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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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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全县的自然及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县内历史的记述，均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达到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

二、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和附录等组成。概述总揽全志，大事记贯通古今，编年记

事，附录辑存重要文件和县内重大历史事件等专题资料。专业志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顺

序编排。分志一般设篇、章、节、目、子五个层次。

三、本志记事溯源，上限为1971年建立县级区始，下限为2002年末。少数篇目根据实际需要，适当

上溯或下延，人物篇下限为2003年7月。

四、本志的纪年方法，帝制时代按当时年号纪年，中华民国时期按民国纪年(帝制年份和民国年份用

汉字)，括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同一段内出现同一年号，只在首现时使用朝代年号，或民国字样，并

括注公元纪年，其余各次均只记年份。中华民国时期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活动均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所称“新中国建立前”与“新中国建立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栗

为界限。

六、本志地名以事件发生时为准，如有变更括注1986年地名普查后的标准地名。政区、党团和机关

名称一律按当时称谓。上栗于1971年元月设县级区，此前统称上栗地区，此后至1997年12月15日前

称区；1997年12月15日撤区设县，此后称县，1958年8月至1984年3月原有的乡(镇)称人民公社、村

称生产大队、自然村称生产队，1984年4月撤公社成立乡(镇)，其后称乡(镇)、村。

七、本志所用统计数字，以县(区)统计局数字为准，县(区)统计局无法提供的数字，以本单位数据为

准。数字除已注明“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外，其余均按当年价格，百分比和以万为单位的数字，其小数

点后第三位数字实行四舍五入。

八、本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单位》规定书写。 ，

九、人物志按“生不立传”之通例，不为生者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含寓居外地者)为主，虽为客籍

但长期在本县工作并有重要业绩者，亦予立传。立传者以正面人物为主，酌载少量反面人物。传主不分

类别，以殁年为序排列。人物简介主要收录死者，也收录少量有突出建树的生者。人物直书其名，不加

敬称，必要时书其职务。

十、本志按规范语体文，全志由述、志、记、传、图、表、录等七种体裁书写，以志为主，图表、照片穿插

有关章节，文言文加注标点，不译白话，较长的名词首次出现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人民公社，简称“公

社”，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国家和省、市、县及本县(区)档案局(室)、图书室、企事业单位办公室及历朝旧

志、报刊、谱牒及口头采访和图片实事等，编纂时不一一注明出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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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卫国

癸束秋月，费时三载的首修《上栗县，厶，终得付梓成¨。实在uf喜Ii『贸!

“冶天F者以史为鉴，治郡固者姒志为撩”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地方志书是中华文化的瑰丽精品?地疗志眦记一方历史沿革之要略，敏⋯

JI『地貌之特征，述政治风云之变幻，览经济文化之盛衰．以l!Ij地情+观必眨，址得

失，收资治教化之功，续继往开来之放，此乃编修力。忠。萏义之所在

盛肚吕明，修志乃兴2002年5月．中北j：策县委、县人民政府毅然决策，成

Z首修《t粟县志》编纂委员会2003年4』J，县委、县政啊重新调整县忠编纂委

员会组成人员，由我兼任县志编审委员全4-t'f：．身逢盛"c．实：f!!I：义不容辞遂经

筹备、广征博采资料，县志编纂始得顺利进展

上粟，古之吴楚重镇，今之赣西明珠据【上料iZ裁，三曲族土著人5000多年

中共上泉县委书记 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勤劳作汉代开始利J{j煤炭，唐代贞观年间，李

时卫圆 畋开始发明爆竹，至明末清初．I．粟花炮已成为中外知名产品，f：粟也因此成为

举世闻名的“花炮之乡”

上粱足一块光荣的革命热土，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农民革命?}·争 冗至正1．一年(1351)L粟瑶金

¨I等僧人彭蒙五借传教为名，以杨岐山为大本营，集众50fX)余人．头戴红巾起义，礁创元军清康熙十

三年(1674)朱益吾以杨岐山为大本营，率棚民5000余人起义．两次攻陷／j载县城清光绪三I-二年

(1906)r，|fJ九日在邑之金tll麻石(小水)龙王庙发动萍浏醴起义．巫是光照中国革命史册，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F，在国内革命战争期同，上栗地区成为湘赣边界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人民大众义无反顾地投

入了创建苏维埃政权的I：农革命运动。班竹山起义，畅岐【II黎动，薪尽火传，绵延4：绝，革命志}：台生取

义，前赴后继．为颠倒旧乾坤，建立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生命，现扫删}的烈士英名就有18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嗣成立后，j二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r一个义一个的巨大成就 从

1951年桐术乡荣获“全国护路模范乡”的光荣称号到1958年卜槊中学荣获“全国文教群英会的日耐红旗

’#校之一”．f：粟人无，=f_=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争创一流、lk绩 1971年，L襞建Z县级Ix-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l：栗的经济建设驶入了快速健康的发展$JL Jff，2003年，全县人民华敞鼎新，其势

正酣，一举完成1111f政收入1．6亿元，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提升速度破快的自强县I疋之一．列仓省县区之首

当前全县人民正齐心协力，朝着小康大道奋进．呈现出于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喜人势苍

岐峰钟灵，栗水毓秀，』二栗自古俊贤超群往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史上涌现r一大批J^lz二人物名

臣贤借、志士f二人层Ⅲ小穷．如唐代蒋名进士唐廪．清代探仡刘风浩，著名史学家李有棠，民主革命先驱

蔡绍南、魏宗铨等；订为中华比族解放和崛起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邓贞谦、张国庶，张维，罗运磷、杨}：

杰等；有为抗击倭寇．1f[til】'q大地的杰出战将，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Ⅲ领袖，有著名的

爱闰将领．还有一大批t#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栗水养育的上浆优秀儿女为蒙梓山河增色．让后人仰慕，

为／I j：栗县志》平添分{l￡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前辈、lk绩，理1'载睹c卫册，传诸后1}c．鞭策今人，激励朱者“L栗县志》的编

纂人员，怀着对桑梓的挚爱，全心全虑投入，任劳任怨笔耕；f也fi'l本着时历史负责，刘f-44、后代负责的市

慎惫度．穷搜博采，实事求是，补疏弼、JE错讹．去浮华、戒骄躁，务求至真至信琶善，毫无半点萄J1，未尝



有一时懈怠；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剪裁科学，规模宏大；且历史与现状映衬，图表与文字相得益彰，既具

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一部权威性的上栗地情百科全书。三年寒暑春秋，个中辛苦，

实不寻常，其诚可勉，其志可嘉，其功不可没。

揽志而观，上栗数千年沧桑尽收眼底，千里县情了然心中，一卷在手，党政领导可为决策参考，全县

人民可作乡土教材，异乡游子可借以寻根溯源，聊慰心思，功莫大焉。

栗水悠悠，不舍昼夜，天造文笔，装点春秋。昨日辉煌已载史册，上栗新篇有待从头写来。我们正站

在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上，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我们对上栗的明天充满希望和信心。

《上栗县志》的出版问世，必将进一步激发上栗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推动上栗各项事业的快

速发展，作为上栗人民的公仆，我自当为上栗的繁荣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借此机会，我也殷切寄望于

上栗五十万父老乡亲，发扬传统，振奋精神，与时俱进，振兴上栗，以无愧于先辈，无愧于来者，无愧于当

今的伟大时代，无愧于养育我们脚下的这方热土!

“后之视今，犹今而视昔”，让后世子孙再修县志之时，为我们今天的成绩而自豪!

畅意握笔，心涛澎湃，书以感慨，是以为序!

(作者：现任中共上栗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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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富

7 f．浆县志一协绛三秋，数易麒倩．终1 M1t}．只。‘i片i氘权姒为jF!

r策山川毓秀．物产富饶，交通便l}I，人杰地是 县民敦嗥减负．畦友好客，

勤劳伦朴．好藩乐拖．：：÷尚公益，敢n韭取勤劳．勇敢的f：襞人【￡创造了I．栗样

煌灿舻的历【史．』，=j‘是在r川q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f、，创造J’以fI：任何时代都

尢法比拟的物质上明fil精神文明，特别是卜一『}}；i中全会以来．拿县人民改锥创

新．俞力J|：．}fj．Ⅲ【屯it济』丛逑发展，各项事Jp蒸燕H h人民牛7再|1趋寓蔗，¨n诃

是政迎人和．“-眦ll{Y"

』14修史．邑修，￡，此乃r秋盛举 !年I菏，【{】共fI栗县委、县人K政府毅然定

策．成-7编纂机构．{JjH．j-·鲅．编．＆成绩啦然2003年5 j J，我受命t持县政，瓜

胁聃后，乐继修，占伟业．深感任务艰巨．决心重』￡事，劲』￡业，成j￡求

上景县凡只政府县长 修，占匝n资{白璺*蘖{1。会#义fItf匕的韶i，占岛，必秘I为建设}{=全}义政fff支

李智富 明，精种文叫和物质文j螂服务编修f：栗县忠他我受益匪浅．滁感生一县之政，

4：仪嘤认真。≯：爿·}，兜的力引政策，而⋯耍深入了解县情；才-i仪要认识现状，而H耍借牲"j史 酋修口上策

县忠∥比较仝Im地i出生』，乍县符^㈣的f☆况．它【】，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借援历殳，认识县情，探求规律一E

确决策，发挥优势．深化改口一．扩人j1般，与【坩俱进，繁荣上震Ⅲ此，我觉得为政者4：仪要重视修忐，尤

其要咂视川．占丰}ff占g I：浆县忐》楚·部有益“{代、惠及广孙的辅治之作，其意义和价值将为史多的人所

认识

编缮r粱县．厶足·项浩繁的综台I．程，中兵L柴县委、县人比政府对此I#常匝视，省、『fi地，J忠编委

全和县。占帧川IJ．歧在I：集I．作过的许多老川志，刘我们编蘩县志给r，r多方帮助和精心指导，编委金成

员为《『，柴县忠∥蜓足嫦精竭噶，谯此澈丧敬谢

愿全县人Lt戮JJ同心．Jf：拓创新，为把J一栗建设成为产业结构较为台j1帅々I：、IP．县，辐射能／』较灶的

阿贸县、⋯川秀兕的乍忿县．安全稳定的法；f『县、人民安W乐、『k的小康县而努／J奋斗!

f作者：现任』?浆址人【t政J仃县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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