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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南县地名志》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主管

部门的指导下，在全县广泛开展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而编辑出版的。

这本书是全南县第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是标准化、规

范化的地名典籍。它的出版，，将为党政机关：军事、交通、邮电、新

闻、出版、广播、农业规划、文教卫生、测绘、公安等部门以及人民

日常交往使用标准化地名，提供确切依据，使地名能直接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服务。

《全南县地名志》分五大类编排，共收录地名1 63 1条，其中行政

区划1 39条，居民点(包括自然村、自然镇、片村、农点、街、巷等)

1 122条，专业部门(包括行政、，企事业单位、台、站)1 59条，人工

建筑(包括水库、陂坝、渠道、电站，公路、桥梁等)96条，自然实

体(包括山、山蛔、河流、地片等)1 ll条，纪念地、名胜古迹4条。

属行政区划、自然村的地名全部收录，其他地名适当收录，保密单位

未收录；所有废地名附一览表说明。采用志录兼收，以“志”为主，

辅之以录的办法。凡列入本地名志的地名，均为现行的标准名称。全

部内容以文、图，照片为主要表现形式。并使其有机结合；浑然一体，

使用方便。 ·

本地名志装帧为16开漆布精装直编横排本。卷首部分有前言、县

行政区划图，县概况，县城旧貌图，县城新貌图，县历史沿革表，县

行政区划变更一览表；县城区地名图；中间部分为各人民公社(场)

镇地名图、概况、地名、行政、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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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南县概况 ·1·

全南县概况

全南县位于江西省南部，东靠龙南县，南、西、北和广东省翁源、始兴、南雄三县接

壤，东北毗邻信丰县，略呈东北、西南向的长条形(东北、西南长约85公里，东南，西北宽

约27．2公里)。总面积1520平方公里。辖14个公社，2个镇、2个垦殖场(含省属八一垦殖

场)、2个林场，140个生产大队(含30个大队级分场)，9个居民委员会，1052个自然村，6

个自然镇，总户数28759户(其中：农业户22785户，非农业户5974户)，总人口156186人(其

中；商品粮人口数29975人)，除瑶、回、满、壮、蒙古、毛难等少数民族299人外，均为汉族。

汉为南燮县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赣州称虔州。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置

镇，地处虔州之南称虔南镇，五代杨吴改为虔南场，虔南属龙南，信丰两县地域，境地桃江

流域属龙南，黄田江流域属信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龙南县的大龙堡、新兴堡和

信丰县的杨溪堡、步口堡、回阿堡、镇南堡划出，建立虔南厅，为县一级行政机构，属赣州

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虔南厅为虔南县，民国三年(1914年)属赣南道。民国十五-年

(1926年)直隶于省，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属第十三行政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属第四行政区。1949年8月20日全南县解放。1949年9月1日成立虔南县人民政府，属赣_!}H

专区(后为赣西南行署)，1951年属赣州专区，1954年属赣南行政区，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

改虔南县为全南县。1964年属赣州专区，1970年属赣州地区。县人民政府驻城厢镇。县城位

于省会南昌市的南面625公里处，北距赣州行署驻地赣州市196公里。

全南县地处九连山脉盘亘地带，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为变质岩、花岗岩组成的

山地，山势峻拔，峡谷深切，地貌景观较为复杂，西南高山绵延，以饭池嶂为最高山峰，海

拔1145米，东北部为低山和丘陵区，海拔多在300至700米之间，最低处在长尾州，海拔215

米，境内山涧小坑星罗棋布，溪河纵横交错，穿插于重山狭谷之间。在山地和丘陵之间散布

着狭缓谷地，多辟为垄田，为主要农耕区，全县大小河流有142条，主要有桃江及其支流黄

田江。桃江发源于饭池嶂东麓，蜿蜒曲折流贯县境7个公社23个大队，从东南流入龙南县

后，又折回县境北与黄田江汇合再由北注入贡水。

全县耕地面积14．9343万亩(水田13．5731万亩，旱地1．3612万亩)。境内土壤多偏酸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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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多为黄壤，丘陵地区以红壤为主，耕作土地主要是由花岗岩和正长石经风化后面成的红壤

土。

县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8．6℃，一月平均气温为

8．2℃，七月平均气温为27℃，极端最高气温38．6℃(1967年7月17日)，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7．9℃(1975年1月5日)，≥5℃的积温为6618．1℃，≥10℃的积温为5897．1℃，平均年日照时

数1690小时，年降水量1695毫米，年降雨日数168天，主要集中在4至6月份，占46％。1966年为

历史罕见的大水年，从6月20日至22日连降暴雨，三天总降水量达286．7毫米，桃江水位急剧上

涨，造成全县农田受淹面积4万亩左右。初霜期11月下旬，终霜期2月中旬，无霜期约287天，1963

年春早连夏秋旱，从3月至10月，日降水量5毫米的日数只有一天，农田受早面积达10万亩。

全县山地面积125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7％，丘陵占17％，低丘岗地占6％，其中有

林地面积142．89万亩，森林复盖率占62．67％，森林资源丰富，主要有杉、松、樟、楠和毛

竹等，林木郁郁葱葱，素有“赣南木仓’’之称，尤以黄田江两岸及小叶炼地区的杉木出名，

且有直、大，长，皮薄、金黄色．木质坚硬等特点而闻名省内外，全县林木总蓄积量为

701．128万立方米，年采伐量达8．3509万立方米。毛竹总蓄积量414．31万根，毛竹年采伐量

达12．7876万根。林业产值760．04万元，占全县国民经济收入17．79％。

县境的雄山幽谷，还蕴藏着丰富的地下资源和水力资源，主要矿产有钨、铀、煤，萤

石、硫磺，石灰石、重晶石、石英石、花岗岩、瓷土等，尤以大吉山钨矿储量大，品位高，

驰名中外。瓷土蕴藏量也大，计457．69万吨左右，可供年产570万件产品生产1500余年。全南

沟壑多，水源落差大，可开发的水能蕴藏量2．5万千瓦。已兴建水电站37座，49台装机容量

共达5556千瓦，占全县可开发水能资源的22％，年发电量811万度。

经济以农业为主，解放前土地贫瘠，水利失修，易早易涝。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领导下，大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兴修了中型水库1座，小(一)型水库

1座，小(二)型水库26座，小型塘坝732座，总蓄水量达3131．5万立方米，有效灌溉农田

达11．5万亩j建成旱涝保收农田7．8323万亩，稳产高产田4．5226万亩，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

发展，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红薯、大豆次之，粮食总产量1949年仅3564．62万斤，1983年

增加到11870．75万斤，单产由165斤，增加到759斤，增长五倍，经济作物以花生及油菜、油

茶、油桐为主，油料、黄麻近年也有较大发展。土特产有香菇、木耳，冬笋，茶叶，松脂，

板粟，荸荠以及土党参、金银花、薄荷、黄连、茯苓等药材，以水库为主体的养殖水面达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全南县概况 ·3·

5332亩。农业总产值达4017．9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1．37％。

解放前，仅几家铁器，砖瓦个体手工业，现代工业是一片空白。现已发展到有采矿，电

力，机修，煤炭、化工、建材，陶瓷、造纸、纺织、制药，印刷，酿酒和食品加工、粮食加

工、木制品加工等19个厂矿企业和一些集体，个体经营的工业，工业总产值达1612万元，占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8．63％。

全南县解放前的交通极为不便，运输靠肩挑，往来靠步行。历史上的闭塞山区，如今公

路盘绕，简易公路网遍及全县，龙南至大吉山公路横贯县境南部，通赣州、大吉山和广东韶

关等地。全南至上江公路贯穿县境北部，能通往韶关及赣州等地，全县通车里程达326．2公

里，其中干线通车里程189．4公里，95％的大队可通汽车，改变了昔日出门爬山坡的困境。

水运以桃江为主，自上江(江口)以下，木帆船可直达赣州。黄田江等支流可流放排筏。

解放前夕，全县只有初级中学一所，完全小学三所，在校学生730人。现有完全中学5

所，初级中学16所，小学242所，在校学生33055人(其中s高中学生2067人，初中学生7028人，

小学学生23960人)。教职员1652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6．1％。卫生事业，1949年前全县

仅有2名医护人员的小卫生院一所及民间药铺7所，现有县属医院1所，省属矿，场职工医

院2所，公社卫生院17所，医护人员546人，病床433张。全县有剧团1个，电影院5个，农

村电影队11个，还有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等。随着生产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人民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真是。 “欢声笑语歌不断，春风送暖进山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员曾昭秀同志(广东省南雄县人)，曾在社迳曾屋等

地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南是湘，粤、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

分，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活动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35年秋至1940年夏，中共“三南"中心．县

委设在县境社迳坪岗村等地，领导龙南、定南、虔(全)南三南游击队，建立地方武装组

织，组织民众打击土豪劣绅，革命烈火在境内的内半、炉迳等地越烧越旺。1947年4月湘、

粤、赣边区游击队转战来到全南县境内的龙源坝，竹山、木金、寨下，茅山，大庄，大吉

山、乌桕坝等地区，建立了游击活动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

’全南县由于建县时间较晚，名胜古迹较少，距离县城东面10公里的天龙山，三面悬崖陡

壁，唯有南面一条小道通往顶峰，形如巨龙昂首飞腾，山下桃江从西往东绕过，山上苍松翠

竹。风景秀丽，地势险要，有清朝年代修筑的庙宇，为人们游憩的好去处。此外，南迳、茅

山两地有温泉，现已建有可容百余人的露天浴室。
’



■4·

全南县(1949至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 单位l万元

年 份 工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比 重％ 工业总产值 比重％

1949 1055．5l 1026．65 97．27 28．86 2．73

1950
’’

1097．54 1055．76 96．19 37．78 3．81

、1951 1165．24 1122．49 96．33 42．75 3．67

1952 1351．13 1305．16 96．55 146．57 3．45

1953 1455．20 1391．81 95．64
． 63．39． 4．36

1954 1434．45 1333．90 92．99
‘

100．55 7．01

1955 1519．83 1405．71 92．49 114．12 7．51

1956 1862．79 1661．88 89．21 200．9l 10．79

1957 1883．76 1712．74 90．92 171．02 9．08
、

11958 1993．42 1637．69 82．15 ”355．73
’

17．85

1959 2158．47 1656．92 76．76 501．55 23．24

1960 1987．18 1505．68 75．77 481．50 24．23

1961 1656．17 1348．33 81．41 307．84 18．59

1962 1575．25 1338．61
、

84．98 236．64 15．02

1963 1808．67 1400．34 77．42 408．33 22．58

1964 2317．50 1812．39 78．20 505．11 21．80

1965 2232．25 1778．90 76．69 453．35 23．31

1966 ’2282．92 1705．99 74．73 576．93 25．27

+1967 2476．08 1862．41 75．22 613．67 24．78

1968 2144．83 1690．03 78．80 454．80 21．20

1969 2538．45 1914．54 75．42 623．9l 24．58

1970 2959．44 2221．04 ’75．04 738．40 24．96

197l 3085．45 2133．43 69．14 952．02 30．86

1972 3054．48 2“7．36 70．30 907．12 29．70

1973 3311．88 2384．73 72．01 927．15 27．99

1974 3233．76 2253．77 70．00 979．99 30．00

1975 3205．42 2195．33 68．49 1010．09 31．51

1976 3371．30 2348．33 69．66 1022．97 30．34

1977 3484．94 2193．42 62．94 1291．52 37．06

1978 3904．9l 2462．03+ 63．05 1442．88 36．95

1979 4259．99 2791．61 65．63 1468．38 34．37

1980 4992．71 3474．09 69．58 1518．62 30．42

1981 5114．31 3555．46 69．52 1558．85 30．48

1982 5388．71 3827．71 71．03 1561．00 28．97

1983 5629．92 4017．92 71．36 1612．OO 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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