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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正值瑞昌完成由县向市体制转换之际，《瑞昌县续志》纂成问世，实

是全市人民的一件大喜之事。谨书片言，一表祝贺，二以为序。

《瑞昌县续志》是1990年出版的《瑞昌县志》的姊妹篇，采用记、志、
传、图、录、表等形式，据实直书，详尽地记述了1986～1989年瑞昌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集百科于一册，概一县之全
貌，展示了瑞昌人民在改革盛世的时代风采。

“知昔日所以喻今者，观已事始可察未然。’’新编续志记事之终日，
正是瑞昌撤县设市之初时。1989年1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瑞昌县设立

瑞昌市，瑞昌从此结束了一千多年的县制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记述瑞昌县建制最后四年之事的这本续志，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

史见证，既是为政者制订决策的无声“参谋”，也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

材。本志记入的四年是瑞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四年，在这四年里，瑞
昌人民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奋
力开拓，扬优造势，艰苦创业，创造了光辉的业绩，谱写了光荣的历史，

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为瑞昌建市打下了良好基础。

’

《瑞昌县续志》的纂成，凝聚了全市上下各方面的智慧，倾注了编纂

人员的艰辛劳动。借此，谨向续志编纂人员、参与评审的专家教授以及

对编纂工作给予了支持和帮助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地谢

忱。同时，寄语瑞昌人民和关心瑞昌的社会有识之士，欢迎为瑞昌发展
献计出力，建功立业，以更新的篇章书写瑞昌更美好的未来。

‘‘

欧阳春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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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新编《瑞昌县志》(下称前志)的续编，故名续志。记述时

间上接前志截止的1985年，下限至1989年底，以结束瑞昌置县干余年
的历史。

二、对前志有记载的相对静态的事物不再记述，如地质地貌、山川

河流、自然资源、名胜古迹、方言民俗等；只将相对动态的事物，如区划

人口、自然灾害、政治、经济、教科文卫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如实记载。为
与前志保持衔接，有些内容时间适当上溯。

三、全书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横排门
类，纵写史实，以类系事，多章并列。除大事记和附录外，共设40章，章

下分节、目。。
‘

·

四、资料主要来自馆藏档案和部分单位提供的初稿。各类数据多以
统计部门编制的为准，少数由业务部门提供。前志少量重要史实漏、误，

在附录“《瑞昌县志》考证纠讹”中予以补正。 ．

五、数字表述遵循《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凡称以
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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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瑞昌地处赣北，背枕长江，面向匡庐。东邻九江，西界湖北阳新县，总面积1423．1平方公

里。1989年全县设27个乡、镇(场)，共辖219个村民委员会，2073个村民小组；10个街道居民

委员会。60个居民小组；11个分场，30个生产队。全县居民82604户．比1985年增加1 4208

户，其中农业户66008户，占总户数的79．9 oA。总人口372004人，比1985年增加25910人，平

均每年增加6447人，年递增9．4％；非农业人口65079人。占总人口的17．5％，比1985年增加

10708人，平均每年增加2677人，年递增4．9oA。居民人口中汉族371594人．占总人口的

99．89％；余为17个少数民族，按人I：1多少排列，依次为壮、满、回、蒙、侗、畲、瑶、土家、毛难、

苗、自、朝鲜、锡伯、水族、藏、维吾尔、彝。

1986～198,9年，瑞昌气候变化不大。气温年平均在摄氏16．4～16．8之间。暖冬凉夏；平均

无霜期254天，平均无霜冻期257天；年平均降水量1416毫米，比以往年平均降水量1393．6

毫米多22．4毫米；年日照时数为1883．4～1934．2小时。日照率43～44％，大于以往平均值。

灾害性天气、农作物病虫灾害每年都有。 ·

四年来，全县人民在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

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通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促进了经济稳定发展。在方法上，坚持由点到

面，稳步推进。全县工商企业改革，先后经历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内部配套改革等三

个阶段。至1989年，县属63家企业中有53家推行全员风险抵押。17家实行工资与效益挂钩，

8家建立“厂内银行”，还有部分企业试行。滚动承包”，从而比较有效地克服了企业原来存在的

一些弊端，初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企业新机制。农村改革实行统分结合，进一步增强

“统”的功能，在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同时，还大力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一是走出去“挂职学习”．拜师求艺，借鉴外地的好经

验；二是请进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行多项优惠措施。吸引外地人才．技术和资金。为发展

瑞昌经济出力。四年间，先后与10个省、市达成经济技术合作项目54个．引进资金175万元．

协作物资总额3374万元。并且根据县内各地不同的特点，因地制宜，采取区域突破的办法。制



四年间，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不断加强对县情的认识，经过反

复研究论证，确立了“兴田足粮，兴林富民，兴工富县”的战略目标；理清了工业上“以黄金开发

和芋麻精深加工为龙头，带动其他行业发展”和农村经济“以粮食为基础，以林业为主体．以乡
‘1

镇企业和多种经营为两翼，依靠科技投入和劳动积累．促进各业全面发展”的基本思路。在此基 ．

础上，分别制订了工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年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促进了全

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1989年，全县社会总产值达62892万元(现价)，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1985年的37362万元增长68．3％，四年平均递增13．9％；国民生产总值(不含中央、省、

市驻县企业，下同)由1985年18993万元上升到27883万元，增长46．8％．年平均递增

10．1％，人均水平由555元增加到754元；国民收入由1985年17571万元上升到25089万元；

增长42．8％，年均递增9．3％，人均水平由508元增加到678元；工农业总产值由1985年

13977．5万元上升到23927．9万元，增长71．2％，年均递增17．8％．人均水平由404元增加到

643元。 ．

●

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四年间，全县共投资6700万元．基本完成洋鸡山金矿“坑改露”工程、

水泥厂8．8万吨生产线、麻纺总厂气流纺坯布工程、造纸厂1575生产线等12个技改扩建项

目，大多数已经投产，有的已见效益。198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首次超过农业总

产值，成为全省23个(九江市3个)32业产值亿元县之一。到1989年．工业总产值达1．44亿

元，名列全省38个亿元县的第十八位。比1985年5720万元增长152％。年均递增38％；实现

利润639万元，比上年增长38．7％，上交利润219万元，比上年增长119％。主要产品产量．与

1986年比较也有较大增加，成品金由3520两增加到200．37公斤，硫精矿由8．36万吨增加到

lO．27万吨．麻纱由63吨增加到541吨，水泥由1．4万吨增加到2．1万吨，机制纸由711吨增。

加到790吨，出口剪刀由8．5万打增加到191．08万打。原煤由9．15万吨增加到9．7万吨。发

电量由201．56万度增加到526万度。二轻工业原来较长时间不景气，1985年产值仅169．5万

元。比16年前的1970年的170万元还少0．5万元，从1986年起，积极挖掘内部潜力，发展横

向联合，当年产值达216万元，比上年增长27．3％。到1989年，产值达438．86万元。比1986年

增长103％，年均递增31％。 ‘

农业在稳定粮、棉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搞农业开发，农村经济结构逐步合理

调整。四年间，全县共完成水利建设土石方374万立方，恢复灌溉面积一万亩，增加旱涝保收面

积2500亩；治理水土流失3．8万亩，改造中低产田5000亩；开发荒水1350亩，改造低产水面‘

3500亩；垦山造林10万亩，封山育林50万亩，兴办林场36个，建立猕猴桃、腊米、柑桔等六大。

商品生产基地，农村经济逐步纳入商品生产的轨道。1989年，粮食总产82507吨，比1985年
?

79990吨增长3．1％；棉花总产3913吨，比1985年3705吨增长5．6％；油脂总产2024吨。比

1985年1132吨增长79％；芋麻总产2305吨，比1985年1598吨增长44％；肥猪出栏112855

头．比1985年78979头增长43％；水产品产量2000吨，比1985年1260吨增长58．7％；水果4

产量1204吨，比1985年106吨增长10。倍。其中稻谷、油脂、水产品、肥猪出栏、水果等5项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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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达9501万元，比1985年8258万元增长15％，年均增递3．6％。其

中林业产值由1985年467万元上升到485万元，增长3．9％；牧业产值由1985年的1325万

元上升到1804万元，增长36％；副业产值由1985年1068万元上升到1310万元，增长2z．

6％；渔业产值由1985年155万元上升到248万元，增长60。4％。

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全县乡镇企业由1986年663个(其中年产值10万元以上的企业18

个)，职工6337人，发展到1989年的723个(其中年产值10万元以上的企业65个)，职工8198

人；固定资产由1988年2405．54万元增加到4044．1万元；总产值完成1．045亿元，比1986年

增长95．3％，其中乡镇工业产值5800万元，比1986年增长131％，年均递增43％。

交通运输条件显著改善。四年新建公路16．37公里，改造扩建公路65．9公里．开通了码头

至武穴的长江汽车轮渡，客货运量连年递增。尤其是瑞(昌)界(首)公路改造工程全面竣工，沙

．(河)大(冶)铁路投入营运，为振兴瑞昌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

城乡市场繁荣活跃。近几年来，县内出现多种形式和多渠道多层次的商业网络，摊点星罗

棋布，市场兴旺。1989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由1985年的9283万元，上升到14651万元，增长

57．8％，年均递增14．45％；集市贸易成交额由1985年的903万元上升到4229万元．增长

3．68倍，年均递增92％；外贸出口供货额由1985年815．58万元上升到1560万元，增长

91．3％，年均递增22．8％；人均消费品购买力由1985年279元增加到444元，增长59％。其

中。国营、集体商业购销两旺。1989年，商品纯购进完成4769．99万元，比上年增长9．5％；商品

纯销售完成10420．03万元，比上年增长21％；商品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278．29万元，下降

7％。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私营个体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据统计，全县个体工商业经营

者由1986年2097户3056人，发展到1989年5028户8753人，分别增长140 o,4和186％；提供

税款由1986年60万元上升到250万元，增长3倍。同时，通过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物价管

理，物价涨幅得到遏制。1989年零售物价指数为118％，1～12月平均上升19．5％．比上年下降

2．2％。 ．

一

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四年间，面对银根抽紧、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认真贯彻“增收节

、支”政策，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收支基本平衡。1989年，全县完成财政收入2205．2万元．比

1985年1108．8万元增长99％。比1986年1393．5万元增长58．2％。四年增收1096万元，年均

递增18．7％。财政支出都控制在可用财力之内。1989年各项支出为3242．2万元，比19．86年

1936．7万元增长67．5％。1986至1989年，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共4709万元，更新改造

措施投资3493万元，建设项目50多个。施工房屋面积17．64万平方米。在投资结构上，生产性

建设投资比重由1986年58％上升到1989年的75．5％；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1986年

42％下降到1989年的24．．5％。·从1989年起．投资规模有所控制。全民基本建设投资由1988

年的1880万元降至1282万元，下降32％；更新改造投资由1840万元降至53万元，为上年的

2．9％。

金融部门努力控制货币投放，形势比较稳定。1989年，银行现金收入15261万元。比1985

年9022万元净增6239万元，增长69．2％，年均递增14．0％；当年现金支出18261万元。比

1985年实际支出11733万元增加6528万元，增长55．6％，年均递增11．7％，货币净投放由

1985年2712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年均递增2．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985年2582

万元增加到7124万元，净增4542万元，增长175．9％，年均递增28．9％。

人民生活继续改善。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把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努力为人民办实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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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四年间，多渠道筹集资金，治理环城河，修建人民公园、街心花园，改造和

铺筑人民北路、赤乌中路和赤乌西路，兴建杨林湖新村商品住宅650幢8．2万平方米。同时，增

加供水设施，县城实际日供水能力由1986年不足3000吨增至1989年的7500吨。全县城镇新

建住房28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由1986年的11．7平方米增加到18．2平方米。农村人均住 ，

房面积由1986年的18平方米增加到1989年的22．99平方米。劳动就业面也逐年扩大。1985

年为48．5％，1989年为56％；劳动负担系数逐年减小，由1986年的2．31降为1989年的1．78。

职工工资总额由1985年的1297万元增加到1989年6107万元，增长3．7倍。城镇居民收入由

1985年525元增加到1989年的1037元，增长94％；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341元增加到

452元，增长32％。城乡居民各种耐用消费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1989年抽样调查，城镇

居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14辆。缝纫机86架，电风扇162台。洗衣机36台，电冰箱16台。收音

机42台，收录机24台，电视机92台(其中彩电18台)；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80辆．缝，

纫机46架，电风扇3l台，收音机7r1台，收录机9台，电视机24台(其中彩电4台)。

四

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教科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在改革中继续发展。四年间，在城乡

广泛深入地开展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全县共有27．6万人学完“十法一条例”，经考试合格者

达26．94万人，占97．6％，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同

时．坚持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楼院、文明家庭和创优争先活动，社会风气逐步好转。全县四

年共评出文明单位206个(次)，文明村168个(次)，五好家庭2711A户(次)，文明家庭12651

户(次)，文明楼院33栋(次)。1986年，瑞昌创五好家庭、文明家庭、文明楼院活动获九江市一
、

等奖，创“三优”活动评为全市第四名。1989年，在全省创“五好”、文明家庭和文明楼院评比中，

获一等奖。

教育设施得到改善，教育事业取得可喜成绩。四年间，县委、县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

仍挤出97．4万元，集资1738．8万元。改造学校危房和新建校舍面积21．52万平方米，中小学

校危房率由1986年的28．3 oA下降到2．5 oA。1988年被评为全省“危房改造先进县”之一，受到

省人民政府的表彰。教师队伍也不断加强，全县中小学教师由1986年3906人增加到1989年

的4411人。其中，中学教师中有特级教师4人，高级41人，中级183人，初级788人；小学教师

中有中级148人，初级983人；民办教师中也有1124人获初级职称。1989年，沙善谋等4名教

；师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四年来，小学在校学生巩固率一直稳定在95％以上．毕业学生共

33124人。并有4个乡实施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中学由1986年37所发展到1989年的4l所．

培养出初中毕业生16293人，高中毕业生3626人，为高等院校输送新生940人。职业技术教育

也得到相应发展。1989年，全县职中、农中有高中班17个，初中班3个。在校学生1000人。已

毕业271人。职工和农民业余教育也有发展，县工会和供销、粮食系统继续举办职工业余学校．

对职工进行文化和技术教育。农村有许多乡村举办农民文化技术夜校和扫盲夜校，提高农民文

化素质，传授农业科技知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

科技组织日益增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据1989年底统计，除县设有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

学技术协会外，27个乡镇场都有科协组织，还有各种专业学会、协会、研究会26个．共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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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人。全县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由1985年573人发展到3166人(女618人)。其中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称)的52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称)的509人，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称)的1584

．人。另外，还有684名农民获技师、助理技师、技术员、助理技术员等专业技术职称。四年来，共

创科技成果36项，其中获市以上科技成果奖的有28项。这些科技成果都在县内得到推广应

用．为发展瑞昌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县文化事业单位有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新华书店、电影公

司、采茶剧团等。各乡镇场均设有广播站、文化站和电影放映队，大部分村有文化室或俱乐部。

码头镇文化中心站连年被评为省、市、县先进文化站，南义乡文化中心站三次被评为省级先进

单位。1989年，夏畈、白杨、洪下、肇陈、范镇等5个乡文化站被评为九江市先进文化站。四年

间，文艺创作硕果累累，县人创作的文艺作品在市以上刊物发表的有1537件。还涌现出一批文

艺新人。如女歌手朱娥荣．曾在华东六省一市民歌会演会上获民歌演唱一等奖；书法新秀胡贵

平、王志坚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全省比赛或展览并获奖，有的作品被收入《中国硬笔书法家辞

．典》；歌词作者田信国创作的《手拉着时代向前走》。获陕西“西部杯”歌词大奖赛佳作奖；剪纸能

手周少瑞、舒国珍．陶俊生、周顾等的作品都参加过全国剪纸大赛或展览。

文博事业也取得突出成绩。铜岭商周铜矿采冶遗址的发掘．将我国采铜炼铜历史向前推进

三四百年．引起中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得到国家和省、市文博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并拨专款资

助瑞昌筹建陈列馆。县人民政府已将该遗址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医疗卫生设施有所改善。县、乡：村和厂矿医疗卫生单位共有246家。病床1132张，医务人

． 员985人。防病治病能力进一步增强．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36％以下。16种常见传染病中．已

有白喉、炭疽、猩红热、钩端体等4种连续四年没有发生。

计划生育工作也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晚婚晚育率逐年提高，多胎率大幅度下降。1987

～1989年连续三年完成国家下达的人口计划，年均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比1986年

下降7．2％0和6．12‰。 ．。

五

由于瑞昌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1989年12月国务院批准瑞昌撤县建市，由省直辖，以

原瑞昌县的行政区域为瑞昌市的行政区域。消息传来，瑞昌37万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决心

抓住撤县建市的良好机遇，继续勇往直前，锐意进取，让年轻的瑞昌市迅速茁壮成长，更加繁荣

昌盛、绚丽多彩!



大事i己

1986年

1月

7至9日，瑞昌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经

济工作会议，总结1985年经济工作，研究落

实1986年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

划。

20日，武汉建材学院院长塞风及研究生

部主任李德全等7人，应县人民政府邀请到

瑞昌考察建材工业，并向县直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干部作学术报告。

1月至3月中旬，乐山乡蛇泉煤矿、肇陈

乡冲内煤矿、范镇乡南山煤矿先后发生伤亡

事故．死3人，伤2人。

2月

20日，中国共产党瑞昌县委员会、瑞昌

县人民政府在人民礼堂举行全县1985年度

两个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给199个先进集体、399个先进个人颁发奖

状和奖品。

3月

6日．，县人民政府决定在横港、洪下、横

立山等3个乡和农业、畜牧水产等6个局试

行乡、局长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

同月。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县属独立核算

的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实行离任审计公证

制度。

4月

18至19日，瑞昌县个体劳动者协会举

行全县个体劳动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85

年度先进个体表彰大会，选举产生瑞昌县个

体劳动者协会第二届委员会。

2l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瑞

昌县第一届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

22至24日，瑞昌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在县人民礼堂举行。主要议程

为听取和审议《瑞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并接受黄问隆辞去县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职务。

同月，县科学技术协会、县教育局、共青

团县委联合举办瑞昌县第二届青少年科学创

造发明比赛和科学讨论会及瑞昌县少年计算

机程序设计竞赛。

5月

1日。县文化馆举办全县首届剪纸艺术

展览，展出的583件作品大都出自农村业余

作者之手。

1l至15日，码头镇农民歌手朱娥荣。参

加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六省一市民歌会演。获

业余歌手演唱一等奖。歌曲改编者国良、玲如

获民歌改编三等奖。

同月，横港乡被评为九江市计划生育红

旗单位，出席全省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代表会．并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表彰。

6月

3日，瑞昌县羽绒制品厂建成投产。

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瑞昌县人民武装

部改归地方建制，称“江西省瑞昌县人民武装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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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中共瑞昌县委召开先进党支部、优

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

21’El，县人民政府通报：6月以来，武山

铜矿、乐园乡柯源口煤矿、范镇乡春联煤矿、

南义乡煤矿先后发生伤亡事故。死4人。

28至31日，码头、武蛟、流庄、黄金、洪

下、九源、南义等乡镇相继遭受大风冰雹灾

害，农作物受灾面积1．04万亩，损坏房屋

700余间。伤32人，死1人。

同月．瑞昌县油脂化工厂建成投产。

8月

20日，瑞昌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行

兵役登记的布告》。9月。全县完成兵役登记

工作。

29日，县农业技术系统开发工程小组成

立，并决定在白杨乡开展农业技术系统工程

开发试点工作。

9月

2日。县人民政府召开瑞昌县1985年度

文明村、文明单位命名表彰大会，白杨乡周家

畈村等61个自然村被命名为文明村，码头公

安分局等56个单位被命名为文明单位。

8日，县城杨林湖新村举行奠基仪式，中

共瑞昌县委书记姚洪瑞、县长严春忠为新村

奠基培土。在此前的8个月，已完成16栋商

品住宅样品房。
。

12日，庐山植物研究所专家在横立山乡

红旗村王家发现一棵稀有的珍贵树种一望春

树，随后又在青岭村发现一棵距今已有1500

多年的古树一粗叶栎。次年3月，青山林场又

发现一棵千年古树一宁波木樨。

13日，中共瑞昌县委召开全县村级整党

动员大会。并从县直机关抽调125名党员干

部担任村级整党联络员、宣讲员，于19日分

赴各乡村参加整党工作。

23至25日，南京大学副教授曹豪、窦贻

俭、韩辉友等一行4人．应瑞昌县人民政府邀

请对青山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气象气候、

植物种类和环境保护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

认定青山可开发为以疗养为主、旅游为辅的

风景区。

29日，县城新建的集市贸易市场举行营

业典礼。

10月

10日，九江市人民政府在瑞昌召开关于

赛湖农场交接会议。九江市司法局同瑞昌县

人民政府签订《关于市司法局将赛湖农场移

交给瑞昌县管辖的协议》。

22日，国家纺织部顾问：研究荸麻专家

酆云鹤博士。应邀到瑞昌考察荸麻生产情况。

11月

8日，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举行第四次

会议，组织全体委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诀议》；批准熊

汉川辞去第一届委员会主席职务．补选刘显

枝为主席。

16至17日．瑞昌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在工人文化宫举行，选举熊汉

川为瑞昌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任。

18日，中共瑞昌县委在工人文化宫召开

县直机关打击经济犯罪动员大会，并宣读县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严厉打击严

重经济犯罪的决定》和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敦

促经济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告》。

12月
。

9日，瑞昌县工会举行第十五次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第十五届委员会。
’

．17．日，中共瑞昌县委召开全县广泛深入

开展移风易俗和职业道德教育动员大会。会

．上宣读中共瑞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

肃党的纪律。保障移风易俗和职业道德教育

顺利进行的规定》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委员会等7个单位向全县人民发出的《破除

陈规陋习，树立社会新风》的倡议书。

1987年

1月

21至22日，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

在全县科技工作经验交流和表彰会上，表彰

11个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和30余名先进科技

工作者。

同月．江西省地质矿产局赣西北地质大

队在瑞昌县境内找出三处独立的金矿床，并

探明金矿储量迄今为止居全省首位。

2月‘

18至20日，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

召开全县1986年度两个文明建设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3月

，21至22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瑞昌

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人民礼堂举行，选举

产生共青团瑞昌县第十五届委员会。

， 同月，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在瑞

昌招收第一批学员(140名)。‘

4月

12日，瑞昌、永修、德安三县首届业余歌

手联赛在瑞昌举行．瑞昌县熊荣林获一等奖。

23 13，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积极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严格查禁猎杀倒卖稀有野生

动物的紧急通知》。

同月，全县工业战线开展以增产节约、增

收节支为中心内容的厂际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

5月

3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扑灭山火

中英勇牺牲的洪下乡李村女青年姜金华为革

命烈士。7月22日，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

府作出在全县开展向姜金华学习的决定。

5月30日至6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瑞昌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县

城举行，选举产生第二届委员会。 ‘·

5月31日至6月2日，瑞昌县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工人文化宫举行。

审查和批准瑞昌县第七个五年计划，选举冷

绪河为县长．陈孝林、丁显松、郑慧怡、徐昌仁

为副县长。

6月

29至30 El，瑞昌县第九次妇女代表大

会在县城召开，选举产生县妇女联合会第九

届执委会。 ．‘

7月 ’

1日，九江市书法协会组织的“六县一，

山”书法联展在瑞昌开幕。来自瑞昌、修水、九

江、都昌、彭泽、庐山等地的77位作者的83

件作品参加展出。

25日。县人民武装部在县城东北郊举行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60周年军事汇报

表演大会。驻县部队与县直机关、厂矿等15

个单位的民兵代表队一起参加表演。

8月

4至9日。县长冷绪河、县委副书记欧阳

春率领的考察组，分别赴高安、上高和湖北广

济等县参观、考察农业。
’’

10日，高泉电站在架设高泉至三峰煤矿

线路的施工时因巨石坍塌，死2人，伤6人。

24日，瑞昌县民间剪纸研究会成立．同

时举办全县第二届民间美术展览。． ，

9月
’

2至3日，省长吴官正到瑞昌县检查工

作，并对芋麻纺织和黄金生产作了重要指示。

5日，瑞昌县第一所民办高级中学正式

开学。
．．

6日，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选派20

名部门和单位负责干部。由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陈洪源带队，赴浙江省宁海县实行三个

月的挂职学习。

9日，中共瑞昌县委常委、中共瑞昌县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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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汉初病逝。

18日，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

大常委会、县政协、县纪检委员会、县人武部

的领导成员分别实行农业挂点，并从县直机

关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农业开发组驻各挂

点乡、村，开展工作。

26至28日，中共瑞昌县第六次代表大

会在人民礼堂举行。选举产生中共瑞昌县第

‘六届委员会。严春忠为书记，冷绪河、欧阳春

。为副书记；选举产生中共瑞昌县第六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欧阳春为书记，徐新金、彭正交

为副书记。
、

10月

21至22日，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

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大会，严春忠作题为

《深化改革．立足开发，全方位地发展我县经

济》的报告；冷绪河作《关于发展我县农村经

济的构想及三年规划》的说明。

25日，日本友人一行13人到瑞昌县实

验小学参观访问，并向实验小学赠送体育用

品和日本小朋友的字画。

11月

4日。县人民政府举行首次经济信息发

布会，发布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收集

的56条经济信息。到会的乡、镇、场和县直单

位、厂矿负责人及有关科技人员，对每条信息

的实用性、可行性进行讨论，当场决定采用的

有41条，立即实施的有5条。

9至17日，县长冷绪河率领县直机关、

单位负责干部一行16人，赴浙江省宁海县考

．察，并与宁海县结为友好县。

同月，南义乡竹编工艺厂60余种竹编工

艺品在1987年秋季广交会上受外商欢迎，出

． 口成交额达26万元，比1986年出口成交额

‘增加2．5倍。 一

12月
’

1 7-29日，县麻纺总厂厂长刘吉生、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丁显松先后获省

人民政府授予的“省劳动模范”称号。

24日，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湓城、码头

两镇街、路、巷更名命名的通告》。
’

同月，瑞昌县1l位农民创作的20幅现

代剪纸作品，被选送到在四川省仪陇县举办

的“中国当代农民剪纸展览会”展出。

1988年

1月

1日。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进一步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深化企业

内部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至第一季度末。

县直67家工商企业有60家实行招标承包经

营。

10日，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县城镇开展

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

2月

4至5日，县委书记严春忠、县长冷绪

河，在江西宾馆举行振兴瑞昌经济座谈会暨

对外经济合作新闻发布会，发布瑞昌县经济

开发项目和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优惠措施。

·16日，县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张绪刚．

应邀赴京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1988年春

节联欢晚会。

28日，县人民政府派考察组赴玉山县参

观、考察边境贸易。3月11日，在南义乡召开

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发展边境贸易，加快集

镇建设步伐问题。 ．

同月，县人民政府决定，从1988年起至

．1990年，实行粮食购销包干．一定三年不变。

同月，夏畈乡铜岭发现一处迄今国内年

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代的大型铜矿

采冶遗址。这一发现。将我国采铜历史向前推

移约400年。9．月．省、市、县文博部门联合组

成考古队，对遗址进行第一期发掘。

3月 ＼ ·

9日。瑞昌县监察局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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