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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履，溯循着南丰发展的历史年轮，一部洋洋一百万言、墨溢精神

文明芳香、记载经济腾飞轨迹的《南丰县志》(1987----2003年)出版问世了。怀欣慰之情，

谨之为序。

1987一--2003年这横跨两个世纪的十七年间，南丰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花香绿

素千朵雪，果甜丹碧万点金”，三十万勤劳智慧的桔都人民在这世代繁衍生息的沃土上作出

描山写地的绝世文章，发展的亮点可圈可点，前进的速度堪慰堪赞!

《南丰县志》(1987～2003年)真切、翔实地记载了南丰人民这一艰辛跋涉、奋勇登攀、

无私奉献的历程和业绩，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是一部南丰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南丰人民的

创业史，为外界、后人了解历史设立一个窗口，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也为激励后辈、

激发乡情、凝聚人心提供了载体。

我在南丰工作十一个年头，对南丰情有独钟。凭着对使命的执著追求，曾和南丰人民一

道不屈地拼搏过、默默地付出过、无畏地前行过，也与大家一道共同分享南丰事业的新进

步，这是我人生的最大幸福，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更是我个人最宝贵的一笔财

富。

南丰的山山水水具有无穷的发展潜力，南丰的人民具有无穷的发展智慧。虽然我离开南

丰已有一段时间，但对南丰的怀念，时不间断。南丰经济社会发展的喜讯不断传来，更激起

我美好的浮想和憧憬。我相信，南丰的未来将更加灿烂辉煌!‘南丰的历史将不断谱写出新的

光辉篇章!

衷心祝贺《南丰县志》(1987～2003年)的出版问世!

注：朱章明系中共抚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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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县志》(1987～2003年)出版问世，是南丰精神文明建设又一重要成果，是南丰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为这部记载南丰人民开放、开拓、创新精神的新县志的

问世，感到由衷的高兴。

1987年至2003年，是南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17年虽是“弹指一挥间”，

但在南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此期间，勤劳智慧的南丰人民在历届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解放思

想，积极开拓创新，战胜各种困难，南丰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用志

书的形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对于服务当代、造福后世

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南丰县志》(1987,-一2003年)即将付印之际，愿南丰在新的历史发展道路上展开双

翅，更好地发挥资源、区位、交通、文化优势，紧紧围绕“创世界名牌果业，建绿色生态桔

都”总体目标，抓住战略机遇期，扩大对外开放，完善体制机制，转变增长方式，增强创新

能力，努力把南丰建设成和谐发展县、区域明星县、世界名果县。

“朱熹下车首问南康郡志，韩愈过岭先借韶州图经”。当前，我们正肩负建设全面小康南

丰的光荣使命。要加快南丰发展，造福百姓，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

础，希望各方面都能用好县志，了解南丰、认识南丰、研究南丰。“以志为鉴，继往开来”，

作为南丰建设者的一员，我愿与全县人民一道，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发展规律，继续锐意进

取，为把南丰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南丰县志》(1987～2003年)是众手修志、众口评志、众目审志的产物。全体编纂人

员用心镌刻历史、取精用弘、字斟句酌，不辞辛劳、广征博采、反复修改，在短短的三年之

内完成这部志书的撰写和编纂，其敬业精神亦当与本志同载史册。

注：熊世平系中共南丰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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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南丰县志》，表人民功德，志人民建树，可喜可贺。历时三载，即将付梓，约我

作序，感慨良多。

文明在于创造，同样在于积累。修志记录创造，清点积累，昭彰得失，承上启下。志，

言不溢美，语不隐恶，物穷其理，人述其本，具有资政、存史、教化、鉴知之重要功能。

南丰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古往今来，人才辈出，创造了辉煌灿

烂的文明。自元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34年)，南丰先后修志17

次。由于受时代局限，旧志内容芜杂，且大多散佚，存世无几。20世纪80年代，南丰重修

县志，编纂组十经寒暑，精心编纂，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贯通古今、详今明古的《南丰县志》

(257～1987)。1987年以来，勤劳智慧的南丰人民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随

时代步伐，不断开拓创新，全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人民安乐。如实记录这段

历史，志改革开放，叙乾坤巨变，鉴以往得失，察未来趋势，功在当代，利在后人。

《南丰县志》(1987～2003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大量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

加工、反复提炼，广闻博采、力求创新；续志体例完善，门类齐全，资料翔实，观点正确，

图文并茂，表达新颖，注重经济，关注民生，合物理，人世情，全面反映了1987年至2003

年南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历程，堪称“一县百科全书，一方资治通鉴”，必将在推进全

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帮助领导决策、开展县情教育、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化积累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编修过程中，全体编纂人员辛勤笔耕、认真审改、字斟句酌、数易其稿，其兢兢业业、

呕心沥血、乐于奉献之精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严谨求实之作风可钦可佩。在此，谨向

大力支持志书编纂工作的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向热心指导编纂工作的领导、专家和

全体修志人员深表谢忱和敬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17年巨变历历在目，现在，实现南丰跨越式

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一道以志为鉴，为建设一个经济实力雄厚、人民生活幸福、世界

驰名的新南丰而奋发努力，用智慧和汗水在南丰全面小康的道路上描绘更加壮美的画卷。

注：谢昌贵系南丰县人民政府县长。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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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续编《南丰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南丰县1987---2003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内容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

学性的统一。

二、内容断限，上限为1987年，承接《南丰县志》(1994年版)之下限，下限

至2003年。为补收前志未载资料和反映事物的完整，部分内容和事项适当上溯或下

延。 ，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设序、概述、大事记、分志、文献辑存、

跋、编后记。概述综述县情，总揽全书；大事记列出17年中的大事、要事；分志按

事物属性横排f-j类，纵写史实，分门别类记述全县情况；文献辑存中选载重要文件。

四、全书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语言文字力求

准确、朴实、简洁。

五、计量单位按照《冲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使用，个别仍沿用习惯使用

单位。

六、称谓、地名按现行规定使用。组织机构、会议、文件名称，首用全称，以

后一般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新中国成立。

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为准，专业性数据以

业务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统计表中，短横(一)表示“这一栏没有数字”，空

格表示“未掌握该项数据"，0表示该项数据为“零”。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人物记述分为传记、名录。传记主要记述全

县影响较大的古、近现代人物，增补《南丰县志》(1994年版)未收录的古代人物；

名录以表格形式记录获省(部)级以上表彰的先进人物、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和

在南丰担任副县(团)级以上实职人员。

九、中华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同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用汉字

记数，括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人物生卒时间一般用

公元纪年表述。

十、全志资料主要来自各供稿单位，部分章节由县志办依据相关资料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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