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城市荣誉 

全国十大幸福城市（央视、国家统计局）  

2011(首届)百城论坛城市品牌建设奖  

  2010 中国最佳投资城市第一名  

  2010 中国最佳粤商投资城市排行榜第六名  

  2010 中国上市公司最佳投资城市排行榜第七名  

  2010 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 100 强排行榜第 76 位  

  中国最佳浙商投资城市  

  中国最佳粤商投资城市  

  中国最佳闽商投资城市  

  江西省区域发展的四个重点城市之一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大学生最喜欢的旅游城市  

  中国软实力口碑城市 50 强（第 48 名，706 票）  

  海西经济区成员城市  

  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城市 20 强（第 15 名）  

  中部城市结构竞争力前 10 强  

  中小城市魅力奖  

  国台办台资企业转移重点承接地  

  国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浙商最佳投资城市特别奖  

  江西省卫生城市  

  江西省园林城市  

  江西省双拥模范城市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城市  

  江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市  

  江西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http://baike.baidu.com/view/31588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4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60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61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89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09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71.htm


城市之最 

1．最高的山是黄岗山，位于铅山县南部边陲武夷山脉主峰，海拔 2157.7 米，它同时也

是江西省最高峰和中国东南大陆最高峰，号称“华东屋脊”。黄岗山地形险要，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山上设有桐木关、分水关等古关隘，向为兵家所重。是赣闽两省的天然屏障。  

2．最大的湖是鄱阳湖，位于鄱阳、余干县西部，它也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有兼收航

运、灌溉和蓄洪、滞洪之利。鄱阳湖在市境内面积为 160.16 万亩，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面积辽阔，水草丰盛，湖水温暖，有利于鱼类和候鸟生长繁殖，是中国天然的水产资源宝库。

湖中鱼类约有 118 种；每年寒冬，有 10 余万只候鸟飞抵越冬。 

3．最长的河是信江，全长 364 公里，流域面积 16276 平方公里。信江发源于玉山县与

德兴市交界的信源山南侧，源河为金沙溪，流经玉山、广丰、信州、上饶、铅山、横峰、弋

阳、贵溪、东乡、资溪、金溪、余江、余干、鄱阳、鹰潭等共 15 个县（区、市），于余干县

瑞洪镇附近张家湾入鄱阳湖。主要支流有丰溪河、铅山河、白塔河。 

其次为饶河，全长 302 公里，流域面积 15429 平方公里。饶河由发源于安徽祁门的昌江

和发源于赣皖交界的乐安河汇集而成，流经祁门、景德镇、婺源、德兴、乐平、万年、鄱阳

等地，于鄱阳县莲湖乡龙口入鄱阳湖。 

4．最大的铜矿是德兴铜矿，又为亚洲第一大铜矿。据现已查明数，全市铜储藏量达 1000

万吨以上。其中德兴铜矿储量居全国之首。 

另外，上饶和广丰的磷矿被称为“江南八大磷矿”之一。 

5．最早建置的县是番阳、余汗县（即今之鄱阳、余干两县），建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距今已有 2229 年，今上饶市境域大部分属其辖区。 

6．最晚建置的县是横峰，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析弋阳、上饶、贵溪地置之。

距今仅 448 年。 

7．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畲族，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 58.4%，主要聚居在铅山、

弋阳等 8 个县（市）的两个民族乡、7 个民族村和 19 个民族村民小组。 

8．最早的法院是江西高等法院第四分院，于 1935 年在铅山县河口镇成立。1948 年 1

月改名为江西高等法院河口分院。1949 年 5 月 4 日铅山县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9．本市最早的官办金融机构，是江西官银钱号总号河口分号，于 1903 年在铅山县河口

镇设立。 

10．最早的官办农业科研机构，建于民国 25 年（1936）9 月，是江西省农业院在上饶

设立的“第六行政区农业推广处”，办理赣东的农业推广事业。次年 1 月，由农业院加派园

艺作物及畜牧技术人员，来饶主持推广与试验工作。 



11．本市最早的工商税，开征于周代的商税，即“关市之赋”。 

12．本市最早的茶税，始征于唐建中三年（782），其时婺源、德兴、上饶、铅山、玉山

等县盛产茶叶，朝廷便开征茶税。 

13．全市第一家钱庄是“苏州钱庄”，于清同治二年（1863）在玉山县城开业，为独资

经营。 

14．第一个编写识字课本的人，是春秋时吴王夫差的长子鸿。越王勾践灭吴国后，鸿与

其弟被流放到婺源江湾湖山，见当地山民不识字，就在湖山设立了上饶历史上有确切史载最

早的一所学校，让近处山民就读。还编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家实用识字课本《山中物语》。

今江湾乡湖山仍存有其墓。 

15．本市最早见于史载的官学，是创设于秦代的番君学堂和晋代的鄱阳郡学。秦始皇焚

书坑儒后，“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番君学堂遂成为番阳令“教民习律”之所（位于今鄱阳

县城东北 90 余里的郭璞峰下）。西晋永嘉六年（312）鄱阳郡内史在郡城北门创办鄱阳郡学。

继任内史虞溥大加兴修，广招学生，郡属各县来郡学就读的达 800 多人。 

16．全市最早的书院，是鄱阳丽正书院，建于唐玄宗时。 

17．本市古代著书最多的人是朱熹，著书 40 部。其次是张敦颐，著书 39 部。 

18．第一个发明水车、造福农民的人，是婺源冲田人齐彦槐，本市第一个天文、水利学

家，官至苏州知府。所制天文仪，世所未有，精微之极。残件仍存婺源。 

19．上饶第一个中科院院士是杨惟义??世界著名昆虫学家，1897 年出生于上饶县茶亭

镇南岩村。他毕生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学术造诣精深，科研成果卓著，是中国

半翅目昆虫分类和昆虫区系分布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也

是江西籍中科院院士第一人。  

20．上饶最先问世的《婚姻法》，是信江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婚姻法》条例，颁布于 1929

年 10 月，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的《婚姻法》条例还早两年多。 

21．上饶最早的集体婚礼，举办于 1941 年 12 月 25 日（国民政府的民族复兴节），由上

饶民教馆主办，在民教馆大礼堂举行。两年后，上饶民教馆又于同日举办了第二届集体婚礼，

并规定“参加结婚者不得另行辅张”。当时上饶民教馆倡办集体婚礼的目的，主要是“为改

良繁缛礼俗，提倡节约”，配合当时的民俗改革运动。但收效甚微。 

22．本市第一个开展剖腹产手术的是黄兰英。民国 33 年（1944），黄兰英任江西省上饶

医院妇产科主任时，在本区首次作剖腹产手术。 

23．现存年代最久远、最大的古桥，是铅山县永平镇北端的大义桥，横跨铅山河。唐贞

元年间（785~805），由峰顶寺著名高僧大义禅师募化集资建成，故名“大义桥”。原系木桥，



多次被冲毁、修复，清乾隆时改建成石桥，8 墩 9 孔，长 150 米，宽 4.8 米。五十年前还通

行汽车。是境内最长、最宽的古桥，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其次是婺源清华镇的彩虹桥，建于宋代，长 140 多米，宽 3 米。 

24．境内拥有古桥最多的乡村，是婺源县桃溪坑头村，百余户的小小山村竟有 36 座桥，

另还有半座桥，人称“三十六桥半”村。古时村族规定：家有官至七品以上者方可建桥。而

村中仅在明代就出了进士 25 人，官至七品以上者 24 人，官至尚书者 6 人。潘璜一人就任过

四部尚书。所以桃溪也是出官最多的村子，“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的名联，就出在此

村。 

25．全市最大的野生杜鹃花海，分布在三清山的香云岩??玉京峰??神女峰一带。其品种

之多，面积之大，花色之美，堪称世上一绝。其中数量较多的品种，仅知名者就有 18 种，

并有许多珍品。如：云锦杜鹃、猴头杜鹃、紫丁香杜鹃、鹿角杜鹃、马氏杜鹃、黄山杜鹃、

安徽杜鹃、变色杜鹃等等。不仅花色艳丽，且株形高大（七、八米高者常见），每年小满时，

漫山遍野的杜鹃艳若云霞，铺山映日，形成极为绚丽壮观的花的海洋。 

26．最大的野生红花油茶林，只在境域大茅山和三清山有少量分布。油茶一般都开白花，

红花油茶是一种稀有油茶，它比普通白花油茶矮小，花朵大而艳丽，果实出油率比普通油茶

高 40%多，具有较高的观赏和经济价值。 

27．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是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上饶市铅山县南部，武

夷山脉西北坡，地跨武夷山镇和篁碧畲族乡，总面积 160 平方公里。是江西省成立最早的保

护区，也是目前上饶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省共 6 个）。保护区内已查明有高等植

物 2500 余种，其中木本植物 102 科、272 属、629 种、33 变种。还有丰富的草木植物、花

卉植物、果木植物，仅猕猴桃一项便发现了 17 种。野生动物仅鸟兽就有 200 余种，两栖爬

行类 100 余种。属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有黄腹角雉、华南虎、豹、猕猴、短尾猴等 20 多

种。许多国内外专家称这里是“珍稀植物王国，奇禽异兽乐园”。 

28．最大的华东黄杉生长基地，在“植物宝库”??三清山中，据载：华东黄杉为国家二

类保护植物，木质坚硬，有着广泛用途，在原产地黄山和龙泉山，只残存数株，濒于灭绝。

在三清山却保留着大片的原生树，分布面积达 8000 余亩。其数量之多，树身之高直，均为

全国罕见。三清山堪称中国最大的华东黄杉自然生长基地。 

 

第二章 上饶概述 

 



中文名称：上饶  

外文名称：Shangrao  

别名：饶城  

行政区类别：地级市  

所属地区：中国江西  

政府驻地：信州区  

电话区号：0793  

邮政区码：334000  

面积：2.28 万平方公里  

人口：660 万(2006 年)  

方言：赣语、吴语、徽语、闽南语  

气候条件：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著名景点：三清山、龟峰、灵山等。  

机场：上饶三清山机场  

火车站：上饶火车站  

车牌代码：赣 E  

著名高校：上饶师范学院等。 

自然资源 

[区域位置]上饶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简称赣东北。介于东经 116°13′～118°29′，

北纬 27°48′～29°42′之间。东西宽 210 千米，南北长 194 千米，土地面积 22791 平方

千米，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13.65%。东邻浙江省衢州市，位于赣东北。北毗安徽省池州市

及黄山市，南隔武夷山脉与福建省南平市接壤。省内与景德镇、九江、南昌、鹰潭、抚州 5

市接壤。全市土地总面积 22791 平方千米。其中山地面积 2342 平方千米。丘陵区面积 14436

平方千米，平原区面积 6013 平方千米，分别占全市总面积的 10.27％、63.34％和 26.39％。 

[矿产资源]市内矿产资源丰富，市境位于皖浙赣闽相邻区多金属成矿区，成矿地质条件

优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已发现各类矿产 79 种，其中查明有资源储量的 48 种。矿产地

500 余处，已列入全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 184 处，其中大型矿床 25 处，中型矿床 43 处，小

型矿床 116 处。市内矿产资源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矿产种类多，资源丰富。特别是有色金属、

贵金属、建材非金属等矿产储量丰富。二是矿产地分布相对集中，利于规模开发。空间分布

上具有北富金、银、铜，南产铜、铅、锌、煤，东聚磷、滑石、膨润土、石灰岩，中藏铌和

钽的资源分布格局。三是金属矿床中共伴生矿产多，综合利用价值高。已回收利用的有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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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金、银、硫，铅锌矿中的银等。 

[土地资源]境内土壤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分异规律明显。不仅有地带性土壤，也有非

地带性的隐域土壤，还有人工水成土壤。经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类型主要有：山地草甸土、

黄棕壤、山地黄壤、山地黄红壤、红壤、紫色土、石灰土、炭质土、潮土、水稻土、草甸土

(新积土)等 11 种。耕地面积 37.95 万公顷，占总面积的 16.6%。林地 128.67 万公顷，占总面

积的 56.4%。牧草地面积 244.5 公顷，占总面积的 0.01%。未利用地面积 14.85 万公顷，占

总面积的 6.5%.  

[生物资源]境内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是“珍稀植物王国，奇禽异兽乐园”。全市

有种子植物近 4000 种，蕨类植物约 420 种，苔藓植物近 100 种，已发现的药用植物有 560

多种。乔木树种多达 50 多科属 150 余种，其中有列为国家一类保护的香果树、南方红豆杉、

水松等树种和列为国家二类保护的黄杉、南方铁杉、白豆杉、连香树、花榈木、鹅掌楸等树

种。以怀玉山、武夷山为代表的林区所发现的木本植物有 120 科、272 属、629 种、33 个变

种。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有云豹、野猪、山羊、羚羊、刺猬、穿山甲、猕猴、蝮蛇、梅花鹿、

熊、石鸡等等。境内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就有鸟类 200 余种，两栖爬行类 100 余种，属国家重

点保护的有黄喉躁鹛、中华秋沙鸭、黄腹角稚、短尾猴等 20 多种。 

地理气候 

上饶市地貌以丘陵为主，总体地势呈南东高、北西低的特征。北东南三面环山，西面为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主要河流自东向西流入鄱阳湖。山地集中分布在东北部和东南部，

且多呈东北―西南走向。境内高达千米以上的山峰约有 120 余座，1500 米以上的山峰 28 座，

2000 米以上的 4 座，最高峰为武夷山主峰黄岗山，海拔 2157.7 米，也是江西省的最高峰。

山脉呈不同高度之带状分布于信江两侧，自北而南依次为鄣公山、怀玉山和武夷山，呈不规

则“彐”字形排列。中部怀玉山脉呈北东东―南西西走向，南北两侧广布丘陵，南侧信江流

域为狭长的丘陵盆地，西部为广袤的鄱阳湖平原。 

境内河湖广布，水系完整，水资源十分丰富。湖库池塘星罗棋布，水域总面积 23.18 万

公顷，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10.17%，占全省水域面积的 13.95%。总水面中有信江、饶河、

丰溪、铅河等主要河流 26 条，总长度约 3200 千米；湖泊 228 个，130926.6 公顷；水库 1756

座，30104.8 公顷；河沟 12759.3 公顷；池塘 12585.07 公顷。大部分属鄱阳湖水系。江西五

大河流中的信江、饶河纵贯市境南北，是上饶市的主要河流，入鄱阳湖后经湖口注入长江。

信江流域面积 16890 平方公里，上饶市境内流域面积 12221.3 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

72％，占鄱阳湖水系集水面积的 7.44％；饶河主要由乐安河与昌江组成，流域总面积 15428

平方公里，占鄱阳湖水系集水面积的 9.5％，饶河主流乐安河流域面积 8989 平方公里，昌江



流域面积 6222 平方公里。  

2007 年度（2006 年 12 月～2007 年 11 月）年平均气温为 18.9℃，极端最高气温为 39.6℃，

极端最低气温为—4.4℃。全市年平均降水量为 1298 毫米，比历年平均值少 558 毫米，属明

显偏少年份；年降水量以德兴市 1545 毫米为最多，鄱阳县 918 毫米为最少。全市年平均日

照为 1813 小时，比历年平均值多 77 小时，属偏多年份。其中以万年县 1945 小时为最多，

德兴市 1705 小时为最少。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0℃初日为 3 月 20 日，和历年相同；10 月

8～9 日部分县、市出现“寒露风”天气，比历年平均出现“寒露风”的日期有所推迟。  

年内，主要气象灾害有高温干旱、雷电、局地强对流、台风、暴雨洪涝及暴雨引发的地

质灾害等。全市因气象灾害死亡 34 人，其中雷击灾害死亡 31 人；全年因各种气象灾害或因

气象灾害而引发的次生灾害致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108648 公顷；倒塌损坏房屋 8589 间；受

灾人口 56.08 万人。气象灾害给全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37.1 亿元，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27.05 元。  

气温：2007 年度平均气温为 18.9℃，极端最高气温以上饶县 39.6℃为最高，出现在 8

月 31 日；极端最低气温以婺源县—4.4℃为最低，出现在 1 月 7 日。  

冬季：全市平均气温 8.6℃，比历年同期平均偏高 1.7℃（明显偏高年份）。其中 2006

年 12 月全市平均气温为 7.9℃，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0.1℃（正常年份）；2007 年 1 月平均气

温为 5.9℃，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0.3℃（正常年份）；2 月平均气温为 11.9℃，比历年同期平

均高 4.5℃（明显偏高）。  

春季：全市平均气温为 18.5℃，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1.5℃（偏高年份）。期中，3 月全市

平均气温为 13.8℃，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2.5℃（明显偏高年份）；4 月全市平均气温为 17.3℃，

比历年同期平均低 0.2℃（正常年份）；5 月全市平均气温为 24.5℃，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2.3℃

（明显偏高年份）。  

夏季：全市平均气温为 28.7℃，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1.0℃（偏高年份）。其中 6 月全市平

均气温为 26.4℃，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0.9℃（偏高年份）；7 月全市平均气温为 30.4℃，比历

年同期平均高 1.4℃（偏高年份）；8 月全市平均气温为 29.3℃，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0.6℃(偏

高年份)。  

秋季：全市平均气温为 19.7℃，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0.6℃（偏高年份）。其中 9 月全市平

均气温为 24.8℃，与历年同期平均值持平；10 月全市平均气温为 20.9℃，比历年同期平均

高 1.5℃（偏高年份）；11 月全市平均气温为 13.5℃，比历年同期平均高 0.3℃（正常年份）。  

冬季：全市降水量平均为 204 毫米，比历年同期少 52 毫米，（偏少年份）。冬季各月降

水量分别为 34 毫米（偏少年份）、67 毫米（偏少年份）、105 毫米（接近正常年份）。  



春季：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497 毫米，比历年同期少 228 毫米。3～5 月各月降水量分别

为 168 毫米（明显偏少年份）、229 毫米（偏多年份）、100 毫米（明显偏少年份）。  

夏季：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456 毫米，比历年同期平均少 200 毫米。6～8 月各月降水量

分别为 197 毫米（明显偏少年份）、108 毫米（明显偏少年份）、151 毫米（偏多年份）。  

秋季：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141 毫米，比历年同期平均少 78 毫米。9～11 月各月降水量

分别为 102 毫米（偏多年份）、23 毫米（明显偏少年份）、16 毫米（明显偏少年份）。  

冬季：全市平均日照为 348 小时，比历年同期平均多 36 小时，2006 年 12 月～2007 年

2 月，日照分别为 131 小时（正常年份）、102 小时（偏多年份）、115 小时（偏多年份）。  

春季：全市平均日照为 388 小时，比历年同期平均多 58 小时，3～5 月日照分别为 86

小时（正常年份）、128 小时（偏多年份）、174 小时（偏多年份）。  

夏季：全市平均日照为 590 小时，比历年同期平均少 21 小时，属正常年份。6～8 月各

月日照分别为 116 小时（偏少年份）、251 小时（正常年份）、223 小时（正常年份）。  

秋季：全市平均日照为 487 小时，比历年同期平均多 5 小时，9～11 月，各月日照分别

为 130 小时（偏少年份）、176 小时（正常年份）、181 小时（偏多年份）。 

经济发展 

  “十一五”时期，上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五年。五年

来，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上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一系列政策措

施，按照建设四省交界区域中心城市、“打造一个枢纽，建设四个基地”的思路，加快融入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以“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上水平”为主线，全面实施工业化和

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实力增强、增速较快、效益提高、结构优化、民

生改善的良好局面，谱写了科学发展的新篇章。 

  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十一五”期间，上饶市上下抓好项目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壮大支柱产业，发展和提

升服务业，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总量每年跨越一个百亿元台阶。全市生产总值

由 2005 年的 388.1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90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13.8%，比

“十五”时期加快 0.2 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同期全国和全省平均增速 2.6 和 0.6 个百分点，

圆满完成“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全市人均生产总值由 2005 年的 6130 元，增加到

2010 的 13741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13.0%。按年均汇率折算，我市人均生产总

值达到 2030 美元。 

  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改善。财政收入由 2005 年的 33.6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13.9 亿元，

年均增长 27.7%，高于同期经济增速 13.9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



84%。财政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达 12.6%，比 2005 年提高 3.9 个百分点。继 2005 年财政收

入实现县县超亿元后，2010 年县（市、区）财政均超过 3 亿元，其中广丰、德兴过 13 亿元。

2006—2010 年四年累计 129.55 亿元，是“十五”时期的 2.3 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由 2005 年的 2.97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80.31 亿元，年均增长 93.4%，为社会创造了大

量财富，为工业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创造了必要条件。 

  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十一五”期间，全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加大产业调整力

度，大力发展二、三产业，2010 年，全市产业结构由 2005 年的 21.2：42.4：36.4 调整为 16.8：

51：32.2，二、三产业合计比重比 2005 年提高 4.4 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比重提高 8.6 个

百分点。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发展。大力实施“创业带动就业”战略，全民创业和服务水平不

断提升，创业文化加快培育。2010 年发放小额贷款 4.8 亿元，净增个体工商户 28361 户，新

增私营企业 2778 户，注册资本达到 406.6 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已占据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

2010 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 559.5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62.1%，比 2006 年提

高 5.5 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 

  “十一五”以来，全市坚持以“国家粮仓”和优质农产品加工基地建设为主线，积极融

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农民种粮

积极性较高，农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农业总产值由 2005 年的 135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50 亿元，年均增长 5.7%。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十一五”以来保持在 260 万吨以上，

2010 年，全市粮食产量达到 304.9 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实现七连增，连续 2 年保持在

300 万吨。其中：鄱阳县粮食生产过 20 亿斤，成为江西省唯一一个被国家授予全国产粮基

地大县。 

  农业产业化和生态农业齐头并进。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全市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

以土地流转经营为契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优质高效农业、创汇和绿色农业，农业产业结

构得到优化。全市拥有千头以上养猪场 402 个，万头猪场 36 个；初步建成 20 万亩有机茶、

120 万亩无公害蔬菜、5 万亩柚类等高效经济作物标准化生产基地。形成了一批农副产品加

工企业。市级龙头企业达 192 家，实现销售收入 165 亿元，“公司+基地+农户”的现代农业

产业化发展模式，有效地带动农村群众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了一批优质产品。全市现

有农业“三品一标”670 个（无公害产品 93 个、绿色产品 345 个、有机产品 216 个、农产

品达 278 个），比 2005 年增加 301 个。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70 家，数量继续位居全省首

位；192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165 亿元；农产品出口创汇企业 50 家，比“十



五”期末增加 12 家，出口供货 3.5 亿农产品出口达 3.5 亿美元，农、林、牧、渔、服务业产

业结构由 2005 年的 36.5：9.7：23.4：28.1：2.3 调整到 2010 年的 41.1：8.2：28.9：19.7：2.1。

肉类总产 29.2 万吨，水产总产 42.32 万吨，比 2005 年分别增长 17.6%和 33.5%，成为我市

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三、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发展跃上新台阶 

  “十一五”期间，围绕“工业强市、工业兴市”发展战略，以工业园区为平台，以重大

项目为抓手，大力培育支柱产业和大型企业，形成了特色明显、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有色金

属、新能源、机电光学、新型建材四大主导产业，全市工业经济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

力大大增强，成为上饶在江西东部崛起的强劲引擎。 

  工业主导地位更加凸显。全市工业增加值突破 300 亿大关，达到 379.3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30%，年均增长 21.1%；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2.1%，比“十五”期末提高 11.2 个百

分点。其中，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66.2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30%，年均增长 37.9%；

总量居全省第 6 位，比“十五”期末前移 3 位，占全省的比重达到 8.58%，比“十五”期末

提高 2.68 个百分点。全市完成工业投资 384 亿元，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 47.7%。 

  经济效益创历史新高。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到 1177.2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6.1 倍，年均增长 47.8%，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73 个百分点，列

全省第 4 位；利税总额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到 122.9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10.4 倍，年均

增长 62.7%。 

  园区经济实现新的突破。全市 11 个工业园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

到 1136.2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倍，年均增长 30%；总量列全省第 3 位。主营业务收入超百

亿元的园区达到 4 个，上缴税金总额 45.7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5.4 倍，年均增长 45.1%。

全市园区投产企业户数 886 户，从业人员 16.96 万人，比 2005 年增长 30%。工业园区日益

成为我市主攻工业的主平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安置就业的重要渠道和社会稳定的“减

压阀”。 

  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四大主导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82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1032 倍，年均增长 62.5%；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 74.9%。 

  工业企业规模日益壮大。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771 户，比 2005 年净增 382 户。其中：

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企业 231 户，净增 198 户；晶科能源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1.8 亿元，是

上饶工业发展史上首个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50 亿元大关的企业。 

  四、三大需求共同发展，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发展后劲明显增强。“十一五”期间，我市以抓重大项目建设为突



破口，加大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达 2859.4 亿元，是“十

五”时期累计投资量的 4.9 倍，年均增长 37.6%。全市新增生产能力主要分布在有色金属、

新能源、机电光学、新型建材、新建改建公路等方面，这些项目的投入使用为上饶的经济腾

飞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第一产业累计完成投资 67.1 亿元，年均增长 63.5%；第二产业

累计完成投资 1020.1 亿元，年均增长 40.5%，全力推动工业投资快速增长，形成了以工业

项目建设带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格局。工业累计完成投资 1000.8 亿元，年均增长 39.9%，

占“十一五”全社会累计投资的比重达到 33.2%，工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为上饶市经济快速发

展奠定了基础。 

  消费品市场持续繁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国家扩大内需政策

措施力度的逐年加大，消费环境的明显优化，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等工程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城乡消费品市场全面繁荣。

2010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330.5 亿元，是 2005 年的 2.4 倍，年均增长 19.5％，

比“十五”期间快 8.7 个百分点。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市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由 5568

元增加到 10099 元，年均增长 12.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 2013 元增加到 2757 元，

年均增长 6.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5.31%，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51.28%，

分别比 2005 年下降 1.01 和 6.02 个百分点。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进一步增加。 

  对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利用外资水平大幅提高。我市坚持开放发展主战略，把招商引

资作为“一号工程”来抓，不断加大开放力度，提高开放水平，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取得新

成就。开放城市获得国务院批准，被国家商务部授予国家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被国台办和

省政府授予台商企业重点承接地。全市外贸进出口由“十五”期末的 1.47 亿美元增加到 16.7

亿美元，是“十五”期末的 11.4 倍，年均增长 62.5%。利用外资规模逐年扩大。全市实际外

商直接投资由 2005 年的 1.6 亿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亿美元，2006—2010 年累计引资 11.95

亿美元，相当于“十五”时期的 2.9 倍，年均增长 22.5%。 

  五、旅游经济实现新跨越，现代服务业得到长足发展 

  近年来，上饶市依托旅游资源优势，做大以休闲度假为特色的现代旅游业，大力发展交

通运输、房地产、金融业等新兴产业，努力构建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

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旅游业发展展现勃勃生机。境内外游客由 2005 年的 1.8 万人，发展到 2010 年的 11.2

万人，年均增长 44.1％；旅游总收入由 2005 年的 32.1 亿元，发展到 2010 年的 143.3 亿元，

年均增长 34.9％。旅游总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5.9％，比 2005 年提高 7.6 百分点。

三清山被国家旅游局列为 5A 级旅游景区预备名录。重点景区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婺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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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国首批 5 个旅游标准化试点县之一，玉山县成功创建全省旅游强县。全市有世界自然

遗产地 2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3 处，国家湿地公园 1 处，国家 4A 级景区 10 处；农家乐

总数达 2.1 万家，解决就业 12.3 万人次，乡村旅游成为我市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交通枢纽功能逐步完善。全市构建了“三横两纵三斜”的公路主骨架，基本形成了环鄱

阳湖较高等级公路交通圈和两小时经济圈；公路通车里程（未含高速公路）由 2005 年 7804

公里发展到现在的 18156 公里（不含村道）；高速公路达 382.1 公里，我市境内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全省第一的历史性跨越。德昌、德上、上武高速公路加快建设；

尤其是合福、杭南长两条高铁的开工建设，为上饶成为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奠定了基础。随

着对外交通快速通道的加快形成，货物周转量由 2005 年的 209084 万吨公里增至 2010 年的

2511471 万吨公里，年均增长 3.7%；旅客周转量由 219236 万人公里增至 401473 万人公里，

年均增长 12.9%。 

  金融业蓬勃发展。2010 年，全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为 976.4、577.2 亿元，分别

是 2005 年的 2.6 和 1.9 倍，年均分别增长 20.7%和 14.3%，远高于同期 GDP 增速。 

  房地产开发投资迅猛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由 2005 年的 35.9 亿元，猛增到 2010 年的

94.2 亿元，年均增长 21.3%，房地产开发大幅增长有效地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 

  信息化建设推进速度加快。信息技术社会应用成效明显，2010 年，全市实现邮电业务

总量 10.63 亿元。全市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77.2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 292.15 万部，比 2005

年增长 1.8 倍；互联网用户数 22.26 万户，比 2005 年增长 17.3%。电子政务加快推进，网上

办公逐步开展，农村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100％以上的行政村通上宽带；所有自然村通上

电话；95%以上的自然村基本实现移动信号“全覆盖”。“数字上饶”建设初见成效。 

  六、城市载体功能大幅提升，宜居城市迈出新步伐 

  “十一五”时期，我市按照“绿色空间分隔、快速通道相连、功能设施互补、中心城区

带动、各县（市、区）协调发展”的要求，坚持以城带乡、统筹发展，努力形成中心城市、

县城、重点镇、中心村多层推进、多点支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全市城市建成区面积比

“十五”期末扩大了 80.6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有望由“十五”期末的 27%提高到 40%；市

中心城区面积达到 55.8 平方公里，比“十五”期末扩大了 20.6 平方公里；人口达到 52.7 万

人，比“十五”期末增加了 17.7 万人。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品位持续提升。中心城区被评

为全省双拥模范城、省级卫生城市、省级园林城市。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五年来，全市共

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 37.4 亿元，完成 6570 个村点建设，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基本实现“走上

平坦路、喝上干净水、用上卫生厕、洗上热水澡、用上洁净灶”的目标，湖区生态渔村、景

区旅游新村、城郊社区新村特色进一步彰显。 



  七、民生工程扎实推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十一五”时期，我市坚持民生为先，将“为民办实事项目”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使百姓更多地分享

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 

  生态建设扎实推进。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建设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综合先进设区

市。全市建有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27 处，其中国家级 8 处，森林公园数量占全省五分之一。

强化环境监测，10 个县（市）污水处理厂全部投入运行。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全面完成省

政府下达的目标。市内两大河流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标

准。 

  社会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顺利推进，民生状况稳步改

善。就业工作成效显著，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0.5 万人，“零就业”家庭就业安置率达到

100%，“4050”人员就业人数 9016 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14.4 万人；安置近 8000 名残

疾人就业。城市已建立起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全市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45 万人；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参保缴费人数达到 138 万人，

覆盖率达到 98.8%。农村逐步建立起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保险惠及更多百姓，新农合

农民参保人数达到 529 万人，参合率达到 97.6%。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市委市政府“以人为本”着力促进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水平有

了显著提高。2010 年，全市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 15535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317 元，分别

是 2005 年的 2.0 和 1.6 倍。城乡居民存款余额由 2005 年的 288.9 亿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653.8

亿元。城乡居民居住条件逐步改善，2010 年末，2010 年末，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2.39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37.8 平方米，分别比 2005 年多 12 和 2.8 平方米。 

  科技实力不断壮大。2010 年全年上报申请专利 394 件，全市专利（授权）306 件；有 1

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县属科研机构 16 个，科技人员 671 人；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6925.90 万元，技术交易额为 6882 万元。申报国家级光伏、光学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取得成

功，百勤异 VC 钠有限公司成立博士后工作站。 

  文教事业蓬勃发展。2010 年末，全市共有普通高校 3 所，在校生 2.03 万人。各类中等

职业教育（含职高，不含技工学校）在校生 5.7 万人。普通高中 81 所，在校生 10.91 万人。

普通初中 370 所，在校生 33.92 万人。小学 2203 所，在校生 71.46 万人。初中阶段适龄人口

入学率为 98.45%，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99.91%。成人教育和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工作得

到加强。大力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努力繁荣群众性文化活动，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在文

学领域、音乐领域、美术领域等取得了优异成就与发展。2010 年末，全市共有专业剧团 9



个，文化馆 12 个、群艺馆 1 个，公共图书馆 13 个，总藏数 104 万册（件），增长 13.4%。

博物馆 13 个。全市共有广播转播发射台 53 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 1 座，广播人口覆盖率

98.3%，电视转播发射台 50 座，电视人口覆盖率 98.52%。 

  卫生事业得到加强。“九项基本”和“五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展顺利，市、县、

乡、村四级卫生监督、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全市共有卫生机构 801 个。其中，医院

57 个，卫生院 246 个。医疗卫生机构共有床位 15678 张，其中医院 8576 张。平均每千人拥

有医院床位 1.31 张。全市卫生技术人员达到 17206 人，其中执业医师 6794 人，注册护士 6344

人。平均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 1.04 人，平均每千人拥有注册护士 0.97 人。 

  体育事业不断突破。全市共有体育场馆 1283 个，专业体育运动员 60 人，全年我市体育

健儿在国际和国内的重大比赛中，奋勇拼搏，共获得 5 枚金牌和 3 枚银牌。深入开展全民健

身运动，群众体育运动进一步普及，全年共发行体育彩票 1 亿元。 

  总之，“十一五”时期，是上饶乘风破浪大步前行的五年，是上饶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跨越发展的五年。“十一五”时期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十二五”时期

更辉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我们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更有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我们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只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打

造“一个枢纽、四个基地”，建设四省交界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就一定能够在“十二五”时期，开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局

面，书写上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的篇章！ 

行政区划 

概述：下辖十县一区 ( 上饶、广丰、玉山、铅山、横峰、弋阳、婺源、鄱阳、余干、

万年十县及信州区），代管德兴市）。  

信州区：面积 308 平方千米，人口 52 万。邮政编码 334000。区人民政府驻三江新区三

江大道。辖 6 街道 2 镇 1 乡。  

德兴市：面积 2082 平方千米，人口 31 万。邮政编码 334200。 市人民政府驻银城街道。

辖 1 街道 5 镇 6 乡。  

上饶县：面积 2240 平方千米，人口 69 万。邮政编码 334100。 县人民政府驻上饶县城

西（旭日街道）。辖 2 街道 11 镇 10 乡。  

广丰县：面积 1378 平方千米，人口 76 万。邮政编码 334600。 县人民政府驻永丰街道。

辖 3 街道 16 镇 4 乡。  

玉山县：面积 1723 平方千米，人口 54 万。邮政编码 334700。 县人民政府驻冰溪镇。

辖 11 镇 6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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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县：面积 2178 平方千米，人口 41 万。邮政编码 334500。 县人民政府驻河口镇。

辖 7 镇 10 乡（含 2 民族乡）。  

横峰县：面积 655 平方千米，人口 19 万。邮政编码 334300。 县人民政府驻岑阳镇。

辖 2 镇 6 乡。  

弋阳县：面积 1592 平方千米，人口 36 万。邮政编码 334400。 县人民政府驻弋江镇。

辖 9 镇 5 乡。  

余干县：面积 2326 平方千米，人口 108 万。邮政编码 335100。 县人民政府驻玉亭镇。

辖 6 镇 14 乡。  

鄱阳县：面积 4215 平方千米，人口 137 万。邮政编码 333100。 县人民政府驻鄱阳镇。

辖 14 镇 15 乡。  

万年县：面积 1140 平方千米，人口 35 万。邮政编码 335500。 县人民政府驻陈营镇。

辖 6 镇 6 乡。  

婺源县：面积 2947 平方千米，人口 33 万。邮政编码 333200。 县人民政府驻紫阳镇。

辖 10 镇 6 乡。 

 

第三章 历史沿革 

 

  上饶有据可查的历史，最早可追述到周朝。在漫长而繁复的政区变迁中，上饶的政区设

置与地界历经变动。境域古属扬州，春秋战国时期为吴、越、楚之地，市境大部分为番邑，

属楚东境。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置九江郡番阳（今鄱阳县前身）县、余汗（今余干县

前身）县，今市境大部分分属此二县，小部分分属鄣郡之歙县（婺源县东半部属之）、会稽

郡之太末县（玉山县、铅山县部分属之）。汉高祖四年（前 203），改九江郡为豫章郡，番阳

县、余汗县也随之改属，两年后改番阳县为鄱阳县。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孙权析豫章郡地

设置鄱阳郡，辖九县，今市境大部属之。三国至隋主属鄱阳郡（南朝陈曾改名吴州，隋开皇

九年即 589 年一度改名饶州）。唐代，改郡为州，乾元元年(758)始设信州，其时市境主属饶

州、信州。宋时与唐时同。元时主属饶州路、信州路及铅山州。明清时主属饶州府、广信府。

1914 年主要属豫章、浔阳道；1932 年分属江西省第四、六、十行政区；1935 年分属江西省

第五、六行政区；1949 年 5 月主属赣东北行政区，同年 9 月属上饶、浮梁专区；1952 年 9

月二专区合并为上饶专区；1971 年 4 月 23 日改称上饶地区；2000 年 10 月，撤消上饶地区

改设上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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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部分属九江郡（郡治今安徽寿县），小部分属会稽郡、鄣郡。  

  汉：大部分属豫章郡，小部分属会稽郡、丹阳郡（汉武帝元狩二年即前 121 年由鄣郡更

名）。  

  三国至隋：大部分属鄱阳郡，小部分属会稽、建安、新都 3 郡。  

  唐：乾元元年析衢州之玉山县全境及常山县、江山县的部分地区与饶州之东南部置“信

州”，本域分属江南西道的饶州、信州与浙江西道的歙州。  

  宋：分属江南东路的信州、饶州、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即 1121 年由歙州更名）。  

  元：元末以前分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江东建康道的：信州路（本域信州区、上饶、玉山、

广丰、弋阳、横峰、铅山一区六县属之）、饶州路（本域德兴市、鄱阳县、余干县、万年县

一市三县属之）、徽州路（本域婺源县属之）；至正十六年（1356），小明王韩林儿升朱元璋

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徽州路隶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次年（1357 年）七月，改徽州路

为兴安府；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部将胡大海攻取信州路，改为广信府，隶江浙行省；

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改饶州路为鄱阳府，寻改为饶州府，次年改隶江西行省；至

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改兴安府为徽州府； 

明：洪武四年即 1371 年，胡大海以“不利漕运”为由将广信府改隶江西行省；本域分属

广信府、饶州府、徽州府。  

  清：沿明制。  

  民国：分属江西省第五、第六行政区：江西省第五行政区驻浮梁县，本域德兴市及婺源、

鄱阳、万年、余干一市四县属之；江西省第六行政区驻上饶县，本域信州区及上饶、广丰、

玉山、横峰、铅山、弋阳一区六县属之。  

  1949 年：6 月，成立赣东北行政区，下设上饶、贵溪、鄱阳、浮梁 4 个专区，本域分属

之；9 月， 撤消赣东北行政区，并上饶和贵溪专区称上饶专区，并鄱阳和浮梁专区称乐平

专区，本域分属之。  

  1950 年：上饶专区增设县级上饶市。  

  1952 年：将上饶、浮梁 2 专区合并设立鹰潭专区，但旋改回上饶专区，本域属之。  

  1970 年：上饶专区改称上饶地区。  

  1990 年：德兴县改市（县级）。  

  2000 年 6 月 23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上饶地区和县级上饶市，设立地级上饶市。市人

民政府驻新设立的信州区。1949 年 5 月 3 日，上饶县解放，广平镇及附近部分城区析出建

立上饶市，全市总面积 64.68 平方千米，隶于上饶专区。1960 年 3 月，上饶县并入上饶市，

全市总面积扩至 2554.68 平方千米。1964 年 4 月，上饶县重新分出，上饶市辖域仍同建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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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5 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将上饶县的沙溪镇、灵溪乡、秦峰乡、朝阳乡划归

上饶市管辖，市域面积扩到 338.6 平方千米。相当于原有面积的 5 倍，仍隶属上饶地区行政

公署管辖。2000 年 7 月 10 日，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通知，撤销上饶地区和县级上饶市，原

上饶市改称信州区，隶属新设立的地级上饶市管辖。 

 

第四章 文化艺术 

 

过年 

 

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也是时间最长、行事节目最多的岁时节令。上

饶人有句俗话：“大人望挣钱，小孩盼过年”，在过去缺吃少穿的年月，过年有好吃的，有新

衣服穿，有热闹的龙灯，浓缩了人们对过年的向往。而现在的年却似乎平淡了许多。 

过年时间从除夕到元宵历时半个月。人们辛苦劳作了一年，自然要庆贺欢乐一番。行事

节目更是“喜”字连连，买年货、送灶神、贴年画、吃年夜饭、守岁、压岁钱、拜年、滚龙

灯、闹元宵… 

买年货：市场经济如此发达，想吃啥想穿啥都能买来。而在过去，孩子们听到锅里沙沙

沙炒豆子的声音，年就近了。炒豆、炒番薯干、炒米焦等老土食品现在的孩子们已是不屑一

顾了，但我们这些上了些年纪的还是有些怀念的。 

送灶神，贴年画：吃年夜饭， 守岁，拜年，似乎是全国上下大同小异，也就不去一一

细说。下面最主要说说滚龙灯、闹元宵。 

滚龙灯：以前每年过年，上饶工商联、东市街道、西市街道联袂组织彩灯游行，职员群

众排着队伍，张灯结彩绕城一周，市民纷纷驻足观看，城郊的乡村自发地组织板龙灯客串于

乡里村间。而上饶孩子们的“滚龙灯”就更随意了，邀上几个好伙伴，组成“滚龙灯”小分

队，穿堂过屋去玩耍。“滚龙灯”的装备十分简易，用稻草扎成一尺长，直径 5 厘米的龙头、

龙身、龙尾；再用红纸或红布包裹起来，上面点燃蜡烛；一人持一节，连接起来就是龙灯了。

滚龙灯一般都不走远，都在自己住的附近区域，如果是东市的绝对不会跑到西市去的，因为

那里是别的孩子的地盘，闯入人家的地方是会发生火并的。所以大过年的犯不着大动干戈。

小孩“滚龙灯”挨家挨户都要去走一走，唱着自编的《龙灯歌》：“龙灯归屋，火炮蜡烛，龙

灯归厢间，银子大满间。”吉利的话乐得东家眉开眼笑，这时就会给红利孩子，多的一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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