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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中华民族自古有“安邦治国，以史为鉴。治理州县，以志为

鉴。教化子孙，以谱为鉴’’之说。每逢盛世，必有修志之举，以

国有史，地方有志，家有谱的独特形式，承载历史，传扬文明。

今开宁都乡镇志编修之先河的《黄陂镇志》又即将付梓。闻之不

胜之喜。虽文涩笔拙，仍经不住编纂同志之鼓动，捉肘聊发数
—王·

口0

黄陂，原名璜溪、璜陂。据考证，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已有

人类活动。有记载的历史始自王、黄两姓开埠，距今也有一千八

百余年。数千年来，黄陂这方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山青水秀，

气候宜人的水土孕育了一代代勤劳、智慧、朴实、勇敢的黄陂

人。代代黄陂先民生生不息，奋斗不已，又孕育了这一方独特的

文化，创造了这一方独特的历史，展示了这一方独特的风采：古

有廖氏诗文，流芳千古；谢氏元龙，状元及第；胡氏英才，载录

史册。自古以来，人文蔚萃，争奇斗妍，造就了黄陂厚重的客家

历史文化，为黄陂如今成为宁都西北部重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区时期以红著称，是宁都县第一个农村中共党支部、第一个基

层共青团组织和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地，是红军

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本营、第二次反“围剿"的决策指挥中心

和第三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之一，毛泽东、朱德、陈毅、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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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曾山、项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生活和战

斗过，毛泽东曾七驻黄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陂有

1300多名烈士、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

勇捐躯。红色历史铸造了黄陂人民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峥峥风

骨。新中国成立后，黄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

社会主义建设中，谱写出一篇篇壮丽的诗篇，描绘出一幅幅绚丽

的图画，奏响起一曲曲发展的凯歌⋯⋯。

通过修志，载先人之辉煌，记今人之业绩，昭示后代，承接

历史，诚属必要，颇有意义。志属信史，乃一方之百科全书，具

有“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黄陂镇志》的面世，有助于

黄陂人民和有志于帮助黄陂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解读黄陂

历史，了解黄陂风情，认知黄陂文化，从中获得教益，为推进黄

陂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黄陂工作整整十载，已把情感融入黄陂的山山水水，感慨

良多。在此妄发片言，权以为序。

纂煮蠡鑫善李上柱镇人大主席团主席 寸一”



凡 例

一、编纂《黄陂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真实地反映黄陂自然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采用述、记、志、

传、表、图、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只叙不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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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性的统一。

三、全志由编首、正文、编后三部分组成，分篇、章、节、

目4个层次。编首设序、凡例、行政区划图、彩页、概述、大

事记、苏区纪略；正文设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

物6篇共30章；编后设后记、赞助名录。

四、本志记事上限至事物发端，下限至2002年12月，部

分内容延至2003年12月。全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重点记

载新中国成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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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后，称“新中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行政区划按当时建制称谓记。机构名、职官名一律按

当时称谓记。地名以《宁都县地名志》为准，一律用现名(“建



制区划’’章“黄陂’’按当时称谓“璜溪”、“璜陂"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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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近代人物”节以出生时间排

序，其余各节以姓氏笔划为序。为避免重复，县(团)级以上

干部获高级职称者，列“县(团)级以上干部"目记载；科级

干部获高级职称者，列“科技人才"节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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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都年鉴》、部门专业志等志书，《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宁都县组织

史资料》等各种资料汇编及县档案馆、黄陂镇馆藏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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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躲，臻矗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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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民 中共固村镇党委书记 赞助额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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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彬 中共宁都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 赞助额200元

杨日红 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综合办证中心主任赞助额200元

张声林 宁都县水保局局长 赞助额200元

张运昌 中共宁都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纪检员 赞助额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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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龙 宁都师范学校办公室主任 赞助额200元

胡小珍 青塘镇人武部部长 赞助额200元

胡道平 宁都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赞助额200元

胡遵美 黄陂镇政府退休干部 赞助额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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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万林 宁都县林业局副局长、县防火办主任 赞助额200元

谢万桂 宁都县粮食局纪检组长 赞助额200元

谢立新 宁都县盐业公司副经理 赞助额200元

谢东明 中共梅江镇党委副书记 赞助额200元

谢逊庭 宁都县邮政局退休干部 赞助额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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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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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立新

廖永华

廖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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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宁都县委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宁都县文明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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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赞助名录》截止时间为200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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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黄陂位于宁都县西北部，地处北纬26。41’，东经115。50’。东邻钓峰乡、安福乡，南界

蔡江乡、青塘镇，西接大沽乡、兴国县，北Ⅲlt4,布镇。东西长约33公里，南北宽约8．8公

里，呈弯弓状，总面积204．46平方公里。有耕地33686亩，山地227625亩，水面9609亩。

山、水、田、路、屋所占比例，大致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据考证及有关资料记载，黄陂，原名璜溪、璜陂。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境内就已有人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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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国吴嘉禾五

年(公元236年)，析雩都之阳都(即宁都)置县至今，黄陂除南宋大明五年(公元461年)

至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曾属虔化县，苏区时期1933年8月至1934年10月曾属洛口

县外，均属宁都县(州)。境内的行政区划设置：汉代设里。唐代分设里、乡。宋熙宁中后

推行保甲制，设保、大保、都保、乡。元同宋制。明清时期，宁都设6乡，黄陂分属怀德乡

之二十五都仁寿里、二十七都钦义里、二十八都安仁里和二十九都思顺里。苏区时期，1930

年黄陂设区，开始有区域性行政机构。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改设镇。民国三十年

(1941年)十一月，复设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七月，改设乡。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六月，重设区。新中国成立后，宁都设7区，黄陂设为第七区。1958年10月，改设公

社(乡)，称红都人民公社。1961年1月，又设区。1963年3月，复为公社。1984年6月，

撤社建乡。1987年12月1日，改乡为镇。

2003年，全镇辖1个居民委员会，16个村委会，244个村民小组。共8852户，32542

人。除有畲族131人外，其余均为汉族。

镇治机构驻黄陂圩，距宁都县城48公里。

黄陂属雩山山脉，地势西高东低。中、东部多丘陵，约占镇域面积三分之一；西部系山

地，约占镇域面积三分之二。黄陂河两岸属河谷堆积平原，为典型的河崖丘陵地貌。最高峰

为大湖村的桂花山，海拔928米。最低处为杨依村的堑背塘，海拔240米。有大小河流136

条。源于蔡江的主流黄陂河自西向东汇入梅江，境内流长约18公里。

境内处中纬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

明。多年平均气温17．7℃，极端最高气温38℃多，极端最低气温一7．5℃。年平均日照

1903．5小时，日照百分率43％，太阳辐射年均总量110462．7卡／平方厘米。年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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