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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镇志是一个镇的发展史，是记载全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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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山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唐代起就有人在这里繁衍生

息，是于都县最早的三大建制镇之一，享有盛名的铁山垅钨矿座落

在这里。在古老文明、富饶美丽的这块热土上，勤劳、勇敢、朴素

的铁山垅人，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不懈的努

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苏区革命

时期，毛泽民同志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期

间，于1932年冬至1933年冬在铁山垅兼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

理，他认真贯彻苏维埃政府关于发展苏区经济的指示，领导和组织

钨砂生产，用钨砂换回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和药品等物资，为粉

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

献。解放后，铁山垅钨矿一直是中央和省属企业，全市、全县的利

税大户，为支持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铁山垅这块古老的红土

地日益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全镇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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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解放思想，团结一心，求真务实，加快发展，镇域实力显著增

强，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圩镇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事业繁荣进步，

群众生活安定殷实。现在，铁山垅的发展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让我们携手并肩，抢抓机遇，

开拓进取，励精图治，为建设一个山川秀美、政通人和、繁荣昌盛

的新铁山垅而作出不懈努力。

编纂这部《铁山垅镇志》是全镇人民的一件大事。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铁山垅镇志》的编纂、出版工作，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

组长、镇长任第一副组长的《铁山垅镇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邀

请和指定了五名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县、镇编志能手，专门负责

镇志的具体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铁山垅镇志》终于出版问

世了。

当今，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新镇志出版问世是一件很有意义

和值得庆幸的事情。值此，向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人员表示衷心的

感谢!对关心、指导和支持编纂镇志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镇

志发行后，寄予全镇人民喜爱它、珍惜它、研究它，从中熟悉镇

情，吸取先人创业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寻求振兴经济之路，在铁山

垅这块山青水秀的红土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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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书记：葛志春

镇 长：管 辉

2006年12月26日



凡

一、《铁山垅镇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

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志书断限内全镇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重点记载全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与伟大成

就。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使志书真正起

到资政、教化、存史的独特作用。

二、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事件

的发端，下限原则上断至2006年12月审稿之时，统计数字一般至

2005年。

三、本志由建制区划、自然环境、入1=1、民国前政制、中共党

组织、人民政权、武装政法、群众团体、政务、农牧渔业、林业、

水电水保、工交邮电、财税金融、商业、教育、文化卫生、人物、

荣誉辑录等19章72节组成。铁山垅钨矿和大事记附正文之后。

四、本志图表除安排彩页外，各章节尽量安排插图和表格，力

求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

五、本志纪年方法，历代封建王朝和中华民国用旧纪年，括注

公元纪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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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志用语，采用语体文和经国务院j：准重新公布的简化汉

字记述，数字采用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镇j。案室、县志办资料室

所存资料，铁山垅镇各村、各单位、有关人氨提供经考证的资料；

统计数字出自县、镇统计年报。

八、人物章未设人物传。民国前职官、·‘征干部、苏区及解放

后科(区、乡、营)级以上干部、高级职称，一．员、部分个体业主作

人物简介。为避免重复，县(处、团)级以上干部又有高级职称

的，在“县团级以上干部"中记载，科级干部又是高级职称的，在

“高级科技人员"中记载。革命烈士在人物中记载。镇党政领导、

村党支部书记与主任、圩镇单位及学校负责人，采用以事系人方法

分别载入有关章节。人物中涉及籍贯，以现行区划为准。

九、为全面、集中反映铁山垅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成就，设立“荣誉辑录”章，记载获得县以上表彰的先进

个人和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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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制区划

第一节 地理位置

铁山垅镇地处于都县东南部。东接会昌县白鹅、庄埠乡，西毗靖石乡中圾

村，南邻靖石乡田东村，北靠禾丰镇隘下村。东西宽11．1公里，南北长10．3公

里，总面积70．7平方公里。全境多属丘陵地带，1980年全县土壤普查，铁山垅

镇有土地总面积106140亩，其中：村庄道路面积8406亩，占7％；河流塘库面

积5413亩，占5％；耕地面积9107亩，占9％；山地面积83214亩，占79％。

可谓“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镇机关驻地丰田圩，距县城38公

里。

境内高山峻岭，群山起伏，钨矿、铁矿居多，故名铁山垅。丰田、畔田两村

居镇西北部，林丰、河迳两村处于镇东北部，大富脑、大庄排、大庄三村位于镇

东部，中坑村位于镇南部，大布村可谓境内中心村。

第二节 沿革与区划

铁山垅，早在唐代就有人居住。

清代前，铁山垅(丰田)属会昌县管辖。当时，县级行政机构较简单，人员

较少，县以下设保甲制，相当于现在的乡和村。主要任务是调解基层民事纠纷，

协助监督抓好公益事业等。铁山垅因与庄埠山水相联，大部分隶属庄埠保，另有

一部分隶属水头保。

属庄埠保的是：长田坑甲、锡坑甲、大庄排甲、大庄甲、大布甲、中坑甲、

丰田甲，属水头保的为：畔田甲、河迳甲。

民国初期与清朝末期相同。

苏区时期，保甲制改为乡村制。1930年，铁山垅地区设有丰田、下别2个

乡，属乱石区管辖。乱石区共9个乡，即：南坑山、围下、田东、樟利树下、杨

梅、石陂头、丰田、下别、龙口乡，中坑村属田东乡管辖。1931年后，铁山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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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增设河迳、北坑2个乡。1933年以后，乱石区所属乡范围缩小，将原9个

乡划为13个乡：南坑山、围下、田东、樟利树下、石陂头、河迳、丰田、灯盏

蚯、北坑、下别、龙口、长赖、杨梅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冬至二十八年(1939年)，乡制改为联保制，铁山

垅地区设有一个联保，称“会昌县畔田桥联保办事处"。地址设在畔田桥圩上，

下分丰田、畔田、河迳、大布、中坑、大庄、嶂下等7个村。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改保联为乡公所，成立丰田乡公所，所址设

在丰田圩。下分丰田、畔田、河迳、林丰、中坑、大布、大庄、大庄排8个保。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丰田乡公所撤销，丰田与庄埠合并为庄埠乡，乡

公所设在庄埠圩。

1949年觯放以后，铁山垅地区隶属会昌县洛口区管辖。洛口区设有庄埠、

大横、洛口、大排、水东、白鹅、狮子、丰田、大庄、中圾、任头、靖石、旱

塘、渔翁等14个乡。铁山垅范围设有2个乡，即丰田、大庄。丰田乡包括丰田、

社口、畔田、河迳4个村，大庄乡包括中坑、大布、大庄、大庄排、林下5个

村。

1951年上半年，区政府从洛口移至庄埠，行政区划没有变动。

1952年，会昌县增设靖石区(第四区)，区机关设在乱石(即今靖石)。为

了便于管理，将铁山垅地区的丰田、大庄2个乡划归靖石区管辖，同时增设大怖

乡，行政村未作变动。靖石区辖靖石、旱塘、中圾、田东、任头、龙口、渔翁、

仁风、人和、长龙、丰田、大庄、大布13乡。

1954年12月一，由于交通因素，便于领导，奉上级指示，会昌县的靖石区及

其所属乡村划归于都县管辖，并将靖石区列为于都县第六区。铁山垅地区仍划为

丰田、大庄、大布3乡。

1956年6月，全县进行撤区并乡工作，原丰田、大庄、大布合并为丰田乡。

靖石区管辖靖石、任头、渔翁、长龙、丰田、利邦、亭子、尧口9个乡，丰田乡

下设丰田、社口、畔田、河迳、中坑、大布、大庄、大庄排、林下9个村。村以

下从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

1958年9月，全县实行人民公社化，区全部撤销。原丰田乡，人民公社命

名为丰田公社。公社以下以村为单位设作业区和耕作小组。

同年11月，丰田公社与禾丰公社合并为禾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统一

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其管理机构分为公社、大队、生产队。原高级社改称生

产大队。丰田范围设有河迳、丰田、中坑、大布、林下、大庄、大庄排7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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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1960年6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凡是较大工矿区都应设立镇建制，设立

铁山垅镇，同时成立铁山垅人民公社，按照政社合一原则，镇、社两个人民委员

会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抓工业又抓农业，工农联盟。将原丰田公社撤

销并入禾丰公社的丰田、河迳、林下、大布、中坑、大庄、大庄排7个大队划归

铁山垅人民公社管辖。

1961年8月，遵照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规定，本

着有利生产，有利团结，便于领导的原则，撤销铁山垅人民公社，保留铁山垅镇

的建制，其所属大队划出，成立丰田人民公社。丰田公社设有丰田、畔田、河

迳、林丰、大庄、大庄排、大布、中坑等8个大队。铁山垅矿区设铁山垅镇人民

政府，下设黄沙、隘上、二坑、丰田4个居委会。

同年9月，设立丰田区，机关设在丰田圩，管辖仁风、长龙、渔翁、靖石、

丰田、禾丰、亭子、尧口8个公社，62个大队，664个生产队。其中丰田公社包

括丰田、畔田、林丰、河迳、大庄、大庄排、大布、中坑8个大队，82个生产

队。原中圾大队划归靖石公社，秀圾大队划归小溪公社管辖。

1962年5月，将1961年8月设立的上坪镇并人铁山垅镇。

1964年6月，撤销丰田区，公社直属县管。

1968年6月，撤销铁山垅镇建制，同年12月恢复镇建制。

1968年10月，扩社并队，靖石、仁风、丰田公社合并为靖石公社，将原丰

田公社8个大队合并为河迳、丰田、大庄、中坑4个大队，划归靖石公社管辖。

保留铁山垅镇及管辖的4个居委会和县属企业。

1971年，原丰田公社4个大队38个生产队从靖石公社划归铁山垅镇管辖。

1972年10月，贯彻中共中央17号文件，纠正扩社并队，公社、大队、生

产队的规模作了适当调整。原4个大队划分为河迳、林丰、大庄、中坑、大布、

丰田、畔田7个大队，至1973年共有71个生产队。

1974年有7个大队、72个生产队。1975年有7个大队、77个生产队。1976

年至1977年有7个大队、76个生产队。1978年有7个大队、74个生产队。

1979年，大庄大队分设为大庄、大庄排、大富脑3个大队。共有9个大队、

79个生产队。

1984年5月，建乡换届，设“中共铁山垅镇委员会"、“铁山垅镇人民政

府"。下设丰田、畔田、河迳、林丰、大布、中坑、大庄、大庄排、大富脑9个

村民委员会、79个村民小组和隘上、丰田、铁山垅(又称二坑)、黄沙4个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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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1992年，撤消黄沙居委会、隘上居委会，新增大岭居委会，共有丰田、铁

山垅、大岭3个居委会。

2003年9月，经县政府于府字[2003]144号《关于撤并行政村的批复》，

原大庄排村、大庄村撤并为一个村，称大庄村，村民小组相应合并。

2006年，铁山垅镇辖行政村8个、居民委员会3个，村民小组79个。

1984"-2003年行政区划情况

村(居)名 小组数 村 民 小 组 名 称

铁山 丰田 樟下 黄颈塘 崩岗脑 老屋下 新屋下

丰田村 15 红星 铜岭下 大坳脑社口 圩下 石头垮 大竹坑

店下

桥头 隘上 大坪 油寮背柏树下 窑下 学堂下
河迳村 12

新屋 大垮 樟陂 灯新 灯斗

上村 圳坛 上新屋 中村 禾寮 永红 胜利
畔田村 8

团结

林丰村 5 竹麻山 新屋 老屋 林丰 林上

下陂迳 中圾 岗背 北坑 小龙 旱禾田 石子排
大布村 12

新屋 家禾坪 大布 山子上 岽背

大富脑村 5 大富脑社背 腰禾 老秧脚下别

中坑 老屋场 湖口塘新店 柳前 祠堂 大陂山
中坑村 9

桐树下马尾坑

大庄排村 7 金石下 牛串坝 大庄排鸡公坝 杨梅坑 老虎坑石桥头

大庄村 6 滑石 曾屋 庙背 禾坪光 下坝背 米仔坑

铁山垅

居委会

大岭

居委会

丰 田

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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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行政村

一、丰田村

丰田村位于镇西部。四周群

山起伏，中间丘陵缓坡，于盘公

路和铁黄公路贯穿境内。以驻地

丰田圩得名。1980年辖15个生产

队，379户1980人。2005年辖15

个村民小组，528户2268人。自

然村16个：分水坳、乌砂背、铁

山坳、砂窝坳、围上、铜蛉下、

社口、上富坑、富贵屋、下富坑、

大竹坑、黄迳塘、杨坑山、大竹

坑新屋、石头弯、店下。

耕地面积1980年1260亩，2005年1062亩(水田917亩)。主种水稻，兼

种蔬菜。2005年农作物面积14797亩，粮食总产量1023吨，花生产量18．7吨，

油菜籽产量17吨，蔬菜产量748．2吨，水果产量54吨。有丰富的地下钨等金属

矿产资源。

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属会昌县庄埠区丰田乡。1954年归于都县管辖，属靖

石区丰田乡。1958年属丰田公社称丰田大队。1968年属靖石公社亦称丰田大队。

1972年属铁山垄镇仍称丰田大队。1984年改称丰田村。原在五丘坝老屋(公产

房)办公，1974年在五丘坝新建大队部，口字形，1000多平方米，土木结构平

房，有办公室和礼堂，后卖给私人。1991年在丰田圩于盘公路边新建村部，砖

混结构二层，占地面积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投资16万元。

历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继祖、钟路鸿、唐诗经、唐诗远、钟高贵、

唐诗经、邱贱东、唐绍仁、唐坚、钟信才、刘先发、刘桂生、邱多群、陈述明、

唐承有、唐二有。

历任村(大队)主任(大队长)：唐盛章、唐辉、唐绍赞、胡贵义、钟路鸿、

唐贵、邱观音保、陈述元、陈述福、邱贱东，邱旺长、钟信才、唐诗彪、唐书

有、唐二长、唐承有、钟庚香、邱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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