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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县至今已经走过2200年的路程。在中华文明史上，历

经沧桑的于都曾有过“东南之要区”、“六县之母"的美誉，于

都历来占有重要的一页。于都，在中国革命史上更是举足轻重，

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地和出发地，于都人民为中国革命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于都

这块古老的红土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全县人民齐心协

力，奋勇拼搏，开拓进取，加快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

乡面貌日新月异，社会事业繁荣进步，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今

日之于都，正以崭新的风貌，开放的姿态，坚实的脚步，向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当前，于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

并存。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于都，勤劳智慧的90万于都人民，

必将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抢抓机遇，再创辉煌。

创造新的业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而记载这一历史进

程同样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续编《于都县志》忠实地记述

了20世纪最后15年于都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历程，突出了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主旋律，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鲜明时代



特色。它的编纂出版，将起到激励今人、启示后人的重要作用，

其“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不言而喻。

续编《于都县志》的问世，是于都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重大成果，是传之于子孙后代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县志续编，

从组建编纂班子到志书完稿，历时不到二年的时间就著成了这

部上百万字宏篇巨卷，编纂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和智慧。愿全

县人民以史为鉴，齐心协力，励精图治，为建设一个山青水秀、

政通人和、民风淳厚、百业兴旺、经济发达、人民富庶的新于

都谱写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值此续编《于都县志》出版发行之际，谨表祝贺，并以此

为序。

中共于都县委书记

于都县人民政府县长

帜孕
讣崎矿

2003年11月12日



2000年，中心城市建设、县级领导干部、县籍在外地工作的部

分县级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部分彩色照片下延至定稿之

时。

三、续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简介、录等体裁，

以志为主。概述有叙有议，以叙为主，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

编年体以时为序记述；专业分志一般采用卷、章、节、目层次

结构，设建置环境、中国共产党、政权、综合政务、武装司法、

社会团体、经济综合管理、农业、工交邮电、城建环保、财税

金融、‘商业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卫生体育、人物

等16卷，各卷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加评述，寓观点于

记述之中。



四、续志行文遵照《江西省续修地方志行文通则》，采用语

体文和记述体编纂，标点符号参照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标点符号用法》；相关数字的连接用波浪纹(～)，地点之间的

连接用连接号(一)；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各种数据一般采用统计局的数据，统计局缺的则取有关

单位提供的数据，工业产值未含盘古山矿、铁山垅矿和地属企

业。

五、续志为避免与前志的重复，对方言、谣谚和风俗等未

做记叙；对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也作了压缩，设建置环

境卷统之。

六、续志人物卷采用传、简介、表三种记叙形式记述，传

中人物主要选录《赣南将星》。入志人物范围放宽至县(处)

级。既是县(处)级干部又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列入党政

干部表，高级职称人员中未重复。

七、续志为反映断限之后于都近几年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变

化，正文之后设“中心城市建设”作为特记。

八、续志材料，主要录自1986～1 997年《于都年鉴》和部

门专业志、乡镇志，1 998～2000年的资料由各乡镇和部门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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