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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受乡人瞩目的乡志终于完稿了，我们这些负责乡志编修工作的人员也终于松了口气。

乡志编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吏书，以其独特的存史、

资政、鉴今、育人的功效而著称；地方志是一种珍贵的学术资源，内容丰富。不仅包括各地

的疆域、气候、山川、物产等地理资料，也涵盖人文历史各方面的记载。如政治、户口、人物、

赋税、艺文、风俗、人情、军事等，可视为了解一个地区的综合性的百科全书．是正史的补

充，因而志书的编修也就受到了历代历任为政者的重视。乡志编修也是一项功益后人的

文化事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延续至今，无非靠口头的相传和笔头的记录，乡志因其内容

的本土性、记载对象的本土性，也自然承担了传承民族或民间文化的使命，谱、志就成了重

要的民间文化栽体，也就深受地方史研究者的厚爱。这应该是从周代以来地方志繁荣以

至成浩瀚之势的原因吧! -： 一 一

盛世修志。综观各个时代，大举编史修志之时，一定是政通人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大

好时期。这也难怪，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谁能静心潜心修志，谁有心思提供资料，又哪

里能挤出资金来支持这项事业的发展。所幸的是，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经济的

腾飞，人民生活殷实，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为乡志编修提供了良好契机，我们有幸生活和

工作在这个时代。更有幸去尝试了这个工作。我们应该感恩于这个时代。
⋯

乡志编修是一件难度较大的工作，绝非易事。记得刚到龙岗工作的时候。因想对这个·

知道而不熟悉的地方做个简单快速的了解，叫同事去找本乡志来看看，同事的回答使我产

生一个难以言表的感觉——这是十个乡镇中唯一有历史而没乡志的地方。我当时就想，

如果有条件，一定要弥补这个缺憾。因为原来没有乡志基础，这次编修实属首编，难度很

大，也因为原来没有乡志基础，本次乡志调查时间的跨度成了前不定始，更正是因为原来

没有乡志基础，加上大量人员的异乡兴业，调查就成了横无边际，难度之大，可以想象。所

幸的是，编修工作得到了乡党委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书记赖松林同志的关心。再加上全乡

上下有识之士、全体工作人员和撰写人员的辛勤努力，我们克服了经济实力差、编撰难度

大、任务重、时空跨度大的艰难，乡志终于成稿了，使我久虑怕乡志流产的心终于安定和平

静下来。

乡志编修仅是龙岗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小小部分，也仅是龙岗事业腾飞的一块小小

基石，这值得我们高兴，但没什么可引以为傲。我们奉献给乡人、给关心我们友人的乡志

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责任。但愿这本乡志能给异乡的乡人增添乡情，更晓故乡事；能

给以后的为政者以借鉴，站高望远；能给关心龙岗的朋友和领导一点心意，增添回忆；能给

在龙岗为家乡建设努力的乡亲更多⋯⋯

乡志终于定稿了，思绪颇乱，谨以此代序6

温学延

2005．09．21夜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o
’ 。

’， ‘· 一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起自南唐保大十一年(953)，下限迄于2003年底．个别史料延止2005

年，遵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侧重记叙当代内容。一

三、本志采用横排竖写法，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设卷、章、节、目。 ，

四、文体为语体文，力求简洁，引文另外。 一 ．

‘五、本志所载内容，以龙岗乡现行区域为限。

六、全志设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艺文、人物、大事记等专志九卷四十九章，

卷前设概述篇。 j

七、志书中机构、学校、职官等名称。一律沿用当时称谓。历史记年、古地名亦依当时习惯

称谓，括弧中注公元年份、今地名。

～八、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篇记述，安插于有关章节及大事记、附录内容中。

九、所用各种馆藏文献、部门史志及其他文字、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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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位于石城县南偏西，北接屏山镇，东邻横江镇(含洋地管理区)，西北靠大由乡，南

日东乡，东南多山，坑垄交错，西北及中部丘陵起伏，兼有小片平原。最高点柏上礤，

海拔516．4米；最低点下迳村的下村，海拔210米。总面积75平方公里，其中山地85320亩，

占总面积的79．22％，南部山地植被较好，东部次之，土壤多为红壤与酸性紫色土。2003年耕

地面积7878．7亩，占总面积的7．3％，多为紫泥田和黄沙泥田。水域面积3500亩，约占总面

积的3％。’其他1873．5亩，占总面积的10．48％，是个典型的东南丘陵低山地区。
‘

龙岗境内，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先秦时是古越人生息繁

衍之地。自汉代以后龙岗先后隶属于于都、揭阳、陂阳、虔化等县。隋开皇年间．石城设场，南

唐保大十一年(953)石城升场为县，从此，龙岗一直为石城县辖地。直至1933年8月，中华苏

维埃临时政府决定在横江增设太雷县，龙岗划归属之，至次年10月撤销，仍属石城县辖。

自宋、元、明、清至民国初年，龙岗一直划属陂阳乡之龙上里和礼上里。。’

民国十八年(1929)，龙岗属屏山区辖。 。r

1931年至1933年8月苏区时期，龙岗属于大由区辖。
。’

’1933年8月后，龙岗为屏山区十三保联。

。民国二十八年(1939)二月，与大由合并称龙由乡。
‘

1949年10月至1950年5月，先后增设新龙、下迳、绿水、新南、合计5乡属第七区(大由)
辖。 一 ． 。。

1958年8月，原龙岗、新龙、下迳、绿水、新南合并成立龙岗红星人民公社。下设5个生产
大队。 、‘

⋯

一

1968年8月，龙岗公社并人大由公社，1972年lO月又从大由公社拆出，成立龙岗人民公

社。．7 ．’

’

．

、’

1973年3月，原洋地公社卫东大队划归龙岗公社。自此，龙岗公社下辖6个生产大队，89

个生产队。 ⋯ 一 。

1984年6月建乡换届，龙岗改为乡建制，下辖6个村民委员会，89个村民小组。 ．、

’ 龙岗人口变动较大。1950年总户数(不含水庙村)951户3419人；1972年总户数1312

户，人口数增至6622人；1990年总户数(含水庙)1823户9064人；2000年总户数2193户，人

口数已达10143人；2003年总户数2265户，总人口数为10838人。 一

1952年全乡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8％o，1968年上升到36％o，后通过计划生育，人口自然

增长率逐年下降，2003年为7．8‰。 ’i

龙岗人口由2个民族构成。至2003年，全乡有畲族人口13户70人．其余均为汉族。 i

龙岗境内无高山大岭，海拔高度均在500米以下。山脉皆源于武夷山的竹篙岭支脉，山

势东西走向。主要山脉有马鞍寨，为瑞金、石城的天然界山，海拔高度430．2米；老虎岽，是宁

都、石城通往长汀的隘口之一，海拔高度425米；清山岽，海拔高度387米．山上悬崖壁立，险
峻奇特。

龙岗境内无大川大河，水流量小，水力资源很不丰富。主要河流有龙岗河、新龙河、下迳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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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河、绿水河、水庙河、黄沙坑溪。 j

龙岗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光热资源丰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无霜期

长。年平均气温19．1℃，1月平均气温7．3℃，7月平均气温29．5℃，≥5℃积温6554℃，≥

lO℃积温5816．8℃。无霜期约283天，年降水量1660．6毫米，雨量多集中在春夏之交。由于

境内水资源较缺，秋后易受干旱。

地表资源除耕地外，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还有优质的地下矿泉水资源．质地细腻、匀称的

龙砚石资源和少量的铁矿资源。．

龙岗是个农业乡，全乡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农业又以粮食为主，粮食作物有水稻、红

薯、大豆等。经济作物有白莲、烟叶、甘蔗、花生、西瓜、油菜等。解放前大量土地为地主、宗祠

所占有，生产力水平低，平均亩产不到100公斤。解放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农业科技的

进步．农民种田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2003年粮豆总产达到2503吨。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白莲、烟叶快速发展，九十年代以后，已形成稻、莲、烟三足鼎立格局。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花大力气兴修水利，全乡有小<二)型水库4座，塘坝蓄水工程89座．

总灌溉面积为3500亩，旱涝保收面积达2100亩。

龙岗林业用地面积4475．5公顷，有林地面积3870．7公顷，其中用材林2171．3公顷，防护

林和特种用途林1853．6公顷，经济林143．9公顷；立木蓄积49432立方米。随着商品材限额

采伐，封山育林面积不断扩大，林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森林资源不断丰富，林业生产前景看

好。 ．

龙岗工业基础薄弱，解放前只有竹、木、铁加工等手工业。解放后．工业发展较快，新兴工

业有电力、农机、机械修造、化工、建材，食品等业。

龙岗交通向称不便，解放前无公路又无河运，大宗物资仅靠肩挑贩运。1960年瑞金至石

城公路竣工通车。龙岗至大由的公路又修通，龙岗与周边县、乡形成了畅通的公路交通网络．

为发展龙岗经济提供了交通方便。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又修通了绿水公路、新南公路、卫

东(水庙)公路、龙岗大队公路，实现了村村通公路。 ，

解放前．龙岗只有私营商业。解放后，形成了以国营、供销合作商业为主体，私营商业为

辅助的商业结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个体经济、私营商业发

展很快．国营、供销合作商业在九十年代后期进行了改制，变为个人租赁承包。龙岗圩场进行

了改建与扩建，现在商店林立，市场一片繁荣。 。

龙岗的教育事业发展较早，白宋代始，各村均办有义学私垫。清末废科举后，要求地方兴

办新学。1919年绿水创办第一所公立学校，即绿水化龙小学校(苏区前夕停办)o 1935年创

立龙岗中心小学。抗日战争时期，龙岗曾创办国民学校、保学、中山学校。名目虽多．但求学

者寥寥无几，广大农民衣食无着．其子女亦多与学校无缘。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人才的培育，教育事业发展很快。2003年。全乡有初中I所，13个

教学班，教师加名，在校学生301人；有完小6所。教师56名，在校学生1150人。还设有6个

学前班，2个幼儿园，有幼儿教师11名，在读幼儿311人。

全乡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145名。其中授予中级职称者37名，初级职称者108名。解放

以来共进行专题研究4项，其中获省、地市级奖励者2项，已初步形成了一支科技队伍。并取

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

龙岗群众文艺向来比较活跃，各村普遍建有农民业余剧团．冬闲排练，常应邀到邻近县、

4



乡演出。受到观众好评。乡建有文化站(文化中心)，设有文娱活动室、阅览室等设施。龙岗灯

彩在石城颇具特色，在县、市调演活动中曾多次获奖，有石城灯彩之乡的美称。龙岗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前虽然设立过卫生所，但由于经费紧缺，只是县花一现，不到一年就关闭

了。解放后，1972年组建成了龙岗卫生所(院)，有中、西医师(士)9人．配有常规的医疗设

备，有病床8张，并能做一般性的外科手术。解放50多年来，先后扑灭了天花、痢疾、丝虫病、

地方性甲状腺肿等疾病，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人民平均寿命大大延

长。

石城是革命老区，苏区时是全红县。1930年2月中旬．龙岗乡下迳村邹氏祠成立了全县

第一个红色村农民协会。刮起了最早的农民革命风暴。1933年至1934年在扩大百万铁的红

军运动中．龙岗有数百名优秀的工农子弟参加了工农红军，其中有285名牺牲在长征途中或

后来的战场上。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是人民的功臣，他们的精神与日

月同辉，与山河同在。

龙岗区位优势凸显。206国道纵贯南北，是南来北往的车流、物流必经之地；毗邻昌厦公

路、赣龙铁路，是石城对接东部经济大动脉的最前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承接经济较发达地区

产业转移的最前方。新一代的龙岗人民，必将在前人开创的基业上，大展宏图，改造山河．乘

党的十六大强劲东风，发展新优势，刨出新特色，艰苦创业．善谋实干，把小的做精，把少的做

优．把边的做活，努力打造石城南部“桥头堡”．建设更加美好的新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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