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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种类⋯⋯⋯⋯⋯⋯⋯(346)

第二节理赔⋯⋯⋯⋯⋯⋯⋯(346)

卷+八工商管理

第一章工商行政管理⋯⋯⋯⋯⋯(348)

第一节集市贸易管理⋯⋯⋯⋯(348)

第二节企业登记⋯⋯⋯⋯⋯⋯(350)

第三节经济合同管理⋯⋯⋯⋯(352)

第四节商标广告管理⋯⋯⋯⋯(352)

第五节违章案件处理⋯⋯⋯⋯(353)

第六节机构设置⋯⋯⋯⋯⋯⋯(354)

第二章物价⋯⋯⋯⋯⋯⋯⋯⋯(355)

第一节物价管理⋯⋯⋯⋯⋯⋯(355)

第二节物价调整⋯⋯⋯⋯⋯⋯(356)

第三节监督检查⋯⋯⋯⋯⋯⋯(360)

第四节机构设置⋯⋯⋯⋯⋯⋯(361)

第三章计量⋯⋯⋯⋯⋯⋯⋯⋯(361)

第一节计量沿革⋯⋯⋯⋯⋯⋯(361)

第二节计量管理⋯⋯⋯⋯⋯⋯(362)

第三节标准化⋯⋯⋯⋯⋯⋯⋯(363)

第四节机构设置⋯⋯⋯⋯⋯⋯(363)

卷十九人民生活

第一章生活水平⋯⋯⋯⋯⋯⋯⋯

第一节农民生活水平⋯⋯⋯⋯

第二节职工生活水平⋯⋯⋯⋯

第二章生活结构⋯⋯⋯⋯⋯⋯⋯

第一节物质生活⋯⋯⋯⋯⋯⋯

第二节文化生活⋯⋯⋯⋯⋯”?

第三章福利⋯⋯⋯⋯⋯⋯⋯⋯

第一节农民福利⋯⋯⋯⋯⋯⋯

第二节职工福利⋯⋯⋯⋯⋯⋯

卷二+计划统计

第一章国民经济发展概况⋯⋯⋯(370)

第一节 国民经济结构变化⋯⋯(370)

6

第二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第二章计划统计工作⋯⋯⋯⋯⋯

第一节计划工作⋯⋯⋯⋯⋯⋯

第二节统计工作⋯⋯⋯⋯⋯⋯

第三章机构⋯⋯⋯⋯⋯⋯⋯⋯

第一节计划委员会⋯⋯⋯⋯⋯

第二节统计局⋯⋯⋯⋯⋯⋯⋯

卷二十一历代政制

(371)

(375)

(375)

(377)

(378)

(378)

(378)

第一章党团组织⋯⋯⋯⋯⋯⋯⋯(379)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余干县党部

．．-·⋯⋯⋯···⋯⋯······⋯⋯··⋯⋯(379)

第二节其他党派⋯⋯⋯⋯⋯⋯(381)

第三节社团⋯⋯⋯⋯⋯⋯⋯(381)

第二章政府机构⋯⋯⋯⋯⋯⋯⋯(382)

第一节县署⋯⋯⋯⋯⋯⋯⋯(382)

第二节县政府⋯⋯⋯⋯⋯⋯⋯(384)

第三章议政机构⋯⋯⋯⋯⋯⋯⋯(385)

第一节县议会(议事会)⋯⋯⋯(385)

第二节县行政会议⋯⋯⋯⋯⋯(385)

第三节县参议会⋯⋯⋯⋯⋯⋯(385)

第四章武备⋯⋯⋯⋯⋯⋯⋯⋯(386)

第一节兵制⋯⋯⋯⋯⋯⋯⋯(386)

第二节军队⋯⋯⋯⋯⋯⋯⋯(387)

第三节军事设旋⋯⋯⋯⋯⋯⋯(388)

第五章司法警政⋯⋯⋯⋯⋯⋯⋯(389)

第一节警政⋯⋯⋯⋯⋯⋯⋯(389)

第二节司法⋯⋯⋯⋯⋯⋯⋯(391)

卷二+二共产党

第一章党的组织⋯⋯⋯⋯⋯⋯⋯

第一节中共余干县委⋯⋯⋯⋯

第二节基层组织⋯⋯⋯⋯⋯⋯

第三节党员⋯⋯⋯⋯⋯⋯⋯

第二章党的重要会议⋯⋯⋯⋯⋯

第一节党员代表会议⋯⋯⋯⋯

第二节党员代表大会⋯⋯⋯⋯

(393)

(393)

(394)

(395)

(396)

(396)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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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党的工作⋯⋯⋯⋯⋯⋯⋯

第一节宣传工作⋯⋯⋯。⋯⋯

第二节党风党纪工作⋯⋯⋯⋯

第三节统战工作⋯⋯⋯⋯⋯⋯

第四节信访工作⋯⋯⋯⋯⋯⋯

卷二"1。-三人民政权雹一二八氏圾仪

(397)

(397)

(398)

(400)

(401)

第一章人民代表大会⋯⋯⋯⋯⋯(403)

第一节工农兵代表大会⋯⋯⋯(403)

第二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403)

第三节县人民代表大会⋯⋯⋯(404)

第四节县人大常委会⋯⋯⋯⋯(406)

第二章人民政府⋯⋯⋯⋯⋯⋯⋯(406)

第一节县人民政府⋯⋯⋯⋯⋯(406)

第二节基层政权⋯⋯⋯⋯⋯⋯(409)

第三章人民政协⋯⋯⋯⋯⋯⋯⋯(410)

第一节县政协机构⋯⋯⋯⋯⋯(410)

第二节历届委员会会议⋯⋯⋯(410)

第三节主要活动⋯⋯⋯⋯⋯⋯(411)

卷二+四群众团体

第一章工农妇商组织⋯⋯⋯⋯⋯(413)

第一节工人组织⋯⋯⋯⋯⋯⋯(413)·

第二节农民组织⋯⋯⋯⋯⋯⋯(415)

第三节妇女组织⋯⋯⋯⋯⋯⋯(416)

第四节工商业组织⋯⋯⋯⋯⋯(417)

第二章青少年组织⋯⋯⋯⋯⋯⋯(418)

第一节共产主义青年团⋯⋯⋯(418)

第二节少年先锋队⋯⋯⋯⋯⋯(419)

第三章科学艺术团体⋯⋯⋯⋯⋯(420)

第一节科学技术协会⋯⋯⋯⋯(420)

第二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420)

第四章其他群众团体⋯⋯⋯⋯⋯(421)

第一节中苏友好协会⋯⋯⋯⋯(421)

第二节抗美援朝运动委员会
‘

⋯⋯⋯⋯⋯⋯⋯⋯⋯⋯⋯⋯⋯⋯(421)

卷二十五军事

第一章兵制⋯⋯⋯⋯⋯⋯⋯⋯(422)

第一节志愿兵役制⋯⋯⋯⋯⋯(422)

第二节。义务兵役制⋯⋯⋯⋯⋯(422)

第二章军队⋯⋯⋯⋯⋯⋯⋯⋯(423)

第一节人民武装⋯⋯⋯⋯⋯⋯(423)

第二节驻军⋯⋯⋯⋯⋯⋯⋯(423)

第三节军事设施⋯⋯⋯⋯⋯⋯(423)

第三章民兵⋯⋯⋯⋯⋯⋯⋯⋯(424)

第一节民兵组织⋯⋯⋯⋯⋯⋯(424)

第二节民兵代表会⋯⋯⋯⋯⋯(424)

第三节武器装备⋯⋯⋯⋯⋯⋯(425)

第四节军事训练⋯⋯⋯⋯⋯⋯(425)

第五节政治教育⋯⋯⋯⋯⋯⋯(425)

第六节战备执勤⋯⋯⋯⋯⋯⋯(426)

卷二十六公安、司法

第一章公安⋯⋯⋯⋯⋯⋯⋯⋯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清除反动势力⋯⋯⋯⋯

第三节社会治安管理⋯⋯⋯⋯

第四节打击刑事犯罪⋯⋯⋯⋯

第五节纠正冤假错案⋯⋯⋯⋯

第六节消防⋯⋯⋯⋯⋯⋯⋯

第二章检察⋯⋯⋯⋯⋯⋯⋯⋯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刑事检察⋯⋯⋯⋯⋯⋯

第三节经济检察⋯⋯⋯⋯⋯⋯

第四节法纪检察⋯⋯⋯⋯⋯⋯

第五节监所检察⋯⋯⋯⋯⋯⋯

第三章审判⋯⋯⋯⋯⋯⋯⋯⋯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刑事审判⋯⋯⋯⋯⋯

第三节民事审判⋯⋯⋯⋯⋯

第四节经济审判⋯⋯⋯⋯⋯⋯

第五节申诉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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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司法行政⋯⋯⋯⋯⋯⋯⋯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法制宣传教育⋯⋯⋯⋯

第三节人民调解⋯⋯⋯⋯⋯⋯

第四节公证⋯⋯⋯⋯⋯⋯⋯

第五节律师⋯⋯⋯⋯⋯⋯⋯

卷二+七苏区斗争

第一章党的建设⋯⋯⋯⋯⋯⋯⋯

第一节党的组织⋯⋯⋯⋯⋯⋯

第二节党的活动⋯⋯⋯⋯⋯⋯

第三节党的历次会次⋯⋯⋯⋯

第二章政权建设⋯⋯⋯⋯⋯⋯⋯

第一节苏维埃政府⋯⋯⋯⋯⋯

第二节土地改革⋯⋯⋯⋯⋯⋯

第三节历次代表会议⋯⋯⋯⋯

第三章群众团体⋯⋯⋯⋯⋯⋯⋯

第一节县总工会⋯⋯⋯⋯⋯⋯

第二节农民协会⋯⋯⋯⋯⋯⋯

第三节妇女解放协会⋯⋯⋯⋯

第四节青少年组织⋯⋯⋯⋯⋯

第五节商民协会⋯⋯⋯⋯⋯⋯

第四章武装斗争⋯⋯⋯⋯⋯⋯⋯

第一节武装组织⋯⋯⋯⋯⋯⋯

第二节武装活动⋯⋯⋯⋯⋯⋯

卷二+八民政

第一章拥军、优抚⋯⋯⋯⋯⋯⋯

第一节拥军支前⋯⋯⋯⋯⋯⋯

第二节优抚⋯⋯⋯⋯⋯⋯⋯

第三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第四节革命烈士褒扬⋯⋯⋯⋯

第五节老区建设⋯⋯⋯⋯⋯⋯

第二章社会救济⋯⋯⋯⋯⋯⋯⋯

第一节救灾⋯⋯⋯⋯⋯⋯⋯

第二节救济⋯⋯⋯⋯⋯⋯⋯

第三节扶贫⋯⋯⋯⋯⋯⋯⋯

8

(435)

(435)

(435)

(436)

(436)

(436)

第三章社会福利⋯⋯⋯⋯⋯⋯⋯

第一节孤寡老人供养⋯⋯⋯⋯

第二节收治麻疯病人⋯⋯⋯⋯

第四章婚姻登记⋯⋯⋯⋯⋯⋯⋯

第一节宣传贯彻婚姻法⋯⋯⋯

第二节婚姻登记⋯⋯⋯⋯⋯⋯

第五章选举⋯⋯⋯⋯⋯⋯⋯⋯

第一节基层选举⋯⋯⋯⋯⋯⋯

第二节县级选举⋯⋯⋯⋯⋯⋯

卷二十九劳动、人事

第一章 劳 动⋯⋯⋯⋯⋯⋯⋯⋯

第一节劳动就业⋯⋯⋯⋯⋯⋯

第二节劳动管理⋯⋯⋯⋯⋯⋯

第二章人事⋯⋯⋯⋯⋯⋯⋯⋯

第一节人员编制⋯⋯⋯⋯⋯⋯

第二节任免调配⋯⋯⋯⋯⋯⋯

第三节精简下放⋯⋯⋯⋯⋯⋯

第四节人事监察⋯⋯⋯⋯⋯⋯

第三章工资福利⋯⋯⋯⋯⋯⋯⋯

第一节工资⋯⋯⋯⋯⋯⋯⋯

第二节劳保福利⋯⋯⋯⋯⋯⋯

第三节退休离休⋯⋯⋯⋯⋯⋯

卷三十文化

第一章群众文化⋯⋯⋯⋯⋯⋯⋯

第一节文化馆、站⋯⋯⋯⋯⋯

第二节俱乐部⋯⋯⋯⋯⋯⋯⋯

第三节民间文艺⋯⋯⋯⋯⋯⋯

第二章戏剧⋯⋯⋯⋯⋯⋯⋯⋯

第一节三脚班⋯⋯⋯⋯⋯⋯⋯

第二节集锦堂剧团⋯⋯⋯⋯⋯

第三节余干县赣剧团⋯⋯⋯⋯

第四节余干县文工团⋯⋯⋯⋯

第五节木偶戏团⋯⋯⋯⋯⋯⋯

第三章电影⋯⋯⋯⋯⋯⋯⋯⋯

第一节县电影院⋯⋯⋯⋯⋯⋯

(474)

(474)

(475)

(476)

(477)

(477)

(477)

(478)

(478)

(478)

(479)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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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农村电影院、队⋯⋯⋯(479) 第一节沿革⋯⋯⋯⋯⋯⋯⋯(503)

第三节县电影公司⋯⋯⋯⋯⋯(480) 第二节学制⋯⋯⋯⋯⋯⋯⋯(504)

第四章图书⋯⋯⋯⋯⋯⋯⋯⋯(480)

第一节图书馆⋯⋯⋯⋯⋯⋯⋯(480)

第二节书店⋯⋯⋯⋯⋯⋯⋯(480)

第五章艺文目录⋯⋯⋯⋯⋯⋯⋯(481)

第一节书卷⋯⋯⋯⋯⋯⋯⋯(481)

第二节单篇⋯⋯⋯⋯⋯⋯⋯(482)

第六章档案工作⋯⋯⋯⋯⋯⋯⋯(484)

第一节档案机构⋯⋯⋯⋯⋯⋯(484)

第二节档案管理⋯⋯⋯⋯⋯⋯(484)

第三节档案利用⋯⋯⋯⋯⋯⋯(484)

第七章风景名胜⋯⋯⋯⋯⋯⋯⋯(485)

第一节胜景⋯⋯⋯⋯⋯⋯⋯(485)

第二节名亭⋯⋯⋯⋯⋯⋯⋯，(488)

第八章文物古迹⋯⋯⋯⋯⋯⋯⋯(488)

第一节遗址⋯⋯⋯⋯⋯⋯⋯(488)

第二节建筑⋯⋯⋯⋯⋯⋯⋯(489)

第三节馆藏文物⋯⋯⋯⋯⋯⋯(492)

第四节碑刻⋯⋯⋯⋯⋯⋯⋯(494)

第五节名人墓葬⋯⋯⋯⋯⋯⋯(494)

第九章报刊通讯⋯⋯．．_．⋯⋯⋯⋯(495)

第一节报刊⋯⋯⋯⋯⋯⋯⋯(495)

第二节通讯报道⋯⋯⋯⋯⋯⋯(495)

第十章广播电视⋯⋯⋯⋯⋯⋯⋯(496)

第一节广播⋯⋯⋯⋯⋯⋯⋯(496)

第二节电视⋯⋯⋯⋯⋯⋯⋯(498)

卷三十一教育、体育
，

第一章儒学、私塾⋯⋯⋯⋯⋯⋯(500)

第一节儒学⋯⋯⋯⋯⋯⋯⋯(500)

第二节书院⋯⋯⋯⋯⋯⋯⋯(501)

第三节社学⋯⋯⋯⋯⋯⋯⋯(501)

第四节私塾⋯⋯⋯⋯⋯⋯⋯(501)

第二章幼儿教育⋯⋯⋯⋯⋯⋯⋯(502)

第一节沿革⋯⋯⋯⋯⋯⋯⋯(502)

第二节学制、教学⋯⋯⋯⋯⋯(502)

第三章小学教育⋯⋯⋯⋯⋯⋯⋯(503)

第三节课程⋯⋯⋯⋯⋯⋯⋯(504)

第四节教学⋯⋯⋯⋯⋯⋯⋯(505)

第四章。中学教育⋯⋯⋯⋯⋯⋯⋯(506)

第一节沿革⋯⋯⋯⋯⋯⋯⋯(506)

第二节学制⋯⋯⋯⋯⋯⋯⋯(508)

第三节课程⋯⋯⋯⋯⋯⋯⋯(508)

第四节教学⋯⋯⋯⋯⋯⋯⋯(508)

第五节勤工俭学⋯⋯⋯⋯⋯⋯(510)

第五章中等专业教育⋯⋯⋯⋯⋯(512)

第一节中等师范教育⋯⋯⋯⋯(512)

第二节职业技术教育⋯⋯⋯⋯(512)

第六章成人业余教育⋯⋯⋯⋯⋯(514)

第一节职工业余教育⋯⋯⋯⋯(514)

第二节市民业余教育⋯⋯⋯⋯(515)

第三节农民业余教育⋯⋯⋯⋯(515)

第四节函授教育⋯⋯⋯⋯⋯⋯(516)

第五节广播电视教育⋯⋯⋯⋯(516)

第七章教师队伍⋯⋯⋯⋯⋯⋯⋯(51 6)

第一节教师任用⋯⋯⋯⋯⋯⋯(516)

第二节教师培训⋯⋯⋯⋯⋯⋯(517)

第三节教师待遇⋯⋯⋯⋯⋯⋯(518)

第八章行政管理⋯⋯⋯⋯⋯⋯⋯(519)

第一节行政机构⋯⋯⋯⋯⋯⋯(519)

第二节教育经费⋯⋯⋯⋯⋯⋯(520)

第三节校舍、设备⋯⋯⋯⋯⋯(521)

第九章体育⋯⋯⋯⋯⋯⋯⋯⋯(522)

第一节机构设置⋯⋯⋯⋯⋯⋯(522)

第二节t学校体育⋯⋯⋯⋯⋯⋯(522)

第三节专业体育⋯⋯⋯⋯⋯⋯(523)

第四节社会体育⋯⋯⋯⋯⋯⋯(523)

第五节体育比赛⋯⋯⋯⋯⋯⋯(525)

卷三十二科技

第一章研究与推广⋯⋯⋯⋯⋯⋯(527)

第一节农业方面⋯⋯⋯⋯⋯⋯(527)

第二节林业方面⋯⋯⋯⋯⋯⋯(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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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畜牧方面⋯⋯⋯⋯⋯⋯

第四节水产方面⋯⋯⋯⋯⋯⋯

第五节工业方面⋯⋯⋯⋯⋯⋯

第六节其他方面⋯⋯⋯⋯⋯⋯

第二章科技普及⋯⋯⋯⋯⋯⋯⋯

第一节科技宣传⋯⋯⋯⋯⋯⋯

第二节科技培训⋯⋯⋯⋯⋯⋯

第三节科技示范⋯⋯⋯⋯⋯⋯

第四节科技咨询⋯⋯⋯⋯⋯⋯

第三章机构、队伍⋯⋯⋯⋯⋯⋯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科研机构⋯⋯⋯⋯⋯⋯

第三节科技队伍⋯⋯⋯⋯⋯⋯

卷三十三卫生

(529)

(530)

(531)

(532)

(532)

(532)

(533)

(533)

(533)

(534)

(534)

(534)

(535)

第一章医疗⋯⋯⋯⋯⋯⋯⋯⋯(537)

第一节机构⋯⋯⋯⋯⋯⋯⋯(537)

第二节技术⋯⋯⋯⋯⋯⋯⋯(539)

第三节制度⋯⋯⋯⋯⋯⋯⋯(540)

第四节队伍⋯⋯⋯⋯⋯⋯⋯(541)

第二章血防⋯⋯⋯⋯⋯⋯_⋯(542)

第一节机构⋯⋯⋯⋯⋯⋯⋯(542)

第二节防治⋯⋯⋯⋯⋯⋯⋯(543)

第三节队伍⋯⋯⋯⋯⋯⋯⋯(545)

第四节经费⋯⋯⋯⋯⋯⋯⋯(545)

第三章防疫⋯⋯⋯⋯⋯⋯⋯⋯(548)

第一节机构⋯⋯⋯⋯⋯⋯⋯(548)

第二节管理⋯⋯⋯⋯⋯⋯⋯(548)

第三节防治⋯⋯⋯⋯⋯⋯⋯(550)

第四章妇幼保健⋯⋯⋯⋯⋯⋯⋯(552)

第一节机构设施⋯⋯⋯⋯⋯⋯(552)

第二节妇女保健⋯⋯⋯⋯⋯⋯(552)

第三节儿童保健⋯⋯⋯⋯⋯⋯(553)

第四节节育技术⋯⋯⋯⋯⋯⋯(553)

第五章药材、药政⋯⋯⋯⋯⋯⋯(554)

第一节÷药材⋯⋯⋯⋯⋯⋯⋯(554)

第二节药政⋯⋯⋯⋯⋯⋯⋯(554)

l 0

卷三十四风俗、宗教

第一章风俗⋯⋯⋯⋯⋯·：⋯⋯·

第一节生产习俗⋯⋯⋯⋯·⋯”

第二节生活习俗⋯⋯⋯⋯⋯⋯

第三节社会习俗⋯⋯⋯⋯⋯⋯

第四节陋俗、喜忌⋯⋯⋯⋯⋯

第二章宗教⋯⋯⋯⋯⋯⋯⋯⋯

第一节佛教⋯⋯⋯⋯⋯⋯⋯

第二节道教·v⋯⋯⋯⋯⋯⋯

第三节天主教⋯⋯⋯⋯⋯⋯⋯

第四节耶稣教⋯⋯⋯⋯⋯⋯⋯

卷三十五谣谚、方言

第一章谣谚⋯⋯⋯⋯⋯⋯⋯⋯(566)

第一节歌谣⋯⋯⋯⋯⋯⋯⋯(566)

第二节谚语⋯⋯⋯⋯⋯⋯⋯(569)

第二章方言⋯⋯⋯⋯⋯⋯⋯⋯(573)

第一节声母、韵母、声调⋯⋯⋯(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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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官正

余干，古老而光荣的故土。战国故邑，秦皇县治，书写了悠久的

历史。民风俭朴，人文蔚兴，创造了辉煌业绩。土地革命，红旗高举，

谱写了人民战争的壮丽诗篇。解放四十来年，改天换地，旧貌新颜，对

国家的贡献与日俱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全县田头岸角，改

革潮流汹涌澎湃，四化建设热火朝天，万物复苏，万象更新，人们开

始走向生活的又一个新岸。

余干，美丽而留恋的故土。山青水秀，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

产丰腴。浩瀚的鄱阳湖嵌于西北隅，信江横贯其中，东南山丘起伏，西

南、西北坦荡平川。天工的造化，给这里雕塑了如画的景色，哺育了

勤劳善良的儿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人物。尤其是在当代全国

和全省的历史大潮中，全县七十二万人民，扬鞭跃马，创造社会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修大堤，信瑞、康垦盘蜒于西北平原；筑水

库，木溪、大山雄踞东南山区；建石口电力排灌站，滩涂变良田；醇

民风，爱党爱国，拥政拥军，互助互敬，尊老扶幼——这里堪称“鱼

米之乡’’，也在建设文明之乡。

余干，充满潜力和希望的故土。这里有丰富的资源，特别是土地

资源、水资源和劳动资源等待开发，有众多的农副产品、水产品和矿

产品等待加工，有潜藏的智能等待利用。虽然同全省许多县市相比，工

业生产比较落后，少数乡村尚未脱贫，然而亦毋庸沮丧。因为唯物辩

证法与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困难与机遇并存，希望象地平线

那样横在前面。春风可以化雨。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领导下，只要万众一心，政通人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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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孑i彳专·

通览新编《余干县志》，绵延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几如尽现眼底，令

人生出良多感慨，万千遐思。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艰

难渐进，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裕的物质财富，而且也传下了宝贵的文

化遗产。

古时韩愈过岭，先借《韶州图经》；朱熹下车，首问《南康郡志》。

新编《余千县志》的问世，对于一切有缘于余干的人们了解、研究余

干，以及资治鉴政、教育后人，都具有无以取代的重要作用。．新方志

的出版，无疑是可喜可贺之事。
’

编纂方志，我县自宋代就已开始。仅宋至明末，就曾六次成书，终

因沧桑交易，早佚不传。现藏清代《余干县志》四部：康熙八年(1664

年)影印本十卷和二十三年抄写本十二卷，道光三年(1823年)和同

治十一年(1876年)木刻本分别二十三卷和二十卷。另有民国35年

(1946年)手稿本十九卷和1965年初稿油印本六编。上述志书，确是

我县文化宝藏。

盛世修志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我国政治安定团结，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明显

改善，展现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前景。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变化日

新月异。人们欣逢盛世，安居乐业，普遍希望能用史书形式记载这一

历史巨变，以启迪当今，教育后代。

1981年9月，本县县志编纂机构应运诞生，在中国共产党余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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