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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01 

目U 吕

在一个城市的发展史上，究竟能给后人留下怎样的财富?这是我们每一

个城市建设者、 管理者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探究的 。 《星月苍穹红谷

滩一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建设发展史》正是这样一部探究之作。

马克思说过 :人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和产物 ，既是历史的剧作者 ，又是历史

的剧中人。 作者笔下的人物无疑都是这座城市的主人，这些主人又不是抽象

的概念，而是在这里随处可见、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浑身上下散发着泥土

气息的普通人。

将一座新城的崛起放在国际化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解读，居高声自远。

该书注重"求实、求精、求新精心梳理红谷滩建设兴起的脉络，形象展示红

谷滩人崇高的思想精神境界。 宏观、微观交相辉映 ，既有城市建设全面的观

照 ，又有新区发展点上的透视-既有历史进程的记录 ，又有建设经验的总结。

重点突出，再现了红谷滩从荒芜滩涂到"CBD"沧桑巨变的历史长卷。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平民化"的视角保证了这部作品充盈了

"地气" 。 该书以充满时代气息和文化韵味的清新之风让我们看到了报告文学

文体的魅力。 作品遵从史实，不尚空谈，既张扬了报告文学真实性品质 ，又以

积极乐观昂扬向上主旋律基调引领读者。 作品塑造了在红谷滩新城建设中指

挥若定的领导干部;普普通通的建设者 ;各行各业的红谷滩人。 他们的"开拓、

奋进、勤勉、向上构成了红谷滩这个现代都市的"底色他们的精神和秉性

打造了新城的血脉 ，孕育了红谷滩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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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红谷滩新区围绕科学发展，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 经历了从思

想到行动、从经济到社会、从重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演变，整个历程实际上就

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 通过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 ，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探

索科学发展新路的创造活动，形成的新观念、新做法、新措施 ，不仅直接推动

了红谷滩新区科学发展取得令人鼓舞的新成就，而且为南昌市今后的城市化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谷滩新区建设铸就的科学发展、敢闯新路精神 ，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

大精神动力。 过去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现代新城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这种宝贵精神激励着后人投身"二次创业"的生动实践，必将成为南昌打造核

心增长极的强大精神动力。

红谷滩新区建设取得的喜人成就 ，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被誉为"秋水

长天间的神奇"。 南昌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创造了"沧海变桑田 "的奇

迹 ，成为了城市建设发展的典范 ，有力地推动了我省城市化建设进程。

实践证明 :从昌九工业走廊的一极 ，到环鄙阳湖城市群的领军城市 ，再到

鄙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和主动力 ，在江西区域经济战略的不断演进、升华

中 ，红谷滩正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要素集聚、经济带动、城市辐射、改革示范

作用 ，在区域竞争中加速赶超。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的繁荣是城市繁荣的重要标志。 这是一部观照

红谷滩的书 ，更是一部南昌面向未来的书。 红谷滩文化的呈现与叙说赋予了

这部报告文学独特的内蕴。 作者笔下的红谷滩 ，是一座建设者拓荒垦进的城

市 ，也是一座充满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的城市。

崛起南昌 ， 以文化之。 给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以强大的前进动力 ，为南

昌打造核心增长极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是我们南昌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高

贵担当 ，该书的出版发行 ，是实施"文化南昌 "战略的一大盛事，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了解南昌的过去，把握南昌的今天 ，建设南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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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依然诗声拍岸，梅岭满眼草木葱宠。 江山依旧 ，而城市内涵迥异 ，又

一轮大开发的浪潮正兴起在红谷滩的热土上，一个以"打造成为带动全省发

展的核心增长极"为目标的新南昌正蓄势而发。

该书付梓 ，欣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胜利闭幕。 跻身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并继续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 ，社会生活、城市建设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

革。 红谷滩的变革、南昌城市的变化只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相信在党

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的城市将日新月异、气象万千。

赣江 ，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涌向前，当流到红谷滩这个地方，便开阔舒坦了

许多。 1965 年，毛泽东来到南昌 ，在红谷滩的对岸，面对千年流淌的滔滔赣江 ，

抒怀明志 ，写下了《七律 ·洪都》。 作品不仅描绘了他和老一辈革命家所设计的

现实与未来的社会模式彩云长在有新天"蓝图的美好景象，而且表现了他

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与伟大的抱负 。

正如诗中所言 :年年后浪推前浪 ，江草江花处处鲜。

2014 年 11 月 20 日



-4 

其

，

t

的
川

路A
h 

自~冒自



引子 001 

引子

月色似水 ，赣江如带。 正值中秋之夜 ，千古名楼滕王阁上 ，一行人正在倚

楼看景。 美丽的月光洒在他们神色凝重的脸庞上，却没有谁在更多地关注夜

空中那轮明亮的满月 。 秋风高阁 ， 明月朗照 ，沿江两岸灯火中，熙熙攘攘与家

人共度中秋佳节的百姓们也许还不知道，这一行人并不是在登楼赏月 ，他们

的眼睛盯往别处 ，心思全在赣江对岸那一大片荒草妻萎的红谷滩上。

水光一色的赣江出奇地安静，让人不能相信两个月前 ， 它会如此狂暴地

涌入鄙阳湖 ，冲向长江。 这一年春夏之交 ，一场肆虐中国大地的世纪大洪水汹

涌而至 ，武汉告急，九江告急 ，一时牵动了全国上下、大洋彼岸多少颗心 ! 直至

今天 ，历经其境的中国百姓仍然记忆犹深。 对于决策层来说 ，一场大水 ，一份

来自大自然的无言警告，促使了中国一系列环保方案和政策陆续出台 。

入秋之后 ，赣江江北一片滩涂仍然浸泡在水中，远处西山蜿蜒，暮色茫

茫 ， 与赣江南岸的辉煌灯火相比，显得冷清而寂静。

这是公元 1998 年。 距离汉代大将灌婴建筑南昌古城已是两千多年。 两干

多年的岁月 ，南昌从一座守边小城 ，发展为州府省会 ，其中发生过多少惊心动

魄的历史演义?然而 ，任凭历史的尘烟席卷 ，这座古城始终静卧于赣江一侧 ，

归然不动。

站在滕王阁上 ，并不能看到远处的灌婴广场 ， 南昌百姓曾为这位筑城大

将铸造了一座铜像，郑重安放在象湖公园旁。 已仙逝两千年的古人 ，安然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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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无声的碑座上 ，并不知晓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 ，古城南昌 ， 已面临二场极

其重要的拓展决策。

这便是中秋之夜滕王阁上倚楼看江的一行人心之所系。

事实上 ，一个月前，已有一支队伍不声不响地开进了赣江对岸的荒滩。 时

隔不久， 1 998 年 1 0 月 1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当天 ，赣江江北那片没有多

少人能叫得出名的红谷滩 ，成为当天南昌新闻中的亮点 :人们盼望已久的"一

江两岸"工程正式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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