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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_

， 《尚庄镇志》就要脱稿付印。乡党委要我作序，家乡的嘱托，责无旁贷。只好略述数

语，权以当序。 一

盛世修志，是我国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国安定团结，政通人和，

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尚庄镇志》应运而生，的确是值得全镇人民

庆贺的一大喜事。

新中国诞生后，尚庄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愤图强，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

主义新尚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镇人民更是解放思

想，勇于创新，在振兴尚庄经济的广阔领域里、开拓进取，取得了更为光辉灿烂的胜利。’

地上五谷丰登，地下矿藏献宝，专业户百花争艳，农工商展翅奋飞，衷心祝愿家乡人民进

一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同心同德，把社会主义的新尚庄建设得更加美好，力争走在全县

现代化建设的前列。

地方志素有“资治"、“教育"，“存史黟的功能。《尚庄镇志》是用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用新的资料、新的方法

编纂的新志书，必将更好地发挥志书的功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希望这部志书能为尚庄各级党政组织调查研究，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贯彻党中央

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提供依据，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尚庄“鉴往知今一，建设新尚庄提

供参考资料，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若能起到这些功用，那将

是莫大的欣慰。

熊春根

1986年3月19日



序 二

盛世修志，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国家编史，府县修志，村庄修谱，

以扬民族祖宗之精华，弃历史之糟粕，使子孙后代，观今鉴古，继往开来。

我们雄伟中华，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智慧，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

古国。但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对内欺压剥削百姓，对外屈膝求荣，酿

成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我们的先人为振兴中华，群雄奋起，进行革命，以拯救国

家，拯救人民，终于于1949年，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从此，国家发展，民族兴旺，太平盛世。及至八十年代，各地修志，尚庄镇志亦应运

而生。

尚庄地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祖辈人民，辛勤劳动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创造历史，创造文明。特别是1949年后，尚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改天换地，努力

奋斗，使工农业生产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新篇章，把它载入史册，已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编写尚庄镇志，仍是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及丰城县委、尚庄乡(后为镇)党委的决

定进行的。1984年12月，乡政府成立了修志领导小组，召集了编写人员。1985年元月着手

收集口碑资料及文物资料，8月开始起草，10月写成初稿。尔后，在尚庄镇党委和丰城县

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两易其稿，于1985年12月底定稿成志。

我镇各村，虽有族谱记事，但无方志，此番修志，仍是首创。凡参与收集、整理、编

写的人员，都感到非常光荣，无不尽心竭力。他们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把一部谱写着尚庄

人民历史的新方志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中共尚庄镇党委书记游子长

1986年1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

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记载当地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物质生产，体现人民

群众的伟大作用，力图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一代信史。

二、本志遵循“立足当代、追溯古代一的编写原则，既通贯古今，详今略古。时限上

迄秦汉时立居，下至一九八五年底，约二千多年。但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七十多

年里，特别是解放后三十六年里。

三、本志体例，结构上按篇、章、节、目四层排列，并明确标出级别、序次，题目。

全书分七编，三十二章，一百三一节。

三、本志运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寓观点于叙述之中，而不取“夹叙夹议"的方式

表达，并加标点符号。全书采用图，志、表，传，录等几种形式，其中照片汇集在有关部

首，图表分别列于有关章节内。

五，本志历史纪年按当时通用的习惯称呼，再在括号内注明公元，数字的书写凡正文

一律写中文(特殊专用名词例外)，凡表格和括号一律用阿拉伯字，对各个时期的行政机

构，按一般习惯称呼，不另加政治性定语，对人物直书姓名，不加虚衔和褒贬之词，对地

名的书写，根据行文之需，凡记述历史沿革，用古地名，在括号里注明今名，其余一律用

今地名，对于新旧社会的时间界限，为编纂上的科学和便利，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尚庄解放日分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尚庄，位于丰城县西部，全境状如枇杷叶，覆盖赣江北岸，总面积六十三点四六三平

方公里。境内多丘陵， “二山一水五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土地肥沃，矿藏丰富，物

产富饶，盛产粮食，棉花，油料和煤炭、水泥等。林木繁茂，水库遍地，公路成网，铁路

穿过中心，交通便利，经济活跃。

尚庄，地垮东径一百一十五度四十一分至一百一十五度四十五分，北纬二十八度九分

至二十八度十六分之间。南北长一十一点五公里，东西宽六公里。东临曲江镇、东北与上

圹镇、西北与梅林乡，西南与泉港镇相邻，南至赣江邦家堤脚。镇人民政府驻地尚庄集

镇。地处丰高公路边，距县城十四公里，距高安四十公里，距丰城矿务局七公里。

全镇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足，四季分明。全年无霜期二百七十五天左右，年

平均气温摄氏十七点六度，年降水量一千五百九十八毫米，尤宜农作物生长。

尚庄地区，早在秦汉时候，就有先民定居，隶属九江郡。唐宋时期，逐渐发展到三十

五个自然村庄，属南昌郡。元朝，尚庄始分长丰，兴仁两乡。明朝，属六，七，八三坊所

辖。民国后期，属北坑，白富，石溪三个乡所管，隶属剑西区辖。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

日，尚庄全境获得解放，从此，人民当家作主。建政后，尚庄所辖地区，归第十，十一，

十二区领导，一九五二年，划归十六区管辖，后改称乡政府。一九五八年成立尚庄人民公

社，政社合一。一九八五年由乡改为镇，迄今巳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现在，全镇下设

十四个村委会和一百三十四个村民小组，六十九个自然村，居民五千二百七十三户，人口

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人。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残酷压迫，使尚庄人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加上连水旱灾

害，血吸虫瘟神横行，致使农民“三年两不收"， “禾镰挂上壁，家中冒饭吃"。天灾人

祸，逼得人民逃荒要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傅家村在一九一O年前，有一百八十多

户，上千人口，人多势大，有“富家”之称。一九三八年一年内，就死亡一百多人，成为

有名的寡妇村。到解放前夕，只剩七十余户，一百八十多人，仅有四十多个劳动力，而且

大都得了大肚病。死于血吸虫病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钉螺孳生，田地荒芜，到处是一

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惨景。

一唱雄鸡天下自。一九四九年，人民盼来了救星共产党，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

山’’，结束灾难深重的漫长黑夜，迎来了旭日东升的曙光。广大农民在自己可爱的土地上

辛勤耕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过上安居乐业的幸

福生活。

：一九五八年，开展全面“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曾一度出现高指标，瞎指

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的“左"倾错误，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尚庄地

区的生产力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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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吹暖了尚庄人民的心，拨乱反正，励精图治，

锐意改革，建立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工厂，商店，机关等进行了综

合改革，全镇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经济繁荣的喜人景象。

建国前，尚庄地区“三天无雨田开裂，连雨三天水汪泽，，，水利建设十分落后。建国

后，全镇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对水利、灭螺进行了综合治

理。在沿江一带，修筑防洪堤四条，在易旱地区，修筑中，小型水库二十座，蓄水抗旱。

苦战三个冬春，建了石上电灌站，完成土石方工程二百五十万方，装机十四套，功力二千

一百三十砥，提水四点五八个流量，扬程二十七米，修通二十四华里的主渠，一百二十六

华里的支渠和六十座大、中型水闸，形成“长藤结瓜一、引蓄配套的水利网。使过去放荡

不羁的河水，顺着人民立冬意志，流灌二万三干亩农田。同时，消灭了钉螺，送走了瘟神，

使昔日荒芜的田园，如今溢出五谷芳香。全镇一九八五年粮食产量三干三百万斤，比一九

四九年增长近四倍，植物油三十七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近十倍多J皮棉三十六万斤，

比一九四九年增长近十倍，生猪八千头，增长三倍。上交国家粮食五百三十五万斤，植物

油五万一千斤，棉花二十九万斤，生猪四千头。

尚庄，工业生产在建罔前没有一个合格的工厂。建国后，通过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办起了手工业联社，农机厂、砖瓦厂，水泥厂、煤矿等。尤其是贯彻党的“对外开

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以来，成立了经济联合社，管理镇办企业，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引

进技术、资金。到一九八五年末，共办起十多个厂矿企业，拥有固定资产三百万元，工业产

值七百一十一万元，上交税收二十九万元，上交镇里一十三万元。村、组、联户办企业，

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一九八五年，发展到达七百五十户，联办企业三十四个，从业人

员九十五人。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各行齐全，尤以运输为最。

尚庄，北坑两个集镇，赶集日相互交错。尚庄街历史悠久，早在明末清初就形成集

市。建国后，加强基本建设，街道铺上水泥，通政府广场，楼房矗立，排列有序，商品充

足，街容整洁。每逢集日，乡镇人民云集一市。商贩、饮食、屠宰、修理等个体户，摆摊

设点，项目繁多。铁木篾器、茶铺豆坊、南北杂货、五金交电、琳琅满目。粮棉油猪，鸡

鱼肉蛋等农付特产，应有尽有，购销两旺，热闹非常。县供销、粮食、财税、银行，邮电

等部门和法院、派出所、卫生院均在此设有下属机构，使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

中心，已雏具社会主义新集镇的规模。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教育、卫生、广播等事业的迅速发展。民问传统的舞龙，

舞狮、和武术队十分活跃。建有文化站、广播站、电影院，各村委会有放映队。通往各村

和县广播站的专用线路有五十公里。尚庄，名人辈出。明代有熊呜夏，官至京城吏部给事

中，熊鸣歧官至广东按察司，后升云南布政使。清末有“七品小京官’’范友杰等。建国

后，更是人才济济，有不少业余创作作品在报刊发表。《日本崇八琐谈》(之一、二、

三、四)，《矿山酸性废水予测》、《亥年趣谈》影响最大。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到一九

八五年，有小学二十七所，初级中学一所，完全中学一所，共有教师二百六十名，学生五

千七百一十一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十八倍。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病床六十张，卫生

技术人员五十七人，医疗器械基本齐全。另外有四十五名乡村医生，分布在各村就医，改

变了旧社会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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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住房大

巳由建国前的“土墙茅屋’’，到现在基本普及“砖木庭院黟，并开始展现星星点

房。手表、收音机，自行车，成了全镇人民的必需品，沙发，电视已进入农村，

越向高档生活方式发展。

，有良好的地理资源和比较雄厚的实力基础，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大道上，具有经

巨大潜力。尚庄人民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饱尝了疾苦与甘甜，

劳朴实的高尚情操，热爱党的事业的可贵品德，勇于进取的革命精神。曾经与尚

同战斗过的许多革命老干部和现在祖国各地尚庄籍的学者，工程师，研究生，大

学生和现役军人，他们十分关怀和支持故乡的社会主义建设，搞活经济，开拓前

地区的优势，煤炭、石灰石已被人民群众所认识，所利用，只要大力贯彻以农业

为中心，发展工业，发展多种经营，在党的领导下，乘胜前进。尚庄，这～蓓蕾初放的鲜

花，在祖国繁荣的百花园中争香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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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 理

第一章建制区域

第一节位置、面积

尚庄镇位于丰城县西北部的丘陵地区，海拔四十米，地理座标。东径一百一十五度四

十五分，北纬二十八度一十五分。东南距县城十四公里，东北距南昌七十四公里，西北距

高安四十公里，均有公路直达。

境域东至曲江镇边沿，东北与上圹镇隔界，西北与梅林乡接壤，西南与泉港镇相邻，

南至赣江邦家堤脚。

面积南北长一十一点五公里，东西宽六公里，总面积为六十三点四六三平方公里，折

合市亩为九万五千一百九十五亩。 ．

第二节建制沿革

早在秦朝时期(前221)，我镇就有先民定居，隶属九江郡。汉景帝八年至东汉献帝

建安十四年(前155一一209)，它一直是豫章郡的辖地。从秦始皇实行郡公制度到丰城正

式建县之前，属南昌郡的一部分辖地。到东汉建安十五年，在南境另立县治，县城设在富

水西岸，尚庄地区属富城县管辖。到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当局以丰城户满五万，

升县为洲，改称富洲。上属江西行省，龙兴路管辖，尚庄隶属长丰乡和兴仁乡。明朝洪武

九年(1376)，复改富洲为丰城县，上属江西行省，南昌府管辖。清朝顺治元年(1644)，

领属未变。民国三年(1914)划全省为四道，丰城属豫章道。民国二十一年(1932)，划

全省为十三个行政区，丰城属第一行政区。民国二十四年(1935)，全省缩改八个行政

区，丰城属第二行政区。民国二十八年(1939)，全省增为十一区，丰城又属第十一行政

区。民国三十一年(1942)，全省改划九个行政区，丰城仍属第一行政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尚庄地区获得解放，从此，两万多人民，盼到了救星中国

共产党。

建政开始，尚庄地区上属南昌专区丰城县第七区(设北坑)管辖。

一九五O年，区重新进行了划分，尚庄地区属第十，第十一区管辖。

一九五二年，设区划乡，尚庄地区属第十六区，区人民政府设在尚庄圩。从此，尚庄

成了区乡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尚庄区撤销，尚庄改为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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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设区分社。尚庄区仍旧恢复，下设北坑，尚庄等六个公

社。

一九六四年又撤区并社，尚庄公社并入上圹公社，北坑和王舍合并为北坑公社。

一九六五年又设区分社，尚庄、北坑均属曲江区领导。

一九六八年又撤区并社、并队，尚庄、北坑两个公社合并为尚庄公社。

一九七一年，公社规模未动，上圹镇划归丰矿领导，田西大队划归上圹镇管理。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全县由人民公社制恢复为乡人民政权制，下属管辖为村民

委员会，村民小组。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起，又改名为尚庄镇人民政府。至此，尚庄镇人

民政府便是地方最高权利机构。

第三节行政区划

元代时期(1286)，尚庄镇属丰城县长丰乡和兴仁乡管辖，下辖六个都。

明代时期(1376)，全县实际为十个坊，下设十七个乡。尚庄镇属六，七，八坊，下

辖都图未动。

清代时期(1644)，全县下属机构与明代基本相同。

民国十五年(1926)，尚庄地区属丰城县第五区北坑乡和白富乡管辖。下设十六保，

一百六十八甲。

民国三十一年(1942)，第五区并为剑西区，乡、保、甲未有变动。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尚庄地区解放。一切工作按原来多，保，甲未动。

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划区设乡。尚庄地区分设第十、第十一两区，下设云庄

乡．侯圹岗乡，石上乡、建设乡，北坑乡为十一区，尚庄乡、田西乡、路下乡为第十区。

一九五八年，实行人民公社，才将云庄乡、侯圹岗乡、石上乡、建设乡、北坑乡，田

西乡、路下乡(部分大队)划归尚庄公社所管。

一九六八年，公社改名为革命委员会，北坑、尚庄两个公社合并为尚庄公社革命委员

会，下辖大队稍有变动。宋家、范家、后港合并为尚庄大队，李坊，田北、洪圹合并为田

北大队，马圹，江头合并为马圹大队，云庄、三房、后邦、山下四个大队合并为云庄大

队’桂坑、北坑，杨溪、伏坪合并为北坑大队，田东，岗上、付家、夫岭合并为岗上大

队，泉圹、赤岗合并为泉圹大队，宏岗，荣圹．石上合并为石上大队，田西、鹤圹、罗
坊、金家、金坊合并为田西大队。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公社未动，大队有所调整。一九七一年，田西大队划归上

圹镇领导。一九七四年，尚庄大队拆为尚庄，范家，后港三个大队，田北大队拆成田北，

洪圹两个大队，北坑大队拆为北坑，杨溪两个大队，石上大队拆为石上、宏岗两个大队，

其余未动。

一九八四年，本镇辖尚庄、北坑两个集镇和尚庄、范家、洪圹、田北、马圹，云庄、后港、泉

圹、侯圹岗、石上、宏岗、北坑，杨溪、建设等十四个村民委员会，～百三十四个村民小组。

一九八五年，由乡改名为镇后，行政区划分未有变动。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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