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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市志∥经全市

各单位供稿人员和编纂

人员的共同努力．辛勤

笔耕．历时四载，编纂

成书，这是南康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

果

9南康市志，承接

7南康县志∥．重点记

述1986～2000年南康的

历史，是一部南康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

史记。新中国成立以
中共南康市委书记魏运事

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南康经济和社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工业基础

差，加上人多地少，南康一直面临着就业和生存的巨大压力，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南康人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本地实际相结合，以“敢为天下先、

敢吃螃蟹”的精神胆识，尽情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令人称道的“南康现

象”：没有一家稍大的织布厂，却拥有江西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和1000余家服

装鞋帽加工销售企业；木材资源并不丰富，却有一个规模庞大档次很高的家具

市场；矿产资源也不丰富．却是赣南矿产品主要集散地之一，矿产晶加工企业

成了南康主要的个体纳税大户 南康这种经济现象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概括为“无中生有，有中生特，特在其人，人联四方，”从“无中生有”到

“有中生特”，南康经济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

今日南康是昨日南康的传承，读／／南康市志一．可以看出．南康的每一步

发展．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i希望全市各级干部学好用好7南康

市志∥，了解南康的昨天，知道南康的今天，创造南康更加美好的明天。

幞熊搬扪己觑醉
--00H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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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裕生

南康素有修志优
良传统，早在明嘉靖

年闻即始编i南康县

志》，其后，盛世修

志，志载盛世，代不

绝修．上世纪90年代

初，编纂出版了南康
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

志《南康县志》，今

∥南康市志(1980～

2000年)》之修，赓

续了这一传统

南康历史悠久，

具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是京九线上一座

年轻的城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指导下。南康历届领导班子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大胆探索，锐意改

革，积极进取，走出了一条具有南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国民经济快

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
提高。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是南康改革开放不断推进 经济社会加速发

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地方志乃记述地方要情之书 对南康发展变化的方方面面， 南康市志。

有关卷章逐一加以反映，特别是198(3年以来改革开放进程和成败得失．皆蕴
含其中。全志凡34卷，百万余字．是一部较完备的资料性著述．堪称南康的

百科全书，

历史已进入2l世纪， “不知来者观之往”．为政者和创业者均可以志为

据，以史为鉴，了解过去．研究现状．规划未来，更好地发扬艰苦奋斗．敢

为人先的精神，为共同创造南康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作出不懈努力．
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一南康市志付梓之前，欣然为序并向所有为《南康市志》付出辛勤劳
动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耄磊嘉森秦墨譬曼薏厕爹芝南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们1u9厶
．001匹1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事物发展规

律，注重反映地方特色，突出时代特点。

二、本志按事物性质归类，横排竖写，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述、记、志、传、

图、表、录七种体裁并用，卷、章、节、目层次清晰，图文并茂。

。三、本志主体上限从1986年开始，下限至2000年。为保持连续性、完整性和反

映发展变化情况，有些事物记述略有回溯，有些则适当下延，大事记延至2003年2

月，个别资料延至2004年。

四、本志叙事、记述范围为市辖行政区域。书中“全市’’i“城区"、“市内’’和“本

市”指南康市。

五、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述而不作，秉笔直书，力求文字简明、文风端正。

六、人物分传、简介、录三种形式。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市委、人大、政府、政协

主要领导和事迹特别突出的人物，采取人物简介形式记述；对高级知识分子，受国

务院、省部级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列入名录。 ．，

七、本志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统计资料未收入者，采用业务

部门提供的数据。对个别沿用已久的市制计量单位如“亩"等，仍旧使用。

八、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采记事本末体。所记事项凡有具体时间可查的，注

明月日。日不详者附于月末用“是月"表示，月不详者附于年末用“是年”表示，同日

期用“是日’’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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