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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湖边镇志》作为记录湖边镇历史演变与文

明发展的首部镇志，正是在新世纪之初神州盛世中编修面世的。
’

湖边镇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赣州的中心城区西郊章江畔，105国道贯穿其境，

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丽，历代涌现出众多仁人志士、专家学者，可谓钟灵毓

秀，人杰地灵。境内蛤湖岽、龙潭山奇峰兀立，怪石嶙峋；永安溪、横江溪流水汩

汩，终年不息；章贡区最大水库——红旗水库烟波浩渺，各村落青山碧水，处处呈现

一派迷人景色；元代石刻“龙渊”、古石拱桥和明清墓塔昭示其灿烂的文明，典型客

家民居、古老圩场、灯彩、唢呐⋯⋯更弥漫古朴的客家风情。世代居住在这片热土上

的人民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史诗，尤其在革命战争年代，湖边的先进分

子带领广大群众搞工运、建农会，浴血奋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湖边革命史上留

下了光辉一页。

解放后，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湖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齐心协力，奋发图强，农、工、商、副齐头并进，科、教、文、体全面发展，镇

村建设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在湖边大地展现。进入新世纪，湖边人更是求新

思变，围绕建设赣州中心城区西郊璀璨明珠的奋斗目标，加快小康步伐，用勤劳智慧

和满腔热情书写无愧新时代的华章。2004年，镇属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2亿元，实

现财政收入90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871元。镇内建成江西无公害禽业食品基地、

畜禽批发市场和一批出口型生产企业，全面实现村村通水泥公路和部分组通水泥路、

村村通有线电视、程控电话，有4个行政村安装自来水，越来越多的湖边人已步入和

谐安乐的小康生活。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我们编纂出版《湖边镇志》，全面系统地记录湖边的历

史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其目的就在于资政、教化、存史，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告慰先辈，又激励后人。我们殷切企盼全镇广大干部群众，

再接再励，锐意进取，努力把湖边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社会和谐的赣州中

心城区的西郊大镇。

党委书记滕福安

镇 长刘占海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载湖边镇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是湖边镇首部通志。所记史实按照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重

点记述湖边镇的基本情况，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上限不限，因事而异，下

限为2003年，部分内容延伸至2004-----2005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由23章100节以及大事

记组成，原则上设章、节、目，但个别章节因内容限制，章下不设节或节下不设

目。有建制区划、自然概貌、人口、国民党政制、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人民政

权、群众团体、武装、政法、民政、农业、林业、水利电力、采矿业、乡镇企业、

驻镇企业、交通、邮电、小城镇建设、商贸、财政、税务、金融、教育、文化、

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宗教、风俗、人物等章。大事记列各章之前。

四、本志中政区和单位名称用历史名称；旧地名用历史名称，括注今名，现

地名用现行标准名称。泛指本镇地域用“全镇”或“境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简写成“建国前(后)"，“1949年8月14日湖边解放前(后)”简

写成“解放前(后)”。

五、本志纪年，历代封建王朝和中华民国均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表格应作说明的一律于表下作说明；表面栏目，末发生数据的用

“一”线表示，不详的用空白表示。

七、本志人物记载本籍人士。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传以人物卒年为序。

民国前职官、苏区时期、建国后镇、科、营级以上干部、高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入

人物简介。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驻镇各单位负责人、中小学校长、卫生

院长等采用以事系人方法，分别载入有关章节。

八、本志人口章人口源流节资料由各村(居)委会提供。书中部分资料查阅

了赣州市章贡区档案馆、赣县档案馆和章贡区地志办档案室、湖边镇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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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宋

淳熙十一年【1184)4—8月 无雨，大旱。

嘉定十五年(1222)5—7月 无雨，大旱。秋，发生螟灾。

兀

大德二年(1298) 开始设立屯田。

至正十二年(1352) 夏大早，乡民祈雨，天降大雨。达鲁花赤全普庵撤里书“龙渊”二字，

刻于杏林山麓龙潭边岩壁之上。

明

洪武二年(1369) 设立屯田。

万历五年(1577) 十月大热，桃李复花，笋枝拔地数尺。

万历四十四年(1616) 五月初一、初二、初三霖雨不止，一夜水高数丈，田禾皆没，男妇溺

死无数，屋宇连栋蔽江而下。

万历四十六年(1618) 秋旱，酷热，晚禾无收。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十九日 大雪雷。

康熙八年(1669)

康熙十五年(1676)

后为官军所败。

康熙四十二年(1703)

康熙四十三年(1704)

康熙六十年(1721)

乾隆六年(1741)5月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咸丰六年(1856)4月

3个月。

同治九年(1870)

宁等地任官职。

清

设立屯田。

关世荣率众于章水乡起义，以响应吴三桂部将韩大任及楚、粤诸路义军，

秋至甲申(1'704)春，不雨，大旱，泉枯江竭。 ．

霖雨大水，濒江田庐没无数。

大旱，冬饥。

大水，冲没田舍，沙淤田亩。

西河水涨，濒河村落田庐皆被冲淹。

太平军和地方农民义军遍布赣州城郊和赣县属各乡，围攻赣州城，历时

龙岭尹氏后裔尹起鸾中文进士，先后在安徽六安、铜陵、宿松、阜阳、怀

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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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 创办杏林小学，今永安小学前身。为赣州城周边农村最早的小学之一。

首任校长朱肇诞。

光绪三十三年(1907) 赣南各县拳民起义。赣州城郊1000多农民围攻赣州城，焚教堂，赶传

教士，迫使反动当局关闭城门40余天。

中华民国

民国四年(1915)7月 大水。赣州城墙被淹，船只通行城内外，境内沿河田屋如洗，乡民断炊

绝粒。人称“乙卯大水”。

民国十五年(1926)11月 湖边、梨园背、龙岭、横江等农民协会先后成立。湖边村人蓝启枯

被选为赣县农民协会委员。是年，各乡农协建立农民自卫队，开展以“二五”减租为中-IL,的反封建斗

争，取得“二五”减租、废债、平谷价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192"7年5月，国民党实行“清党”，农民

运动遭破坏，农民协会停止活动。

民国十六年(1927)11月 成立中共赣县西区委员会，区委书记欧阳隆。同月，县委在蓝启祜

家的寮棚里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研究如何配合邻县农民暴动。之后，革命标语贴遍赣州城大街小

巷，甚至贴到城门和警察岗亭上。国民党驻军如临大敌。

民国十七年(1928)农历三月 赣州总工会委员兼裁缝工会主席、中共赣县缝工支部书记尹孝

霖(龙岭村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赣州城内卫府里。

民国十七年(1928)4月4日 中共赣县县委委员蓝启祜(湖边村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卫

府里。

民国二十一年(1932)2月 红军围攻赣州城。红三军团政治部派出干部深人湖边片赤珠岭等城

郊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河西群众为红军送蔬菜、粮食，妇女为红军做军鞋、拆洗被衣，支

援红军围攻赣州城。月底，我敌双方在通天岩一水西一带激战。

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 红军长征后，毛泽东岳父母贺焕文、杜秀，共产党员、毛泽东之

弟毛泽覃的爱人贺怡等部分不能随军长征的家属、子女在共产党员王贤选(中仁)、何三苟(斌)的掩

护下到湖边石人前隐藏，先后转移到石灰山、岗边排等地。193'7年9月，贺怡与项英、陈毅会见后于

11月重返革命队伍。1938年2月，贺焕文病逝葬于岗边排。1938年3月，杜秀由何三苟护送至武汉，

后转送延安。

民国二十四年(1935)3月 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因在突围中受伤而离职治疗，后转移到赤

珠岭隐蔽。

民国二十四年(1935) 赣遂公路修通过境。

民国二十五年(1936)3月 经过贺怡等人的努力，以河西地区为基础，逐步建立湖边、石人

前、岗边排等党支部。

民国二十五年(1936)2月 创办孚中小学，今蛤湖小学前身。创办人宋孚中。

民国二十六年(1937)6月 12～20日大雨连绵，山洪暴发，西河(章江)水涨，沿河庐舍田

禾被毁。

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 成立中共赣县河西区委员会，机关先后设在石人前、龙庄上，区

委书记何光祺、王木生。

民国二十八年(1939)2月 江西省新兵督练处由临川迁至梨园背。蒋经国在此督练新兵。

民国二十八年(1939)6月 蒋经国在赣南开始实行禁赌、禁娼、禁鸦片的“三禁”活动。在梨

园背成立戒烟所，强制吸鸦片者戒烟。次年春，当众销毁查获的鸦片烟土，处决烟犯5人。

民国二十八年(1939)12月 蒋经国先后在赤珠岭、梨园背举办三青团干部训练班，训干2'Z0

多人，派往各县开展三青团工作。

民国二十八年(1939) 改联保为乡，设永安乡(乡公所驻横江村)、和乐(火婧)乡(乡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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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火婧桥)、水西乡(乡公所驻湖边村)。

民国二十八年(1939)底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 中共江西省委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先后设

在水西龙庄上和湖边一带。

民国二十九年(1940)1月 创建赣县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善边村回龙庙。

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 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夫人蒋方良(苏联人)在梨园背

肖家祠堂创办江西第二保育院，自任院长。1942年，该院全体学生转入虎岗中华儿童新村的正气小学

读书。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国立第十九中学迁至梨园背。

民国二十九年(1940) 江西省建设厅在赤珠岭筹建江西民生第一糖厂。次年建成投产。

民国三十年(1941)7—8月 蒋经国在梨园背举办第一期儿童夏令营，历时25天。

民国三十年《1941) 各乡公所通电话。每乡公所有话机1部。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国立中正大学在龙岭设立分校，有来自各地的新生近千名。1945年1

月日本侵略军逼近赣州，该校停课解散。

民国三十三年(1944) 赣县大学先修班由赣州城东胜山迁入石公坑，1945年有学生231名。

校长胡昌骐。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1日 水西乡公所发动元旦慰劳教师，募集板鸭、鸡蛋分赠各小学

教师。

民国三十四年(1945)2月4日 日本侵略军占领赣县五云桥沿赣遂公路窜人湖边、龙岭一带，

进到水西街。5日，入侵赣州城。据《赣县年鉴》载：赣城隔河水西乡，经日寇占领后，汉奸盗匪四出

蠢动，陷区同胞饱受残害，政府特组水西清乡队，深入陷区，狙日匪伪行为。

’民国三十四年(1945)3月 在永安乡河头圩创设赣县中学湖江分校，收容失学学生。分校主任

曾衍茂。

民国三十四年(1945)5月22日 日本侵略军炮击河头圩。5月27日又窜入河头一带，向我后

方施放枪炮，旋即退去。7月12日，日本侵略军撤出赣州城，一股日军沿赣遂公路西侧，向遂川方向

流窜。

民国三十五年(1946)1月 在湖边村创办赣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曾衍茂。

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 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第四一八团驻石灰山、蛤湖、河头一

带。

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中旬 和乐乡三化螟成灾。

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26日 蒋介石从赣州城经湖边去通天岩游览。国民党军宪警在湖边

境内沿赣遂公路两侧设岗。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开设梨园背、湖边、火婧桥邮政代办所及河头圩信柜。

民国三十六年(1947)2月 赣县县府选定水西、和乐、永安等13个乡镇为扶植自耕农实验区

域。

’民国三十六年(1947)4月 粮价暴涨。5月，赣县县府在杨梅渡设稽查队，严禁粮食出境。

民国三十六年(1947)6月 大水。16日，水西街等处店铺浸在水中，江水辽阔达300公尺。

水西乡直接损失6231．2万元(法币)，和乐乡直接损失2．16亿元(法币)。

民国三十六年(1947)7月2日 永安、水西两乡猛虎迭出伤人，县府派警驰赴永安山区搜捕。

民国三十六年(1947)9月 1日水西乡、2日和乐乡、5日永安乡分别民选乡长。

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 永安乡(今永安村)暴发痢疾，死亡10人。

民国三十八年(1949)8月14日 湖边人民欢庆解放。

民国三十八年(1949)8月 赣县人民政府水西区(今湖边)人民政府成立。设立中共赣县水西

区工作委员会，为中共赣县县委派出机构。

民国三十八年(1949)9月 水西区下设水西乡，永安乡、和乐乡。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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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10月1日 湖边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 湖边各乡成立民兵中队，各村组织民兵小队。

是月 废除国民党保甲制，改保为村。

1950年

6月 水西区改名湖边区，下辖龙岭乡、梨园乡、官田乡、横江乡、永安乡、石铺乡、和乐乡。

8月 设湖边区公所，为赣县人民政府派出机构。

12月 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运动。

是年 各乡大张旗鼓宣传《婚姻法》，破除婚嫁陋习。

195 1年

1月 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组织宣传员、报告员深入乡村屋场，向广大农民宣传

《婚姻法》。

7月 中旬起，数月不雨，久旱。螟虫成灾。

1 952年

春 湖边王万湘、曾桂英等率先组织季节性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10月 划小区乡。龙岭乡改名湖边乡，横江乡、永安乡析出坎子乡、横江乡、蛤湖乡、永安乡，

和乐乡析出和乐乡、黄沙乡，石铺乡划人五云区。

11月 开始土改复查和颁发《土地证》工作。翌年3月结束。

是年冬至1953年春 湖边各乡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是年 成立湖边区联合诊所

1953年

3月 湖边乡妇联开展《婚姻法》宣传月活动。

6月 成立中共赣县湖边区委。

8月 酷暑。lO El，室内温度41．2摄氏度。

8月 成立湖边信用社。

11月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湖边粮油供应站成立。

冬 此后连续3年组织民兵冬训。

是年 各乡陆续成立畜牧兽医站。

1 954年

1月 开展春季植树造林运动。湖边区各乡共造林1．4万亩。

3月 湖边区各乡完成乡级基层普选，成立乡人民政府。

3月 设立湖边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

春 推广新式秧田，提高成秧率。

1955年

1月 严寒。12日，最低气温降至零下6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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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最早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有王万湘、曾桂英、肖承荣、

肖承亭、林作坤等人。

9月 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

12月起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

2月 手工业实现合作化。

6月 撤区并乡。撤销湖边区，设湖边乡、

7～8月 严重旱灾，粮食大减产。

12月7日 成立中共赣县湖边区委员会，

个乡党总支、支部。

梨园乡、横江乡、永安乡、石铺乡、和乐乡、黄沙乡。

下属湖边、蟠龙、和乐、赤珠、梨园、永安、横江等7

是年 成立湖边粮管所，下设湖边、横江、和乐3个粮站。

i 1957年

2月 恢复设立湖边区，石铺乡并入和乐乡’。

3月至8月中旬 严重旱灾。

4月13～14日 中共赣县湖边乡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王万湘代表乡党总支作报告。

1958年

3月 响应赣县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动员令》号召，掀起“大跃进”

高潮。

7月 抽调基干民兵支援夏收夏种。 ．，

8月 实现人民公社化。

8月 实行全民军事化，成立公社民兵师。

9月 中旬召开红旗(湖边)人民公社(乡)第一届社员(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公

社管理委员会成员。15日，成立红旗人民公社。该社辖原湖边区11个乡，72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lO月 动工兴建红旗水库，该水库位于蛤湖村。实行大兵团上阵，日上工最多达4000多人。

12月25～26日 召开赣县湖边人民公社(乡)第一届社员(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上

通过关于发展工副业生产等决议。

是年 创办赣县湖边初级中学，1979年改名为赣州市湖边中学。

是年 遭受4个多月大旱，受灾耕地占耕地总面积38．4％，粮食减产184万多斤。

是年 人民公社管委会所在地开始用电。

1959年

1月28"-'29日 召开湖边人民公社(乡)第一届社员(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1月 按照赣县人民委员会《制止乱砍滥伐，保护森林资源的命令》，除划定的烧柴林、放牧林

外，湖边人民公社全境实行封山育林。

3月19日 湖边人民公社制发关于整顿改进经营管理巩固人民公社方案。

5月27～31日 湖边人民公社(乡)第二届社员(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8月31日 中共湖边人民公社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巩固和提高农村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的指示》，在基层支部开展“三定”、“五好”工作。
’

10月1日 在湖边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10月 对民兵进行整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分别编组民兵营、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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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0年

1月1日 赣州市(今章贡区)最大的蓄水工程——红旗水库竣工。水库投资57万元，坝高20

米，总库容量555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万亩。

3月2目 赣州至上犹森林铁路动工兴建。赣州火车站设在湖边乡杨梅村。湖边人民公社派出民

工参加筑路工程，至11月初建成。

5月18～19日 湖边人民公社召开四级(公社、工作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大会，参加

会议达2504人。会议研究部署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整社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等工作。

是年 湖边乡农民、花生种植能手张明刚被江西省科学分院聘为特约研究员。

1961年

1月6日 湖边人民公社制发《关于当前政策落实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1月18～19日 湖边乡(公社)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整风、整社和

冬季生产等工作。选举湖边乡乡政委员会。

4月 湖边、横江、和乐3个人民公社由赣县划人赣州市管辖。11月，除水西人民公社龙岭、

杨梅、珠坑生产大队外，其余复归赣县。

5月16日 暴雨。4月26日至9月15日连遭7次洪水，章江最高水位为103．83米。

11月18日 设立湖边区，其管辖范围有湖边、横江、和乐、蟠龙、储潭5个人民公社。

是年 医治因三年经济困难而患营养不良性水肿、子宫下垂和闭经病人。

1962年

3月8～9日 湖边乡四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4月 开征集市交易税。

11月26～27日 召开湖边乡四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搞好冬季生产、保护耕牛、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等决议。

12月 中共湖边人民公社制发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计划。

是年 全年发生大风16次，为有记载的最多大风年。

1963年

1月31日～2月1日 中共横江人民公社首次代表大会召开。

2月1～2日 中共湖边人民公社(乡)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3月4日 成立湖边人民公社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委员会，主任王万湘。

3月27"--28日 湖边乡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叶发有、王万湘等14人为湖

边乡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3月 共青团湖边人民公社委员会发出通知，在全公社青少年中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

4月4日 湖边乡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开展封山育林、禁止乱砍滥伐树木的通告》。

4月26日至6月上旬 滴雨未下，是数十年来的严重干旱年，并且受旱时间长，受灾面积大。

5月 中共赣县委员会在横江人民公社开展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

定(草案)》(即前十条)为庄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

5月6日 中共湖边人民公社委员会制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计划》。同日作

出关于社、队两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决定，规定公社干部每年参加劳动60～80天，生产大队干部每

年参加劳动150天，争取180天，与社员同样评工记分。

6月17日 水西人民公社龙岭、杨梅、珠坑3个生产大队复归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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