白，确实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利、的大好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泰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愧于前人和后辈的一大

贡献。、。： j， j
．’’

泰和古称西昌，东汉末建县，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从南

宋淳熙四年(1 1 77)编纂第一部县志算起，到清光绪四年(1878)的

701年间，先后出版过10部县志，可惜多数都已散失。此后，也曾先

后三次组织编纂县志，均未成书。清光绪四年至今已110多年，斗转

星移，世事沉浮，或有改朝换代的斗争，或有和平安宁的建设，却无

系统的历史记载，令人感到遗憾。 7
．．

’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

苦卓绝的斗争，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苦难历史，创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党的领导下，全县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

逐步改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社会主义建设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县出现了政治稳定、经

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大好局面，这就为编纂

社会主义新县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泰和早在隋代就

．发生过农民起义。宋末，许多爱国人士积极参与文天祥领导的抗元

斗争。元、明、清时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926年建立共产党组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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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举行了三十都暴动。土地革命时期，泰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和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的组成部份，名姓可稽的革命烈士达5700

‘多人，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120多人，其中有18人被授予将

军军衔，他们为人民政权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编《泰和县‘志》是全县人民共同劳动的成果。在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具体负责编纂工作，全

县各乡镇、县直单位和省、地驻县单位分别编写了乡镇志、部门志或

一资料汇编，为县志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全县有数百人参

加此项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年过花甲、已经离退休的老干部、老

教师：老工人，五年多来，为县志的编纂呕心沥血，奉献晚年。省、地

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为《泰和县志》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指导。我

。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向一切关注、从事和支持

《泰和县志》编纂出版工作的同志们和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县志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真实地反映了泰和各个时代的精神

风貌、兴衰因由和地方特色，全面而丰富地汇集了全县各方面的资

料，为人们了解县情、借鉴历史经验、扬长避短、继往开来提供了可

靠的依据。愿全县人民能认真学习、宣传新编《泰和县志》，并以此为

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依据县情，抓住机遇j充分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为振兴泰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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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力

求实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力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实事求是，去伪存

真，全面系统地记述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三、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尽可能地反映+

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四、本志采用卷、章、节、目体。卷首为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专志设建置、自然环境、居民、党派群团、政权政协、苏区、公安司法、

民政劳动人事、军事、经济综合、农业、工业交通、财政金融贸易、地

方特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人物等18卷，卷末为附记。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行政区划

图和照片列于卷首，其余图表随文排列。
六、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设专

章，分别在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记述。

七、时间断限。上限不作规定，下限记述到1988年，个别的延伸

．到脱稿时止。

八、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只记述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

物，并按卒年先后排列。在世人物的活动，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

九、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朴实、简洁、通畅。采用

规范的简体字和标点符号。引用古书时，均断句、标点，并加引号。，‘

十、数字的书写，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1987年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十一、计量单位用公制，历史上不便折算的酌情保留原貌。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县直单位和各乡镇的史志稿本和资料汇

编、历史档案、旧志、谱牒、书报、调查访问笔录、征集的实物资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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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县地处江西省中部偏南，面积2665．41平方公里。东南界兴国，南邻万安，西南毗

遂川，西接井冈山、永新，北、东北与吉安相连。赣江穿越县境中部，昌赣公路纵贯南北。

泰和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先属吴、越，后属楚。秦、汉属庐陵县地。东汉末庐陵升

为郡，置西昌县，为庐陵郡治。隋开皇十一年以“地产嘉禾，和气所生”，更名泰和县。泰和

之名自此始。， 。

‘县境地势东西高、中间低，西部和东南部为山区，连接山区的是大片丘陵，中间为河谷

平原，是吉泰盆地的腹部。山区面积占15．91％，丘陵占54．52％，平原占27．61％，水面面
“

积占1．90％．东南山区属雩山山脉余脉，多呈西北走向。十八排为泰和、兴国两县界山，主

峰海拔1176米，是县内的最高点。西部山区属罗霄山脉余脉，多呈东北走向。 ，

赣江过境流程59．1公里，支流有禾水、滗水、蜀水、珠林江、仙槎河、仁善河、东沔河、
、

|六七溉等．I 。

· 、

、，

县内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充k，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8．6U．七月最热，月平

均29．Z℃；一月最冷，月平均6．5℃．年平均无霜期280天．年平均降水量1370．5毫米，

主要集中在夏季，3--．．6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55．79％，11～2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

的17．16％，故夏季多洪涝，秋冬多干旱． ．

全县有宜农土地93．11万多亩，宜林土地255．67万亩．植物资源有2500多种，其中

草本1400多种，木本700多种．珍贵稀有树种80多种，有唐、宋的古樟、银杏，宋、明的古

柏、古楠、古杉、古荷等．野生动物资源有麂、鹿、虎、豹、穿山甲、水獭、山羊、山牛、野猪等

100多种．矿产资源主要有钨、石灰石、红砂、石t膏、瓷土等，铜、铁、煤、硫磺、盐卤等也有分

布。水力资源丰富，全县地表水多年平均产水量22．44亿立方米，每人平均地表水资源

5012立方米，每亩耕地平均2938立方米．可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36．5万千瓦．至1988

年已开发利用7009．2千瓦，占可开发利用量的1．92％。

自然灾害以水旱灾害为主．小早几乎每年发生，大旱每隔数年一次。赣江两岸多洪涝．

山区曾多次发生山洪暴发。平原有龙卷风袭击。

1988年全县有20个乡、5个镇、1个县属垦殖场、368个行政村、4个城镇居民委员

会、3351个村民小组、4250个自然村。1988年全县人口451301人，比1949年增加1．4

倍，年平均递增率2．27％，其中“文化大革命”的10年年平均增长2．98％。80年代计划生

育工作加强，1980至1988年年平均递增率1．29％。1988年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69人。总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占lO．88％，农业人口占89．12％。畲、回、壮、满、蒙、独龙、

维吾尔、苗、瑶等9个少数民族共计714人(其中畲族628人)，占总人口的0．16 oA。

泰和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其中清代刘京、

邹恩隆领导的两次起义，发展至数万人，攻占了县城，还曾攻打或占领吉安、安福、永新、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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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万安、兴国等县。1926年夏，共产党员康纯在县内建立共产党组织，发展农会、工会，成

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革新政治，支援北伐战争。1927年“四·

一二一政变后，县内发生“五·一八”事变，共产党员康纯、翁德阶、萧拔群、胡运椿等被捕，

经中共吉安地委多方营救出狱后，组织“三十都暴动”，一度攻进县城。1929年，先后建立

了中共泰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7月攻占和迁入县城，发展到河西各乡村及整个

全县，后撤出县城，在沙村、万合等地建立根据地。1931年联合万安县的革命力量，建立中

共万泰县委和万泰县苏维埃政府。1932年12月在碧溪成立遂万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1929至1934年，县区乡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与反动保卫团进行坚

决斗争，配合红军进行反“围剿”，取得了白云山和老营盘大捷。红军北上抗日后，根据地人

民遭受残酷的迫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在马家洲一带秘密开展革命

活动，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中龙建立了黄亭

中心区委和泰和地下党支部，黄亭中心区委曾组织自卫武装，伏击过境逃跑的反动军队。

泰和党支部派员到凤凰圩为解放军提供情报，迎接解放。1949年7月28日泰和解放．进

、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198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6348．8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下同)，比1952年增长

7．67倍，平均每年递增6．18％。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占91．89％．工业占

8．11％；1988年，农业比重下降为55．78％，工业上升为44．22％．

泰和，县历来以农业为主，农业中又以粮食为主，粮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0％以上，从

1983年起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但在建国以前，水利失修，生产停滞，1934年全县

粮食总产量93663吨，1949年减至52239吨。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修建

了老营盘、缝岭、芦源、洞口等大中型水库，改建、扩建了槎滩陂、梅陂、汤陂、绵陂等万亩以

上的水陂，新建和改建了大批小型水库，塘、陂、坝、井、堤和机电排灌设施．1988年全县有

效灌溉面积553400亩，比1949年增加4．18倍；旱涝保收面积315000亩，比1949年增加

8．55倍。建国后，逐步改变耕作制度，祷单季稻改为双季稻，推广科学种田，1988年全县双

季晚稻面积311318亩，比1951年增加II．97倍，仅二季晚稻的产量即已超过1949年的

全年总产量。改种高秆良种、矮秆良种、杂优良种，逐步推广化肥和合理施肥、适当密植、除

害灭病等一系列科技措施，特别是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动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粮食产量逐渐增加。198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18532吨，比1949年增加3．18

倍；平均亩产379．2公斤，比1949年增长2．51倍；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有粮543．4公斤!比

1949年增长66．28％。1988年全县提供商品粮(贸易粮，下同)39470吨，比1949年增加

3．38倍。虽然建国以来粮食产量有较大增长，但与全省、全地区各县比较，仍然是单产较

低的县，巨大的增产潜力尚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县内的经济作物以油料和糖料为主。油菜、芝麻、花生等油料的总产量，1988年比

1949年增长8．26倍。80年代中期推广花生新品种及花生、水稻连作和轮作，从1985至

1987年，三年中花生总产增长近5倍，亩产增长近1倍。泰和种甘蔗的历史有一千多年，

但50年代以前每年种蔗二三千亩，总产五六千吨。1960年机制糖厂建成后，种蔗面积逐

步扩大到1988年的34995亩，总产112417吨，比50年代面积增加10多倍，总产增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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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左右，甘蔗已成为全县的大宗物产，制糖工业成为全县工业的支柱和县财政的重要财

源．
’

‘．

。。 ：，

林业在全县占有重要地位，西部山区盛产木竹，东南山区盛产油茶。全县每年收购木

材3．66万立方米、毛竹31万根。1958年全县曾生产茶油70多万公斤；多数年份都在40

万公斤左右。全县山林面积251万多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62．83％，其中用材林占39．

35％。在用材林．中，杉林占24．7％，松林占45．55％，阁叶林占29．75％。据1981年森林资

源清查统计，全县活立木蓄积量401．23万立方米，毛竹蓄积量1129万根。1951至1988

年，累计造林206．89万亩。但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乱砍滥伐严重，同时在领导

思想上长期存在重农轻林、重造轻管现象，以致森林资源减少，覆盖率下降，教训甚为严

重。6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开办国营与社队林场，至1988年，全县有国营林场12个，经营

山林27．4l万亩；集体林场64个，经营山林11．4万亩。这些林场造林质量好，成活率高，

有专人管理，木竹生长较快，乱砍滥伐情况较少，全县现有密茂葱郁的成片杉林和幼林多

集中在林场，是林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希望之所在．建国以来，先后引进和推广林木新品

种40多个，湿地松已发展至数万亩，速生的按树也成片生长。1953至1988年，全县共收

购木材131．59万立方米、毛竹929．99万根，其中上调木材82．86万立方米、毛竹446．03 、

万根，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j ’j 。∥一

县内的畜牧业以饲养猪、牛、鸡、鸭为主。1988年生猪存栏189503头，比1949年增长 。

7．0l倍，平均每年递增5．48％。1988年全县耕牛存栏84906头，比1949年的33038头增

长1．57倍。1988年全县家禽存笼161．77万羽，比1957年(1949年无统计数)增加2．86 。．

倍。驰名中外的名贵特产泰和乌骨鸡，由建国前夕的所剩羌。几，增加到80年代的年产50

万羽左右，远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70年代开始引进外国良种进行杂交繁殖的乳

(肉)役兼用牛，1988年发展到5514头。全县有水面169157亩，其中河流水渠及古河道残

留水面123489亩，水塘面积32283亩，水库面积13385亩，合计可养殖水面45668亩，

1988年全县水产品产量2922吨。 ； 一 ·． ：。。一：

建国前．全县只有一家供照明用的小型火电厂、一家简陋的印刷厂和几家碾米厂，其

余都是手工作坊。建国后，食品、电力、染织、酿酒、制酱、机械、化肥、农药、造纸、制药、皮

革、缝纫、水泥、陶瓷、五金等工业陆续发展起来。1988年，全县工业职工16253人(包括国
’

营、集体和个体工业)，工业产值11650．8万元，比1952年增长46．26倍，平均每年递增

11．3 o／4。1988年，全县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6211．8万元，落后的手工业生产已经或正在

逐步向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发展迅速。1988年全县乡镇企业‘

发展到7218个，职工19394人，乡镇企业总收入12077．04万元，利润761．22万元，上交

税金417．56万元。在工业发展的道路上，也有过曲折和教训。主要是：1958年“大跃进”中

的大炼钢铁，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顾资金、技术、原材料等客

观条件，盲目兴建铜矿、煤矿、拖拉机制造厂、电机厂等一批厂矿，由于条件不具备，均无法．

正常生产，连年大量亏损，被迫关停并转。

建国前夕，县内只有昌赣和泰兴两条公路，通车里程102．93公里。1988年，全县共有

国道、省道和县乡公路335条，总长1339．03公里，25个乡镇都通汽车，368个行政村有

360个通汽车。1988年，全县有大小客货汽车919辆．完成汽车客运量243．33万人，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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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量9531．5万人公里；汽车货运量54．38万吨，货运周转量6603．56万吨公里。赣江及

其支流水运原有通航里程355．7公里，70年代以后，公路运输逐步取代支流航运，从此航

运主要集中在赣江和禾水，并逐步向外港和长江发展，远及湘、鄂、皖、苏、浙、沪等省市，原

有木帆船逐步改为机动船、铁壳铅，1988年航运货运量9．958万吨，货运周转量7347．16
万吨公里。，．? 二

隋唐时县内即设有驿站，北宋增设水驿，清末废驿设邮。1988年，全县有邮电局、所33

个，邮路73条，总长2308公里。有电报电路2条，长话电路17条，农话电路37条(含厂矿

办理电话)，杆路总长。1024杆公里，电话机997部。函件交换量519万多件。电报交换量

13．63万件。长途电话交换量13．93万张。

：，建国前，县城澄江镇不满3000人，只有600多间店铺，4条泥砂街道，城区面积0．86

平方公里。建国后，50至60年代着重改造老街，在新建和修理店房时，拆除骑楼，拓宽街

道。，+50年代末开始规划新街，至80年代新建成工农兵大道，宽25米，长2000米；井冈山

大道宽9米，长2650米。至1988年，县城有主要街道7条，总长8．8公里，均已铺设’。己

或沥青路面，并绿化成荫。新建自来水厂、下水道及机关、企业、学校、居民住宅和公共设施

62．23万平方米，各圩镇都建有新店房、农贸市场等。

建国前全县商业都由私商经营。建国后逐步建立国营公司和供销合作社。1988年全

．县有国营、集体和个体商业网点4500多个，从业人员12000多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5567．万元。2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曾几度封闭集市贸易，抑制了农副土特产品

， 的生产和供应，影响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生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改革开放的方

针，市场日趋活跃，1988年全县集市贸易交易额7412万元。

。1988年县财政收入2148．1万元。比1956年增长19．77倍，平均每年递增9．94％。

．1988年财政支出2944．1万元，比1956年增长16．32倍，平均每年递增9．32％。其中支农

支出占8．93％，文教卫生科学支出占31．33％，优抚支出占5：62％，行政支出占12．77％，

物价补贴占34．1％，其他支出占7．25％。1988年全县贷款余额13259．42万元．储蓄存款

余额13305．6万元。 ’’ ‘

．．．．1988年县属全民职工总人数14918人，比1952年增加6．8倍；人均年工资1329．3

“元，比1952年增加4．1倍。1957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46．3元(未包括自留地与家庭副业

收入)，1988年增加到452元． ··，

1982至1986年全县农村新建住宅7231幢、72．3万平方米，平均每户有房屋6．53

问、135．77平方米．1978至1988年，县城新建、改建和整修住宅241幢、101300平方米．

全县城镇人均住房8．96平方米。 。

’

泰和最早的书院是南唐长兴元年罗韬所建的匡山书院。清末民初，全县有私塾308

所。1949年全县有小学262所，学生14518人；中学1所，学生698人。1988年全县有小

学554所，学生82495人；中学34所，学生19481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7％。另有师范1

所、教师进修学校l所i职工和农民业余教育、成人教育不断发展。

一建国后，逐步建立和发展农、林、牧、水等科技推广机构，已初步形成农业科学技术推

广体系。工业技术革新逐步开展。1988年，全县有科技人员3005名，1985至1988年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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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产品19个。。1978至1988年有15个科研项目获奖。 ，r

建国后，传统的民间音乐、歌舞、美术、灯采、戏剧等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j1988

年，全县有电影院21个、电影队56个、个体电影专业户35户、咆视录像放映队18个．有

县广播站1个、乡镇广播站24个，县城和小龙均建有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全县有电视机

2．65万台。有图书馆(室)34个，藏书34万多册。 ．

1988年全县有县乡及企业医疗机构42个、病床770张、医务人员994人(另有乡村

医生128人)。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已完全控制，白喉、灰质炎、炭疽病已基本控

制，地甲病、地克病已基本消灭。从清代开始在马市、栖龙等地流行的血吸虫病，曾蔓延到

186个自然村，最高感染率达52％。从光绪中期到建国前夕，因血吸虫病死亡8475人，有

的甚至整个村庄都被毁灭。从1956年开始查螺灭螺，查病治病，至1959年已基本消灭血

吸虫病。1956至1988年先后治疗病人4276人。

建国后i逐步增建各种体育设施。至1988年，全县有水泥篮球场84个、排球场11个、

旱冰场1个、小运动场3个，有专业体育工作者119人，其中国家等级裁判员33人、等级

运动员14人。建国以来举办县运动会8次、全县性的学生运动会9次，各个学校和工厂企

业、机关及民间体育比赛每年都有。选派代表队参加地区以上的运动会19次，曾获得篮

球、赛跑、跳高等项冠军。1986年出席地区第八次运动会，获得金牌2枚、银牌7枚、铜牌5

枚。

县内的文物胜迹有府山城西周遗址、白口城春秋遗址、金山岭战国遗址和快阁、龙头

山塔、望仙桥、飞锡桥、南无桥等古建筑。有汉至明代的古墓葬10多处．其中明代杨士奇、

罗钦顺、郭子章墓已列为省、县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宋苏轼、沈遵、陆游、黄庭坚手书碑刻和

西周甬钟及古石器、陶器、青铜器等。革命文物有三十都暴动旧址和县苏维埃旧址。革命

纪念建筑有老营盘烈士纪念碑、白云山战斗指挥所、革命烈士纪念馆、革命烈士墓等，馆藏

的革命文物有红军布告、路条、委任状、证件、会议记录本等。
’

泰和古今名人有宋代农学家曾安止、词人刘过、明代名宰相杨士奇、哲学家罗钦顺、方

志家郭子章、清代有农民起义领袖刘京、邹恩隆、近现代江西三杰之一的袁玉冰、共产党泰

和党组织的创始人康纯、抗日民族英雄郭辉勉、海洋学家唐世凤等。
。

泰和自东汉末建县以来，经历了1700多年。建国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虽然也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挫

折，但经过调整恢复与拨乱反正之后，逐步走上全面、持久、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但是，

同沿海开放地区和先进县比，至今仍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业县，粮食平均亩产还不到

400公斤，全县尚有数十万亩宜农宜牧的草山草坡尚未充分利用，还有30万亩左右的耕

地易受旱涝灾害，森林覆盖率、木材蓄积量和油茶产量尚未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水平，全

县生产和生活用电紧张，蕴藏的大量水能资源尚待开发，工业生产中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

都比较少，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不够高，许多自然资源和农副产品还有待于开发和深

加工，出口国外以及畅销外省外县的商品还比较少。在政治社会方面j社会治安、社会风

气、干部作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差距就是潜力。挖掘潜力，缩小差距，实现“八五”计划和十

年发展纲要，到本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实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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