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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卢晓健

《南昌市郊区志》的编纂工作从1999年初开始，至2002年初，三度春秋，三易其稿，五次修

正，现已出版问世，可喜可贺。这部志书是记载郊区地情、区情、民情文字含量最大，内容概括

最广，叙述人物事件最多的一部政书。它体例完备，框架严谨，写作规范，独具特色，全方位反

映了郊区自然环境、经济建设、社会事业等各方面的客观现实，是记述郊区上下千百年历史的

全书。

郊区历史悠久，世事浩瀚，时至今日，从未修志。这部用“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编纂的

郊区志书，再现了郊区从公元前201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千多年间云水翻腾的历史轨

迹；叙述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郊区大地的沧桑巨变；反映了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才是发展郊区、振兴郊区、富裕农民的正确

道路。

郊区雄居赣抚之滨，地处省会南昌市重要地理位置，纵观2201年的历史长河，万事纷纭变

迁，其中有三件大事独居南昌市其它县(区)乃至全省而享誉全国。一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年)，灌婴在今郊区湖坊镇黄城村一带筑城，名灌城。因此，郊区素有南昌城鼻祖之美称。

二是民国13年(1924)11月，赵醒依、鲍建勋等中国共产党先驱在今郊区扬子洲乡传播马列主

义，并组建了全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扬子洲农民协会，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震撼了

封建统治的根基。三是民国38年(1949)5月19日，解放南昌的战斗在今郊区罗家镇谢埠打

响，当地农民纷纷支前参战，为南昌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心想郊区万民事，笔写千年辉煌史”，这是区领导要做的两件大事。心想郊区万民事，就

是一切都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到为官郊区，造福郊区。笔写千年辉煌史，就是要总结

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用于指导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制定确立未来的奋斗目

标，顺应历史潮流，把郊区的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读郊区史，叙郊区情，承郊区业，扬郊区名。郊区自1957年6月13日成立以来，先后经历

了两次撤销、两次重建的复杂过程，区辖地域变化较大，编者花费了大量心血，才写出这部内容

丰富的历史全书。在此，恳请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读，从而进一步了

解郊区的历史，全面认识郊区的过去，更好地把握郊区的未来，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文明进步

的新型郊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公元2002年2月18日

1弓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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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南昌市郊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共

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党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新的观点、新的体例、新的方法”进行编纂，力求资料性、思

想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二、时空范围：《南昌市郊区志》分f-j翘J类，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述南昌市郊区地域发展的历

史。记述时间，上溯事物发展渊源，下限公元2000年，珍贵图片资料延续至2001年。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突出当代，侧重现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南昌

市郊区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为记述重点。对历史上属现郊区管辖地域的人和事，以及郊区行政

区划组建成立后所属各单位、各部门(包括区域内大专院校、开发区、大中型企业)。

三、形式结构：《南昌市郊区志》结构设卷、篇、章、节、目五个层次。前有“概述”总揽全志，

后有“大事记”纵贯古今。全志书采用述、记、志、传、略、图、表、录等形式编纂，共8卷3l篇78

章274节80万字。志书以事分类，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限制，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叙而不

议，寓观点于材料之中。叙述方式采取语体文记述体。

四、人物记述：i,St传、简介、表三部分，在众多的古代和近代人物中，选其知名度较高，社会

影响较大，生平事迹较突出者人传，坚持副县级以上职位者入志和“在生者不入传”的原则。对

知名度虽然不是很高，但有一功、一德、一言、一行可资垂教后世的古代、现代人物和革命烈士，

按卒年为序予以简介。同时还收录荣获县(区)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人员名单。在外地工作担

任副县(团)级以上职务的郊区籍人物列入表格式记载，不作详细介绍。

五、历史纪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除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队和群众团体的活

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用历史惯用年号(夹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材料来源：郊区志材料来源于区属各单位提供的专题资料，区委党史办资料库资料，各

级档案资料，正史、旧志、会议文件、报刊和专著以及有关人士文字资料和经过核实的口述资料

等，采用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称谓：政区与机关名称，均记当时名称，地方名称均记现行标准名称，以南昌市地名志

核定的地名为准；解放后，以1949年5月22日南昌市解放之日为上限；新中国成立前后，以

1949年lO月1日分界。行文中常用的一些重要会议、组织机构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南昌市郊区委员会简称区委。

八、数据：主要采用郊区统计局数据。有缺项的，则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其次，有历

史记载的数据和调查当地、当事见证人口述的数据，以及咨询专业人员、知情人员和权威部门

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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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郊区位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省省会——南昌市城区近郊的环形地带，东经

115。49’00”一116。03’40"，北纬28'35704”一28047’41”。郊区所辖范围的许多地段与东湖、西湖、青

云谱城区穿插结合，大部地域分布在赣江之滨、抚河以西、青山湖旁、艾溪湖畔。郊区的东南部

与南昌县接壤，西北部与新建县相连，其西北角与湾里区毗邻。

南昌市郊区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日平均气温为17．5。E，极端最低气温为

零下9．3℃，极端最高气温为40．6℃。年平均降雨量1596．4毫米，年平均无霜期278天。光照

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南昌市主要的蔬菜和副食品生产基地。

郊区地域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在新石器晚期(约5000年前)，区域境内就有比较集中的原

始居民点。至3000年前，南起青云谱，北至艾溪湖一带，已形成居民的密集点。夏、商、周时

期，南昌市郊区属扬洲之域(《尚书·禹贡》)。春秋战国时属楚(《南昌府志卷一沿革表》)，秦始

皇统一天下后，南昌市郊区地域划为九江郡属地(《通典》)。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刘邦在打败项羽之后，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命颖阴

侯灌婴大将“渡江定豫章郡(《汉书》)”以御赵佗，进而平定南方。灌婴渡江后选定南昌为郡治

所在地，于公元前201年在南昌筑城。城址选在“诸道之冲”，位于今郊区湖坊镇境内的黄城村

一带。因此，历史上素有“郊区是南昌城的鼻祖”之说。

充满生机的新区

从地域和人口繁衍的角度上说，南昌市郊区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作为县一级的行政区划

建置，郊区从1957年第一次成立到2000年，只有43年的短暂历史，且其中又先后经历了两次

撤销，两次成立的曲折过程。几经周转，几度变迁，几次重建，快速发展，郊区大地充满着无限

生机。

南昌市郊区所辖地域，在宋朝以前属南昌县管辖。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置新建县，后分

属南昌、新建两县管辖。1926年设南昌市后，分属南昌市、南昌县、新建县管辖。1949年5—9

月为南昌市第六、第七区，同年10月划入南昌县。1951年划回南昌市为第五、第六区，1952年

增设第七区。1953年3月，市委决定成立“中共南昌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郊工委)，作

为市委的工作机构。同年8月，市人民政府又决定成立“南昌市人民政府郊区办事处”，作为市

政府的工作机构，全面负责领导郊区的第五、第六、第七区的工作。1955年，郊区的第五、第

六、第七区分别更名为潮王洲区、青云谱区、塘山区。1956年改设“南昌市人民委员会郊区工

作办事处”。1957年6月13日第一次成立郊区，下辖桃花乡、青云谱乡、城南乡、进顺乡、湖坊

乡、塘山乡、桃溪乡、扬子洲乡。1958年9月，郊区下辖8个乡全部实现人民公社化。进顺乡与

湖坊乡合并成立顺化门人民公社，其它均1乡转l社，共7个人民公社。

当时的郊区政府机构，市委、市人委虽任命了区长、副区长，但因忙于“反右”等政治运动，

未按法律手续进行人大选举，故没有对外公布，区政府机构一直没有正式成立，郊区的行政职

权仍由市人委的工作机构——郊区工作办事处行使。1958年lO月，中共南昌市委、南昌市人

委决定撤销郊区建置，将郊区下辖的各人民公社分别划归南昌市东湖区、西湖区、胜利区、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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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青云谱区管辖。1961年又从以上各区划回，第二次成立郊区，所辖范围有12个人民公社，

共142个生产大队，1090个生产小队。地域面积为185平方公里，全区人口有95774人。1968

年再次撤销郊区，所属范围分别划归南昌县、新建县管辖。1970年又从以上两县收回划归东

湖区、胜利区、西湖区、抚河区、青云谱区管辖。1972年1月，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第三

次成立恢复南昌市郊区县级行政区划建置。下辖单位有塘山、扬子洲、桃花、湖坊、青云谱5个

人民公社及青云谱农场、扬子洲农场、朝阳洲农场、菜科所、水产场。

1972年以后，南昌市郊区行政区划基本上比较稳定，所辖范围没有太大变更。但是，随着

南昌市人口的增加及城区建设的拓展，出现了部分乡、镇、场(村)划进划出变动情况。1978年

5月，朝阳农场划出郊区，为南昌市直属农场。1980年，南昌县罗家镇、新建县蛟桥镇同时划归

郊区管辖。1985年，南昌县罗家乡划归郊区管辖后并入罗家镇。1995年，郊区湖坊乡、塘山乡

各划出4个行政村，南昌县尤口乡划出3个行政村和两个村民小组，合并组建成立郊区京东

乡。1996年，蛟桥镇划出郊区归属昌北经济开发区管辖。1998年，青云谱乡、青云谱农场划出

郊区归属南昌市青云谱区管辖。2000年8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郊区湖坊、塘山、桃花、京东

撤乡建镇，为郊区今后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发展城市、走农村城市化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

路子，创造了良好条件。

到2000年底，南昌市郊区下辖有湖坊镇、塘山镇、京东镇、桃花镇、罗家镇、扬子洲乡、象湖

乡、扬子洲农场、市水产场，共5个镇，2个乡，2个农牧渔场，104个行政村，总人口267796人，

全区地域面积206．68平方公里。从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上说，郊区是一个人口较少、地域不

大的县级行政小区。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受大都市直接辐射的优越环境条件来说，它又是

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区。

饮誉全国的名区

在近现代史上，郊区地域成为历代兵家围困、争夺、攻克南昌城驻兵囤粮、安营扎寨的集散

地。顺治五年(1648)=月，原降清名将后任江西提督的金声桓驻南昌郊区举兵反清，至次年正

月兵败城破，是清王朝建立后，在南方诸省中一次最大的反清复明斗争。清咸丰三年(1853)太

平天国西征，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东援天津，均经郊区进攻南昌。民国15年(1926)9一11月

初，国民革命军从郊区攻克南昌后，军阀孙传芳在江西的势力随即土崩瓦解。1930年，蒋介石

在南昌城郊行营多次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策划“围剿”苏区红军。抗日战争期间，1939年3一

12月，中国军队为抗击日军的侵略，在南昌郊外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历代兵家对南昌的争夺攻守，都是在郊区地域摆开战场进行战斗，每次战争都给郊区人民

带来了深重灾难，对郊区地域的经济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郊区的先辈们以其勤劳和智慧，一

再医治战争创伤，代复一代，生息繁衍，开拓与发展城郊，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

南昌市郊区人民有着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为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曾进行

过无数次的反抗和斗争。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郊区人

民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同治元年(1862)，南昌郊区人民积极参加反对传教±的

斗争，以赶走了法国传教士取得胜利而结束。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昌发生了法国传教士王

安之刺杀南昌知县江召棠的惨案，郊区人民激于义愤，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爆发了对法国传教

士的抗争。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曾亲临南昌视察，受到南昌郊区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民

国8年(1919)，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郊区人民积极响应，纷纷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开展

了查禁和抵制日货的斗争。此后，郊区人民开始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宣传新文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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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给郊区大地带来勃勃生机。1924年2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成立。同

年11月，赵醒侬、方志敏、鲍建勋等在南昌近郊一带活动，开展郊区党组织的创建工作。首批

发展了先进农民青年熊德保、陶柱泰、熊祥莲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郊区建立了第一个基层党

组织，并组织成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扬子洲农民协会。从此，揭开了郊区人民革命

斗争的序幕。1926年3月，扬子洲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2000人。并建立了一支有100余人

的备有土枪土炮、长矛大刀等武器的农民自卫军。1927年3月，郊区谢埠、板溪等村的农民在

农民协会负责人李友桃率领下，攻打了伪区公所，开展了打倒大土壕、斗争大粮商运动。同年

7月，扬子洲农会骨干熊德保、陶柱泰惨遭反动军警杀害，近郊农民4000余人到南昌城示威游

行，高呼“打倒蒋介石”等口号。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蒋介石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

人，郊区农民运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郊区人民毫无惧色，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转入地下活动，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

次代表大会，郊区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王凤飞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7月10日当选为中共

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中共中央派李翔悟、涂作朝为代表到南昌与国民党谈判未果，李、涂

为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杀，撤离市区来到近郊现京东镇邓坊村，村民魏明鹏不顾个人安危，将

李、涂二人隐藏家中20多天，后又亲自雇船将二人护送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1949年5月1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夜渡抚河，解放南昌战斗的第一枪在郊区罗家

谢埠打响。郊区人民纷纷支前参战，帮助解放军当向导，找船泊，冒着生命危险运送弹药，救护

伤员，为解放南昌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郊区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走进社会主义新时代。经过建国

初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积累总结了许多宝贵经验和反面

教训。特别是吸取了“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的沉痛教训后，摸索和走出了一条适应郊区特点

的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取得明显成效。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注郊区事业的发展，1961年

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江西视察农村工作时，在郊区查看蔬菜生长情况并留影纪念。同年

9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到郊区青云谱人民公社进行农业调查研究。

196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来到郊区塘山公社看望全国人

大代表陶智谋和公社社员，关切地询问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情况。1971年5月，中共中央副

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来到郊区罗家公社胡家大队和农科所，先后用两天时间进行“文革”时

期的农村调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围绕如何建设特色的区域经济和

现代化的郊区，郊区历届领导班子及全区人民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在省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合肥、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市区及江西省内许多

县区纷纷慕名前来参观、学习取经。1986年到1997年间，先后有20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郊区

视察。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先后两次来郊区顺

外村、热心村视察，对郊区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

高度赞扬。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来郊区视察，给郊区人民极大的精神鼓舞，不断激励着郊区人

民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型郊区而努力奋斗。

郊区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在郊区这块沃土上，抚育了无数的爱国仁人志士，洒下了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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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的鲜血，出现了许多动人的英雄壮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

朱耷、牛石慧、裘日修、曹秀先等，近代有梅汝礅、赵醒侬、方志敏、王凤飞等
族的精英，是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前进的先驱，是千万郊区人民中的优

英勇不屈、前赴后继、开拓创造的光荣历史，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增添光辉的一页，流芳千

秋万代。

蓬勃发展的强区

由于南昌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交通等强有力的辐射，郊区已发展成为经济建设

走在全省县(区)前列的强区。

历史上，郊区是个农业区，农民主要以种菜、产稻、饲养业为生。解放前，亩产粮食不足

100公斤，蔬菜亩产不到1000公斤。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市民蔬菜副食品的供应，郊区不断

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和饲养禽、畜的数量。1953年，郊区7个农业合作社就有5个是蔬菜生产合

作社。1955年，全区菜地面积扩大到6112亩，蔬菜产量达3015．5万公斤，占南昌市民蔬菜消

耗总量的80％。1958年下半年，郊区所有农业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后，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

纲”，放松了种养结合和多种经营，造成南昌市居民的蔬菜副食品供应不足。1962年以来，进

入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郊区进一步搞好种养结合和多种经营。1965年蔬菜生产量达6000

万公斤，生猪饲养量达到8万头，鲜鱼起水量为175万公斤，其它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也得到

较大的发展。然而，这一种养结合的好形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遭到干扰和破坏，致使市

内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再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

1980年以后，郊区提出服务城市、富裕农民的生产方针，建成了一批副食品生产基地，初

步形成蛋、禽、鱼、猪良种繁育体系。1996年，家禽饲养量达365．3万羽，比1978年增长3．2

倍，年均增长68．2％。鲜蛋上市量8356吨，比1978年增长3倍，年均增长57．3％。水产实行

粗养与精养并举，大湖与小塘并举，集体与专业并举。1996年鲜鱼起水量为11433吨，比1978

年增长了47％。生猪生产在巩固集体养猪场的同时，大力发展养猪专业户，年饲养量达到32

万头以上。瓜果产量每年稳定在114吨左右。1999年，粮食总产量达46053吨，比1998年增长

11773吨，增长35．5％，亩产由解放初期(双季稻)300公斤左右增加到1000公斤左右。

郊区的工业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郊区的工业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区属工业只

占全区工业的百分之几。新中国成立前后，近郊农村只有油坊、粉坊、豆腐坊等从事粮油加工，

铁匠、木匠、篾匠竹制农具和砖瓦、草席、绳索制作等传统产品，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郊区农民跳出手工业小作坊的圈子，大力发展乡镇企

业。1984年，全区乡镇企业发展到988个，从业人员33400人，固定资产5177万元，总产值达

1．51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3．8倍、3．4倍、11．4倍、10．3倍。乡镇企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

销售额为1．12亿，为城乡提供的商品有1200多种。其中有食品、糖果、化肥、饲料、针织品、工

艺品、塑料制品和石灰、砖瓦、竹木、铁制品及各种农机具等。许多产品畅销省内外，活跃了市

场，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5年后，郊区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郊区经济，加

快脱穷致富步伐的突破口，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增加到7．97亿元，

每年平均以40．1％的速度递增，在全省县区中名列前茅。当年乡镇企业实现税金1977．35万

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45．53％。

1997年，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猛增到114．66亿元，比1990年增长12．66倍，平均每年以

43．73％的速度递增，实交国家税金8475．6万元，比1990年增长42．96％，占全区财政总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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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9％。同时，经过几年“抓重点、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已形成城乡结合型、复合式的经

济格局。1997年，全区医药化工、食品饮料、针织服装、建筑建材等8大门类、13大行业向社会

提供的商品总额达97．69亿元，商品数量多达2300余种，许多产品还打人了国际市场。

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全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1997年就达到了小康水平，许多农民

已经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2000年，全区实现国内总产值45．82亿元，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

137．45亿元，实现财政收入21471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944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3432元。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

教育事业大发展，“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郊区，有着崇文善学的悠久历史和尊师重教的

优良传统。东汉豫章高士徐孺子(97—168)，被历代文豪王勃、杜甫、王安石、苏轼等吟咏，真乃

学风远播，永泽后世。

早在南宋时期，现郊区桃花、罗家两地区分别设立了竹梧、龙藏书院。元朝兴“社学”，罗家

地区谢埠街由知府范涞、知县何选创办的社学颇有名气。从清末到民国年间，郊区境内共开办

过44所私塾学堂，学生656人。由于封建制度和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教育

事业一度衰落，郊区境内无一所中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0％，而青壮年文盲率高达80％

以上。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郊区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到

2000年，全区有中学7所，在校学生7753人；小学7l所，在校学生26420人；公、民幼儿园87

所，在园儿童5520人；还有教师进修学校、职业中学各一所。全区形成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网络。适龄儿童入学率由建国前不足20％上升到100％。青壮年文盲率

由建国前80％以上下降到2．7％，达到基本无文盲县(区)标准。

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大力改善学校办学

条件。从1990年到2000年，教育事业总共投资12742．77万元。新建、改建校舍125栋，计

141621平方米。新增教学电脑182台，电脑教室9个，多媒体教室2个，现代化教学手段不断

加强。区教育行政部门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经常组织输送在职教师进修学习，全面提高教

师队伍素质。到2000年为止，全区1669名在职教师中，高级技术职称的有10人；中级技术职

称的有414人；初级技术职称的有1118人。

群众文化谱新篇2000年郊区有16支共2000多名表演人员的农民灯彩队伍。从80年

代开始，郊区先后创办了《播种报》、《蛟桥文学社》、《南齿文学社》、《灌城文化报》，成立了“郊区

农民集邮协会”、“书法协会”、“农民铜管乐队”。全区先后有电影院6家，放映队23个，电子游

戏室42家，录相放影厅2l家，书店20家。各乡镇场(村)都建立了图书馆(室)。群众文化活

动丰富多彩，社会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文化活动的经常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郊区文化生活的明显特征。1989年演

出的大型舞蹈《光明之路》；1990年“迎亚运、爱中华、兴郊区”的大型文艺演出；1993年向省市

人民拜年的民间灯彩表演；1997年“庆七一。迎回归，爱祖国”大型广场文艺表演；1999年举行

的南昌市郊区第二届艺术节活动以及每次举行的农民大合唱歌咏比赛，形势浩大，气势磅礴，

少则350人，多则1200人参与演出，在全省上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多次受到省、市领导的赞

扬和文化艺术界专家的高度评价。1992年，郊区被江西省文化厅命名为“灯彩之乡”。2000

年，郊区被江西省文化厅命名为“书画之乡”。

郊区经常开展群众性文学、美术、摄影、音乐、舞蹈及戏曲作品创作活动，出现许多文艺新

秀和农民画家、剧作家。如：区文化馆干部林燕和青年农民魏际寿合作表演的“拉丁舞”，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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