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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市委书记孙用和

《萍乡市政府志》的编写，历时三年，数易其稿，现予出版。

自明正德十三年(1518)，萍乡知县高桂纂修第一本《萍乡县志》以

来，历经明、清、民国续修县志达十次之多，但均为萍乡综合性的记载，

无政府；基。这次纂修出版的《萍乡市政府志》填补了空白。

《萍乡市政府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和详今略古的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进行编纂的。它结构合

理、体例完备、史料翔实、特点突出，内容丰富，分门别类将萍乡近代，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大事、机构设置、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政

务活动如实地记载下来，实为萍乡难得的宝贵史料，具有资治、教化、存

史的作用。

《萍乡市政府志》是一本新型的志书，我看新就新在有如下四个特

点：

一、《志书》不但记载了萍乡的政治、文化，而且重点记载了萍乡经

济建设，集中体现了人民政府施政的中心是领导、组织人民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即使记载人文，也与经济紧密相联，以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作

为权衡人文的价值。

二、《志书》体现了人民政府施政原则——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与

个人分工负责制，功过主要归于集体领导。领导人员个人的作用有所记

述，但主要体现在集体领导之中。

三、《志书》记述了解放后萍乡各届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相信和依

靠群众的智慧与力量，去完成各项任务。市、县人民政府对一些开创性

的工作，经常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集中一段时间和主要领导西碹，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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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依靠群众去完成，如《志书》中的专题记述和施政方式等章节，就充

分反映了这一点。

四、《志书》的编写，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所记的史实，既记成就，也记失误和问题；既记经验，也记教训；既记

载事物发展的主流，也记其支流。把事物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给人以

对事物的总体感受。

当然，《志书》也有不足之处，有些事物记载可能欠全面、有遗漏，甚

至欠妥。希望政府各部门在修部门专志时予以弥补。

萍乡是赣西的重镇，各项工作在全省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现任

市委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将竭尽全力，在全市人民的监督和支持

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团结全

市人民，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为萍

乡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新篇章而努

力奋斗。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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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市长倪贤伍

我来萍乡任职之际，适逢《政府志》定稿。修志同志要我作序。难以

推辞，欣然命笔。

《萍乡市政府志》的编纂，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编出萍乡建县

一千七百多年以来的第一部政府专志，可喜可贺!

萍乡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煤城儿女富有光荣

革命传统，从棚民起义、哥老会抗清到震惊全国的“安源大罢工”，多少

英雄豪杰，揭竿而起，争雄天下；无数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建

国后，勤劳智慧的萍乡人民艰苦奋斗，同心协力，创建美好家园。今天，

改革大潮涌起，弄潮骄子辈出，正以龙骧鹏举之势，谱写新的进行曲。

志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横及各业，纵贯古今。萍乡的历史与现

状，胜利与挫折，成就与失误，均实事求是地记述在志书之中。吟读知兴

衰，晓更迭，见发展，窥未来。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史修志，意在

资治。愿全市人民学志书、用志书，以史为鉴，同心同德，图强奋进，再创

业绩，无愧前人。

《萍乡市政府志》的编撰者，三易寒暑，演历史风云于笔底，绘世事

风情于帙间，并非易事，它倾注着修志同志的心血，深表谢意!

谨献数语，是以为序。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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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 说 明
，t

L

，

一、《萍乡市政府志》是根据市人民政府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要

求，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组织编写的。经过三年时间广收资料，调查研

究、反复核实编写，最后经市人民政府领导终审而成此志书。‘。．．

二、《萍乡市政府志》共设四编十{／＼章，大事记、附录各二篇。第一编 ．

机构设置，第二编政事纪要，第三编专题记述．，第四编政府机关工作。

“’。、‘志书是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事物发展本身的历程记述的。5时限

上溯清末，下及1989年。 4．． 7，’’

‘’

“三、《萍乡市政府志》是按不跨不越的规定编写的。但有些工作是在

县、市委统一领导下，党政联合组织实施的，为了保持施政工作的完整。。

性，《萍乡市政府志》也收集编入了。另外有些工作，原属政府管理，现已、。

划出，如检察、法院工作等：此志书对划出的工作没有收编。， 1：⋯，|i一‘

¨“‘四、历史纪年，建国前的以朝代年号加括弧公元纪年，建国后的一‘，

律以公元纪。年。7志书中所引用的数字，以市统计局所列数字为准，市统 。

计局没有的数字，以各有关部门的数字为准。但在施政报告摘录中的数。

字，为保持原貌，没有按市统计局数字统一，个别出入较大而且涉及后

。来关系极大的数字，将市统计局数字放入括弧内，加以对照。： ． ·。

五、机关单位名称；初见时以全衔称谓，重现为简称。专题记述中各

次遥动，初见以全称谓，再现时以简称，如土地改革运动、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再现时简称“土改"、“社教"运动：
_j’

：’ ．，～ 。。’

六、此志书史料主要来源于市档案馆和有关部门。有些重要资料还

召开了原县市主要领导人和知情者座谈会，征得意见，作了补正。对于

本志壬作给予帮助的单位和人士，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 ：¨“．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和现存资料所限，志书定有遗漏、不妥之处，敬

希专家、读者指正。
．|

+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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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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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位于江西西部，毗邻湖南东部。属丘陵地带，平均海拔标高241．6米。北

部杨岐山、东南部武功山山脉绵亘，与江西宜春、莲花、安福和湖南的浏阳、醴陵、攸

县等地相间。武功山主峰白鹤峰海拔1918米为最高处，西部陂头洲海拔65．4米为

最低处。南北长75公里，东西宽70公里。全境幅员总面积2764．93平方公里。丘

陵占总面积66．4％，山地占27．3％，河谷、平原占6．3％。境内萍水、草水、栗水自

东向西流灌渌江，汇入湘江；袁水自西向东流灌秀江，汇入赣江。 。：一 ．，：

萍乡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7．2℃，无霜期275

天左右，年平均降雨量1630毫米。土地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平源、丘陵地段粮

油作物可一年三熟。， 、‘． 。，．。 “、。．。：
、

z’，c。

萍乡自然资源丰富，盛产煤炭，喻称“江南煤城"。，主要矿藏有煤炭、瓷土、石灰t

石、石英砂、大理石和铁、钨、铜、铝、锰、钼等。其中目前已探明的煤炭储量5÷6亿

吨，铁矿储量1亿吨，石灰石储量约10亿吨，石英砂储量1千万吨以上。。j；，．

全市现有林地18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4．1％。现有耕地59万亩(其中水田

51万亩)。可开发利用水电资源有4千万千瓦。·一 ， 一

、 一， ‘’ }

一 _u‘。
“

(二)
’，'·‘t _一f。。‘

。’“

。

，，

、
‘|I 1．’ j。I： !

．．

4

’。

’’，‘ z。
．、。

，

，，‘萍乡置县始于三国吴宝鼎二年(267)，县治始设芦溪古冈。唐武德二年(6t9)县

治迁今市治所(凤凰池)。历经三国吴、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至今已∞22

年。萍乡除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到至元十九年(1282)隶属湖南行省管辖外，均属

江西管辖。民国26年(1937)，省列萍乡县为一等县。

-1949年7月23日萍乡解放，当年8月1日成立县、市人民政府，中旬撤市留

县。1955年2月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1960由县升格为市，受宜春专署代

管，以原县行政区域为市行政区域。1968年3月6日，成立市革命委员会，1970年

3月1日改属省直辖市。1982年5月撤销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市人民政府至今。全

市现设有城关j上栗、芦溪、湘东四个县级区人民政府，下辖10个镇、30个乡、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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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1989年全市总户数为304013户，人口1376924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418420人。民族主要是汉族，此外还有回族，维吾尔族等18个少数民族。

萍乡人民富有革命精神。明末清初(1648—1677)棚民起义，是以萍乡杨岐山为

驻点。1892年萍乡哥老会组织，顽强抗清，战斗甚剧，牺牲尤烈。1906年萍浏醴起

义，主力在萍乡，被孙中山誉为“革命源起一。。五四一运动后，萍乡民众群起响应，安

源煤矿工人聚众包围矿局，驱逐德国监工；萍中学生驱赶反动校长、抵制日货，进步

青年彭树敏等赴法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萍乡农妇扶老携幼，坐吃大户；贺信

早、巫德明等倡导铲富填贫，邀集数万之众，揭竿而起，辗转萍、莲、安、醴、攸县之

间，官方豪绅为之丧胆；1901至1919年安源工人自发斗争达七次之多，政治上排

洋反清，经济上反对剥削。以上斗争均给了统治阶级和国内外反动派沉重打击，但

终因缺乏正确领导，均未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至1930年十年间，在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安源工人运

动在全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安源大罢工的胜利，震撼全国。安源被誉为

。中国的小莫斯科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1930---1934)，萍乡曾在大安里、白竺、桐

’木等地成立过县、乡苏维埃政府，在萍乡二分之一的地方进行了烽火连天的土地革

命战争，革命人民运盐运粮运军火．支援井冈山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萍乡人民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参军参战，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昌城工部

和中共湖南省工委曾分别派共产党员到萍乡发展地下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

动、武装斗争、护厂护矿护路，为解放萍乡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谱写了萍乡人民壮烈

的革命斗争史诗。
”‘。 j

。． 一 一

在中共萍乡市(县)委领导下，市(县)人民政府按照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

针、政策，组织全市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建设运动，发动和组织全市人民进
。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给今后领导和组织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也有的运动给萍乡造成了严重的

后果，如“文化大革命一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 。：’

： 一
’

， ■，，+一

．‘· (四) ．1，
‘‘。

，．

^
：

建国前，萍乡经济不发达。1949年社会总产值9848万元(均按1980年不变价

计算，下同)，其中农业7374万元，占80％；工业1804万元，占20％。经过40年发

展，已由一个农业县发展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初具规模的综合性的工矿城市。1989

年全市社会总产值193900万元，比1949年增长近20倍。工农业总产值156653万

元，比1949年增长17．1倍。其中农业23708万元，占15．1％，比1949年增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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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工业132945万元，占84．9％，比1949年增长73．7倍。

，工业生产经历过发展、挫折、再发展的曲折过程，现已改变原来以煤为主的单

一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包括煤炭、冶金、电力、机械等34个行业在内的较为完整

的工业体系。其中煤炭、冶金、机械、电力、建材、电瓷、化工、电扇、塑料、烟花鞭炮等

lo多个行业已具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1988年工业总产值123124万元

(新口径，1980年不变价)。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并在全省同行业中占有

较大的比重。1988年煤占全省的31．7％(648．99万吨)，生铁占全省的34．3％

(291095吨)，钢占全省的17．4％(184537吨)，铝锭(电解铝)占全省的72．7％

(5429吨)，高压电瓷占全省的45．3％(4824吨)，内燃机占全省的36．5％(53．17

万千瓦)，电风扇占全省的56．9％(316887台)，烟花鞭炮占全省的32．9％(55．4万
· 箱)。已有100种产品获省优或部优称号。1988年10月，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治理

整顿，紧缩银根，1989年工业总产值仍达132945万元，比上年增长8％。但工业主

要产品产量较上年普遍有所下降。 ·； j+’7
’

农业生产，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通过土地改革、农

业合作化运动，不断改革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使生产关

．系适合生产力发展。在农业技术上始终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一，进行大量的以水

利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坚持科学种田，不断改良品种、耕作技术和制度，使农业生

产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从单一经营向农、林、牧、副、渔：

蔬，果、茶、工、商、建、运等综合经营方向发展。1989年农业总产值23708万元中，

种植业产值为13225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5．8％，林业产值1414万元，占

5．9％，牧业产值5853万元，占24．7％，副业产值2702万元(其中农民家庭兼营手

工业产值2280万元)占11．4％。渔业产值514万元，占2．2％。种植业中的水稻单
· 产_直居江西之冠，1952年获省水稻丰产模范县称号，1958年亩产粮食跨纲要

(800斤)。1970年实现亩产粮食千斤市。1983年粮食亩产达1400斤以上。曾获省

多项水稻科研成果一等奖，“汕型杂交水稻"获国家特等发明奖。。显性核不育水

稻’’经国家鉴定为国内外首创。1
‘ ’-，’’ t

1978年以后，乡镇企业、多种经营发展迅速。1988年全市农村从事乡镇企业和

多种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40％；是1978年的2．8倍。农民离土不离

乡，对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起了很好的作用。、1988

年乡镇工业企业总产值达5．4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3．9％，多种经营产值

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9．7％上升到44．2％。1989年乡镇工业企业总

产值62705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7．1％。．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给全市国民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

与工农业生产发展相适应，城建、交通和通讯事业不断发展。浙赣铁路横贯全

1、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萍乡市政府志

市东西境内，1979年竣工的萍乡火车北站，为江西境内当时最好的客站。县乡公路

116条，1027公里，全市各乡和95％的村已通汽车，“三二O"、。三一九弦两条公路

‘国道沟通东西、南北，已形成以市匿为中心，沟通湘赣邻县市城乡，连接各交通枢

纽，伸向广大农村的公路网。全市拥有三条微波通讯干线，18个卫星电视接收站。

8000门程控电话交换机，实现了国际、国内、市内电话自动拨号，数字微波通讯建。

设的发展，加速了全市邮电通讯的现代化的步伐。城市建设，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

展，不断对旧城进行改造、扩建、新建街道和城区，同时加快了住宅建设和居民福利

事业，注重城市绿化、环保工作。现在正为建成广个工农业发达、经济繁荣、环境优

美、人民生活安逸方便、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而努力。“ ，，_

：’
·， ；‘．__．：：‘‘．’1 2’j：：：． 。；!』；．

’·

．。 5：i；i) ’．：“ ?，．。：』
“

j；+、．。，i’．。
二萍乡素称“文化之乡’’、“教育之邦”o：文廷式i刘凤诰、李有棠等在全国享有盛

名。宋代理学始祖周濂溪曾为芦溪税吏，朱熹高徒中有两人是萍乡人。宋代萍乡书

院，遍及城乡。宋熙宁二年(1068)群发解进士四人，萍乡居其三。清嘉庆时五次全’

省大比，萍乡三次得第-名，有人撰一联以纪其盛：“五科三解元，春色文章增瑞气；

_．县两主考，金门凤诰培天颜，，。清科举时，萍乡童试者达二千人j；废科举后，萍乡

中学生之多，为全省县之冠。1920年江西留法同学25人中萍乡占10人。抗战期间

萍乡高中毕业生可免试入名牌大学。：v、．’；。?‘。．，+；，、。。‘，．1 ‘．一

‘，建国后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体育事业有较大的发展。1989年全市拥有科研，

所9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4364人，历年获得省以上科研成果58项。1985年已

普及初等教育，1988年省认定萍乡为基本无文盲市。现全市拥有13个市属文化单，

位，加上市属各部门、厂矿工人俱乐部、工人文化宫、区、乡(镇)、村文化馆站室及各

类影剧院，已形成全市文化活动网络。萍乡作者创作的电影《月光下的小屋》，1985、

1986年先后获国际金象奖和世界家庭优秀影片奖。’， ：7。：， ’．，j a，

：农民铜管乐、农民画从80年代初全市云起，被省文化厅称誉为“铜管乐之乡"、7

。农民绘画之乡"。全市已建立起市区各级医疗防保机构和基层防保组织，已形成比‘

较完备的卫生防疫、医疗、保健体系和市区乡村四级卫生防治网。50年代消灭了天．

花。1958年获全国爱国卫生模范县称号，并经宜春专署鉴定为“基本无疟县"。1985

年经省考核鉴定为基本控制地甲病市，获全国地方病防治工作先进单位。d,JL麻痹

得到有效防治，白喉病已经绝迹。1987年各类传染病发病率，达到了卫生部制定的

1990年计划免疫标准。群众体育运动，在1958年大发展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巩固

之后j步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在学校体育运动的带动下，群众性体育运动在城乡

普遍开展，全市约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参加各类各种体育活动，体育运动开始进

入家庭、庭院、走向社会化。不仅使人民体质、健康水平提高，而且体育技术水平也



有所提高。1977年至1988年，全市运动员获全省各类运动会金牌24枚，银牌30

枚，铜牌36枚。1986--1988年三年内青少年运动员参加全省全国分区比赛获第一
， 名57个，第二名48个，第三名43个。 。

／

’

(六)‘
·

．

● ●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业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
、

改善。1989年全市财政收入12644．9万元，较1949年的216．5万元增长58．4倍5

财政支出13383．6万元，较1949年193．3万元增长74．4倍。国营、合作社商业和

个体商业遍布城乡。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238万元，较1949年1885万元

增长42．6倍。人平国民收入810元，低于全省844元和全国t178元的水平；人平

农民收入654元，高于全省559元和全国602元的水平，城镇居民人平收入977

元，低于全省997元和全国1260元的水平。城镇储蓄存款余额30402万元，人平

726元，农村存款余额4278万元，人平44元。1989年城镇居民月平均生活费支出

82．43元，人平住房8．3平方米，农村住户人平月生活费支出50元，人平居住房屋
’

‘面积23．5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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