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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
得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传统。适逢举国上下扩大开

放，深化改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境

内政通人和，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全镇人民正致

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之际，赖各级各方大力支持，经编纂同志

两载努力，《洛口镇志》即将付梓。此乃洛口精神文明建设

中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闻之不胜欣喜。

洛口，古因地处上东江与上西江汇合口坝地中，名日龙

口。后因“二水合流梅川之口”得今名。据镇内发现的江东

村背人类遗址考证，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已有人类活动。圩

镇历史始于唐乾元二年(759年)朱一开埠，其历史也有一

千二百多年。岁月轮回，风雨沧桑，数千年的历史积淀，造

就了洛口颇具特色的人文地理和文明历史。这是一方人杰地

灵的水土：诞生过率众起义，割土称雄，为民造福，名垂青

史的卢王光稠；赴欧求学-，德昭学博，谋福乡梓，县内首引

蚕桑的博士李安；投身革命，青年从军，戎马倥偬，战功卓

著的中共少将梁玉振、卢文新。这是一方物华天宝的水土：

自古以来即为宁都东北部之商贸中心。苏区时期，其麻田曾

为洛口县治，一度成为宁都北部政治军事中心。新中国成立



后，境内两度设区，一直为县内重镇。这是一方曾风起云涌

的水土：清末爆发过谢元彪率领的“千刀会”起义；民国初

爆发过永村、横江农民暴动；主力红军长征后，苏区江西省

党政军机关和洛口县军民在曾山率领下曾在麻田坚持游击战

争达七个月之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800多名烈士，

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血染红旗。这是一方底蕴厚重的水土：

文昌阁、卢王庙、+邱氏宗祠、李氏家庙，是客家先民创业史

的见证；南云竹篙火簏，是客家民俗的一朵奇葩； “严坊会

议"旧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遗址⋯⋯。
-●

●

在洛口供职已七年之久7。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乃吾
／

j’‘ j，I

辈之本份。窃以为千方百计发展一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固属要务，但传承文化，弘扬文明之举亦不可少。 “志属

信史’’，具有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思想教

育服务和为科学研究服务之功能。我相信， 《洛口镇志》的

面世，必将对洛口的“三个文明’’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若如此，则不枉编纂同志之心血，达成了吾辈之初衷。

见浅识薄，涂鸦数言，权以为序。

原蓑熹曼墨鬻曾晓青肺镇人大主席团主席 萄口乙。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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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刚到洛口供职，便悉《洛口镇志》即将付梓。闻之，不

禁对前任镇党政领导油生敬意。他们以及县史志办的同志经

两载努力，为洛口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谓功

德无量。近日，编纂同志送志稿于我，嘱为序。无功受禄，

不免诚惶诚恐。

志者，乃一方之“百科全书’’。作为关于洛口的一部

“百科全书’’。《洛口镇志》贯彻了求真务实的方针，运用现

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坚持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

体，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分地理、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人物六大篇，全面真实地载录下了洛口的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洛口历史的悠

久、山川的秀丽；看到洛1：1人民开疆辟土、繁衍生息、奋斗

不止的足迹，为建设新中国勇于牺牲、前赴后继的业绩，新、

时期艰苦创业、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壮志豪情；总结出推

进洛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是世人了解

认识洛口的窗口和桥梁，是洛口为“官’’者“鉴古砺今’’的

一面明镜，是一部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的专著。

它的出版，对于洛口来说，作用重大，意义非凡。

Z一



古训云： “治邦国者，以史为鉴。治州县者，以志为

鉴”。有幸到洛口这块人杰地灵，底蕴厚重的地方任“父母

官’’，、面对先辈造就的辉煌，前任创下的业绩，深知责任重

大。窃以为，自己只有诚诚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坦坦

荡荡为“官”，常怀为民之心，常思为民之策，常兴为民之

举，和全镇人民一道，将洛口的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

才无愧于这方水土，无愧于这方民众。

是为序。

中共洛口镇党委书记黄宏洲



凡 侧

一、《洛口镇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求真务实的方针，全面真实地反映志书断限内洛口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表、图、录等体裁，以

志为主，叙而不论。力求观点正确、内容翔实、体例完备、

特点鲜明，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使志

书真正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特有作用。

三、本志由编首、正文、编后三部分组成，分篇、章、

节、目4个层次。编首设序、凡例、彩页、概述、大事记；

正文设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6篇共30章及

附录；编后设后记、’赞助名录。

四、本志记事上限至事物发端，下限一般至2003年12

月，部分内容延至2004年。全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重点

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洛口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

五、纪年方法：1949年10月1日前，称“新中国成立

前”，除“苏区时期”用公元纪年，一律采用历史纪年括注

公元纪年；1 949年10月1日后，称“新中国成立后’’，一律



采用公元纪年。 ．

六、本志行政区划按当时建制称谓记。机构、职官名一

律按当时称谓记。地名以《宁都县地名志》为准，一律用今

名。
，

七、“人物传略”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只收录已故人员，

以出生时间排序。 “人物简介’’章“新中国成立后党政军人

物”分“县(团)级以上干部”和“科(营)级干部”目记

录，同级别者以姓氏笔划排序；其余各节未设目，均按姓氏

笔划为序排列。为避免重复，县(团)级以上干部获高级职

称者，列“新中国成立后党政军干部’’节“县(团)级以上

干部”目；科(营)级干部获高级职称者，列“科技人才"

节。

八、本志采用资料，民国以前资料主要来自旧志、家

谱；民国以来资料主要来自《宁都县志》、 《宁都人民革命

史》、《中国共产党宁都县组织史资料》、《宁都年鉴》、部门

专业志等志书、?史书，县档案馆、镇档案室、县史志办的所

存资料，及洛口镇各村、各单位、有关人员提供的经考证的

资料。统计数字出自县、镇统计年报。

九、本志文字、数字、计量等按国家新闻出版署、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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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洛口镇位于宁都县北部，地处北纬26。5l’，东经116。04’。东毗广昌县，南连东山坝镇、

钓峰乡，西界小布镇，北接东韶乡、肖田乡。形似面东之狮，总面积315．93平方公里。有

耕地37156亩，水面13348亩，山地334800亩。山、水、田、路、屋所占比例，大致可概

括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洛口，古因地处上东江(今肖田河)与上西江(今琳池河)汇合口坝地中，名日龙口，

后因“二水合流梅川之口”得今名。据镇内发现的江东村背人类遗址考证，境内在原始社会

晚期已有人类活动。春秋属吴国。战国初属越。楚灭越后属楚。秦属九江郡。汉属雩都县。

tl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宁都建县起至民国初，除南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至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曾属虔化县外，洛口一直属宁都县(州)。明清时期和民国初，

洛口分属清泰乡建福里和光化里、太平乡兴教里、怀德乡清音里。苏区时期，1930年3月，

洛口设立区苏维埃政府，境内自此始有区域性行政机构。1933年1月，宁都县改称博生县，

洛口属博生县。1933年8月，博生县分设三县，洛口设县，县治署麻田，下辖9区79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国民政府复设宁都县，恢复对宁都的统治，全县设7区，

洛口属第六区(东韶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九月，洛口设镇。民国三十年(1941

年)十一月，洛口属第五区(东韶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洛口改设乡。民国

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乡治机构撤销，改属凌云乡。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

设区，因解放战争迅速，未及成立。1949年8月27日，宁都解放，全县设7区，洛口为第

六区。1958年10月，撤区并乡，洛口设乡，称超英公社。1959年9月改称洛口公社。1961

年11月，全县设6区，洛口公社析为洛口、麻田、严坊三个公社，洛口属石上区。1962年

4月，严坊公社并人。1963年3月，洛口改设区。1964年3月，撤区复设公社，麻田公社

并入。1984年6月，撤社设乡。1998年8月，改乡为镇。2003年，全镇辖1个居委会，13

个村委会，186个村小组，7394户，28458人。人口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仅畲族4人，侗

族1人。镇人民政府驻洛口圩，距宁都县城51公里。

洛口属雩山山脉。地势东西部高，中部低。全境丘陵约占三分之一，山地约占三分之

二。最高峰为西面位于小布镇陂下村境内，但东靠本镇金竹村的油咀垴，海拔1036．6米。

最低处为谢坊的杨村，海拔210米。境内河流纵横交错，主流梅江由北向南穿境而过。气候

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区，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温和宜人。多年平均气温

17．7℃，极端最高气温37．9"C，极端最低气温一7．5"C。多年平均日照时数1938．6小时。

多年平均降水量1698毫米，蒸发量1557．8毫米。多年平均初终霜间隔期在85天左右，最

长130天，最短40天。多年平均风速约1．1米／秒。主要矿藏有蕴藏量70余万吨的萤石矿，

500余万立方米的瓷土矿。

境内自古以来以种植水稻为主，素有宁都“北大仓”之誉，为粮食输出地。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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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致使粮食产量下降。

至1949年，境内粮食总产仅3424．1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改革耕作制度，推行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特别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群众种粮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年年攀升。2001年创历史新

高，总产达15622吨，是1949年的4．5倍。1985年、1986年两年，境内曾涌现出向国家售

粮万斤以上的大户30户，获江西省政府授予的“售粮先进乡”称号。

古时，境内森林植被未遭破坏，山青水秀，航运疏通。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战

争频繁，加之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长期连续不断地进行基本建设和

迅速增加的人口对森林盲目砍伐，水土流失不断加剧。20世纪80年代初，水土流失面积已

达8．35万亩。1989年，森林覆盖率仅47％。为防治水土流失，1962年起，境内开始有组

织地进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通过采取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措施，使林木蓄积

量和森林覆盖率逐年回升。至1999年，全镇有林地已达33万余亩，活立木蓄积量达66万

多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77．1％。

境内养殖业以养猪、牛为主。2002年，生猪饲养量7000余头，年末存栏3000余头。

年末耕牛存栏2000余头。家禽养殖以鸡、鸭、鹅为主，年产量约25万羽。渔业生产以水库

和池塘养殖为主，年产量450余吨。

新中国成立前，洛口工业以家庭作坊和手工业为主，产品主要有夏布、纸张、砖瓦、

锅、爆竹、竹木器、铁器、陶器等。新中国成立后，境内工业逐步发展。1958年“大跃

进”，兴起办厂热，先后办起企业600余个，后因各种原因大都倒闭。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起，境内工业开始获得真正的发展，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布乡村。20世纪90年代中

期后，集体企业开始逐步转制。2002年，全镇有企业600余家，主要从事矿产开采和木竹、

粮食加工，以私人经营为主，年总产值7100余万元。

自古以来，境内就有挖塘蓄水、修陂引水、筑堤防涝之举，但规模大都很小。至1949

年，有效灌溉面积只千余亩。新中国成立后，水利水电事业迅速发展。2003年，全镇共有

各种水利工程256座(处)，蓄水量达1千多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2．5万余亩。有水

电站17座，装机20台1102千瓦，实现了村村通电，98％的农户解决了用电问题。

1958年，境内始通公路。至2003年，镇内有省道2条，境内长24．08公里；县道1

条，境内长25．13公里；乡(镇)道143．29公里。村村均通公路。

民国三年(1914年)境内始设邮政代办所。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境内始有有线电

话。1994年境内开通程控电话。1998年3月，启动村村通电话工程。至1999年，境内11

个村开通程控电话。是年，境内开通移动电话。2003年，全镇共有程控电话用户660户，

移动电话用户2600户。

1965年，境内始有广播。1969年，实现队队通广播，户户装喇叭。后随着电视的普及，

广播逐渐减少，1997年停开。1985年，境内开始有电视转播。1993年，境内始有有线电

视。1996年实现电视“村村通，消灭盲点村”。2003年，全镇有有线电视用户2200多户，

三分之一的农户能收看到8套以上电视节目，其余农户能收看到1至3套节目。

洛口钟灵毓秀，人文蔚起。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有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卢光稠，清代举人李

仙友、李昌期；现代人物有蚕桑博士李安，文学士赖执中，中共少将卢文新、梁玉振，革命

烈士赖金明、李黑面、卢忠兰、曾东皋；当代人物有经济学士李青华，高级技术人才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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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赖友恒、赖友澄，国家级英模人物李宗邦、徐正中、赖福秀、李晓花、刘雄荣、李

伟华等。

新中国成立前，境内只有数处私塾。新中国成立后，文教事业飞速发展。至2003年，

镇内有初中1所、完小5所、村小12所、幼儿园6所，有教职员工320人，在校学生3000

余人。有中心卫生院1所、卫生所21个，医务人员90余人。镇设有科技协会。全镇有科技

人才数百人。文化设施有文化站、电视转播站、影剧院和文化活动中心等。

勤劳勇敢的洛口人民历来具有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精神。唐光启元年(公元885年)，

麻田人卢光稠在南康石溪(今上犹双源乡卢阳村)聚众起义，后连克虔(赣州)、韶(韶关)

二州，并在虔州驻军七年，造福庶黎，为赣州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57年，在

建坪林岭脑，谢福兰、王老虎、李永秀聚众千余起义，名日“千刀会”，劫富济贫，攻城掠

地，队伍曾发展到万余人，并曾连克宁都、乐安、宜黄、广昌、于都、兴国六县。1928年6

月，共产党员赖金声领导境内永村农民成功地举行了武装暴动，对正在寻找革命出路的宁都

劳苦大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启示。苏区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曾山、周

以栗、古柏、郭化若、罗荣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洛口生活和战斗过。1933年8

月，设立苏区洛口县，一度成为宁都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

后，曾山率苏区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和洛口县军民，以境内麻田、金竹为中心，曾坚持游击战

争达七个月之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洛口有800多名烈士，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血

染红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洛口是一块底蕴厚重的土地：文昌阁、卢王庙、李氏家庙、邱氏宗祠，是客家先民创业

史的见证；南云竹篙火簏，是客家民俗的一朵奇葩；“严坊会议”和金竹红军兵工厂、印刷

厂、造币厂旧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遗址；陀石寨、狮子峰，是洛口峰峻山奇的缩影

⋯⋯，明代陈勉的《青音韶坊卢王庙记》，清代诗人彭云驹、曾师群、智清、卢臣的《狮子

峰十景》诗篇，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

时代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洛口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极大满足的洛口人民，如今正意气风发，斗志昂

扬，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创造洛口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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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唐乾元二年(759年)

朱一自抚州赤栏门迁上东江(今肖田河)与上西江(今琳池河)汇合El坝地中建村开埠。

唐光启元年(885年)

虔化麻田村人卢光稠在南康聚众起义，连克虔(今赣州)、韶(今韶关)二州，。

明天启七年(1627年)

谢坊谢族建丰乐亭。

， 清雍正二年(1724年)

谢协一、佐臣、方且建谢坊木质人行桥。

清乾隆六年(1731年)

建洛口木质人行中桥。

清咸丰七年(1 857年)

农历六月，李永秀、谢福兰、王老虎等在建坪林岭脑聚众千余起义，响应太平军。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南岭(今南云)建矗溪小学。邱潜夫任校长。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设耶稣教分堂。

民国三年(191 4年)

设邮政代办所，开办邮件投递业务。

是年，建发源小学。

民国五年(1916年)

秋，君壁、椿荣、彭鉴、济元、和声建灵村“菁华国民学校”。和声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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