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东北老工业基地优惠政策的城市 

全国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城市 

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试点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江西省第三届文明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第二章 萍乡概述 

 

中文名称：萍乡  

所属地区：江西省  

政府驻地：安源区  

电话区号：0799  

邮政区码：337000  

面积：3827 平方千米  

人口：185 万(2008 年)  

车牌代码：赣 J 

简介 

萍乡为江西省所辖的十一个地级市之一，位于江西省西部，东与江西宜春、南与江西吉

安、西与湖南醴陵、北与湖南浏阳接壤。毗邻长株潭、对接长珠闽，是江西对外开放的西大

门。地处东经 113°35′~114°17′，北纬 27°20′~28°0′之间。因古代萍乡生有一种水

面浮生植物萍草，是萍草之乡而得市名。全市总面积 3827 平方千米，丘陵、山地和平原各

占土地面积的 66.4%、27.3%、6.3%。市中心城区面积 58 平方千米，城市绿化率 46%。 

萍乡市江西和华东的“西大门”，在赣西经济发展格局中处于中心位置，素有“湘赣通

衡”、“吴楚咽喉”之称。萍乡处于长株潭经济圈的辐射核心区域，同时接受泛珠三角经济区

和闽东南经济区的辐射。境内沪昆铁路横穿市内腹地与京广、京九两大动脉相连，随着沪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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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的完成，中国第一条设计时速 200 公里/小时的铁路干线将成为连接长

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重要通道。319 和 320 国道呈十字型在市区交汇通过，沪昆高速、

萍洪高速贯穿全境。市中心城区距湖南长沙黄花机场仅 120 公里，具有优越的区位地理条件。 

萍乡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天气类型全年光照充足，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极端最高气温达 41℃，极端最低气温—9.3℃，年平均气温 17.3℃。全年平均降

水量为 1603 毫米，日照数约 1600 小时，无霜期 270 天。 

萍乡自然资源丰富，历史上就以矿产资源丰富而著称。已探明的矿藏有煤、铁、锰、铜、

石灰石、高岭土、粉石英、瓷土等矿产资源丰富，煤炭远景储量达 8.52 亿吨，铁矿储量 6760

万吨，优质石灰石 67 亿吨。萍乡以煤立市，1898 年清邮政大臣盛宣怀在安源创办萍乡煤矿，

1908 年又创办了当时中国第一个股份合资企业――汉冶萍公司，修筑了株萍（至安源）铁

路，萍乡煤矿为该公司重要组成部分，是江南最早采用西法机器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

煤矿，1916 年就产原煤 95 万吨、焦炭 25 万吨，被誉为“江南煤都”。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55.4%，

植物物种 1200 余种。水资源十分丰富，有袁水、萍水、草水、莲江五条河流，地表水径流

量为 26.46 亿立方米/年，水能源可开发量 4 万千瓦，地下水储量为 4 亿立方米。 

萍乡历史悠久，人文蔚起。吴、楚文化的相濡浸染，构成了萍乡风情独具的民风民俗和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傩文化底蕴深厚，储藏丰富；杨歧山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的

杨歧宗发祥地，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涉及海内外。 

萍乡素有“读书之乡，教育之邦”的雅称，科教文卫事业有着辉煌悠久的历。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萍乡的教育、科技、文化、新闻事业呈现出日益兴盛繁荣的局

面，成效显著，为千年古城的精神文明建设添光溢彩。 

萍乡的教育事业以基础教育为主体，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同时并举，形成了“三位一体”

遍布城乡的教育网络。至 2001 年，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 1308 所，其中普通高校 3 所，成

人高校 1 所，普通中专学校 4 所，成人中专学校 1 所，普通中学 123 所，职业中学 20 所，

小学校 565 所，幼儿园 92 所，特殊教育学校 5 所，技工学校 3 所，成人学校（中等、初等

学校、技术培训）486 所，在校学生 30 余万，于 1985 实现了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从 1993

年开始，全市五县区普及了义务教育，并以较高标准通过了江西省政府“两基”验收，初中

入学率保持在 98%以上，辍学率控制在 1.94%以下。以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提高城镇、农村劳

动者为主要任务的成人教育蓬勃发展，现在全市 15 岁至 47 岁年龄人口非文盲率达 99.2%以

上，居全省前列。萍乡充分利用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优势，加大“两史一情”传统教育，教

育工作出现新的局面，注重让学生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得到全面实施。自进入 90 年代后，

萍乡高考成绩扶摇直上，1993 年至 2001 年连续 9 年以较大优势确定了在全省的领先位置。 



萍乡十分重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逐步形成了一个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

布局和配置比较合理，运行机制日起灵活之科技新体制，促进了全市经济建设快捷发展。全

市共组织实施各类计划列入省级的有 20 余项，大力培育民营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全市民营

科技型企业总数达 30 余家，其中年产值超千万元的有 4 家，积极引进推广应用国内外先进

技术成果，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在“两院”院士当中，萍乡籍院士就有 7 人，分别是：

吴学周、陈述彭、刘恢先、简水生、刘天泉、彭苏萍、颜龙安。 

萍乡环境优美，山川锦绣，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二处，省市级重

点保护单位 67 处。著名的风景旅游区武功山集雄、奇、峻、秀自然风光于一身，主峰白鹤

峰海拔 1918.24 米，是江西的最高峰，有南方罕见的高山草甸数万亩和众多的瀑布群，保存

有大量原始次森林，国家一二级珍稀的动植物资源。杨歧山禅宗佛教文化远播海外，在日本、

韩国有大量信徒。杨歧山现存唐寺、唐塔、唐碑（韩愈撰）、文廷式墓等人文景观。地表层

有大量的的钟乳溶洞，其中义龙洞已开辟为旅游景点。萍乡保存下来的傩文化之丰富完整为

全国所罕见。   

萍乡是中国革命圣地，1905 年，指挥部设在萍乡，由黄兴组织的萍（乡）浏（阳）醴

（陵）起义被称为辛亥革命的预演。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安源路矿成为我党活动的重点地区，

毛泽东从 1920 年到 1930 年曾 10 次来萍乡和安源，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1922 年

9 月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领导下，成功地举行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安源成为中国

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1927 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来到安源部署和领导了秋收起义。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张家湾军事会议旧址、安源煤矿总平巷等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由邓小平同志题名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位于安源煤矿附近，由江泽民同志题名的

秋收起义纪念碑矗立在秋收起义广场。 

萍乡旅游资源集历史、文化、自然、人文、宗教与民俗风情为一体，呈全方位立体之势，

旅游开发前景非常广阔。萍乡市所属的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和秋收起义的策源地，

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之一。在这里，革命斗争薪尽火传，绵延不绝；革命志士，舍生取义，前

仆后继，留下了大量的红色历史遗迹与革命文物，著名的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总平

巷、谈判大楼、张家湾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旧址等。解放后，这里建造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

念馆，收藏革命文物 8000 余件。 

萍乡芦溪县境内的武功山，历史上与庐山、衡山并称为江南三大名山，是江西省著名的

风景名胜区，其主峰白鹤峰海拔 1918.3 米，为江西境内第一高峰，高于泰山、黄山、庐山、

衡山等名山川，武功山山体雄伟，奇峰罗列，瑰崎幽谷、悬崖峭壁、涌泉飞瀑，形成了“峰、

洞、水、石、云、松、寺”齐备的山色风光，连绵十万亩的高山草甸更是堪称一绝。萍乡上



栗县境内的杨岐山环境清幽，风景秀丽，野趣横生。登巅远眺，北里风光，尽收眼底。山南

阴水洞，状如漏斗，溪水四聚，终年不满；奇特的子午泉，每逢子时和午时，巨泉喷涌，逾

时则细流潺潺。坐落此山的杨歧普通禅寺，始建于唐代，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之一——

杨岐宗的发祥地，宋庆元五年（公元 1199 年），杨歧宗传入日本，影响至今。寺后有一高

36 米、直径 22 米的参天古柏，苍劲挺拔。后山葬有晚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文廷

式。杨歧寺现已列为江西省 24 个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杨岐山下有被国内著名园林学

家陈从周教授誉为“天下第一洞”的义龙洞，洞长 4 千多米，蜿蜒曲折，溪水相伴，洞中钟

乳石千姿百态，洞中有山，山中有洞；山水交融，瀑布飞流直下，水随洞转，洞随水活，鱼

在水中游，花在水中开，洞中景色变幻无穷，时而是秀丽的江南春色、垂杨倒柳，时而是壮

丽的北国风光、冰山银川，时而又如神秘游人的海底，瑰丽壮观。“洞中大厅”富丽堂皇，

“深山茅舍”清雅幽静，“仙乐厅”的敲击声悠扬清悦。洞中奇景，令人目不暇接、为之陶

醉。萍乡城内有建于清代的孔庙，是省内保存最为完好的文庙，市郊有始建于唐代的宝积寺，

金碧辉煌；有始建于宋代的横龙洞，这里的古建筑群，布局统一，精美壮观。环境幽静奇绝。

其十八拱长廊与后殿顶拱的建筑艺术属国内罕见。洞内有久旱不涸的涌泉，泉水清冽如露，

颇为奇特。还有清新、优雅的玉壶山、群峰竞秀的大屏山和万顷碧波的明月湖等。萍乡民风

淳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独特的指掌画、多管书法、农民铜管乐、采茶戏、傩艺在全国乃

至国外都有一定影响，尤其傩文化以“傩庙、傩面具、傩舞”三宝俱全而蜚声海内外。 

古之吴楚通衢，今之赣西明珠。改革开放以来，萍乡经济快速发展，城区环境优美，旅

游设施齐全。旅游资源除风景名胜和革命纪念地安源外，历史文化古迹有孔庙、杨歧寺、横

龙寺、金山寺多年罗汉松等。万顷碧波的明月湖度假村和天堂湖度假村，是旅游休闲的好地

方。城区萍水河以及滨河东西两路形成的“一河两岸”风景带集交通休闲、绿化于一体，绿

荫广场及面积达 334 亩的秋收起义广场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和城市亮丽窗口。秋收起义广

场中心直径 68 米的彩色音乐喷泉、水幕电影和高标准建设的城市路灯营造出迷人的城市夜

景。 

萍乡交通发达，公路通车里程已达 4663.6 公里；其中四级以上公路 2770 公里，次高以

上路面公路 2190 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为 140 公里，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182％。构

筑了以昌金高速、萍洪高速为高速通道，以 319 国道、320 国道 交叉组成的“大十字”主

干线，形成了贯通全市，通达四邻，延伸全国的交通路网格局。境内浙赣铁路横贯东西，2013

年将建成的杭南长高速铁路将设立萍乡北站，使城市形成 3 小时内到达上海杭州，4 小时内

到达武汉广州，到达省会南昌一小时不到，到湖南长沙也只需几十分钟，已经提交国家规划

局的长(沙)泉(州)客运专线也将在萍乡设立高铁站，届时到达福建海西经济区更加方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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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319 国道呈南北向、320 国道呈东西向交汇通过。昌金高速公路自东向西贯穿全境，连接

萍乡与长沙的萍洪高速公路已经建成通车，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一小时不到就可到达，全市

形成两纵两横的高等级公路网，城区外环线，中环线已经建成，即将建成试航的明月山机场，

使萍乡到达机场的时间变的更短，市区已开通二十八条公交路线，将市内各大小站点连接起

来，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 

行政区划 

萍乡市辖 2 个市辖区，3 个县，7 个街道办事处、28 个镇、18 乡。另有 1 个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国家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安源区面积：212 平方千米，人口 40 万，区人民政府驻萍安中大道。辖 6 街 4 镇：凤

凰街道、八一街道、后埠街道、丹江街道、东大街道、白源街道、安源镇、高坑镇、五陂镇、

青山镇。其中部分地区由萍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管理。  

  湘东区面积：853 平方千米，人口 39 万，区人民政府驻湘东镇。辖 1 街 8 镇 2 乡：峡

山口街道、湘东镇、荷尧镇、老关镇、腊市镇、下埠镇、排上镇、东桥镇、麻山镇、广寒寨

乡、白竺乡。  

  上栗县面积：712 平方千米，人口 47 万，县人民政府驻上栗镇。辖 6 镇 3 乡：上栗镇、

桐木镇、金山镇、、赤山镇、鸡冠山乡、长平乡、东源乡。福田镇、彭高镇其中部分地区由

萍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管理。  

  芦溪县面积：963 平方千米，人口 28 万，县人民政府驻芦溪镇。辖 5 镇 5 乡：芦溪镇、

宣风镇、上埠镇、南坑镇、银河镇、源南乡、长丰乡、张佳坊乡、新泉乡、万龙山乡。  

  莲花县面积：1062 平方千米，人口 25 万，县人民政府驻琴亭镇。辖 5 镇 8 乡：琴亭镇、

路口镇、良坊镇、升坊镇、坊楼镇、闪石乡、湖上乡、三板桥乡、神泉乡、六市乡、高洲乡、

荷塘乡、南岭乡。 

经济发展 

工业 

  萍乡现有国家级开发区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产业基地湘东工业陶瓷产业基地，

以及芦溪工业园，芦溪电瓷产业基地，莲花工业园，上栗花炮产业基地等众多工业园区。 萍

乡经济开发区创建于 1993 年，辖区面积 26.2 平方公里，地处萍乡市北部 320 与 319 国道交

汇处，南靠市中心城区，北至上栗县彭高镇，东临安源区白源镇，西接安源区青山镇，距黄

花国际机场一小时车程，1995 年经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1998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享

有昌九工业走廊开发区管理权限。开发区管委会为萍乡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正县级建制，

在开发范围内全面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萍乡高新技术工业园创建于 2000 年底，位于安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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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栗县的结合部，萍乡市中心城区的东北面、昌金高速公路以南，浙赣线以北、320、319

国道两冀，2011 年 1 月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上升为国家级，成为江西又一个国家级工

业园区。开发区 6 项经济指标均居全省各工业区前列， 萍乡的地理位置非常卓越，处于鄱

阳湖城市群与长株潭城市群中间，距离湖南长沙仅一小时车程，距离省会南昌 2 小时车程，

萍乡自古以来就与湖南长株潭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萍乡城市定位于湘赣桂粤边界中心城

市，萍乡市也是中国近代工业起始最早的城市之一，江西省的重要工业城市，城市实力在全

省排名第三，城市建成区面积等多数指标均排在全省前列。清末时期，洋务运动兴起，民族

工业初兴。1890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创办汉阳铁厂。1896 年 9 月，为解决汉阳铁厂冶

炼燃料之需，盛宣怀派德国矿师赖伦前往萍乡勘探煤源。1898 年 3 月，盛宣怀向清廷奏请

正式创办安源煤矿，并引借外资，购买西方机械设备，聘请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大举开采煤

矿。1905 年，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株萍铁路建成通车，株萍铁路与安源煤矿合称为安源

路矿。两年后，萍乡煤矿建成投产，成为中国最早采用西方机器的大型煤矿之一。1908 年，

萍乡煤矿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股份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汉

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萍乡遂为中国南方近代工业的发源

地之一。  

  如今，萍乡形成了以煤炭、机械、冶金、化工、建材、陶瓷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钢

材、电瓷、工业瓷、烟花鞭炮等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改革开放以来，萍乡经济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向前发展。1978 年至 2001 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10.2%。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构成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33.3：43.8：22.9 变为

2007 年的 9.1：61.1：29.8。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9 年全市生产总值 421.49 亿元，人均

GDP 在全省排第四位，财政总收入 41.33 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23.43 亿元，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 172.7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585.9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53.3 亿元。  

  目前，煤炭产量占全省的 40%；钢材占全省的 30%以上；化工填料产销量占全国 70%；

电瓷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低压电瓷在全国市场占有率 60%以上，电瓷出口占全省的

85%，PC 电瓷为全国驰名商标；建材工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省重要建材生产基地，水泥

年生产能力为 500 多万吨；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进入全国企业 500 强和全国民营企业 50

强；浮法玻璃 2001 年产量达 555 万重量箱，全国排名第八；“安源牌”客车畅销全国。安源

股份 2002 年 7 月 2 日隆重上市，成为我市首家上市企业。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腾飞塑料总

厂生产的“腾飞”塑料制品和武冠集团生产的防水材料、精炼茶油、“红安源”白酒畅销国内市

场。以农产品加工为重点的食品工业发展迅速，中华杜仲茶、“天天上”、“武功山”、“月池”

矿泉水等日益走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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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工业产品获各类名优产品奖达 300 多项（次），其中 15 项获国家奖。获新产品成果奖

100 多项（次），其中“飞碟”电风扇的“飞碟”商标获江西省著名商标，市毛巾厂的“皇后巾”

获免检出口产品，市华海防雨服装厂的“奇款”牌透气式防雨服获“全国 98 年专利产品金奖”

和“94 年最大科技金奖”，上栗出口烟花生产的“中西友谊瀑布”、“组合礼花弹”等 5 个烟花品

种在西班牙 24 届国际烟花大奖赛上获集体二等奖。  

近年来，萍乡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实施“工业强市”的战略，努力增大工业经济总量。以

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并举，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以加速建设工业园，构筑工业发展

载体，以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优化环境，改善招

资环境，全面实施大开放战略，进一步搞好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全方位开展招商引资。“十

五”期间，萍乡工业经济一定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把萍乡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赣西明珠作

出突出的贡献，  

农业 

  萍乡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均耕地面积仅四分多一点。地少

人多，促进萍乡人“反弹琵琶”，加大农业科研力度，建立和健全农技推广服务网和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探索出“以少胜多，高效有特色”的发展之路，使农业摆脱资源约束，得到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集体经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产品

有效供给显著增加，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2001

年，农业总产值达 25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471.5 元。  

  萍乡农业素以精耕细作闻名，是江西有名的水稻高产区。农业科技和水稻耕种在全省处

于领先地位，早在 50 年代萍乡就创年亩产超 500 公斤的记录，成为闻名全国的“水稻丰产模

范县”。60 年代全国水稻丰产劳动模范彭光贤的实验田突破年亩产 1500 多公斤的记录，70

年代以颜龙安为代表的一批萍乡科研人员在国内率先研制出“籼优二号”等优良品种，比一般

稻谷每公顷增产 1100 公斤至 1500 公斤，成为我国主要杂交水稻之一，并获国家特等发明奖，

1987 年，他们发现的“显性雄性核不育”水稻，经国家级鉴定，被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萍

乡显性核不育水稻”。80 年代“高产、优质、多抗”杂交水稻新组合得到大面积推广，全国先

进工作者、高级农艺师钱怀璞培育出的 7307、8901、9206 等良种不仅为萍乡粮食增产作出

了贡献，而且走向大江南北，累计推广种植面积 3 亿多亩，增产稻谷 600 余万吨，产值 60

亿元。萍乡海南制种基地成为萍乡农村中一个新的产业，年杂交种销售收入超亿元。配合吨

粮田建设，萍乡积极推广应用旱床育秧、抛秧、薄露灌溉、科学施肥与用药等农业应用新技

术，收到良好效果，经验收早稻每亩增产 9.4%，晚稻亩增产 9.1%。2001 年，粮食总产 53.5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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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向来是萍乡养殖业的“重头戏”，上栗县的“秋江两头乌”花猪是驰名省内外的优良品

种。近年来，萍乡不断调优养殖业品质结构，淡水鳗鱼、甲鱼、梅花鹿、黑山羊、野鸡、红

脸鸭、美国鸽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蓬勃发展。“水满乳凫翻藕叶，风疏飞燕拂桐花”，不是水

乡的萍乡充分利用山塘水库，大力发展立体养殖，网箱养殖，使得 2001 年全市养殖水产品

总量达 2.1 万吨。种植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果、药、花卉等高效特色林业高速发展，萍乡推

出的“长红木”在 1999 年昆明“世博会”上独具风姿，目前长红木种苗达 100 亩，开发规模达

1000 亩。  

  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兴未艾，全市以工业化的理念发展农业，无公害蔬菜、花卉苗木、中

药材、山羊、优质稻五大工程和市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取得明显成效。2002 年上半年花

卉苗木增加 5000 多亩，比去年同期增长 125%。市森林苗圃、一村火腿、羊种场等龙头企

业得到进一步发展。2002 年 1~6 月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基地完成经营产值 2.65 亿元。  

  现在食品工业已成为萍乡乡企的主攻目标，一批具有地方特色，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

的绿色食品崭露头角，神凤益康酒、美味辣王、莲花米粉、中华杜仲茶、绿色泡菜等成为受

市场欢迎的产品。  

  “十五”期间，萍乡农业在进一步加强基础地位和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将着

力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快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调

减早稻播种面积 10 万亩，大力推广各种高效经营模式，逐步改变以粮为主的稻田收入结构。

2005 年蔬菜种植面积要达 30 万亩以上。突出发展畜牧业，大力推广种草养畜（禽），使食

草畜禽产值占畜牧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55%以上，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2.9%。活立木总蓄积量达 462.7 万立方米。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是建立

生产基地与农产品加工业相结合的新体系，培育和发展一批有市场、有效益和有利益联结机

制的龙头企业。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抓好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建设，多渠道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环境。  

商贸 

  萍乡为赣西工业重镇，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也逐步发展壮大，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后，萍乡市第三产业得到蓬勃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构成比例由

1978 年的 22.9%变为 2001 年的 31.6%，2001 年末第三产业劳动者 18.55 万人，占年社会劳

动者的 21%，完成增加值 34.2 亿元。 2008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11.92 亿元。  

  萍乡的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全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道路运输体系。市区开辟了三十余

条公交线路，八家小车出租公司拥有出租小车 600 余辆，2001 年全社会公路客运周转量 7.6



亿人公里，公路货物周转量 3.8 亿吨公里，萍乡汽车集装箱中转站已投入使用。  

  萍乡的金融、通讯、保险、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方兴未艾，社会中介机构的市场行为

不断规范，社会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2001 年，全市拥有程控交换系统总容量 25 万门，固

定电话用户口 20 余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15.8 万户，邮电业务总量 3.5 亿元；全市金融机构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71.61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62.83 亿元；国内保险金额 51.85 亿元，保费

收入 0.57 亿元。  

  萍乡的旅游业近年来得到加速发展，获以“安源”牌，“武功”牌为重点，加快了对武功山、

安源、秋收起义广场、杨歧山、孽龙洞、傩文化等自然风光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的开发，构

筑韶山——安源——井冈山旅游热线。2001 年萍乡旅游人数达 105 万人次，旅游收入 5.8

亿元。  

  萍乡历来为赣西的商品集散地，历史上因水路运输及近代铁路、公路运输方便，使萍乡

商业较为繁荣。市区商厦林立，形成了正大街、跃进路、八一街三个主要中心商业区。各类

批发市场应运而生，成千上万的个体商贩、精品专卖店，把城市商业搞得红红火火。萍乡商

城的服装、布匹、家具、鞋帽、日用杂品；昌盛大厦的精品服装、集邮钱币藏品；永昌寺的

音像、图书、塑料制品；安源建材大市场的装饰材料；张家大屋水果批发市场等均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新近建成的城市亮丽工程“金三角食品城”也已进入营运阶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三产业将得到跨越式发展。“十

五”期间，萍乡将加快以专业批发市场为重点的商品市场建设，进一步发展商贸业；着力搞

好旅游基础设施建筑，加快开发旅游商品，完善服务体系，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积极发展社

区服务和中介服务业；努力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力争 2005 年末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的比

例达到 34%，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古代萍乡生有一种水面浮生植物萍草，是萍草之乡，故称。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在公

元 806—820 年编的《元和郡县志》记载了萍乡地名，并说明“此地多生萍草，因以为名”。  

    据说春秋战国时，楚昭王路过萍乡，在过河时见河面上游有东西顺流而下，“直触王舟，

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楚王派使臣带着那物和礼品去请教孔子。孔

子见物惊喜地说：这是萍实，乃吉祥之物，只有成霸业的国君才能得到呀！使臣听了有些不

解，：问：先生怎么知道是萍实呢？孔子说：我过去周游列国的时候，曾在楚国境内问渡口，

http://baike.baidu.com/view/738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3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0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06.htm


顺便听到一首民谣，说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圆而赤，剖而食之，甜如蜜”。所以我知

道。使臣又问：萍实经常能得到吗？孔子说：这怎么可能呢？萍实集天地之精华而成，千年

也难得一遇啊，现在楚王得到了它，是楚国将要振兴的征兆。你回去后，可代我向楚王表示

祝贺。使臣回去后，将孔子的话告诉楚王。楚王听了很高兴，对孔子的博学多识赞叹不已。

后来，人称这里为萍实里，又叫萍乡。 

远在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三苗族在萍乡生产劳动和繁衍生息。西周时，萍

乡属扬州，春秋属吴国，战国为楚地，汉高祖刘邦时属豫章郡宜春县地，三国吴帝孙皓于宝

鼎二年（267）设立萍乡县，县治设芦溪古岗。唐武德二年（619），县治从芦溪古岗迁至萍

乡凤凰池（今市治所）。唐贞观元年属江南西道袁州府，元元贞元年（1295）萍乡由县升格

为州。明洪武二年（1369）由州改为县。清属江西省袁州府。民国 3 年（1914）属庐陵道。

民国 15 年直隶于省。民国 20 年，属第八行政区。民国 24 年属第二行政区。建国后属南昌

专区，1959 年 1 月，南昌专区改名为宜春专区，萍乡属之。1960 年 9 月撤县设市，由宜春

专区代管。1970 年 3 月萍乡为省辖市。1971 年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设立 4 个区。 

 

第四章 文化艺术 

 

傩文化 

 

傩舞，萍乡俗称“仰傩神”（仰，方言为舞跳之意），“耍傩神”、“耍傩案”、“蹍傩神”，

有的地方因舞步必须踩在锣点上而称为“踩傩”、“踩傩案”。 

萍乡傩舞一直沿袭“逐疫于衙署中及各民户”所谓“沿门舞”的习俗。 

一是索室。按旧制，在索室之前，先要到县城集结，在“官迎”后才正式开始。乾隆年

间的萍乡知县胥绳武（山西人），用萍乡方言写了一首《竹枝词》，记载当时舞傩的盛况：“五

隅年例扮迎春，忙煞城中城外人，说道太平毛（没）个事，颃（我）随衡（你）去跳傩神”。 

二是夜场演出。傩队住哪村，就在哪村表演两三个小时的节目。 

三是封洞仪式，即傩队回傩庙将面具搁置神龛上和神龛下密封。封洞是跳傩中最大的活

动，当天在傩庙要通宵达旦表演傩舞。 

舞蹈节目依据面具名称而定。如戴太子面具跳舞、就叫《太子舞》、以此类推。舞蹈的

特点大体可分三类：一是以古朴庄重，典雅文静为特色；二是以激烈奔放、对峙而舞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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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旅游景点 

 

萍乡孔庙 

 

    孔庙，亦称文庙、夫子庙、至圣庙、文宣王庙，在古代是封建王朝祭祀孔子的庙宇，后

来成为求学入仕之学子顶礼膜拜的地方，再逐渐成为民众的文化活动场所。据史料记载，孔

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 478 年），鲁哀公命令将孔子故里（今山东曲阜）故宅三间改为庙堂，

岁时奉祀，此为孔庙之始。  

    萍乡孔庙，是在全国已知的 22 座孔庙中兴建较早的，年代仅晚于山东曲阜孔庙，也是

全省保存最为完好的孔庙。萍乡孔庙始建于唐武德年间，为庚萼倡建，故址在市南的南宝积

寺后，北宋时兵毁。自南宋后经过 8 次迁建，清顺治十年（1653 年）重建，现存建筑为清

雍正十二年（1734 年）所建。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辟为市博物馆。  

    站在高大雄伟的棂星门下，一眼望去，一座传统宫殿式样的建筑巍峨雄踞，气势非凡，

端庄沉寂，这就是前殿。前殿东有名宦祠，西有乡贤祠，而正中就是大成门，门上悬一横匾，

上书“德侔天地”四个大字，寓意孔子之仁德可与天地相齐。前殿的梁枋之间，沥粉贴金，

描龙画凤，满眼金碧辉煌。那厚重的红色木门，仿佛见证着历史的巨变；那斑驳的粗大木柱，

仿佛渗透着岁月的沧桑。  

    跨过大成门，内面是一古朴雅静的庭院，苍翠葱茏，幽竹掩映，玉兰飘香，左右两边是

长长的回廊，廊前石柱环绕，大成殿就在庭院的正中轴线上。大成殿前檐石柱上云龙缠绕，

露台石栏望柱上雕刻的千年龟、千年鹤栩栩如生，露台前的石阶上蟠龙盘踞，精美古朴，叫

人不禁惊叹古代建筑艺术的高超。大成殿上悬着一块刻有“道冠古今”的横匾，寓意孔子的

道义称冠于古今。旁边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立儒说施仁爱传德政授弟子万世师表”，

下联是“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千秋圣人”，此联充分总结了孔子的一生和功绩，显示

了萍乡人民对孔子的极力尊崇。难怪楚萍之地，自古“人文蔚起，硕儒鸿生”。  

    进入大成殿内，正对的是孔子的彩塑神像，面容仁慈，双目有神，让人感受到圣人的睿

智，旁边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2000 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孔子的尊崇至今仍

在，尊师重教的传统始终相承。抬头往上看，天花板中央有一凹形八角形螺旋式藻井，这在

全国古建筑中是不多见的，它充分体现了古代宫廷木构建筑的特点。藻井能给人以动感，凝

神仰视，仿佛在不断旋转不断变化，给人以时空无限之感，恍若自己的思想能超越时空与两



游戏其中，袁河源头，白水三浪，河水发电，点缀其中。  

  石、松、藤、雾、尽情展现，大石笋高 264 米，天公削成。小石笋成百上千，雨后破出，

栩栩如生的金鸡迎春为神奇之笔，怪石上飞来之松礼迎天下客，百鸟腾飞古松巧夺天工，巨

藤爬壁绕树，有如情人生死相依。石盆装古松，天送地得，美妙绝伦，非巧手精心设计所能

及。雾若云时云若雾，云海茫茫，日出东方，雾漫群山，淹没也，时云时雨时雾，五光十色，

五彩斑燗。  

  醇、清、爽、神，闻名全国。羊狮幕独特的土壤、气候、环境，不仅宜茶，而且赋予茶，

天生的内质。有名的“万山松针”，吃则醇、清、爽喉，口舌生津，闻则清香扑鼻，有降血压、

减脂肪、明眼睛、助消化之功效。曾用茶医治太后，眼睛复明，仁宗降旨，龙袍盖茶之典故。  

  大、多、齐、广。竹遍布羊狮幕，方圆近百里的山岭，连绵起伏，修长精大的毛竹俊秀

挺拔，青翠欲滴。随风扬起阵阵绿波，成为绿色海洋。方竹、墨竹、苦竹一应俱全，特别是

羊狮幕顶峰的近千亩小竹林，更是别有一番景色，走进竹林，爬上竹楼，尽展异族风情。  

  山好水好人更好，热情好客的羊狮幕村民，为让羊狮幕丰富秀色与人们共赏，他们筹资

投劳，自发地修路架桥，凿往通幽，引水挑粮，筑屋搭铺，引路导游，为来羊狮幕观光旅游、

避暑休闲的贵客提供方便。我们想念在新的世纪里，神奇的羊狮幕将以她全新的姿态，勤劳

勇敢的山区人民以他们的热情和真情，竭诚欢迎海内外的人们到羊狮幕来客。 

 

第六章 美食特产 

 

美味洋辣椒 

 

学名叫黄秋葵又名秋葵、羊角豆等。为锦葵科秋葵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非洲，我国

也有野生种。目前在欧洲、非洲、中东、印度及东南亚等热带地区广泛栽培。以肉质柔嫩、

润滑的嫩荚（嫩叶、芽和花）供食，既可炒食、凉拌、作汤，又可作泡菜、制罐头，其营养

丰富，每 100 克黄秋葵的嫩荚中含有还原糖 2.11 克、纤维素 1.06 克、粗蛋白 2.44 克、胡萝

卜素 0.682 克、维生素 C26.5 毫克、维生素 A 1.25 毫克、维生素 B 10.2 毫克和多种矿物质，

蛋白质含量高达 15～26%，碳水化合物达 6.4%，脂肪 2%，每百克鲜果可提供 150 千焦的热

量，其粘滑的汁液中还含有可溶性纤维、半乳胶糖及阿拉伯聚胶糖等物质 。  

  黄秋葵有凉拌、炒食、油炸和做汤等多种食法，被一些高档宾馆和酒店当作营养型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