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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新

余市城乡建设志》的编纂人员，历经五年的

辛勤笔耕，完成的这部近13万字的城建专

志，正是继承和发扬我国编史修志传统文化 一J

的又一结晶。 。‘ 。一
，

。

。．《新余市城乡建设志》用辩证唯物主义 ．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实事求

事地记述了近代以来新余城乡建设的历史， ．’

着重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建设的日新月异变化。
． 《新余市城乡建设志》，从城市的整体

出发；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生动流畅的笔

墨，展示了新余从一个古老的小县城，发展+

成为赣西的中心城市，新型的钢铁工业城市

所走过的历程，描绘了它的美好前景。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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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编排，完整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体

现了新余城乡建设的地方特色。从这些栩栩

如生的真实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余人民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所进行的艰苦创业，

可以看到城市和城市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j：从而进_步

激发起全市人民建设钢城的热情。不仅如
“

此，它还抢救和积累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为

人们研究新余提供了条件。
7

《新余市城乡建设志》虽然还有不尽完

善的地方，但它毕竟是新余近代以来承前启

后的城建专志．’’它的面世不仅为了解新余城

乡建设的过去提供了资料，而且对新余今后

的城乡建设、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作

用。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新余市城乡建设忘》必将对新
余今后的城乡建设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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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恿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汁，以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
侄的统一。

’

．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

体现时代风貌，正确反映全市城乡建设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o ．

三、时问断限；上自公元l 840年起，下止公元199)年。

其中大事记上溯到公元267年。
‘一

四：内容编排，按城乡建设各专业业务范围划分为十章三

十九节，另歹；J城乡建设大事记，并根据需要增设专记和附录o，

五、编纂体铡：本志采取述，记、志，图，表、录等形

式，以志为主。概述夹叙夹议。大事记编年纪事，个别对间

跨度较大的事件，为保持内容的完整，或采用。补后。的办

法记于事件起始之日。或采用“溯前”的办法，记于事件结束

之时。其余章节采用记事文体，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六，纪年方法：滴末稠民国时期，按当时习惯用法，括

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以公元纪年编写。

七，志书资料：均采用历史档案，在行交中不一一注明

出处。志书巾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统计数字，均以市统计部

门和各企业部门数字为准。
’

，

八、志书范围：志书中列的城区，指22．96平方公里范

㈠；市区，指渝水区范围；全市，包恬渝水区、分宜县，即

3163．67平方公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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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自三国吴宝鼎二年(公元267年)新余开始建县，至今

，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其间经历了体制，名称、管辖隶属的

多次变化o ·

据史料记载，夏朝、称天下(即中国)为九州，新余为

扬州之地。周朝属越，秦朝属九江郡。西汉属宜春。三国吴

孙皓宝鼎二年拆宜春东部地立新渝县(因境内主川袁水中

游原称渝水，故名)。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新余并入

吴平县(县治今樟树市吴平圩)。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废

吴平县，新余并入宜春县。开皇十八年复立新渝县。唐武德

五年(公元622年1，新渝并入始平县(县治在今樟树市丰_面

梧山)。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即废。唐天宝元年(公

元724年)改新渝为新喻。元朝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新

喻县升为J．1{。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新喻复县。1956年

7月2日，国务院公布新喻县改为新余县。随着钢铁工业的

兴起，}960年g月30日，撤消新余县设立新余市。以原新余

县的行政区域为新余市的行政区域，由江西省直辖。国民经

济调整对期的l 963年9月26日，撤销新余市，恢复新余县。

1 983年7 Jj2，目，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新余县，恢复新余

市，并将宜春地区管辖．侮分宜县划为新余市管辖，

县治原设在袁河南岸的龙池墅，隋韧大业八年(公元

612年，迁距}于t今渝水区观巢乡小县l，店朝麟德元年

|’



(公冗664年)县治复迁龙池墅，到唐大历八年《I公元773
年)县治从龙池墅迁袁河北岸虎瞰山至今。

新余市位于东经l 14。29 7到115。247，北纬27。337到

28。67。东与樟树、新干交界，西与宜春相邻，南与吉安，峡

江、安福相连，北与上高，高安接壤：东西长101．9公里，

南北宽95公里o
。

一 全市交通方便。浙赣铁路干线横穿全市东西，在市境内

长65公里。市内还有分(宜)文(竹)，上(高)新(余)，

新L余)周<宇)三条支线，计长171．3公里。铁坑铁矿二分宜

电厂，江西第二化肥厂等七条专用线，贯通南北。还有新钢，

江钢厂区铁路，总长计314．15公里。主要公路有上(高)新

(余j、新(余)吉t安)，清t江)萍(乡)，安(福)

分(宜)等线，简易公路密布全币，通车里程已达1504．9公

里。水路以袁河为主，可经樟树通往南昌，九江，直至长江

各口岸。
‘

．．新余市地处九岭，武功山、峰顶山交接地带。属丘陵平

原地区。整个地势南北高，中间低，由外围逐渐向中东部倾

斜。北部蒙山主峰海拔1 004米。西南郛，分宜大岗山海拔

l 092米。中部为河谷冲积平原，其余属高丘或丘陵缓岗。

市区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南鄙褶皱基底由元古界变质岩

系组成。局部有多期花岗岩、基性岩，超基岩浆侵入，构造

线方向呈j匕北东i北东及北东东向。构造的干扰甚为强烈。

褶皱有：神山0苑坑)倒转复式背斜，皇化短轴向斜，花鼓

山向斜及杭桥背斜；坳陷有新余坳陷，断裂错综复杂，主要

有自梅断层群，龙王寨断层群，河下断层群，均隶属于华夏

系构造。市区地震烈度在7度以下，不设防。

袁河足流经全市的主要河流，发源于萍乡武功山，流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市区90．6公里，在樟树市附近的菏湖馆注入赣江，水头落差。
1 6．5米，河面宽200一250米。袁河径流量受江口水库的控

制，(江口水库多年平均径流总量为35．∞亿立方米．，平

均流量108．22秒立方。孔甘江发源于分宜县双林乡，在市区

的观下村流入袁河。多年平均流量7．4秒立方。此外还有蒙

河、界水江等支流20余条。 。

新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在摄氏16．8℃

一18．O'C之问，七，八两月是全年最热时期，月平均气温在

27．3。一29．8。之间，极端最高温度为40。(出现于1971年7月

31日1。一月至二月上旬是全年最冷时期，平均气温为4．9—

5．6℃之间，极端最低气温曾有过零下7．2℃的极值。无霜期

长达283天。日照充足，多年平均实际日照数可达1677．4fb时，

日照百贫率为384。降雨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594．8毫米，

4—6月占全年降水量的二分之一，分布趋势，西北部大于东

南部。多年平均降雨量，北部多于南部，西部多于东部。

因受地形影响，风力微弱，多二级风(历年平均风速为

2．o$／秒．)。风速为17米／秒(七级风)的大风日期，年均

只有1．3天。风向随着季节转换较为明显，年最多风向为东

北风。10月份以后，因受北方冷空气自鄱阳湖侵入，沿赣江，

袁河运行到本市，风向多呈东北，东北偏东。夏季亚热带副

高控甜，高气压因受南郝武功山余脉阻挡，只能从湖南沿袁

河侵袭市区，故多西南，西南偏南风。
‘

新余市自然资源丰富。全市有耕地面积974232亩，(其

r}1分宜285624亩j，占全市土地面积的20．83％；山地面积

2715200亩，占57．44％；水面24．4万亩，I与5．16呖；其余为

村庄，道路等占16．5％。森}术资源，主要有4乡，松，毛竹

等，用材林面积7222931订，灌木林66255亩，活立木总蓄积

j气



量达311．5万立方米。全市水资源总量57．357亿立方米(其

中地下水资源6．125亿立方米1+。

矿产资源，主要有谋，铁，钨，锰，钼、铋，石灰石，

石英石，瓷土、金矿等。其中煤炭资源约5亿吨，铁矿资源

约3亿吨，石狄石15亿立方米。

新余市现辖一区(渝水区)一县：分宜县)面积三千一．

百六十三点六七平方公里，到1990年底，全市有九十7≮万七

千七百九-I．八人，其,lql：农业人口二十二万八干四百七十五

人。
’

’

新余是个古老静县城，又是新型’翰钢铁E业域市。城乡

建设伴随着新余工业、交通穰I商箍经济的发展iflj发展。从清

束至今，大体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公元1840—191 1年)，即清嘉庆，

同治、光绪、宣统年代，是封建社会；}1新余城乡建没；爷旺盛

时期。lr,l治十二年全县有六万四千多户，近三十一万人，农

村有房屋建筑面积464．27J"平方米。城里筑有城墙，周长

965．5丈，建数区面积为0．42平方公里。有东西正街和三条

半截小街，初期为三合土干¨泥沙路面。后改为中铺条石旁嵌

母石fl{『泥石路面。城里有二百余家店铺，经营粮、油，食

品、百货，酒饭、饮食，铁，木、蔑加工等，有居民七千左

右，有一所族办扮钌级小学。章家学堂”。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公元1912一一1949年)。据史料反

映，从民国初期开始，新余舟g经济和人口逐渐下降，主要是

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国内战争，对革命老根据地进行摧残，

加上日本侵略军的多次轰炸掠夸，实行。三光”政策，新余

人民遭受到严最的灾难。据江两省政府和新余县政府的民国

时期统H‘资料记载，民国十八至二十二年(公冗1929—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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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余死于内战的531人，毁房1271问。民国二十九年和

三十四年(公元1940年和l 945年)两年死于日军屠刀下的有

3472人，毁房3605间。县城机关、商业店铺、学校等公共建

筑屡遭轰炸。 ．

‘

在这期间，国民政府在县城东门，西门，云岭山，玉几

山、牛粪山五处兴建了砖石结构的碉堡五座，计面积273l平

方米，对付共产党领导约工农红军。后来拆除了城墙和碉

堡，修复了县城至火车站的便道，整修了街道，将三合土泥

石路面改为麻条石路面。到1949年街道全长1 368米，路宽3

—4米，总面积为4446平方米，城区面积扩大为0．86平方公

里。农村住房由于国民党军队烧毁，日机轰炸，逐年减少。

到1949年农村房屋面移!减少到133500问，计375．7万平方米，

比同治十二年减少88．5万平方米，即减少190h。全县人I：1减

N23s165人，城里居民减到五千，分别比同治年问下降24％

和28．5％。县贼居民住的是木扳』j；，走的是条石路，照明用

的是食用油乘l煤油，饮用的薤井水，河水，烧灼是薪柴草

秸。没有工业，没有影剧院，文化室，图书馆，县城只有一

所两名医生，没有瘐床整医院。一所中学，一所简师，二所

小学，在校学生1 130人。’交通1：：具除了几匹骡马外，主要常

人力挑抬。 ．

’

、第三阶段，从新III国成立到J 957年，是恢复起步阶段。

在这个时期，修了县城至火车站的简易公路，修复城南云津

浮桥，兴建了新余第一个百货商店，建筑丽积仅200平方

米。利用民房必办了国骨的大众工厂。1 952年购置一台75马

力的发电机(以木炭作燃料1，年发电量为64449度，此n．t

新余城里第一次看到电灯。1 956年建立新余县火力发电厂，

增添了一台80马力蒸汽发电机，城市居民才普遍用上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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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办起了国营建筑工厂和集体所有制的染织社。城市规模

。基本上没有变化。农村实现了合作化，仓!l办了一些公共建筑

和生产建筑。
’

’ ’ ’

。

第四阶段，从1958年到1982年，是城市曲折发展阶

段。1958年以良山铁矿资源开发为起点，继而成立了新余钢

铁公司。196C年5月撤销新余县成立新余市，编制了城市建

设总体规划，规划人口发展为50万，城市面积为80平方公

里，城市发展方向是跨过袁河，以珠珊乡为中心，向四周发

展。二万多名城建工人和从农村抽调的近千名劳动力参加城

市建设。兴修了胜利路、建设路，新周铁路、洋津铁路桥建

成通车。新余饭店、新余电影院、市政府招待所等公用设施

相继建成。城市布局，向西、北方向扩展。城区面积由1957

年的1．36平方公里，1 962年扩展到5．99平方公里。市容市貌

有所改观。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公共建筑和生产建筑成

倍增加。社、队都建有礼堂、医务室、广播室、代销店、养

猪场、粉场、豆腐坊等。全市公用和生产建筑面积达1 10万

平方米。1963年新余钢铁工业进行大调整，精简职工四万

多，停建基建工程九个，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72．76％。新

余市改为县的建制。1964年县政府修改了原新余市制订的总

体规划。城市人口调整为五万，城市建设只在原旧城范围内

逐步改造。1964年以后，钢铁工业在调整中求得了生存并逐

步发展。1965年江两钢厂在新余兴建，江西第二化肥厂，

新余纺织厂、新余水泥厂、前卫化工厂先后建成投产。随着

工业生产的发展，城区范围4：断扩大，城市建设订新月异，

新余汽车站的新建，新余火车站的扩建，新余自来水厂的兴

建，袁河公路大桥，孑L目江通济桥，建设路立交桥相继竣r王

通车，沟通了南北、东西公路交通。人民医院，中医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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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堂、体育场，邮电大楼、人民银行。群众艺术馆、工会职

工教学大楼等建筑相继建成投入使用。东西街得到整修拓

宽。建设路部分铺上水泥路面，下水道得到整修和延伸，城

市居民用上了自来水。城市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公

用设施得到了较大的充实和提高。城市布局，再次向东，

西，北方向发展，城区面积由1962年的5．99平方公里，扩展

到1982年的13．36平方公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农房建设由砖木结构的平房，逐渐向钢筋混

凝土结构的楼房迈进，实行人畜分居，讲究舒适、通风，透

光，向阳。 、

第五阶段，从l 983年到1990年．城市建没进入蓬勃发展

的新时期。特别是1983年恢复省辖市以后，提出。以城市建

设为中心，以重工业，大农业为依托，实行城乡结合，条块

结合，农工商结合，为重工业，农业．城乡人民生活。国家建

设服务，把新余市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城市。

的建设方针。制定了城乡总体规划，城乡建设出现了新局

面。新余钢铁厂、江西钢厂不断扩建，新余肉类联合加工厂

的兴建投产，江西钢丝厂的兴建，城北新区的开辟，工人文

化宫，抱石公园、中心幼儿园、火车站广场的新建，管道煤

气工程的不断扩建和延伸，第一自来水厂的配套和第二水厂

盼兴建和投入使用，劳动路和劳动路立交桥竣工通车，建设

路的全而竣工，，五万阴千立方米的煤气柜动工兴建。城市公

共交通的开通，商品住宅的建设，大批住宅积I公用建筑，生

产建筑拔地而起，城市绿化面积的扩大，为促进城市经济的

发展，方便人民生活发挥着积极作用。城区向北，东，西方

向再次延伸扩展。城区面积由1 983年的13．36平方公里，到

1989年扩展到22。96平方公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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