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吉安，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乡。  

  吉安，是古代江南的佛教发祥地。  

  吉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黑釉瓷生产中心基地。 

  吉安，是长江中下游的青铜王国。  

  吉安，是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圣地。 

江西省卫生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千年古城——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吉安市 

千年古窑——吉州窑 

千年古铜——新干商代青铜器 

千年古书院——白鹭洲书院 

千年古刹——青原山净居寺 

千年古村——渼陂和钓源 

千年古墓——吉水东吴大墓 

友好城市： 

美国加州索拉诺郡 

定西 

绍兴 

滁州 

厦门 

深圳 

 

第二章 吉安概述 

 

中文名称：吉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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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庐陵  

行政区类别：地级市  

所属地区：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井冈山市、吉州区、青原区  

政府驻地：吉州区  

电话区号：0796  

邮政区码：343000  

地理位置：江西省西南部  

面积：2.53 万平方公里  

人口：470 万(2008 年)  

方言：赣语  

气候条件：中亚热带丘陵山区季风湿润气候  

著名景点：井冈山、白鹭洲书院、青原山、文天祥纪念馆  

机场：井冈山机场  

火车站：吉安站、吉安南站、庐陵站  

车牌代码：赣 D 

  吉安位于江西省中部，是举世闻名的革命摇篮井冈山所在地。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元

初取吉泰民安之意改称吉安，沿用至今。2000 年 5 月撤地设市，现辖 2 区 10 县 1 市（即吉

州区、青原区、吉安县、新干县、永丰县、峡江县、吉水县、泰和县、万安县、遂川县、安

福县、永新县、井冈山市），面积 2.53 万平方公里，人口 470 万。 

  吉安自古人杰地灵，素有“江南望郡”、“金庐陵”的美称。自秦朝建制以来，这里人才

辈出，名士荟萃，文化发达，民风淳朴。从唐宋至明清，吉安科举进士近 3000 名，状元、

榜眼、探花 52 位（状元 20 位），曾经出现过“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历史盛事。“唐

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永乐大典》 主纂解缙、宋代大文豪杨万里等一

批历史文化名人先后诞生在这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底蕴浓厚的庐陵文化。在中国当代历

史上，吉安创造了新的光荣，1927 年，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创建

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锻造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

勇于胜利”的井冈精神。经考证，吉安还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的祖籍地。 

  这里位处香港、广东经江西到中原的核心地带，既是沿海腹地，又是内地前沿，北与长

江三角洲对接，东与闽江三角洲毗邻，南与华南经济圈呼应，是至关重要的“黄金走廊”。

近年来，吉安的交通区位条件得到根本改善。航空方面，井冈山机场己开通了吉安至北京、



上海的航班，吉安至深圳的航班也将按计划开通；铁路方面，京九铁路开通了吉安至北京、

深圳、厦门的始发列车；水运方面，赣江航道贯穿境内，成为便捷的货运黄金水道；公路方

面，赣粤高速、泰井高速、武吉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快速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己经形成。

从上海、深圳、广州、福州、厦门等城市到吉安，汽车 5 一 8 小时，飞机只需 50 分钟，极

大地缩短了吉安与全国各地的空间距离。 

  全市水资源达 215 亿立方米，可开发水能资源 157 万千瓦，全省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万安

水电厂就在吉安。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6% ，有 4000 余种植物和 1000 多种动物，是国内杉

木、湿地松、毛竹、油茶等经济林的重要生产基地。境内山青水秀，生态优美，红、绿、古

三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井冈山被誉为“天下第一山”，属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全国

旅游胜地四十佳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市内还有武功山、青原山、玉荀山、白水仙等 4 个省

级风景名胜区，有当今世界保存最大最完整的古窑遗址吉州窑，以及白鹭洲书院、新干商墓

遗址、永丰西阳宫等一大批人文古迹。 

  井冈山大学作为吉安最高学府，拥有近 2 万人的办学规模，成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

基地。全市现有普通中学 321 所，每年为全国各大中专院校输送优秀人才 2 万多，有普通高

等院校 1 所、中专和职校 25 所，每年可向社会提供 10 余万具有中等以上文化劳动力。 

  全市公路总里程达 9000 公里，形成了市至县“一小时交通圈”；建成了以 1 10 千伏变

电站为骨架、35 千伏变电站为主体的输变电网络，以井冈山华能电厂、万安水电厂为骨干

的电力装机总容量达 120 万千瓦，年发电 30 亿度；邮电通讯发展迅速，全市固定电话装机

达 71 万户，移动电话达 74 万户，互联网用户 5 万户，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同时，全市形成了海关、商检、市长直通电话、投资洽谈中心、投诉中心、办证服务中

心、招投标中心“七位一体”的投资服务体系，一个“成本低、回报快、信誉好、效率高”、

开明开放的新吉安正在江西中部加速崛起。 

  全市己形成了电子、食品、医药、电力、冶炼、建材等六大工业支柱产业和草食畜禽、

花卉苗木、特种水产、优秀粮油、无公害蔬菜、林产化工等六大农业主导产业。吉安有一流

的承接载体，全市现有 12 个县级工业园区。1 个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面积 72 . 5

平方公里，己实现“七通一平”和硬化、绿化、亮化，己具备了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坚实基

础。 

   今后一段时期是吉安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吉安将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地实施大开放主战略，加快与

包括泛珠三角区域在内的沿海地区对接互动，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推进合作与交流，促进

共同繁荣发展。为此，我们将加快推进以深圳产业园为核心的吉泰工业走廊建设，打造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极；加快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打造全省电子产业基地；加快推进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综合性区域交通枢纽；加快推进综合能源开发，打造电力能源基地；加快推

进中心城区和各县城的城市建设，打造江西中部以“生态园林，宜居宜业”为特色的城市集

群。 

经济建设 

  经初步核算，2007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406.01 亿元，同比增长 13.6%，比去年同期提

高 0.2 个百分点，连续 5 年保持 13%以上的增幅。分季度看，全年四个季度累计增速分别为 

13.0%、13.4%、13.6%和 13.6%，经济呈现稳中加快的增长势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8559

元，可比增长 12.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97.44 亿元，同比增长 4.3%；第二产业增

加值 172.97 亿元，同比增长 25.1%；第三产业增加值 135.59 亿元，同比增长 7.8%。三次产

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 24.44：39.63：35.93 调整为 24.00：42.60：33.40，第二产业占比提高

2.97 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分别为 71.1%和 21.0%，拉动经济增长 9.7 和 2.8

个百分点，经济引擎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二、三产业共同拉动的增长格局。  

  2007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4.1，比上年上涨 4.1%。从八大类别看，呈现“四升四

降”格局。食品类体格上涨较大，为 11.4%。其中，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类分别上涨 13.7%、

24.7%和 25.4%。烟酒及用品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类和居住类涨幅较小，分别上涨 1.0%、

1.1%和 1.6%。衣着类下降 2.1%，医疗保健类下降 0.6%，交通和通讯类下降 0.5%，娱乐教

育类下降 0.4%。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4.3%。 

  2007 年末全社会就业人员 247.81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3.29 万人。分三次产业看，一、

二、三产业分别为 123.65 万人、58.45 万人和 65.71 万人。城镇就业人员 63.36 万人，新增

加 3.57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21146 人，登记失业率 3.17%。城镇单位在岗职工 19.58

万人，下降 5.4%，年平均工资 14895 元，增长 21.6%。 

  2007 年实现财政总收入 40.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9%，占 GDP 的比重为 10.1%，比

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实现一般预算收入 25.32 亿元，增长 23.4%，其中税收收入 15.50 亿

元，增长 30.1%，占一般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61.2%，比上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全年完成地

方财政支出 74.1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4%。 

  2008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505 亿元，同比增长 15.2%，比上年同期提高 1.6 个百分点，

总量迈进 500 亿大关，登上新台阶，速度创 13 年来的最高增幅。分季度看，全年四个季度

累计增速分别为 13.0%、14.9%、13.6%和 15.2%，四个季度增速全部保持在 13.0%以上，全

市经济呈快速增长态势。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10571 元，可比增长 14.4%。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 120.04 亿元，增长 7.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23.0%，拉动 GDP 增长 3.5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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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233.52 亿元，同比增长 24.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1.0%，拉动 GDP

增长 9.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多拉动 4.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151.45亿元，增长 8.3%，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16.0%，拉动 GDP 增长 2.4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为 23.77：

46.24：29.99，三次产业的结构进一步优化，二产占 GDP 的比重明显加大，比上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2008 年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 53.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1%，占 GDP 的比重为

10.6%，比上年提高 0.55 个百分点。实现一般预算收入 32.44 亿元，增长 28.1%，其中税收

收入 21.61 亿元，增长 39.4%，占一般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66.6%，比上年提高 5.4 个百分点。

全年完成一般预算财政支出 100.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7%。 

  2009 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 584.11 亿元，增长 13.7%，增速列全省第 4 位，较 2007 年

前移 5 位；完成财政总收入 64.36 亿元，增长 20.3%，总量及增速均列全省第 6 位，均较 2007

年前移 1 位；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209.01 亿元，增长 21.9%，总量列全省第 7 位，较 2007

年前移 2 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89.23 亿元，增长 43.4%，总量列全省第 4 位，较 2007 年

前移 4 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1 亿元，增长 19.0%，增速列全省第 7 位，较 2007

年前移 2 位；实现外贸出口总额 4.42 亿美元，增长 63.8%，总量列全省第 8 位，增速列全

省第 3 位，均较 2007 年前移 3 位；实际利用外资 3.45 亿美元，增长 17.7%，总量列全省第

6 位，增速列全省第 3 位，分别较 2007 年前移 1 位和 2 位。 

  2010 年，全市累计实现生产总值 720.53 亿元，可比增长 14.2%，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

分点。全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 147.21 亿元，可比增长 6.8%。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累计完成 250.43 亿元，可比增长 27.3%，比上年提高 5.4 个百分点，全年全市第二产业实

现增加值 374.48 亿元，可比增长 19.3%。全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98.83 亿元，可比

增长 11.2%。完成财政总收入 88.62 亿元，增长 37.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67.96 亿元；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2.83 亿元，增长 18.6%；实现外贸出口总额 9.9529 亿美元，增长

125.4%；实际利用外资 4.4 亿美元，增长 27.6%。 

城市建设 

  2007 年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深

入开展“项目建设年”活动，紧紧抓住事关我市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不断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城乡面貌大为改观。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条件显著改善，井冈山机

场建成通航，泰井高速竣工通车，吉井铁路开工建设，公路建设“三年决战”进展顺利，全

市实现了 90%的乡镇通油(水泥)路、86.8%的行政村通公路；万安电厂 5 号机组改造扩容；

城乡电网改造全面完成，农村用电实现同网同价；城防、水利和农村饮水“户户通”工程加

快建设。中心城区功能大幅提升，阳明大桥完成钢管拱合拢，后河治理工程、白鹭公园和吉



州体育场改造全面开工，一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基础性项目加快实施，2004 年新建

和扩建城市道路 39.31 公里，新增城市用林绿地 48 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6.21 平方

米，新增城市供水能力 20.5 万立方米/日，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42.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全市具有资质等级的总

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 0.3 亿元，增长 20%。 

  全市重点流域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同上年比无明显变化，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城

市空气环境质量稳步改善，13 个县(市、区)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同上年持平。 

  全市县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27 个，面积 8.48 万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3.75%。

全市拥有 11 个环境监测站，建成噪声达标区 12 个，噪声达标面积 25.3 平方公里。全年用

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达到 23036.9 万元。 

  全年(中心城区)平均降水量 2990.2 毫米，增长 33.3%。全市总用水量 30.523 亿立方米，

其中，生活用水 1.643 亿立方米，城市环境用水 0.078 亿立方米，生产用水 28.803 亿立方米，

在生产用水中一、二、三产用水分别为 21.002、7.314、0.487 亿立方米。 

  全年消耗标准煤 302.31 万吨，增长 2.5%。其中，工业煤耗量 272.75 万吨，增长 2.1%，

生活煤耗量 29.56 万吨，增长 6.4%。万元 GDP 能耗 0.997 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12.1%。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4.17 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达标率 86.5%，工业重复用水率 17.88%，

工业烟尘排放量达标率 81.9%。 

  2009 年全市就新征建设用地 14517 亩，清理闲置土地 1282 亩；完成拆迁 80 万平方米，

其中，中心城区拆迁 42 万平米，保障了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一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

市品质的重点城建项目相继开工，赣粤高速城北联接线、新禾埠大桥、石阳路改造、正气广

场、井冈山大道及阳明路街景整治等工程全面完工，城南新区、市文化艺术中心、市民中心

公园、庐陵文化生态公园、天华山公园、真君山公园等项目加快推进，“一城三区、两江三

岸”的城市框架全面铺开，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相继跨入省级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行列。两年来，全市实施重点城建项目 366 个，完成投资 75.9 亿元，其中，

中心城区 70 个，完成投资 33 亿元。 

  2009 年末，城镇建成区面积较 2007 年扩大 34.7 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区面积扩大

10.06 平方公里；道路面积 916 万平方米，较 2007 年增加 385 万平方米；中心城区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 12.6 平方米，较 2007 年增加了 5.2 个平方米。 

社会事业 

  固定资产投资： 

  2009 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89.23 亿元，增长 43.4%。其中城镇以上投资完成 534.63



亿元，增长 44.3%；农村投资完成 54.6 亿元，增长 35.3%。全年全市施工项目 1862 个，新

增固定资产 500.51 亿元，增长 63.2%。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投资 124.86 亿元，增长 66.5%。第一产业完

成投资 35.39 亿元，增长 46.7%；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410.95 亿元，增长 50.9%；第三产业完

成投资 142.89 亿元，增长 24.9%。 

  全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34.16 亿元，增长 14.1%。商品房施工面积 488.89 万平方米，

下降 9.1%，其中住宅 434.24 万平方米，下降 2.3%；商品房竣工面积 121.92 万平方米，下

降 23.6%，其中住宅 103.19 万平方米，下降 20.9%；商品房销售面积 203.94 万平方米，下

降 0.6%，其中住宅 189.05 万平方米，增长 2.7%。 

  国内贸易： 

  全年全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1 亿元，增长 19.0%。分城乡看，完成城市消费品

零售额 43.42 亿元，增长 19.5%；完成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127.58 亿元，增长 18.8%。

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150.45 亿元，增长 19.3%；餐饮业零售额 16.94 亿元，增长

18.9%；其他行业零售额 3.62 亿元，增长 9.5%。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完成销售总额 56.7 亿元，增长 12.7%，其中零售额增长 32.8%。

食品饮料烟酒类销售额 18.2 亿元，增长 13.1%，其中零售额增长 69.6%；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类零售额增长 13.6%；化妆品零售额增长 14.3%；金银珠宝类零售额增长 80.2%。 

  对外经济： 

  全年全市进出口总额 52474 万美元，其中出口 44214 万美元。 

  全年全市新签外资项目数 78 个，合同引资 42886 万美元，实际进资 34481 万美元，增

长 16.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全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26.02 亿元，增长 6.8%。 

  全年全市公路实现货物运输量 5997 万吨，增长 11.0%，货物周转量 231.31 亿吨公里，

增长 15.0%；发送旅客 3460 万人，下降 0.2%，客运周转量 17.98 亿人公里，下降 9.9%。铁

路(吉安站)全年发送旅客 230.14 万人，增长 4.1%，到达旅客 205.47 万人，增长 55.1%；发

送货物 5.51 万吨，下降 27.2%，货物到达 312.48 吨，增长 16.1%。 

  年末全市境内公路通车里程为 19912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311 公里。年末全市民用汽车

拥有量达到 77432 辆(不含摩托车及低速车)，其中私人汽车 46525 辆。 

  全年全市实现邮电主营业务收入 17.06 亿元，增长 14.9%。固定电话用户数为 66.4 万部，

下降 13.7%；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 160.84 万户，增长 4.0%。 



  旅游和金融业： 

  全年全市接待入境旅游者 10.08 万人次，增长 14.0%；旅游外汇收入 2264 万美元，增

长 14.3%。全年全市接待国内旅游者 1226 万人次，增长 16.1%；国内旅游收入 72.6 亿元，

增长 21.4%。 

  全年全市实现金融保险业增加值 3.9 亿元，增长 23.6%。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余额 697.85 亿元，比年初增加 146.55 亿元，同比多增 45.65 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

额 311.67 亿元，比年初增加 94.21 亿元，同比多增 52.61 亿元。 

  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年全市普通高等教育招生 0.53 万人，在校生 1.86 万人，毕业生 0.57 万人。普通中等

教育招生 0.69 万人，在校生 1.86 万人，毕业生 0.49 万人。普通中学招生 9.72 万人，在校生

28.17 万人，毕业生 9.2 万人。职业教育招生 1.53 万人，在校生 2.9 万人，毕业生 0.57 万人。

普通小学招生 6.35 万人，在校生 37.16 万人，毕业生 6.52 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 13.34 万人。 

  全年全市申请专利 305 件，比上年增加 109 个。 

  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2 个，文化馆、群艺馆 14 个，公共图书馆 13 个，博物馆

15 个。年末全市共有广播电台 12 座，电视台 12 座，广播人口覆盖率为 94.6%，电视人口

覆盖率为 96.6%。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 655 所，其中医院 48 所，农村卫生院 223 所，疾控中心 14 所。

全市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14493 人，其中农村卫生院拥有 4987 人。全市拥有病床床位 11536

张，其中农村卫生院拥有 3938 张。 

  全民健身活动全面开展，全年全市举办各级运动会 218 次，8.45 万人参加运动会，在省

级比赛中 99 人获优秀以上荣誉，二级运动员的发展人数 58 人，二级裁判员发展人数 62 人。 

  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市总人口为 483.0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3.53 万人。全年全市出生人口 6.68 万人，

出生率为 13.88‰；死亡人口 2.88 万人，死亡率为 5.99‰；自然增长率为 7.89‰。全市城镇

化率为 38.84%，比上年提高 2.38 个百分点。 

  全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018.54 元，增长 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95.22 元，增长 9.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

性总支出的比重）为 45.6%，比上年下降 2.3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4.4%，

比上年上升 3.6 个百分点。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 38.21 平方米和 36.86 平方

米。 



  年末全市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9.28 万人，城镇免费职业培训 8.4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

培训 9.91 万人。23.08 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26.59 万城镇职工和 15.24 万农民工参加了工伤

保险，39.63 万城镇职工和 7.97 万农民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60 万城镇职工参加了基本医

疗保险。 

  全年全市征缴失业保险总额 5335.7 万元，工伤保险金额 1933 万元，养老保险金额 7.7

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金额 4.36 亿元。 

  全市拥有各种福利收养单位 233 个，收养床位 19892 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9.74 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6.09 万人，农村五保供养人数 2.63 万人。 

  资源、环境： 

  全市拥有 14 个环境监测站，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35 个，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

源保护面积 119.08 平方公里。全年全市用于项目环保投资 3.69 亿元。全市设 15 个水质监测

断面，11 个监测断面的水质达到Ⅱ类标准，4 个监测断面水质达到Ⅲ类标准，水质整体状况

优；中心城区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浓度达到一级标准，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达到二

级标准，与上年相比，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上保持稳定，环境空气优良率 99.7%；中心城

区酸雨(PH 值≤5.6)频率为 76.3%，与上年相比，酸雨频率降低了 12.3%，PH 年均值为 4.87，

比上年上升了 0.54，酸性有所减弱；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66.6 分贝，

达到 4a 类标准，道路交通噪声环境质量好，与上年相比，噪声值下降了 0.1 分贝；中心城

区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3.1 分贝，达到 2 类标准，区域环境质量较好。 

  初步核算，全年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 0.91 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2.1%。 

  初步统计，全年自产地表水资源量 147.92 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27.4%。全年全市平

均降水量 1294.4 毫米。全市总用水量 46.64 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 1.85 亿立方米，生态

用水 0.14 亿立方米，生产用水 44.65 亿立方米，在生产用水中一、二、三产用水分别为 38.45、

6.08、0.12 亿立方米。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吉安的历史悠久。早在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披荆

斩棘，生息繁衍。吉安市河东案山古文化遗址可以得到证明。夏商吉安市为中原九州之一的

扬州西南境域；西周属周文王五世孙周章封地；春秋属吴。周元王三年（公元前 473 年），

地入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334 年），地入楚。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11 年），分



天下为三十六郡，始置庐陵县，属九江郡。故吉安市古称“庐陵”。汉代庐陵属豫章郡。三

国时期，豫章郡属吴，兴平元年（公元 194 年），孙策分豫章郡置庐陵郡，郡治在今泰和县

城西北 15 公里处。建安四年（公元 199 年），郡治迁西昌县治（今泰和县城西 1.5 公里）。

西晋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庐陵郡治迁石阳城（今吉水县城东北 8 公里处）。东晋咸康八

年（公元 342 年），太守孔伦迁建郡城于今吉安市区孔家湾附近。隋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

改庐陵郡为吉州，故吉安又有“吉州”之称，迁建州城于今吉安市区赵公塘一带；大业三年

（公元 607 年），复改吉州为庐陵郡。唐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再改庐陵郡为吉州；永淳

元年（公元 682 年），迁建州城于今吉安市区北门街道辖区内；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

吉州为庐陵郡；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改庐陵为吉州。 

  宋开宝八年（公元 975 年），置吉州庐陵郡军事。南宋绍兴年间（公元 1131－1162 年），

吉州庐陵郡领庐陵、吉水、安福、太和、龙泉、永新、永丰、万安 8 县。元至元十四年（公

元 1277 年），废吉州军事，置吉州路总管府，领庐陵等 8 县；元贞元年（公元 1295 年），改

吉州路为吉安路，辖吉水、安福、泰和、永新四州、五县，取吉水、安福两州各一字命名为

吉安路，寓“吉泰民安”之意，“吉安”之名自此始。至顺年间（公元 1330－1333 年），析永新

地设永宁县。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废吉安路，置吉安府，领庐陵、泰和、吉水、永

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 9 县；二年（公元 1369 年），太和改为泰和，吉安府领

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 9 县。清初沿明制，乾隆八年（公

元 1743 年），析永新、安福地置莲花厅，吉安府辖 9 县 1 厅，直到清末。民国元年（1912

年），废吉安府，莲花改厅为县，各县直属江西省；1914 年，置庐陵道于宜春，龙泉、永宁、

庐陵三县分别改名为遂川、宁冈、吉安县，庐陵道共辖赣西萍乡、宜春、分宜、新喻、清江、

万载、宜丰、上高、高安、莲花、安福、永丰、宁冈、永新、泰和、万安、吉安、吉水、遂

川、峡江、新淦 21 县；1916 年，庐陵道迁至吉安；1926 年，废庐陵道，各县直属江西省；

1932 年，置第九地政区公署于吉安，辖永丰、万安、吉水、泰和、峡江、吉安 6 县；1939

年，改第九行政区为第三行政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吉安，辖永丰、安福、万安、吉水、

泰和、峡江、吉安、宁冈、遂川、莲花、永新 11 县。 

1949 年 6 月 30 日，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吉安地方委员会、吉

安公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7 月 16 日，吉安城解放，地委、专署机关人员进驻吉安城；7

月 28 日，析吉安县石阳镇及近郊建吉安市；9 月，吉安分区改为吉安专区，辖 1 市 11 县。

中共吉安地委初属江西省委和赣西南行政区党委领导。1951 年 7 月赣西南行政区党委撤销

后，一直归属江西省。1952 年，南昌专区的新淦县划入吉安专区。1953 年元月，吉安市改

为吉安镇；12 月 16 日，复名吉安市。1954 年，吉安市改为省直辖。1957 年，新淦改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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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1958 年，吉安市划为吉安专署领导。1959 年 1 月 1 日，撤宁冈县并入永新县；7 月 1

日，宁冈县从永新县析出，以宁冈县原行政区域（划出潮江公社对换永新的拿山公社）为主，

加上遂川县的井冈山乡，成立井冈山管理局，归省直辖；11 月 17 日，省人民委员会决定，

并于 1960 年 1 月 7 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宁冈县建置，与井冈山管理局合署办公；1961 年

12 月 6 日，宁冈县与井冈山管理局分治，宁冈县属吉安专区；1968 年 5 月，改吉安专区为

井冈山地区，井冈山管理局改称“井冈山革命委员会”并划归井冈山地区管辖；1978 年，恢

复省辖管理局；1979 年，井冈山地区改名为吉安地区； 1981 年 10 月，设立井冈山县，隶

属吉安行署；1982 年 12 月，建立井冈山市。1992 年，莲花县划入萍乡市。2000 年 5 月 11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函 200040 号），撤销吉安地区，成立地级吉安市，同时撤销宁冈县并

入井冈山市；至此，吉安市辖吉州区、青原区、井冈山市和吉安、泰和、万安、遂川、永新、

永丰、吉水、峡江、安福、新干 10 县，257 个乡镇，3150 个行政村。2001 年 12 月末止，

全市辖 221 个乡镇，3129 个行政村。 

 

第四章 文化艺术 

 

节庆习俗 

 

立夏节 

    立夏当天吃“立夏蛋”，家家户户，人人要吃蛋。有些人还会吃“立夏狗”，俗话说：“吃

了立夏子，榔头打不死；吃了立夏狗，两腿忙忙走。”这个节目气氛不浓，因为正是春插季

节，农事太忙。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井冈山土、客籍民间过端午节以菖蒲、艾叶插于大门左右，城

乡普遍做粽子。旧时过端午节，活动颇多。是日午时，以朱砂画黄纸符贴于门户。饮雄黄酒，

小孩不会饮酒则涂于额上，以避生毒疮。以雄黄酒洒于墙脚，以免除疾病、驱虫蚁。近河流

的地方，还进行龙舟竞赛。此俗至今不变，唯饮雄黄酒逐渐不兴。  

六月六 

    俗谓“洗狗头”节，把狗抛到水里洗澡。过去有钱人家“晒票子”，一般人家晒衣服被

褥等，据说不会发霉，可防止腐蚀和虫蛀。罗浮一带土籍居民，对“六月六”比较重视，邀



把自产的上等“家茶”，一根四五寸长的调味篾棒，再加上自制的冰姜、兰条、韧皮豆、炒

芝麻和蜜桔皮之类的“点茶”，一起放入茶碗中冲泡。茶碗里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显示她的

能干和富有，也表示她的慷慨和诚意。这种茶又甜、又香，还有咸辣味，味道很怪，有的妇

女一小时可以喝上七八碗。一直喝到茶碗里的“点茶”全部泡发，用调味棒扒出来嚼光，说

声“多谢”，便散场回家。 

    安福县请春茶的风俗由来已久。据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年间就兴起这种风俗。全村的

妇女聚集在一起，有说有笑热闹非凡，耕种饲养、衣着穿戴、邻里新风、婚姻嫁娶，无所不

谈。参加喝春茶的都是些婆婆妈妈、婶子大嫂，只要是本村人，不管赵钱孙李，不分长幼尊

卑，一视同仁，什么旧怨新仇都不会提及，而喝了茶，过去的是非一笔勾销。因此，人们又

称这种茶为“表嫂团结茶”。 

    擂茶：在青原区、吉水、泰和、万安、安福、遂川、井冈山等地居住着不少客家人，有

的地方还居住着畲族人。客家人和畲族人不仅喝浓茶，而且用擂茶招待尊贵的客人。 

    擂茶是将茴香、花生米、芝麻、黄豆、甘草等先在锅里炒香炒脆，然后与茶叶一道放在

有沟纹的擂钵中用木棒擂成粉渣状，再用沸水冲入，边冲边擂，直至成稀糊状，加点儿盐或

糖，趁热喝下。一般沏泡一壶茶后，还要端上花生、瓜子、各种果干、蜜饯等，有钱人家还

用油锅炸薯干、烫皮、米果招待客人。除正月喝“新茶”外，还有儿子娶亲喝“喜茶”，生

儿子喝“红茶”，中秋节喝“月光茶”等。 

    据考证，这种茶源于汉魏的粥茶和唐宋的盐姜茶，当时流行于黄河以北地区，由客家人

的祖先把这一风俗带到了南方，这一习俗保留至今。 

 

第五章 旅游景点 

 

大仙岩 

 

  大仙岩位于永丰县陶唐乡金溪村与天台山东麓楼源村之间，洞内总面积 3 万多平方米，

全洞主干线长约 3000 米，洞体宏大，为江西最大天然溶洞之一。据地质专家考证，此洞石

灰岩层的形成始于 2.5 亿年前。 

  大仙岩洞口高 9 米，宽 5 米，如一巨大空调口，夏有凉风阵阵袭来，冬有暖气潺潺而出，

十米开外都能感觉到。洞口左边一条平路走进，右边则有清澈泉水汩汩而出。右洞壁一巨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