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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心力是

说。所以，古人曾说地方志可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现在，编纂社会主义新方

志是对我国独有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项重要工

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南昌县自清朝乾隆年间以来，先后七次编修《南昌县志》，这次是继上轮县志的续修，

也是第八次编修县志。时间不长，上下年限相隔只有19年。但这19年，正是改革开放以

来最重要的一段时期。我县人民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扎

实工作，勇于创新，使我县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等各

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吃、穿、住、行、娱

有根本的改变。

编修《南昌县志(1986—2004)}，从2001年10月正式全面启动到定稿付印，历时三年

多。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x13sJ,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注重反映我县的地方特色以及时代特征，全面、客观、真实

地记述了我县19年来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是一部较为珍贵

的地情书。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南昌县志(1986。2004)))可以为我县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

的历史资料。现在的时代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可以说，没有信息，就没有事业的

成功。应该看到，历史资料也是一种信息。县志上记载的史料，在社会生活中就起着为决

策服务的参谋作用。我们今天编纂新的县志，把历史资料搜集、整理、记载下来，不仅是为

后代积累资料，也是为当代各行业、各部门进行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快发展步伐提供

有益的借鉴。我们相信，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阶层的人士，都可以从该书中找到自己

有用的东西。

其次，《南昌县志(1986—2004))是对我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家乡、爱祖国

教育的生动教材。当前，我们提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

义。而爱祖国又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爱家乡就要认识家乡，了解家乡的风物，知道家乡

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的山，什么样的水，有多少矿产和生物资源，它的历史发展走过了

怎样的道路等等。地方志书就能发挥这些作用。《南昌县志(1986～2004)))正是这样一部

对我县青少年进行乡土教育的极好教材。特别是，县志中写的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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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教材相比，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再次，通过续编县志，可以更好地团结南昌县各界人士，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我县

三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续修县志，是一项系统工程，为编纂该部县志，全县各部门、各单

位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各界人士精诚团结、鼎力合作。主编单位史志地名办的前后三任

负责人，承前启后，精心组织；几位编纂人员数年如一日，战胜各种困难，搜集资料，整理编

纂。该书的顺利出版，充分说明我县上下有着坚强的凝聚力、鲜明的大局观。

可以说，《南昌县志(1986—2004)}，凝聚了史志地名办全体编纂人员几年来的心血和

汗水，凝聚了全县史志采编员辛苦、清苦、艰苦的劳动。应该看到，没有上述人员的努力，

就没有该本县志的及时问世，就没有该本县志的质量保证。值此《南昌县志(1986．2004)}

出版之际，我们代表中共南昌县委、南昌县人民政府，向为编纂出版该书付出了心血与汗

水的省市相关部门领导、专家以及我县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衷心的谢忱!同时希

望该书能为大家了解过去、服务今天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共南昌市委助理巡视员、南昌县委书记杨伟东

南 昌 县 人 民 政 府 县 长张晓方



Preface

The annals—compiling boasts a unique，age—old，nation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in China．Local

annals has played an incomparable role in forging the nation’sunity and solidarity through the ages．

As the saying goes，he who rules the worldtakes history as a mirror，while he who rules the state takes

annals as a mirror．Therefore，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local annals assists the govemment，

enlightens the people，and preserves history．Nowadays it contributes to upholdingand promoting the

fin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Our nation to compile new local annalswith socialist fingerprints，which is a

vital project in building the Chinese advancedculture，as well as a lifelong undertaking in link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servingthe present and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Since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1736—1796)of the Qing Dynasty(1644—191 1)，The An-

nals of Nanehang County has been compiled seven times．Thepresent edition is a sequel of last one as

well as the ei【ghth edition．with all intervalOf 19 years，an important period since China began the re—

form and opening to theoutside world in 1978．Thanks to the leadership of Nanchang County Commit-

tee of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and Nanchang County Government，firmscientific develop·

ment perspectives，down—to—earth work and bravery in innovation．the county has seen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cultur andideological construction，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mtion The people in ruraland urban areas cherish the earth—shaking changes in food，clothing，

shelter，transportation and amusement．

It has been three years since The Annals of Nanchang County(1 986．2004)began its compila-

tion and revision in October，2001．The book，which is under theguidance of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Deng Xiaoping Theory of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Fingerprints，and the CCP’

S’’ThreeRepresentatives”，which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China’Sadvanced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t}le progressive course of China’S advancedculture．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and is based on dialectical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which iS mainly con—

cemed with the localcharacteristie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times，gives a complete，objective．and real

account of the past nineteen—year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s，politics．culture．society，etc．of our

counW．It plays a multitude of roles，among which ale as follows．

The book provides full and accurate data for further promotion of the reform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and modernization drive．The present epoch is highly developed in information，without

which there would be no shccess in our causes．It should be kept in 111ind that historical data is a kind

of resoui'ce．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annals serve as a reference in social activities．The new edi．

tion，which collects，codifies，and records history，not only accumulates data for future generations，but

also functions as an advisor for thos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for them to facilitate system inno-

vation and spIeed up development．

The book also acts as lively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people in our county，especially young-

亿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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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ts．It helps to cultivate their love for their homeland and motherland．Today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ologies，with patriotism as their core，are given priority．The patriotism is rooted in the love for

homeland，which calls for your all—around understanding of it，including its scenery，resources，histo-

ry，to name just a few．The annals satisfies the above—mentioned purposes．As it records the things

and persons familiar to US，the book is persuasive and influential ineomparison to other teaching mate-

rial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eighth edition also helps to unite thos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COUrt．

t)，，SO that they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talents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Three

Civilizations”．namely，civilization inmaterial，‘politics，culture and ideology．Thanks to widespread co．

ordination andcooperation，sincere unity and concerted efforts，especially laborious work of the three

leaders of the Annals and Local Name Office and other compilers，the book has come into publication．

To sum up，this book is a crystallization of many—year’S efforts of all the workers of the office．

Without their perspiration the book could not come out in time and its quality could not be guaran-

teed．On behaff of Nanehang County Committee of the CCP and the County Government，we would like

to avail ourselves of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Our hilgh salutations and heart—felt thanks to those

who have helped to make this book a reality．At the same tim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book will play

an appropriate role in serving the present，and assisting its read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past．

Yang weidong assistant inspector of Naneha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CP，and secretary

of Nanchang County Committee of the CCP．

Zhang Xiaofang Magistrate of Nanchang County Govemment．



凡 例

一、《南昌县志(1986～2004)}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x15d,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则，力求反映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全书共设24篇，100万字。上限一般始于1986年，少数篇、章适当上溯。为弥补续

志断代之不足，特在《总述》后加设第一篇《历史概貌》，以使读者略窥全县两千余年历史。

下限大体上截至2004年，少数篇章、节、目止于2002年或2003年。

三、全书以《总述》为总纲，分篇、章、节、目横排竖写。《大事记》依时序编排，并前置。

四、全书以第三人称记述。

五、时间使用公元纪年，牵涉到历史纪年的则括注公元纪年，不用简称或涵盖不确定

的时间概词。

六、数字按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使用，凡称“以

上、以下、以内”均连本数在内。

七、计量单位的表述按1993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量和单位》的规定书

写。

八、境域内乡、镇、场、村隶属关系、所辖面积和行政区划的变更，县直属单位等均按当

时原貌称谓。各项统计数字，凡属国家统一口径的数据，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

九、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均为2003年12月31日前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等方面较有建树、较有影响的社会各界已故人士。“人物简介”人物为在政治、军事、科技、

体育界有重大影响的南昌县籍健在人物。“人物表”人物为健在的南昌县籍正处(县、团

级)以上干部，各界高级职称(教授以上)人物，经济实业界著名实业家，社会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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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1

总 述，C，、 心

南昌县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县，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方面更

加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见第一篇《历史概貌》)。

1986年至2004年，南昌县所走过的开拓发展之路，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之

路，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日趋成熟之路。

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全县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南昌县系南昌市市辖县，位于江西中部，东邻进贤县，南接丰城市，东北濒I临鄱阳湖，西和北与新建

县隔赣江相望，中西部对南昌市区呈抱合之势。属赣抚平原。全境南高北低，平均海拔高度25米，南端

平均50米以下，北端平均17米左右。全县境域面积：1985年1910．7平方公里；2003年昌东、麻丘2镇

划出，为1683．6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占40％。2003年，全县设9个镇、7个乡，255个行政村，2190个村

民小组，36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90．4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5．53万人，占83．5％。按县属人口计算，

平均每人社会总产值19320元；全县生产总值73．74亿元。社会劳动者人数40．01万人，按从事业分：第

一产业占61．98％，第二产业占17．07％，第三产业占20．95％。

全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农业气候较为优越。

县城莲塘镇位于县境中南部，距南昌市南15公里，是省城的“南大门”，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在经济、

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上，均具较大优势。

1985年之前，南昌县已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又是全国淡水养鱼基地之一，还是全国平原绿

化先进县(1992年被评为江西全省惟一平原绿化达标县)。

农村体制改革和农业综合开发与管理，以及农业科技的推广，不断激发农业经济活力，有力地推动

着全县农业经济迅速、持续发展。

在农村体制改革方面，1986年，全县农村都延长了山林、水面承包期，避免掠夺性经营。1992年，进

一步巩固与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品市场，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制

止各种不合理摊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1993年，进一步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再延长承包期30年，允许继承开发性生产项

目的承包经营权。

在农业综合开发方面，1989年，南昌县被列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县。项目计划3年为一期。

到2003年，共实施了五期。前三期称“赣中南农业综合开发项目”。1989—1997年9年间总计划投资

8282．54万元，到位资金6998．3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747．57万元)。后二期改称“国家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1998。2003年，资金完全到位则延续至2004年5月)，二期累计完成投资10045．9万元(其中中

央财政资金3293．9万元)。五期开发内容主要包括：改造低产田，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大力推广良

种和农业科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养猪、养禽和水产等多种经营，以及土地治理开发。

与此同时，南昌县还于1990年1月被江西省列为吉湖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县。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发

展养猪、蛋鸭、肉鹅和水产专业户。

农村体制改革和农业综合开发，效益十分明显。按可比口径：200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990年不

变价)206266万元，比1986年的33379万元增长618％；全县粮食总产量644019吨，比1986年的712166



四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发展，政府各部门的行政职能也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这种转变，

在招商引资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1992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将向塘列入昌九工业走廊总体布局内进行开发。中

共南昌县委、县人民政府即于同月发出《关于鼓励到昌九工业走廊南昌县开发区投资经商办厂的优惠政

策的决定》；8月成立南昌县昌九工业走廊建设领导小组。1994年6月，设在小蓝乡迎宾大道两侧，占地

12．5平方公里的南昌县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业小区被国家农业部列入全国第一批乡镇企业东西

合作示范区。



总述 3

1992年7月至1998年4月为南昌县招商引资的初创阶段。全县共引进外资项目80个，内资项目

198个，内外客商380家，新办企业278个；共引进外资2980万美元，内资12亿元人民币。

1998年4月至2002年9月为全县招商引资的发展阶段。

1999年4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向塘开发区为省级开发区。

南昌县在确立大开放主战略之后，于2000年5月成立了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有21个部门和单

位在中心设置办公窗口，使核发工商营业执照由原来法定的30个工作日缩短为5个工作日内，使原来

需要1年以上时间办结的建筑工程项目缩短为1个月内办结。在这一阶段，全县累计引进外资企业23

个，实际利用外资3756万美元；引进内资企业317个，实际利用内资15．58亿元人民币。这些内外资企

业年创产值近15亿元，年纳税近1亿元。共有32800名下岗工人、城镇待业青年和农村富余劳力在这

些企业中就业。

2002年3月，小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从当年9月起，南昌县招商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全县招商工作首先紧紧围绕“发展是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是第一手段”这个核心思想，通过学习培

训、经验交流、竞争上岗等多种形式，拓宽招商人员的视野，创新招商思路，充实招商人员社交、礼仪、法

律、税收、海关通关等方面的知识。其次是聘请了一批商业信息多、客商联系广的招商中介机构代表、境

内外客商、南昌县在外成功人士为招商信息员、代理人或招商顾问，建成了一个遍及沿海发达地区及各

主要城市的招商信息网。再次是整合资源，夯实招商基础。即使在2003年4、5月“非典”期间，也依然

通过网上慰问、电话问候、发放“平安卡”等形式，与客商联络不断，共签订招商引资项目40余个。2003

年，全县实际利用内外资28．5亿元，其中完成合同外资12977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368万美元，实际

利用内资23．12亿元人民币。全县签订项目370个，开工项目209个。

五

俗话说：“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中共南昌县委、县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治理环境、城乡建设，

以及交通、水利、供水供电和邮政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强化南昌县依傍省城，作为江西省首府首

县的优势。

城乡建设方面，县城莲塘镇城区面积1986年初为4．55平方公里。主要街道(巷)只有6条，均为沥

青路面。2001年年底，莲塘镇被列为南昌市核心区，是主要的生产、生活分流区和未来城区拓宽的重要

板块。莲西乡和小蓝乡也已先后撤销，并人莲塘镇。因此，全面启动占地80公顷的“一湖一岛两广场”

的澄碧湖公园工程建设。县城面积向西、北扩展至8平方公里。城区内共有房屋建筑面积272万平方

米，8层以上高楼有19栋，居民住宅建筑面积有143．4万平方米。至2003年底，城区内有2条街，7条大

道、5条巷，39条路，均为水泥路面。

除县城外，全县8镇7乡政府所在地，到2003年底，也都建成各项城镇设施较为齐全、居民较为集

中的农村小集镇。尤其是江西省交通重镇之一的向塘镇和处于两县交界处的千年古镇三江镇，京九铁

路通车以来，城镇建设发展更加迅速。

1998年南昌县遭遇百年未遇的洪水灾害，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出“移民建镇，退田还湖”的号召，

让受灾群众搬上岸来居住，告别水患。南昌县共有一、二、四期移民建镇任务，共涉及7个乡镇，完成

6118户。其中塔城乡湖陂集镇和北洲中心村为省移民建镇示范点。2000年，南昌县被评为全省移民建

镇先进县。

其次是工业园区的建设。向塘省级开发区与向塘镇实行区镇合一管理，分3片：第一片旧城区，占

地6平方公里；第二片新城区，10．6平方公里；第三片为农业高新科技试验、示范、推广和农副产品加工

区，占地7平方公里。小蓝工业园区，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至2003年年底，已形成起步区、金沙小区

和银湖小区三大板块。

从1986年起，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先后投资1亿多元，开发建设莲塘镇。从1994年起，在外来和

民间私营房地产商参与下，县内房地产市场竞争已趋激烈。尤其是2001年6月至2003年年底，县城建

设突飞猛进，共有25支基建队伍在建设中的澄碧湖公园周边共建成25个楼盘，总投资18．5亿元，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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