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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祖恩

．

一 ，

志坛春浓，花团锦簇。值此举稀土龙头之年，’新编《信丰县

志》即将定稿付印。欣喜之情，实难言表。编委征序，委难推托。

借此机会，略叙一、二，以示祝贺。‘，

信丰置县于唐永淳元年(682年)，历史悠久，素以“人信物

丰”著称，从古至今，志士仁人，学者名流，代有人出：甘公名留

两浙，凤鸣永垂史册，项英、陈毅油山三年游击战：光照千秋；红

瓜子享誉东南亚‘，“朋娜”脐橙冠绝全中华，中钇富铕稀土行销各

地。纵览全志，便知晓，信丰乃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信丰在发展，

信丰在前进，信丰将飞腾。

当今之世，商品经济日荣，科学技术正昌，改革浪潮汹涌。吾

辈恰逢盛世，遇良机，应挑战，当扬故土之美，葆乡土之誉。古语

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新县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资政、

教化、存史”之功跃然纸上，实乃服务当代，’惠及子孙之县志。据

此，竭诚希望各界同仁志士，精心阅读，深察县情，鉴以往而兴未

来，共振信丰之雄风。 ·．

，，

值此志成之际，我谨代表中共信丰县委，向所有为新县志编纂

出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领导、专家和编纂人员致谢。谨识于此，权

以为序。

一九八八年九月四日

注：钟祖恩系中共信丰县委书记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存真求实”

的方针，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进行编纂，力求时代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事时间，原则上上限定为建县之年(692年)，下限断至1985年底，少

数章节作了适当的伸延。记事通合古今，以今为主。 。

三、本志编首设概述、大事记和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信丰纪事，正文分地理、经

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7编，各编设章，节．目，编末设附录。编纂

‘时，多数编章横排门类，纵写事实；少数编章，以时系事，纵贯古今。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7种形式叙事，以志为主，图、表穿

插正文之中，互为印证。

五，本志行文用现代语体文，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力求文约事丰，用语准确，行文

规范。

六，本志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除中共党史和党史

人物采用公元纪年外，其余采用旧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以

公元纪年。。解放后”专指19d．9年8月16日信丰解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特定历

史时期。文中数字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

七、建国后的行政区划，1958年9月至1984年4月称公社、大队，此前此后均称

乡、村。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车单独设章。
’

八、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已立传者，按生年为序，以正面人物为主。英

名录只列烈士姓名、性别及所在乡名．

九、为避免内容重复：凡一事必须在不同章节中分别记载时，则按“详主略次，各

有侧重”的原则处理：。，．
‘‘

．十、本志选用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本县档案馆、统计局及其他有关单位，少数抄自

外地图书馆．档案馆。也有的是知情人的回忆口述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

处。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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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信丰县位于江西省南部，赣州地区中部，居贡水支流桃江中游。介于北纬24。

59 7—25
o

33 7，东经114。34 7一l 15
o

19 7．东邻安远，南靠龙南、定南、全

南，西连广东南雄，西北接大余，北界南康、赣县。东西横距76．7公里，南北纵距63．

公里，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70％，水而占5．8％，耕地占13％，道路和

庄园占11．2％，有。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唐永淳元年(682年)置

县，定名南安，取。地接岭南，人安物阜”之意。至天宝元年(742年)，诏改天下县名

相同者，采访使韩朝宗以福建省泉州有南安县，遂取。人信物丰”之意(旧志有“以天宝 ，

初当丰亨之会也”及“县北三十里有廪山，丰崇如廪，县以此山得名”之记载)，奏改信

丰，隶南康郡。1949年8月解放后，属赣州分区(建国后改称专区、行政区．地区)

管辖，直至1985年未变．现全县设22乡、l镇、l场，共101722户，532702人(其

中农户94820户，492038人)．总人口中，除回、壮、满、苗、彝族28人外，均为汉

族。平均每平方公里185人。为赣州地区人口密度较大的县之_． ，

县治所在地向称信丰城，民国28年，以城东有嘉定桥而改称嘉定镇。建国后，县

城各项事业发展迅速。至1985年全镇管辖面积增至24平方公里，有3个居委会，35

个居民小组和5个行政村，共6472户，29403人(其中农户2401户，1 1471人)。镇内

有化肥，制糖、酿酒、纺织，农机等工厂31个；有商业网点876个；有保育院l所。

幼儿园3所，小学6所，中学2所，医院3所和新华书店、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

电影院．影剧院、广播电台．电视差转台、灯光球场、体育场等；有解放路，人民路，

胜利路、城西路、环城路、水东路等主要街道。康定．信雄．信池公路交会于此，每日

有班车通往赣州，韶关和四邻各县以及县内各乡、镇．桃江自南向北穿镇而过，水陆交

通称便。

境内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南岭山脉的大庾岭、九连山余脉分别从县境西南绵延，四

周群山环绕，重峦叠嶂。中部地势低平，有600平方公里的低丘岗埠，缓坡宽谷，阡陌

农田。全县最高点在虎山乡虎山岽，海拔1015．7米；最低点在星村乡五羊村立濑坝，

海拔135米；一般海拔为20旺400米．土壤有水稻土，红壤、紫色土、潮沙土、石灰
(岩)土和山地黄壤等6个类型，其中红壤占62．5％，水稻土占22．6％。．

桃江纵贯腹地。源于赣粤交界九连山脉的饭池嶂，北经赣县注入贡江，流程85．3

·

3
·



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左”倾错误，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

又回升到6．2％。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粮食有所增产，中、后期工业有所发展，

但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

增率又再度下降到2．3％和1．1％。第五、六个五年计划时期，通过贯彻落实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

放，搞活，同时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发展乡村企业和多种经营。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年均递增率又分别回升为6．9％和8．4％。

在国民经济中，农业居首位。198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14839万元，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67．8％，是1949年的4．4倍，比1978年增长73．8％．有耕地476748亩(水

田401 101亩，占84．13％)，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O．97亩。主种粮食。旧志称“饶谷

多粟”之地。全县的粮食总产量，1983年已达47806万斤，为建国后最高年份。1984年

后，因调整作物结构，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1985-年的粮食总产量降为43103．24万

斤，是1949年的3．66倍，比1978年增长30．5％，占赣州地区粮食总产的10．4％．名

列第二。经济作物以甘蔗、花生．烟叶、黄麻，红瓜子和萝b为大宗．至1985年，目‘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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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蔗总产125143吨，是1949年的46．3倍，1978年的16．7倍；花生总产117278担，是

1949年的2．48倍，比1978年增长18％．为垒省16个花生重点县之一；烟叶总产

34541担，是1949年的2．62倍，1978年的2．2倍，为全省烤烟最多、质量最好的县，

久负盛名；黄麻总产20410担，是1949年的3．14倍，1978年的2．5倍；红瓜子总产

5504担，是1949年的2．39倍，1978年的2倍，在东南亚和港澳地区倍受欢迎，素有

。瓜子大王”之美称，现为全国主要产区之一；萝b总产1．6亿斤，萝卜丝曾于1952年

至1953年运往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菜肴之一．近年来，脐橙开始出

口，在港澳市场声誉大振，外商称为。果型好，品质佳”，现已列为全国的生产基地之

一：以猪牛为主的养殖业，建国后也有较大发展。至1985年，全县生猪饲养量达

298794头，为1949年的8．17倍，比1978年增长20．2％，是赣州地区产猪最多的县之

一；耕牛存栏52049头，比1949年增长58．5％，比1978年增长32．6％；家禽饲养量

140万羽。为1949年的7．24倍，比1978年增长1．7倍；水产品产量52136担，，为1949

年的3．65倍，比1978年增长2．18倍。’从1964年起，本县能自繁鱼种，结束了长期向

外采购家鱼鱼苗的历史。
‘

本县素为赣南林区县之一．旧志有“大山长谷，深林密箐，穷数日足迹不能遍”和

。逶迤林谷，幽荫荟蔚”之记载．建国前夕，有林地仍保存296．9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69．88％．建国后，人民政府每年发动群众植树造林，至1985年，累计造林211．6万

亩．但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森林过伐，采育失调，加之管理不善，造林成活率低，至

1980年．全县有林地减至169．3万亩，森林覆盖率下降为39．18％，水土流失面积由30

万亩扩大至80万亩。为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平衡，调动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从

1980年冬至1983年春，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定山林权属、定社员自留山、定生产责任

制为内容，落实林权，颁发林权执照。从此，造林面积逐年增多，成活率逐年提高。至

1985年，除国家计划砍伐部分外，有林地面积增至197．7万亩，占山地总面积的

66％；有活立木蓄积量346．1万立方米，毛竹29025亩：森林覆盖率回升到45．7％。林

木育苗也取得显著成绩．1950年至1985年．垒县育苗13694．6亩。其中1985年

1071．1亩，比1978年多1．23倍．县林科所嫁接种子园培育的杉木良种，．经中国林业科

学院遗传育种室检验，种子质量和单产均居全国首位．1 ’t

．

1水利以新建水库成绩突出。建国前，全县灌田350亩以上的水库只有7座，受益面

积1 1950亩．建国后，人民政府先后拨款1693万元。大力兴建水利工程。至1985年

底，仅中型、小(一)型、小(二)型水库就达67座，比1949年多60座；灌田面积

达15．2万亩，比1949年增长11．7倍．加上塘、陂、堤、坝，全县共有大小水利工程

15925座，比1949年多8113座．可蓄水2．3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7．33万亩，比

1949年多18．33万亩j占总耕地面积的780／,，其中旱涝保收面积29．6万亩，占总耕地

面积的62％．建国前，本县无电力排灌设施。建国后，建固定排灌站204处，机灌，

电灌面积3．85万亩。建国前，本县无水电站．建国后，建成乡村小水电站6l座，装机

容量3040．5千瓦，实际发电486．85万度，有242个行政村(占总村数75％)、；56222

户(古总农户59％)用上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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