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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敬老院

岩前小学

银坑中心小学全貌

平安初中教学楼



①镇建筑公司承建的镇政府

办公大楼

②建设中的镇水泥厂

③银坑粮管所一角

④镇煤矿远眺

⑤金龙家．|I凸城

⑥时兴家电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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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坑镇志>如期付印，是件令人欣慰的大事，是我镇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值此，谨书片言，权当作序。，‘

银坑，以产银得名，‘为众人所知晓。而详其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

的历史与现状者却不多，唯有被称之为“博物之书”、“一方之全史”、

·“地方百科全书”的地方志方能包揽。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镇

党委：政府作出编纂出版<银坑镇志>的决定，在镇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列为今年的政府工作之一，并得到了县地方志办

公室和全镇上下的通力协作o

银坑从宋代初期设立圩场起，至今有近900年的历史。其间，岁·
’

月漫漫，：风雨苍黄，勤劳的银坑人民把这块土地开发成富饶美丽的于

都北部重镇，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伟大业绩。民族英雄岳飞曾在此安营

‘扎寨，“岳飞寨”至今残墙依稀，战壕犹存。武穆部将牛皋则在圩东

(今镇政府门12)挖了一口水井’．现称牛皋井。苏区期间，银坑是胜

利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平安

社里坪驻扎三个多月，天然石洞竹篙寨成为中央后方保管处，毛泽

东、朱德同志先后来此视察。银坑儿女支前参战者数以万计，跟随红 、

。

军长征者千余人，幸存者仅2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九

十年代以来，银坑人民更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朝气，‘在小康路上快速

迈进。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o 1995年农业总

产值达到4536万元，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1079元；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总产值1．72亿元，其中镇集体企业总产值1266万元；市场建设

在继续利用原有市场面积基础上，浇筑了一条近4000平方米的新街，

铺设了一条8000平方米的公路街，新建小商品市场20000平方米、

商品大世界：15000平方米；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程控电话、闭路电视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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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装开通，35千伏变电站的建成，日供千吨自来水厂工程的扩建，

镇办龙头企业银华水泥厂的兴建，‘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县直部门在

镇派设机构的设立，为银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社会环

境。如今，4万劳动人民正以动地的干劲，撼天的胆识，抓住机遇，

努力拼搏，并以优惠的政策诚交四海友，广招天下商o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

为镜，可以见兴替。志书出版发行后，殷切期望全镇人民充分发挥其

“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承先烈之志，葆乡土之誉”，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和衷共济，励精图治，

在银坑这块1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写出更

加壮丽的新篇章!，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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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坑镇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1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银坑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与现状，为振兴银坑提供系统的、科学的地情资料。 ．

。

二、本志由建置区划、自然概貌、人口、国民党政制、中共银坑地方组织、

人民政权、群众团体、武装政法、农牧渔业、林业、水利电力、国有工业企业、

乡镇企业、交通邮电、、财税金融、商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风俗歌谣、，：人

物等21章88节和大事记、‘苏区胜利县纪略组成口 ，一 ·一

一{‘。，，

三、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一般追溯至事物发端j下限至付印之

时，统计数据至1995年o， j’““、’√
’．

，。 一· ：i¨
’t一-．

四、为全面反映银坑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成就，获县以

上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载入大事记和第；十一章第七节o

’五、入志人物，民国前职官、苏区及解放后区(乡、科、营)级以上干部、

长征干部、高中级职称人员入人物简介，，革命烈士入人物名录；县属各单位、镇

及镇属单位负责人、中小学校长、村党支部书记和主任，采用以事系人方法。分

别载入有关章节o’，
+

、．． 一。 一 ： ： ‘∥ ⋯．j 。，‘

六、纪年方法，历代封建王朝和中华民国均用旧纪年j括注公元纪年；苏区

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一∥．’

七、本志资料，录自1985．年编写的乡志初稿和县档案馆：县地方志办公室‘

镇政府档案室所藏资料，银坑镇各单位、有关人员提供经考证的资料o=统计数据

采用县统计局提供的年报数，统计局所缺数据则采用单位自报数字：‘‘’
_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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