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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

盼々
金溪建县至今1000余年。在这千年岁月的长河中，无数从外地迁入

的人们为金溪的发展、繁荣＼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浙江省新安江水库库

区部分移民为了祖国建设，牺牲自身利益，远离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和

乡亲，迁居金溪，分布在金溪100多个自然村。30多年来，他们努力生

产，建设新家园，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写下了一部感人肺腑的创业史＼‘

奋斗史。他们心灵所受到的震动和重建家园中遇到的艰难，不曾经历过

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记下这段历史，无论是对移民还是他们的后代，都

是一件具有深刻意义的事o

今天，这种愿望，终于以<金溪县移民志>的出版而实现了。金溪

县志办的同志采用志体的形式，全面地、客观地、详实地再现了1956年

以来，上海、浙江、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省市2万多移民迁徙的

全过程，记下了移民奋斗创业的印记，记载了移民对金溪所作的贡献。

当读者翻开这一面面书页，阅读这一行行文字的时候。我想，我们不仅

要回顾这一段历史，还要认真去品味移民、特别是新安江库区移民的勤

劳俭朴、艰苦创业、勇于开拓、为国家利益乐于奉献的精神与品格，品

味人生的真谛。

这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注：周小平，现任金溪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力求政治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溯到有关资料可查时，下限断至2001年底，个

别延伸到2002年初。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专志部分设行政区划、安置与管

理、人1：2民族姓氏、基础设施建设、特色种养加项目、*-7俗、艺文、人物

8篇，志首列概述、大事记，志尾设附录。

四、本志采用述、志、记、图、表、录等形式，以现代语体文记述。

地图只标注乡镇、村和有移民居住的自然村。

五、朝代年号一律沿用历史称谓，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表述。本志所称“解放”系指1949年5月7日本县解

放之日，此目前为“解放前”，此日后为“解放后”。

六、政区及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迁入时用历史名称，迁入后用

现行标准地名。

七、本志所收录的迁来时户主名单均由移民村提供，成书时没有送至

移民村核对，可能有错录、漏录等情况。

八、本志人物记述除部分人物随相应章节外，另专设“人物”篇，其

入志内容均为本人提供，未经组织部门核实。少数人因未提供资料而未能

登录。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村志、村史、家谱、《淳安县志》、《金溪县志》、

《淳安县地名志》、《金溪县地名志》及有关报刊和口碑资料，采用数据未经

统计部门鉴别考证。

十、本志的移民是指中华人民共并口国成立以后迁入的，但不包括上山

下乡知识青年，在此以前则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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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金溪位于江西东部，介于北纬27041’～28006’，东经116。27 7～117。02’之间，

总面积为1358．07平方公里，东与贵溪、资溪县交界，南和南城县接壤，西与临

川区相邻，北连东乡、余江县，县城秀谷镇距省会南昌市西北向150公里，距抚

州市西向47公里。现辖7镇(秀谷、何源、双塘、合市、浒湾、琅琚、左坊)6

乡(黄通、对桥、陆坊、陈坊积、琉璃、石门)1个农场(秀谷华侨农场)。总

人口为26．8万人。+

金溪建县于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

有移民迁入金溪。他们为金溪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金溪共接受安置移民1．6万余人，其中，有组织的较大规模接受

安置移民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56年8月，接受安置上海市移民779人。第二

次是1957。1958年，接受安置浙江省浦江等县移民1282人。第三次是1967—

1970年，接受安置浙江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12775人。这些移民分布在黄通、何

源、对桥、陆坊、双塘、合市、琅琚、石门、左坊、秀谷、秀谷华侨农场11个

乡镇(场)，81个村委会(分场)。其中，插队安置的有50个自然村，建村安置

的有99个自然村，约占全县自然村总数的十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

底，移民人口发展到23784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9％o

为了做好移民的接受安置工作，金溪各级党、政组织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

持。县委主要领导和县主管部门内务组(后为民政局)领导经常到移民村指导工

作，关注移民建新村和发展生产，妥善解决了划拨给移民的耕地面积不足等问

题。当移民安置点遭受严重灾害而缺粮时，县主管部门及时派人赶赴灾区慰问受

灾移民，并调拨回供粮帮灾民度过灾荒。对移民刚来时遇到的生活、生产上困

难，当地群众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他们腾出村里的仓库、祠堂、空房给移民居

住。移民带来的耕牛不足，他们将耕牛借给移民耕种。当移民从老家带来的铁犁

不适合耕耘当地的田地时，他们又派出耕田好手带上当地的木犁，为移民传授木

犁耕田技术。当地群众与移民和睦相处，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并肩作战，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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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金溪。

金溪田多人少，粮丰物阜。受此影响，多年来，金溪人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而自满。是移民吃苦耐劳的品格、不尚空谈的实干精神以及强烈的商品意识

影响了金溪人。移民三四十年的奋斗历史如一幅漫长的画卷，留下了许多精彩的

镜头，让当代金溪人永志不忘。

移民安置点大都在偏僻山区，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差，人均占有

的耕地和山地面积相对较少，移民处在相对当地人更差的生存环境中，因而他们

在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时要比当地人付出更多的艰辛，投人更多的资金，所

以移民的吃苦精神特别强。刚迁入金溪时，生产、生活问题一大堆，在困难面

前，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改造耕地，兴修水利，开发荒

山、荒地，营造茶叶、杉木、毛竹等经济林、用材林，创办队属企业，大力改变

生产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修公路，建新村，办学校，努力改善生活条件，仅

用3～4年时间，发展了生产，建起了新村。令当地群众刮目相看。

移民善于学习，商品意识强，赚钱门路多。他们种植茶叶，创办机制茶叶加

工厂，制作高档茶叶上市；他们既种植又收购黄栀子，进行加工、贩运，增加收

入；他们和当地人一样种西瓜、桔子，但却棋高一着，组织贩运到外地去销售；

他们采挖台乌等野生药材，自己加工成台乌片出售；他们养牛喜欢养母牛，因母

牛能生牛犊卖钱。移民的这种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

新内涵，并得到了继承、发扬和升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发展产业，一个又

一个专业村。陆坊乡斜田村66户288口人就有61户240多人长年在辽宁、陕西、

山西、山东、江苏等地开面包房，成为远近闻名的“面包村”o合市镇奎峰村除

黄栀子种植大户韩光海外，每户平均栽种黄栀子27亩，仅黄栀子一项，每户平

均纯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成了黄栀子种植专业村。秀谷镇金湖村家家户户都建

有苗圃，培育的苗木有柑桔、蜜梨、杉木、湿地松、风景林木等20多种。多的

农户有10余亩，少的也有三四亩，成为金溪的苗木生产基地。黄通乡熊家村多

数村民从1984年开始杂交水稻制种，一直到1999年，每年向国家提供杂交水稻

良种1万公斤以上，是金溪杂交水稻良种的主要产地。双塘镇阳光村43户村民

就有21户从事黄栀子加工，全村年加工黄栀子能力达300吨，成为黄栀子加工

专业村。对桥乡孙家村村民1989年开始种桑养蚕，到2001年，种桑养蚕农户仍

有26户，占全村总户数的40％。这些专业村在当地群众中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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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不仅勤劳，更富有开拓意识。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一大批移民转向

非农产业，走“亦工亦商”致富之路。他们有的加入打工浪潮中，有的经商办厂

投身个体经济，有的在外开面包房自己当老板，有的成了种、养、加、运专业

户。据统计，2001年，全县移民从事非农产业人数达6529人，占移民总人数的

27．5％。昔日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移民，而今有不少人成为走向全国、开拓

市场、创办企业的风流人物。合市镇奎峰村韩光海从1980年开始从事黄栀子的

收购与贩销，尔后又开垦荒山人工栽种黄栀子，至2001年，拥有2000亩黄栀子

园及耕山机、烘干机等，固定资产200余万元，并与浙江恒信集团合股创办金溪

恒信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黄栀子深加工，生产天然色素及有机食品添加

剂，产品已通过国际验证。左坊镇江家村吴元法1997年退出政坛进入商场，策

划组建江西正邦集团，任集团副总裁，兼江西正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2001年8

月又组建江西盾牌化工有限公司，任公司总经理，仅数月，其主要产品_33％
朴·仲丁乳油成为市场上一种新的农用除草用品，很快打人全国各地市场和部分

国际市场。合市镇东岭村毕承平1997年独资创办厦门开元恒运机械厂和湖里恒

运机械厂，从事机械研究开发及制造，同时承揽大型水电安装工程，2001年产

值达1000余万元。双塘镇老柴村吴玉根1994年创办鹰潭汽车货运公司，至今公

司联运车辆达600余辆，每年为国家创税3万余元。合市镇邓家村余富银在深圳

市创办富诚实业有限公司伟达包装材料制品厂，年产值200余万元。双塘镇石桥

村邵建平在县城建花圃，培育花卉品种500多个，并在资溪、南丰、宜黄县城设

立分店，花卉品种销往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市，固定资产达100万元。

移民注重环境绿化。他们迁至金溪后即开始开荒造林，植树种竹，保护生态

环境。如今的移民村到处可见成片的杉木林或湿地松林、毛竹林、果园，村庄基

本上都掩映在竹林树木之中，令当地群众羡慕不已。

移民重视教育，舍得在培养后代上投资。他们安顿下来以后即把办学校当作

一件大事来抓。合市镇银塘村“十八个斗笠办学”的新闻更是哄动全县。如今，

移民中的第二代基本上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含在校生)

的有464人，占移民总人口1．96％。其中，、博士和正在攻读博士的有7人，硕

士和正在攻读硕士的有5人。他们活跃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

等领域，其佼佼者有海南省审计厅处长方伟明，南昌市蔬菜管理局局长姜宗祥，

高级工程师宋春雷，吉林大学教授叶水盛，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及

加拿大纽芬兰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汪友初，美国默克公司研究员及美国化学学会和

／)
—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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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学学会会员刘勤，大洋影业有限公司、大华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洪

兆成。还有不少人成为“种田能手”、“养蚕能手”、“制种能手”。更多的能工巧

匠走出家门，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在新的行业中大展身手。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以

不平凡的业绩各领风骚，成为移民的骄傲。

改革开放以后，移民依靠党的政策和自己的智慧、汗水，使生产得到较大发

展，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但是，应该看到，也有部分移民还

未摆脱贫困，不少移民仍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土坯房中，多数移民村的

基础设施建设与当地村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相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扶

持，有先富裕起来的移民的带动帮助，只要移民继续努力拼搏，就一定会拥有一

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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