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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宜县志

凡 。¨ 例
≮

： 1．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采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写。

1940年前分宜县曾修过9部县志，故叙事一般从1940年始；某些事情，删追溯至

发端。下限至1985年底。详今略古。力求历史地系统地反映分宜全貌。

2．本志采用记、传、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横排竖写。．篇首设概述，总

揽全书；依次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部类，共30篇，12Q．章、d26，节；节下为目，

共四个层次。各篇前设无标题小序．。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不单

述。 ．。· j j ■
．

·；，：- j‘．。：； ?，，

。，’．3．人物以分宜藉为主．兼及长期在分宜工作的客藉人士o_生不立传。入传人物

为已故的较有影响的各界人士、革命先烈、长征老干部。健在的各界人物则列．表以

志之。 ÷． ，，． ”

?i，． 。、l二．
1， ；7j”．，

’?入表原则：以行政职务分，副县(团)职以上；以专业技术职务分，副教授(或相

当于副教授职称)以上；以荣誉称号分，地方为省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i部队

为二等功以上的人民功臣。革命烈士另辟名录。 ， ．‘j
·’-

4一t‘
j。

．：4．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按志书行文规定书写。文字力求简洁、I才l、实。第一

次出现的名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_j“。． 。_“， ：一

’5．历史纪年，用当时的朝代及年号；并括注公元。民国纪年在各篇章第，次出

现时夹注公元．以后不另注。现代纪年，一律用公元。分宜县1949年·7月15日解

放．在此以前，称“解放前’’，在此以后，称“解放后’’。

民国以前的地名、职名、币制、计量单位，均按当时的称谓。解放后的计量单位

用公制。解放后各乡、镇j村在人民公社期间，分别称公社、大队、生产队；在此以前

和以后，分别称区、乡、镇、村及村民小组。

6．统计数据以统计局的为依据；统计局没有的则采用其他资料。

7．资料来源：一为各级档案馆及图书馆；二为各乡镇、各部门编写的专志和史

料，三为座谈访问及报刊资料。出处从略。



年)废道尹，分宜直属江西省政府I民国21年改属江西第八行政区，民国24年又

区．

1949年7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分宜，成立分宜县人民政府，属袁州专区．1952年

袁州专区与南昌专区合并，称南昌专区(1958年专署迁宜春，称宜春专区)，分宜属之．1983年

7月，划归新余市管辖。

刚解放时，全县设3个区，至1952年增至7个区．1956年撤区并乡，全县为26个乡．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全县为12个公社、】个镇、200个大队．1973年为13个公社、1个镇。1984

年．改社为乡，全县为13个乡、1个镇。1985年，界桥乡并入分宜镇，全县为】2个乡、1个镇．乡

(镇)以下设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全县共154个村民委员会，1349个村民小组。

至1985年底止，全县人口为270996人．以汉族为主，回、壮、满、侗等少数民族共50余人。

县治原在钤阳镇，1958年因修江口水库而迁今址分宜镇。

新县城分宜镇位于县境中部，位置适中，交通方便，经过二十余年的建设，已建成9街16

巷，县城人口45367人t城内工厂商店数百家；机关、学校、医院、邮电、文化单位，鳞次栉比．成

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千年古县，百里风云．

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患部自湘入赣，来到分宜，分宜人民纷起响应，与明朝左良玉部作过

殊死的战斗，仅风阳西廊球岑洞中，一次就牺牲800余人。清初，县境北部硼民起义，前后近30

年，曾占领县城。清末，太平军石达开、李秀成都均曾征战分宜，并委派县令，惩治赃官，镇压团

练，开仓济贫t自1855年至1861年，分宜人民与太平军并肩作战，达6年之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分宜人民前仆后继．是江西省较早开展革命斗争并

坚持较久的一个县．1926年成立农民协会，同年冬成立党的组织．1927年开展武装斗争．1929

年开始在南部山区建立苏维埃政权，1930年建立中共分宜县委及县苏维埃政府，全盛时期全

县半数以上的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30年8月，领导赣西北路7县革命斗争的北路行委

机关迁入分宜境内办公，分宜成为北路7县革命斗争的中心．1932年．在北路行委的基础上，

成立中共分宜中心县委，继续领导北路地区的革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王震、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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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肖克、陈伯钧、张启龙、曾涤等老一辈革命家，均曾征战于分宜。从1929年至1934年10月

长征时止．苏维埃政权在南部山区坚持6年之久。根据地丧失后．仍有部分革命志士坚持游击

战争．

分宜大批劳动苦群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宋生发、孙根华、邓家辉、刘国华、吴希圣、陈焕

章、彭春发、宋人绥等一批老红军，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

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分宜人民，同仇敌忾，一批健儿奔赴抗日前线，大批民工支援前方。1941

年，为支援上高会战，全县组织民工到前线抬担架、送弹药、送粮食，抗日军队的医院、兵站、枪

械库设于分宜。分宜人民为上高会战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分宜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方便．人民勤劳．全县年平均气温17．

4"C，降水1607．4毫米，无霜期269天．土壤以红黄壤为主，各类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森林覆

盖率达40．84％，活立木蓄积量243．8万立方米。地下有煤、铁、钨、锰等矿藏；煤铁睹量均在I

亿吨以上沣；金属量约9万吨，石英石8000万吨，石灰石约10亿吨，还有卡林型金矿．全县有

男女劳动力10．3273万人，人力资源充足．从交通来看，浙赣铁路横穿县境；分文铁路(分宜至

文竹)自县境分岔，可抵永新之文竹。此外尚有厂矿专用铁路4条。县境公路总长755公里，每

平方公里有公路0．55公里．乡乡通班车，村村有公路。

解放后，中共分宜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人民抓好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至】985年

底，全县工农总产值达到J 41 1 1万元，比1949年增长7．39倍；财政收入】41】．9万元，比1951

年增长18．2倍。

农业生产通过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增产措施，改善耕作条件，粮食生产逐年增长．50

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全县曾两次掀起兴修水利高潮，至1985年，共有中小型水库90座、

塘坝929个，库容量1．16亿立方米，另有水陂398座，提水工程560座，70％以上的农田有了

水利设施．基本达到旱涝保收．70年代后期推广杂交水稻，粮食产量上了新的台阶，实现了晚

稻超早稻．尽管因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占用了7万多亩耕地，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仍达

12616．82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3倍多。80年代，根据“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

营”的方针，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更使农业走向全面发展。1985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67．08万亩，其中芋麻、西瓜、花生等经济作物及绿肥的播种面积达20．36万亩，占播种总面积

的30．37％．芋麻是分宜县的土特产，1985年，全县产麻42．66万公斤，为1949年的4倍．

畜牧业发展较快．1985年．全县出栏肉猪8．49万头，每头平均毛重88．5公斤，年末生猪

存栏数10．74万头，比1949年增长2．54倍。

水产养殖，由于水面增大和养殖技术提高，发展很快．1985年，全县养殖水面5．68万亩，

水产品总量131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51．4倍。

全县林业用地133．3万亩，有可供利用的树木40余种，主要有杉、松、樟、楠、梓、柏等。引

进的湿地松，在芳山林场栽种676I亩，长势良好．中国林业科学院在分宜建有实验基地，在境

内采集标本1000多种。全县累计人工造林55万余亩，保存面积27万亩，1984年被评为全省

林业先进县．油茶为主要经济林。常年产油40万公斤左右I 1985年，产茶油77．85万公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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