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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J已飞(2000--2012)

时光在离，春华秋实 。 2000年8月 6 日 ， 在原县级吉安

市构架上设立的吉外|区正式挂牌 ， 转眼间己过去了十三

年 。 十三年开拓奋进 ， 十三年锐意创新 ， 有创业的艰辛 ，

更有收藏的喜悦 ， 全区干部群众:PlH厉前行 ， 创造了足可载

史的业绩 。 首部 《 吉外l 区志 》 对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予以回

顾总结 ， 条分缕析 ， 全面记载了各行各业设区以来的发展

变化 ， 资料翔实 ， 内 容丰 富， 可供存史、资政和教化 。

我们有幸工作和生活在这块人文底蕴丰厚的土地上 。

古称庐陵的吉州区 ， 距今1600多年前东晋太守孔伦建立郡

城以来，一直有江南望郡之誉 。 依托黄金水道赣江 ， 成为

江南重要的经济枢纽 、繁华商埠和人文胜地 。 古南塔的汉

砖 ， 钟鼓楼的清风 ， 后河九桥的倒影 ， 螺湖桥上的辙印 ，

大榕树的绿荫 ， 天后宫坊的石刻 ， 灵泉寺的香火 ， 云章阁

的联语 ， 见证了这座古城的千年沧桑与繁华 。 颜真卿 、 江万里 、 王阳明等忠臣贤才兴学传道 ， 理政有方 ; 欧阳修

寄语吉州学子 ， 苏东坡赞叹街市盛景 ， 杨万里描绘山水佳图，文天祥求学白莺洲书院 ， 古城积淀着厚实的文化基

因 。 城郊乡村的先民走出家门 ， 闯荡商海，积累财富后兴建家园 。 钓源 、 卢家洲 、 丁塘 、 腊塘等古村精美的明清

建筑 ， 便是创业的结晶 。 吉外|是块富有革命传统的红土地 ， 曾掀起 " 十万工农下吉安 " 的狂舰， 在这里诞生了江

西省苏维埃政府 ， 奠定了中央苏区创建的基石 。 古老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存 ， 增添了我们前行的底气和自信 。

新设立的吉州区 ， 薪火相传，在传承中创造 ， 在创造中奋进 ， 续写了与时俱进的雄丈华章 。

古城新区机遇和挑战并存 。 设区之初 ， 面对因事权 、 财权调整带来的重重困难，首届区委不恕不等 ， 迎难而

上 ， 制定了 " 主政工业 、 扩大招商 、 搞活民营 、 加速城建 、 优化农业 、 协调发展 " 六大发展战略 ， 负重前行 ， 穷

实了发展的基础:第二届区委乘势而上，提出 " 打造工业经济优强区 、 商贸服务核心区 、 安居创业首选区 、 和 i皆

发展先进区"的 " 囚区 " 目标 ，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 第三届区委审时度势 ， 确立以推进生态直居城 、 新兴电子

城 、 现代商贸城 " 三城共建 " 为经济发展主战略，以创建 " 人文社区 、 美丽乡村 " 为创新社会管理总目标 ， 吹晌

了提升首位度 ， 争创首善区 ， 勇当排头兵的进军号角 。 这些年 ， 区委 、 区政府始终把市里关注的重点 、 市民关心

的热点你为工作的着力点 。 在市委 、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 、 区两级坚持不懈地推进中心城区重点项目建设 ，

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在高楼如林的城南新区 ， 在秀美如画的庐陵文化生态园 ， 在古后河绿廊 " 金腰

带 " 和螺湖湾两岸，在赣江西堤 、 马铺前 、 仓口棚户区改造等项目现场 ， 无不凝聚了市区干部群众求新思变 、 开

拓务实的辛勤汗水，无不彰显了崇文 、 正气 、 开放 、 图强的吉安城市精神 。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吉州区已经进入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的新阶段 。 万亩工业园区是吉泰走

廊"挺起脊梁 " 的核心板块 ， 一大批新兴电子产业纷纷落户:规划IJ28平方干米的梅山新区已全面拉开了路网框

架 ， 正向纵深推进 462多公顷的城南专业市场建设如火如荼，市场带动效应已初步显现 ; 系列民生工程全面铺

开，人文社区 、 美丽乡村建设风生水起 。

吉州 ， 正以昂扬的姿态阔步前行 。

政声人去后，口碑传永久 。 青山不老，事业永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 ， 有成就也有不足 。 区志载

入的是往事，我坚信后来人一定会谱写更辉煌的篇章 。

明徐中共吉安市吉帅|区委书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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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J亘飞(2000 --2012)

中 共 吉安市 吉 州 区 委副书记
吉安 市 吉 州区人 民 政府区长

盛世修志 ， 志载盛世 。

朱谋俊

编 11妻方志为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 ， 历经千载而代代相

承 。 (( 吉外|区志 》 的编 11辈 ， 对于全区人民了解认识吉州的

历史与现状 ， 承前启后 、 鉴古知今 、 服务当代具有深远的

意义 。 有幸为区志作序 ， 甚感欣慰 。

吉州区位于吉安市中部 ， 于2 0 00年8月由原县级吉安市

1融市设区成立 ， 为吉安市中心城区 ; 总面积425平方公

里 ， 辖门个乡镇街道 。 吉州是孕育庐陵文化的人文故郡 。

这里历史悠久 ， 秦始皇二十六年 ( 公元前221 年 ) 始称庐

陵 ， 隋开皇十年 ( 公元590年 ) 改称吉州 ， 元贞六年 ( 公

元1295年 ) 改称吉安，为历代郡 、 路 、 道 、 府治所 ， 素有

" 金庐陵 "、 " 江南望郡 "、 " 文章节义之邦 " 的美誉 。

吉外|文风鼎盛 、 人才辈出 ， 培育出大文豪欧阳修 、 大诗人杨万里 、 《 永乐大典 》 主编解结等一批历史文化名人;

理宗宝裕四年 ( 公元1256年 ) 科考 ， 文天祥高中状元 ， 同榜吉州进士39名 ， 占全国九分之一 ， 名 震朝野 ， 理宗皇

帝亲书 " 白 莺洲书院"匾额以示褒奖 。 吉州是彰显江南风韵的生态名城 。 这里山川秀美 ， 名胜遍布红 、 绿 、

古 " 眼游资源交相辉映 : 城区由神岗山 、 天华山 、 真君山 、 螺子山三面环抱 ， 千里赣江傍城流淌 ， 怕人古后河绿

廊水波激 j艳 : 拥有自 莺洲书院 、 钟鼓楼、赣江古榕树和钓源 、 卢家洲古村等名胜古迹:水质和空气质量均保持国

家二类 ( 级 ) 标准以上: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 ， 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国家园林城市 、 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 ， 是良好的生态宣居绿色 家 园 。 吉州是充满发展活力的产业新区 。 撤市设区十余年中 ， 在历届党委 、 政府的领

导下 ， 吉州儿女勤劳实干 ， 攻坚克难 ， 开拓它IJ 新 ， 继往开来 ， 经济社会活力迸发 ， 跨越发展 。 2012年 ， 实现生产

总值90亿元 ， 与 2001年相比 ( 下同 ) ， 年均增长17 . 5 %; 财政总收入8.8亿元 ， 年均增长22 . 7 %; 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分别为 20134元 、 8848元 ， 年均分别增长 13 . 3 % 、 12.6 %;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174亿元 ， 年均增长

门 3 % 。 城北新区拔地而起 ， 梅山新区大气起步 ， 工业园区快速拓展 ， 商贸市场体系建设成形 ， 现代农业示范园

破茧成蝶 人文社区 、 温馨家园 " ÊIJ 建如火如荼 ， 支撑吉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平台不断穷实 。

" 治郡县者以志为 鉴， 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 。 这部 《 吉外|区志 》 与公元2000年以前的 《 吉安市志 》 一脉相

承 ， 记述的是吉州区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发展历程 ， 十余年山争崎岁月 ， 奋力拼搏，十余载风雨兼程 ， 春华秋实 。

这部区志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吉州发展历程 ， 这 " 一方全史 " 、 " 百科全书 " 的编篡完成 ， 功在当代 、 手IJ 在千

秋 。 她不仅有利于吉州社会各届人士纵览吉州的发展轨迹 ， 领略吉州的沧桑巨变 ， 用积淀的经验指导实践，而且

有益于客居他乡的吉州籍儿女和区外有识之士 ， 认知吉州 ， 情系吉州 ， 增强认同感 ， 共同为这一方热土发展献智

出力 。

区志问世，其功竟成 。 (( 吉州区志 》 的编修 ， 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指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凝聚了广大劳动者

的智 慧和力 量，倾注了编篡工作人员的心血和汗水 。 在此 ，谨向所有创造历史的人们和为区志编修作出努力的同

仁表示崇高的敬意!

《 吉州区志 》 即将付梓之际 ， 是以片言， 权以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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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J画(2000--2012)

福地吉州古蕴新势一 、

1.老城区

千二必

位于白莺 j州对岸的古青原台 ( 2006年摄) 位于自莺洲的自莺洲书院 ( 2011 年摄 ) 位于庐陵文化生态园的文星塔 ，

01 

2012年动建，次年建成，为仿宋塔 。 七
级八面 ， 高57. 3米 。 塔内展示的是吉安
崇文重敦，人才辈出的主题 ( 2013年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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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J己、(2000--2012)

古南塔至吉安大桥区间临江景观 ( 2013年由河东向河西方向拍摄 )

位于庐陵文化生态园的 " 十万工农下吉安 " 雕塑 。 跨度90米，以九级群雕组成，从不同侧面反映工农
红军1929年11 月至1930年 10月九打吉安的场景 ( 2012年摄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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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J已飞(2000--2012)

吉安古城 ( 1656年4月荷兰使团成员约 20世纪 80年代的古南镇街 2001年古南镇街道、永叔街道沿江
翰·尼霍夫绘 ) 道 、 永叔街道沿江城市景观乌跚城市景观

图

2008年的永叔街道沿河 、 沿江城市景观 2013年古南镇街道沿江城市景观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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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J~\(2000 --2012)

吉安大桥至螺子山区间临江景观 ( 2012年由河东向河西方向拍摄 )

" 吉仲|福地 " 牌坊 。 该牌坊是清乾隆

十七年 ( 1752 ) 福建客商建在吉安老城区

赣江边榕树码头的天后宫残留下来的前

壁 。 1999年8月 ， 实施永叔路、赣江河堤二

期改造工程， ì衷牌坊拆除保存构件 。

2012年 ， 该牌坊在庐陵文化生态园民俗园

内重新组装 ， 实施异地保护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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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J已飞(2000--2012)

2. 城北片区

庐陵文化生态公园湿地 ( 2013年摄 )

位于吉州区行政中心东侧的欧式住宅群 ( 2013年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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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J已飞(2000---2012)

真君山公园及周边住宅群 ( 2012年摄)

位于井冈山北大道旁的庐陵风格住宅小区 ( 2012年12月摄 )

空气清新 ， 天朗月明 ( 2013年 10月摄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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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J画(2000--2012)

3. 城南片区

城南新城区 ( 2013年7月摄 )

沿江路 、 跃进路 、 古南大道区间城南住宅群 ( 2013年7月摄 )

后河一期改造城南段景观 ( 2012年6月摄)

0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