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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综述·1·

第一章 综 述

第一节生产规模

农业发展南昌是中国江南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自秦汉以来，就是闻名的“鱼米之

乡”。雷次宗《豫章记》称，南昌“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鸦片战争后，南昌经济随之衰落，农业

生产受到严重摧残。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的烧杀掳掠，更使生产凋蔽，城乡残破。直到解放前

夕，市郊农业仍停滞在衰败脆弱的小农经济境地，农民极端贫困，农村经济萧条，农业生产发展

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市郊农业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恢复阶段(1949～1952年)。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民获得了土地，长期

以来被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1952年全市农业

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6．8％。

发展阶段(1953～1957年)。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民发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创办

了多种形式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到1956年全市绝大多数农户都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1957年全市农

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37．1％，平均每年增长6．5％。但是，由于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变动过

快，社队规模过大，产生了管理过于集中，分配平均主义，经济结构单一等弊端。

挫折与徘徊阶段(1958"-"1976年)。1958年“大跃进”中，掀起了超越客观实际的人民公社

化运动，全市两个月内将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合并成立人民公社。结果产生了分配上的

。一平二调”、“共产风”，以及上级的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了

1960---,1962年的经济困难。后来遵照政府“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

整，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三年全市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0．6％。“文化大革

命”期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不仅没有进一步纠正公社化以来的错误，反而大批资本主义，

割资本主义尾巴，视商品生产为异端，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长时间徘徊，

全市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1966,---,1970年仅1．3％，1971～1976年也只有2．2％。

全面发展阶段。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以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优势得到发挥，

多种经营发展加快，农业生产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198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

了一番多，粮食总产量比1980年增长33．3％，是1949年的5．1倍，油料和棉花总产量比1980

年增长近2倍；水产品总产量、生猪存栏头数，都比1980年增长l：3倍。农民生活有了显著提

高，1985年全市农村人均纯收入为421元。据抽样调查，该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46．9元，

比1954年增长2．6倍。在生活消费中，主食支出比重下降，副食及其它食品支出比重明显上升。

生产条件南昌历史上就是中国南方的“洪浩早热”之地，解放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

水利建设。30多年来，共修筑防洪圩堤126座，总长1381．95公里，保护农田219万亩；兴建了

赣抚平原灌溉工程等4座万亩以上的引水工程，使自流灌溉面积达到87．7万亩；建设机电排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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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1966处，排灌面积137．35万亩；建成小水电站79座，年发电量1900多万度。到1985年止，

全市用于农林水利的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15000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多万亩，农田有

效灌溉面积284．5万亩，占全部耕地的87％，其中旱涝保收农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64．6％。与

此同时，全市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也有较大提高。50年代大搞农具改革；推广新式水田犁、喷雾

器等改良农具，60至70年代中期，农田作业和动力排灌机械得到发展，各种大中型农机具及

配套设备逐渐增加，各级农业机械管理机构和修造网点逐步建立健全，1985年，全市拥有农机

总动力95．27万马力，平均每万亩耕地拥有2912马力；全市机耕面积79．4万亩，占耕地面积

17．8％。农村用电量16991．3万度，是1949年的212倍；平均每亩耕地用电51．9度。农业生产

中的排灌、运输、植保、脱粒和榨油、碾米、轧花、饲料粉碎等都基本摆脱了笨重的手工劳动，实

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化肥施用量(实物量)1985年达23．41万吨，亩均施用量约73．6公

斤。农业病虫害的药物防治与生物防治也有很大进展。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为本市农业生产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生产水平 解放以来，在改良品种和改革耕作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科学种田水平不断

提高。南昌市水稻良种曾经过三次大的更换，每次良种更换，都使粮食生产出现一次飞跃；50

年代推广“南特号”、“莲塘早”，粮食亩产由125公斤提高到170公斤。60年代普遍采用矮杆良

种，粮食亩产首次突破200公斤，全市总产突破10亿公斤，获得大面积、大幅度持续增产。70

年代起推广杂交水稻，打破了历年晚稻比早稻低产的惯例，首次实现晚稻单产超早稻，还出现

了部分一季稻亩产超过500公斤的高产田，从而使全市粮食总产一直稳定在10亿公斤以上。

在耕作制度方面，解放初期，大部分耕地每年只种一季稻，复种指数普遍较低，1949年全

市一季稻田占水田面积的70．2％。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推行早地改水田，单季改双季。到

1968年，全市“双改”面积达到228．1万亩，水田面积扩大到271．6万亩，双季稻田面积发展占水

田面积的70．5％，比1949年增加2．4倍。复种指数(含绿肥)由1949年的149．5％提高为

241．3％，70年代又提高到260％。

在种子改良和耕作制度改革方面的工作产生了明显的效果，198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

11．8亿元，比1949年增长8．3倍。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也有很大增长。1985年，粮食总产量154万

吨，比1949年增长5．1倍；棉花产量1532吨，是1949年的25．9倍；油料产量2．82万吨，是

1949年的4．3倍；水产总产量2．22万吨，生猪存栏99．29万头，均比1949年增长6．3倍以上。

全市粮食产量约占全省的十分之一，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均在5亿公斤以上，是国家重要的

商品粮基地。1985年农业人均产粮741公斤，比1949年净增459公斤。

第二节 土地私有利

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封建社会中，南昌市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清康熙中叶以后，

在职官吏及举监生员之类的地主阶级上层分子，利用政治和经济优势，不断兼并土地。清咸丰

年间，进贤县一都(今云桥乡)监生万凌云、三十四都(今张公乡)监生翁有辉、九都(今三阳乡)

州同陶光祖、十七都(今南台乡)州同夏定珍都是拥有农田千亩、数千亩的大地主。中小地主一

般通过买卖和高利贷等手段兼并土地，到民国年间经济衰退，土地收益下降，高利贷日益猖獗，

土地兼并之风相对减弱，但农村封建生产关系仍居主要地位，土地占有极不合理。据资料记载，

土改前，进贤县地主有2402户，占总户数4．1％，有耕地20．43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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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户均85亩；贫雇农33155户，占总户数57．6％，仅有耕地21．54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

积的24．3％，户均6．5亩。新建县地主4492户，占总户数6．1％，有耕地36．94万亩，占全县耕地

总面积31．9％，贫雇农户33846户，占总户数46．2％，有耕地18．31万亩，只占耕地总面积

15．8％。另据南昌县97个乡的土改资料，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9．8％，而占有总耕地面积达

44．4％，新建县官僚地主程天放拥有山、塘、水面45000亩，耕地3000余亩，受其剥削的农民有

8000多户。进贤县地主付箕运有田1300亩，地主江士鹄、陶牧都有田五、六百亩之多。安义县

大地主陈继康一户占有土地1180亩，地主余慕陶也占有良田800余亩。他们有的是地方官僚，

有的与官僚相勾结，称霸一方。解放前土地可以买卖、租佃、典押和雇工耕种，地主和高利贷者

多以此对农民进行盘剥。

土地买卖 土地买卖是清代以后土地兼并的主要形式。地价因年成丰欠，土地收益高低而

涨落。据《江西现代地方文献资料汇编》载，民国15年(1926年)地价为上等田41．5元／亩，中等

田26．9元／亩，下等田14．4元／亩；民国20年上等田49．3元／亩，中等田33．0元／亩，下等田

，24．3元／亩；民国25年上等田42．3元／亩，中等田26．9元／亩，下等田14．6元／亩。

又据《江西统计特刊第三种》载，民国26年(1937)新建县地价：水田上等60元，中等40

元，下等15元；旱地上等20元，中等10元，下等3元。

土地租佃土地租佃为封建地主经济的依托，有永佃、定期佃和不定期佃三种，纳租方式

主要有分成制和定租制。

(分成制] 即租佃双方按收获量的一定比例分成。进贤县为对半分成，新建县租方按上等

田六成、中等田四成、下等田三成收租，该租制占10％。南昌县多实行议租分成：到收获季节，租

佃双方上田估产，按上田五成，中田四成，下田三成收租，该租制占90％。

(定租制]租额固定，分纳金、纳谷二种。根据民国《江西年鉴》载，民国时期，进贤县实行

纳金制的占30％，实行纳谷制的占60％；新建县实行纳谷制的占80～90％。每亩定期租价进贤

县为上田二石四斗，中田一石五斗；下田一石；南昌、新建二县上田二石五斗，中田二石，下田一

石五斗。由于土地肥沃和保收程度各有差异，地租也有区别。土地肥沃，保收程度高的，地租也

相应提高。据1950年中共进贤县委调查组编《凰岭乡五村情况的调查》，不会被水淹的田，不论

丰欠，租谷颗粒不能少，谓之“死租”。易被水淹的低田、湖田，遇水灾可少交或免交租，无水灾则

全交，谓之“活租”。在确定租佃关系时，要订契约，交押金，或请中人担保。稻谷一律在新谷登

场时交纳，逾期不交即加息转高利贷。收租时地主用重扇得壮谷，大秤大斗进，并向农民勒索肉

食、馈赠和无偿劳役：挑水、砍柴、推车、抬轿等，稍有不顺，就以退租还田相要挟。

土地典押 民国时期盛行土地典押，多为贫困农民遇天灾人祸，为应一时急需，将田地出

典作为抵押以向富户借贷。富者以半价典入，议定典期，在典期内田归典入者所有，任凭耕作或

出租，田赋仍由原主负担，到典押期满，可以原价赎回。逾期不赎，或延长典押期限，或按当地地

价补足金额，而土地所有权则归典入者。

雇工 雇工始于清代，《简明清史》记载，“清代农业中除了农奴制、租佃制以外，还出现了

不少农业雇工。”农业雇工有长工(年工)、短工(月工)、零工(日工)，长工长年受雇于地主，自己

一无所有。短工多是佃农、半自耕农。零工多为夏、秋农忙季节的散工。雇工工资，视地区、工

种、季节、劳动技能而异。据《江西农业统计》记载，民国26年(1937年)南昌平均米价每50公

斤为6．54元。男工年工资最高80元，最低40元；月工资最高12元，最低4元；日工资农忙最

高价1元，最低价0．3元。农闲最高0．3元，最低价0．18元，女工月工资最高2元，最低1．5

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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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进贤县男工年工资最高60元，最低40元，月工资最高2元，最低1．5元。进贤县男工年工

资最高60元，最低40元，月工资最高12元，最低4元；日工资农忙时最高0．4元，最低0．2元。

女工年工资最高30元，最低10元；月工资最高4元，最低2元；日工资农忙最高0．3元，最低

0．15元。抗日战争期间，货币贬值雇工工资都以稻谷、大豆等实物计算，年工资为十二到二十石

谷，月工资一石五斗到二石谷。雇工在地主家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脏活、重活、苦活。民谚

说：“长工是个鬼，摸黑三担水。”遇到水旱灾荒，还有的被中途解雇。

借贷 清末民国时，贫困农民生活无着，被迫向地主、高利贷者借钱、借粮和卖青苗，地主、

高利贷者则乘机重利盘剥。《江西近现代地方文献汇编》记载，民国26年，进贤县借钱户占总农

户的77．5％，借粮户占总农户的70％。《江西农业统计》记载，该年南昌县借钱户占总农户的

80％，借粮户占总农户的50％。凡借贷利息都相当高，新建县月息高达5％，南昌县为3．6％，进

贤县为3％；最低月息，南昌县为1．O％进贤县为1．2％。贷粮的，借一石，秋加二斗。凡借贷，都

需请人担保，以物抵押；并立下借据，有的农民无物可押，只得忍痛在作物收获前以低于收获量

1／2～1／3的价格将青苗押给贷方，结果陷入“禾镰挂上壁，家中没得吃”的悲惨境地。民国末

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地主、高利贷者乘人之危，高利盘剥，有“加五谷”、“参谷”、“秋谷”、“翻

谷”等数种利制。“加五谷”即借谷一石，秋还一石五斗，又称“鳌头利”，“参谷”即借二石和猪肉

二、三斤，秋时还谷四石。“秋谷”即春荒时高价卖谷，将半石谷钱借出，秋时还谷一石。“翻谷”

又称“猪婆利”，即借谷一石，秋还二石。进贤县大地主付箕运、江士鹘都放高利贷谷数千石。

农民个体所有制南昌市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从1950年11月起，分二期进行。1950年冬

至1951年春为第一期，1951年冬至1952年3月为第二期，历时一年零5个月。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的阶级路线，各县从

县、区、乡抽调了大批干部，如南昌县抽调751人，新建县抽调479人，组成土改工作队分赴各

乡村，与贫苦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启发教育农民查霸、反霸和诉苦，启发农民

斗争地主，相继建立了农协、民兵、妇联等组织。土改中全市共没收征收土地1218717亩，耕牛

20614头，房屋65270间，粮食80763担，农具342726件，家具634612件，黄金2066两，白银

46555两，银元196586块，旧币88191万元，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南昌县有6．4万余户，

18．5万余贫苦农民分得土地与财产。进贤县贫雇农、中农占有的土地由土改前的54．8％上升

表6—1

南昌市属各县土改中没收、征收果实统计



第一章综述·5·

到82．2％、1952年冬至1953年春，为了纠正土改中的偏差，普遍进行了土改复查。据进贤、新

建、安义三县资料，在土改复查中，共查出漏划地主172户，漏划富农98户，纠正错划地主

1184户，纠正错划富农451户，没收漏划地主、富农土地4627亩，房屋3514间，耕牛295头，

农具2055件，家具8875件，粮食11163担，黄金86两，白银2020两，银元10974块，旧币

64480万元。土改复查后，向农民颁发了土地证，土地还了家，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得土地，真正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彻底翻身。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农村的封建

势力，宣告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结束，代之以新的劳动群众土地私有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促进了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

第三节农业集体化

农业生产互助组 土地改革以后，不少农民生产上缺种子、缺肥料、缺耕畜、缺农具、缺劳

力，贫雇农分了田地难种好，因而萌发了互助合作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时引导、号

召农民组织起来。1950年冬，新建县西山泉珠乡农民胡家荣串联26户农民，建立了全市最早

的一个季节性互助组。1951年春，南昌县向塘镇毛金水互助组、小兰乡罗来贵互助组、八一乡

万绍鹤互助组、安义县黄城村刘茂龙互助组等一批有代表性的季节性互助组相继成立。1952

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各类农业生产互助组迅猛发

展。由安义县6户农民组成的刘茂龙互助组，在成立的当年就增产粮食5000多公斤，比当地一

般单干农民的产量高出20％。事实说明，互助组比单干强，常年互助组又比临时互助组强。

1952年底，全市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556个，季节性互助组3789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

户的比例，安义县为6．3％，新建县为13．3％，南昌县为15．3％，进贤县为25．5％。到1953年，

常年互助组迅速增加到4917个，季节性互助组6538个。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行土地

入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土地、劳力比例分红(分配)，牲畜、农具及其它生产资料作价入股。1951

年冬至1952年春，由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帮助首先在南昌县的古岗村、杰楼村试办了二个初级

农业社。1952年冬，中共南昌地委工作组帮助万绍鹤互助组试办初级农业社。1953年12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得到广大翻身农民的积极响应，全市农村普

遍出现办初级农业社的热潮。同年，进贤县农民在五星、下埠、赵埠、前坊、罗溪、新和等6地试

办了初级农业社，新建县试办了5个初级农业社，南昌县又增办了8个初级农业社。1954年元

月，安义县清坪、下城、善定3个初级农业社相继建立。1954年春，进贤县初级农业社发展到

104个。1954年末，仅南昌、新建、安义3县初级农业社已发展到551个，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

10％以上。．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农村出现了合作化高

潮，到年末，南昌县初级农业社发展到1951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2。8％；安义县初级农业

社发展到53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78．3％，新建县初级农业社发展到180个，人社农户达

5297户。1956年5月，进贤县初级农业社发展到762个。
’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成为全体

社员的公共财产，取消土地分红，实行评工评分，按劳分配。1955年冬，全市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开始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12月22日，安义县下城、善定、下庄等3个高级农业社成

立。6月，国家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各地陆续进行扩社、并社。至年底，市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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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普遍实现了向高级农业社过渡。进贤县建高级农业社218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8．7％，南

昌县建高级农业社54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8％；安义县建高级农业社85个，入社农占农户

99．1％；新建县建高级农业社28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15％，1957年发展到343个，入社农户

占总农户91．7％。至此，全市农村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社体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生产资料所

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了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但是由于发展过快，

初级社还未巩固，就过渡到高级社，生产关系变革过急，未能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因

而在合作社的管理、分配和生产上都存在一些弊病。

人民公社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下，8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

题的决议》。从9月到10月，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全市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南昌县544

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为11个人民公社，进贤县218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为12个人民公社，新

建县318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9个人民公社，安义县112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7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设管理委员会，下设生产大队、生产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

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急于

搞公社统一核算，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使“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等严重泛滥，挫伤了

农民积极性。如新建县望城人民公社建社后，曾一度出现“卖猪杀鸡多，窝工浪费多，劳动效率

差，农事质量差”的反常现象。1958年中央郑州会议后，“共产风”等错误逐步得到纠正。1961

年，针对当时公社规模过大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中共中央先后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

条例草案》和《修正草案》。1962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的管理和生产状况得到改善。“文化大革命”期间，视商品

经济和社员家庭副业为异端，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平均主义的“政治工分”、“穷过渡”，片面

强调“以粮为纲”，窒息了多种经营的发展。10年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第四节 农业体制改革

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生产责任

制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1979年至1980年，全市开始出现联产计酬、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小

段定额包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据统计，1979年安义县实行

小段定额包工的生产队占80％，1980年南昌县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占3．8％，实行联产到组

的生产队占3．1％，实行联产到劳的生产队占0．9％，实行小段定额包工的生产队占8．8％，实行

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33．1％。而新建县已有10．5％的生产队在搞包产到户。1981年底，进贤县

有95％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新建县97．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1982年，全市农村普遍

实行了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迅猛发展。农业总产值比1981年增14810万元，增长25％，与1981

年相比，粮食产量净增249885吨，增长21．2％；棉花23．3％。同年南昌县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

队有5680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99．75％；安义县有1741个生产队3万多农户实行包产到

户，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99％，当年该县出现粮食产量、多种经营产值、对国家贡献和农民收入

等四项指标超历史最高水平。农民把这一分配方式称之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

是自己的。”广大农民一致称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是“富民政策”。

发展专业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完善，一部分种植能手承包更

多的土地，成了种植专业户。也有一部分农民在经营承包少量土地的同时，利用剩余劳力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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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展专业生产，成为养殖业、工副业、运输业等专业户。据统计，1985年全市有各种类型的

专业户共1．96万户，占总农户的4．6％，其中，南昌县专业户占全县总农户7．6％，安义县专业户

占全县总农户14．23％。专业户的共同特点是：专项生产收入多，有较高的商品率和经济效益，

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经营能力。农村比较典型的专业户有：

’粮食专业户熊本其，南昌县南新乡大港村人，承包水田127亩，旱地23亩。1982年产粮

62．9％吨，向国家交售粮53．77吨，人平贡献粮食5000公斤，商品率达85％，被当作典型人物载

入当年的《中国农业年鉴》。1985年产粮78吨，提供商品粮71吨，商品率达91％，全年粮食与

多种经营纯收入2．28万元，人平纯收入2071元。 ．． ‘

油脂专业户徐五华，安义县万埠垦殖场人，全家8人，劳力4人。1984年承包水田8．8亩，

旱地40亩，全年收油菜籽629公斤，芝麻195公斤，花生2650公手，共折油指1012公斤，人平

产油127公斤，收稻谷5250公斤，加上家庭副业收入2085元，全年纯收入6437元，人平纯收

入805元。 j

养鱼专业户姚秋生，南昌县莲塘镇斗门村人。1983年起承包58亩精养鱼池，放养成鱼和

鱼苗；当年获纯收入1．53万元。1985年除承包本村精养鱼池外，还在郊区蛟桥镇承包鱼池220

多亩，当年生产成鱼3．4万公斤，培育夏花、冬片鱼苗520万尾，产值12．3万元，纯收入5．1万元。

多种经营专业户杨沂永，安义县石鼻镇古村人，全家10人，劳力4人，1984年承包水田28

亩，旱地lO亩，产粮2万公斤，产油料825公斤，折油254公斤，种植业纯收入7115元，养殖业

纯收入1843元，全家人平纯收入895元。 ’

其他著名专业户还有南昌县蒋巷乡粮食专业户刘士新，南昌县南新乡养野鸭专业户王三

水，南昌县向塘镇养蜂专业户陈木根，进贤县温圳镇养鸡专业户朱荷汝，郊区塘山乡养鸭专业

户李仲顶，新建县联圩乡多种经营专业户周沐象，新建县象山乡养鱼专业户万怡芳等。

改革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指农村中由乡(镇)、村办的集体企业，以及由农民户办、联户

办的生产、经营性企业。南昌市乡镇企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初期，当时还没有乡村办企

业，都是个体手工业。1958年人民公社化，各地农村开办了一些炼铁厂、农机厂、小作坊。多是

用“一平二调”方法凑合起来的，大多在后来的调整中关闭了。“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乡村悄悄

办起一些工厂，当时称社队企业，这些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上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乡镇企业得到政府的肯定，并相继成立了管理机构。从此，乡镇企业的发展走上正

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进入兴旺时期。南昌市乡镇企业以工业

企业为主，其中产值比重较大的是砖瓦建材、食品饮料、机械产品3个行业。1985年，全市乡镇

企业总收入达到8．12亿元，其中乡、村两级企业总收入为5．7亿元，在全省各地市中名列第二

位，企业个数共4714个，职工人数12．4万人，上交税金2584万元，创利润3592万元。按收入

计，全市年收入30万元以上的乡村骨干企业共有400个，其中乡办233个，村办167个。年收

入百万元以上的乡村企业有37个，其中乡办26个，村办11个。

市郊区湖坊乡顺外村，原是个贫穷的村子，人均耕地不到3分，人均分配仅71元。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办起了顺外饭店、顺化门大楼、保健饮料、扑克印刷、化工塑料、药物制

造等21个企业，使原来超支32万元的贫困村，一跃成为全省首屈一指的先富村，进入了“全国

26个先富村”行列。顺外村的农业生产以蔬菜禽蛋为主，拥有全省规模最大的蛋鸡场，年产鲜

蛋60万公斤。村办企业为城市安置待业青年2600余人。村里建了“农民乐园”，村民实行退休

养老，儿童免费入托，看病公费医疗，还设立了大、中学生奖学金，村民人均收入达12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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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郊区这样靠发展乡镇企业跨入富裕之门的先进村还有进顺村、热心村。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在专业户大量涌现的同时，农民为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自愿在经济

上联合起来，把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劳力、技术集中在一起，组成各种经济联合体，开展联合经

营，从而促进了全市农村的自给性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生产转化的进程。至1985年，全市村

以下户办、联户办经济联合体发展到4．86万个。从业人数9．92万人，总收入2．42亿元，上交税金

760万元。如南昌县向塘镇合溪村万美如等3户农民，联营投资5000元，饲养瘦肉型猪80余

头，承包水面1l亩。放养鱼苗6000尾，养鸡620只，经济效益显著。该县小兰乡邓埠村陈秀美

等3户农民，联合创办织布厂，生产线毡和纱窗布，有织机4台，固定资产1万元，从业23人，

1985年完成产值3万元，获纯利3000元。安义县鼎湖乡田埠村是闻名全市的纺织配件加工专

业村，全村46户249人，先后办了26个户办和联户办的纺织配件厂。1985年，全村工业总产

值达22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7％，上交税金2．5万元，纯收入54．78万元，人平纯收入达

2200元。

第五节 农业自然资源

农业自然资源主要有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

土地资源 根据1979一-"1986年全市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全市土地总面积7402．36平方

公里，折合1110．35万亩。其中林地占15．6％；园地占0．64 oA；其他用地占3．4 oA；水域占土地总

面积29％；耕地占39．6％；城镇交通及居民、工矿用地占9．82％；荒山草地占2．3％。大体是“二

山三水四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土地资源的明显特点是人均占有量少，土地后备资源极其有

限，加之农垦历史悠久，垦殖指数已达39％，可供进一步开发的农林牧可用地已为数很少，土地

不足的矛盾今后将日趋严重。

全市土壤有水稻土、红壤、潮土、紫色土、新积土、红粘土、山地草甸土7个土类，共12个亚

类，40个土属，140个土种。以水稻土和红壤土为主，分别占全市普查面积的51．9％和41．8％，

潮土占5％，其它土类为零星分布。据土壤普查资料记载，南昌市耕作土壤普遍呈酸性或弱酸

性，有机质含量中等，氮素含量大都偏高，磷钾养分严重缺乏，速效磷含量偏低(5PPM以下)和

速效钾含量偏低(50PPM以下)的土壤均占普查面积的一半以上。

气候资源全市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年平均气

温17．1～17．7’C，0’C以上的常年积温为6200～6500’C，全年10～20。C积温为4480"--4590。C，

无霜期达260～280天。年平均日照为1853一--1972小时，占可能日照时数的42,～45％。年太阳

幅射量116千卡／厘米2，年平均降水量1515～1595毫米，4～6月多雨，7～9月少雨。丰富的光

热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但春寒、寒露风、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天气较多。春

寒70％的年份都会出现，1976年的春寒从3月18日一直持续到4月12日，使新建县发生烂

种烂秧164．13万斤，南昌县发生烂种达50％。寒露风危害也很大，往往造成减产。为避免春寒

和寒露风的危害，要把握好早稻播种期和晚稻齐穗期。根据气象资料，全市早稻播种期宜在3

月下旬后期，二晚的安全齐穗期把握在9月27日较为有利。

水资源南昌市地处鄱阳湖水网区，主要河流有赣江、抚河、潦河。全市多年平均地表径流

量为51．42亿立方米，加上还原水量，地表水资源为55．49亿立方米；地下资源为14．81亿立方

米，其中地下径流量4．24亿立方米，基流量10．57亿立方米。扣除重复水量，水资源总量为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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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1780立方米．，虽不算十分富足，但外地过境客水丰富，多年平均径流量

为992．88亿立方米。因而，南昌市水利建设的关键是需要不断增加水利工程设施，提高水资源

的利用程度。

生物资源南昌市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农林牧渔各业都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资源。

据农业区划调查，全市已发现的树种有79科242种，农作物70余种，蔬菜80余种，鱼类99

种，中草药252种。如畜禽类的滨湖水牛、南昌黑猪、南昌麻鸭，蔬菜类的扬子洲韭菜、三江黄

瓜、塘山青皮豆角、东新红筋扁豆、生米养头、滨湖黎蒿，水产类的鲑鱼、鳖、黄鳝，杂粮类的进贤

红皮黄心薯等，都是颇具地方特色的优良品种。

第六节农业区划

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 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是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

展纲要中提出的第一项重点科研项目，是科学地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

重要基础工作。全市县级农业区划，从1980年11月开始，先后分二批进行，南昌、新建、郊区、

湾里为第一批开展的县；安义为第二批开展的县。进贤县是全省县级农业区划两个试点县之

一，在全省县级农业区划铺开之前先行一步，按试点经验，整个农业区划工作分为组织准备、外

业调查、专业和综合区划三个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种植、畜牧、水产、气象、林

业、农经、农机、农村能源、乡镇企业、城建交通等项专业的资源调查和区划。全市参加县级农业

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的科技人员多达1000余人。到1984年上半年，市属县、区都顺

利完成了阶段性工作。在县级农业区划开展的同时，市农业区划办着手编写《南昌市综合农业

区划报告》，1983年底市综合区划初稿完成，先后经过三次大的修改，1987年正式刊印。经过资

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基本摸清了全市土地、水、气候、生物等农业资源的家底，整理了一套反映

农业发展历史、现状的统计资料，划分了农业类型区，为调整农业布局和结构，合理开发利用和

保护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农业分区在农业区划中，经过详尽的综合分析研究，将全市划分为四个农业区域。东部

滨湖岗丘粮油水产区、中部赣抚平原粮渔畜禽区、近郊蔬菜副食品区、西部低山丘陵林农牧区。

东部滨湖岗丘粮油水产区 该区包括进贤县大部分地区，北部为滨湖岗地，水域辽阔，旱

地居多；南部丘岗连绵，多林地和荒丘。区内的梅庄、南台是全市闻名的芝麻之乡。该区农业生

产宜以粮食、芝麻、大豆为主，充分利用水面优势发展水产养殖业，建成综合发展的粮油商品基

地。

中部赣抚平原粮渔畜禽区包括进贤县西南部，南昌县大部和新建县南、北两端，为赣抚

平原腹地。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是全市商品粮生产区；水域辽阔，水产生产在全市举足轻重。农

业生产应以粮为主，大力发展猪、禽、水产，促进油菜、大豆、蚕桑、果茶等多种经营，逐步建成稳

产高产的商品粮猪鱼生产基地，成为综合发展的农业区。

近郊蔬菜副食品区 包括郊区和南昌县的莲塘、罗家一带及新建县的长陵一带。全区环抱

南昌市区，信息灵通，市场广阔，历来是城市蔬菜和活鲜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该区农业应坚持

以蔬菜生产为主，大力发展家禽、奶、蛋、生猪和各类活鲜水产品及花卉生产，抓紧粮食和配合

饲料生产，搞好城郊绿化，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体系，尽快建成发达的城郊蔬菜、副食品商品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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