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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新编《石城县志》历经七载，七易其稿，终于编纂成功，这是全县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就。
c 一· 7 j1

·。 《石城县志》已知于明宏治四年(1491)始修，至清中后期，先后

编修六次，末志为道光四年(1824)的《石城县志》。时至今日，石城

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将其间的历史变迁，兴衰得失，经验教
训、发展规律充分挖掘再现出来，以为辅治之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

项重要工作。据此，县委，县政府于1982年3月成立了县志编辑委员会，

下设办公室承担这■浩瀚的工程。1986年6月．，我受命主持县政，并任
一县志编辑委员会主任。承前几任之重托，乐继修志之业，虽觉任务艰

巨，决心重其事，排其难，尽其责，竟其业。

几年来，修志人员不负人民的重托，在财力不足，条件简陋的情况，

．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冒寒冬，战酷暑，跋山涉水，走南

闯北，查索资料：访问知情，求教行家。经多次分析考证，去粗存精，
“

去伪存真，为当代及子孙研究石城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因而

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

新编《石城县志》贯通建县后千余年的史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贯穿全书，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据实直书，略古详

今，着眼当代；叙古今之要事j扬故土之美善，表历史之豪杰，使石城

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的发展变化尽收眼底，使人们从中领

略到石城秀美的山川，富饶的物产，勤劳的人民，淳朴的民风，可称一
． 部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经世之用的辅治之作。

’

，， 编志的目的在于Ⅳ资治、教化、存史”，。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

之得失。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

。放服务。 ”
。，

．．

。

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信息。新编县志是一部通览古今的百科全书，实

录了历史发展的兴衰和各业的历史信息，从中揭示了内在的发展规律，

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把握现

在，运筹未来，扬长避短，减少工作中的失误。现代化建设需要人们同



心同德，群策群力。新编县志充分弘扬了党和人民的光辉业绩，对激励
群众团结奋斗，为社会王义现代化建设而顽强拚搏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此，我希望全县人民充分利用新县志，总结历史，放眼未来，兢兢业

业，辛勤耕耘，用心灵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为后人写下更加光辉的历
史。 I： j、

．以上所言，权当为序- 。，．

’石城县县长郑隆煜巾础毋异百 碉J肾x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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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起自南唐保大十一年(953)，下限迄于1985
。

年底。遵照Ⅳ详今略古”的原则，侧重记述当代内容。 ．

i

三、志书采用横排竖写法，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设卷、章，节，

目，章的序号一贯到底。 ?

‘’

“

四、文体为语体文，力求简炼，引文及原篇转载者例外。

五，’本志所载内容，以石城现行区域为限，历史上曾划出地域的史

料j仍载入志；曾划入石城(包括太雷县)而原属别县地域的史料，不，．

I入志． ． - ·，

六，全书设概述及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艺文，

人物等专志8卷54章，卷后设大事记，附录。 ’一，。

七，志书中机构，职官等名称，沿用当时称谓。历史纪年、古地名

亦依当时习惯称谓，括弧中注公元、今地名。 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
i，

‘。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可简称。苏区时期一， 耐解

放前(后)一。 膏土地改革一， ，文化大革命，可简称搿土改一 。文

．革一。 ．

八、历次政治运动内容，不设专篇记述，安插于有关章节及大事记

中。 j ．

⋯
、

：．

九、艺文入志，择优选录。对今人作品，原则上需经省级以上公开

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入志作品均载其篇名，短小者全文(幅)刊载。

+ 十，人物卷中凡入传者，均属社会闻人。按史志通例，不为生人一：

立传。 一
’ 、

十一、附录中设志存一篇，简介下限后县内所发生的大事及健在

长征老干部生平事迹，以备将来修志时查考。 。

十二，所用各种馆藏文献、部门史志及其他文字、，口碑资料，一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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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明出处。

十三、文内数字用法，原则上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单位所发《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四，书内地图均为示意图，不作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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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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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沿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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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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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第六节

第四章

土，地⋯．．．⋯¨”⋯⋯．1·i⋯⋯

野生植物⋯⋯⋯⋯⋯．．．．．．．．⋯⋯

野生动物⋯⋯⋯⋯⋯⋯O O．Q．J

O·

矿 产⋯⋯⋯⋯⋯．．．二⋯⋯一·

温’ 泉⋯．⋯⋯⋯⋯．．．⋯⋯”?‘

沙 石⋯⋯⋯⋯”∥⋯⋯⋯一
^

笫二卷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V?“，。

第三节 中国青年党⋯⋯”⋯⋯⋯⋯““．．

第五章政

第一节政 府”””一⋯⋯””⋯⋯⋯

-、第二节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章议 政⋯⋯⋯⋯⋯⋯⋯⋯⋯⋯·

第一节县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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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县政协⋯⋯⋯⋯_⋯⋯⋯⋯⋯⋯⋯⋯⋯⋯⋯⋯⋯⋯⋯⋯⋯⋯⋯⋯⋯⋯⋯(82)

第七章群众团体⋯⋯⋯⋯⋯⋯⋯⋯⋯⋯⋯⋯⋯⋯⋯⋯⋯⋯⋯⋯⋯⋯⋯⋯⋯⋯⋯⋯(83)

第一节工人组织⋯⋯⋯⋯⋯OI b．mIQ⋯⋯⋯⋯⋯⋯⋯⋯⋯⋯⋯⋯⋯⋯⋯⋯⋯⋯⋯⋯(83)

第二节农民组织⋯⋯⋯⋯⋯⋯?、⋯⋯⋯⋯⋯⋯⋯⋯⋯⋯⋯⋯⋯⋯⋯⋯⋯⋯⋯⋯·(85)
’

第三节青少年组织⋯⋯⋯⋯⋯⋯⋯⋯⋯⋯⋯⋯⋯⋯⋯⋯⋯⋯⋯⋯⋯⋯⋯⋯⋯⋯(86)

第四节妇女组织⋯⋯⋯⋯⋯⋯⋯⋯⋯⋯．．⋯⋯⋯⋯⋯⋯⋯⋯⋯⋯⋯⋯⋯⋯⋯⋯·(88)，

第五节工商业组织⋯⋯⋯⋯⋯⋯一’⋯⋯?⋯⋯⋯⋯⋯⋯⋯⋯⋯⋯⋯⋯⋯⋯⋯⋯一(90)

第六节其他组织⋯⋯⋯⋯⋯⋯⋯⋯⋯⋯⋯⋯⋯⋯⋯⋯⋯⋯⋯⋯⋯⋯⋯⋯⋯⋯⋯(91)

第八章政 法⋯⋯⋯⋯⋯⋯’⋯一?⋯⋯⋯⋯⋯?⋯⋯⋯⋯⋯⋯⋯⋯⋯⋯⋯⋯⋯⋯02)

‘第一节公 安⋯⋯⋯⋯⋯⋯⋯⋯⋯⋯⋯⋯⋯⋯⋯⋯⋯⋯⋯⋯⋯⋯⋯⋯⋯⋯⋯(92)．

’第二节检 察⋯⋯⋯⋯⋯⋯⋯⋯⋯⋯⋯⋯⋯⋯⋯⋯⋯⋯⋯⋯⋯⋯⋯⋯⋯”·(101)

第三节司 法⋯⋯⋯．．．⋯⋯⋯⋯⋯⋯⋯⋯⋯⋯⋯⋯⋯⋯⋯⋯⋯⋯一⋯一⋯(103)

第九章民 政⋯⋯⋯⋯⋯⋯‘⋯⋯⋯⋯⋯⋯⋯⋯⋯⋯⋯⋯．．．⋯⋯⋯⋯⋯⋯⋯⋯(106)’

第一节机 构⋯⋯⋯⋯⋯⋯⋯⋯⋯⋯⋯⋯⋯⋯⋯⋯⋯⋯⋯⋯⋯．．．⋯⋯⋯⋯(106)

笫；节支援前线⋯⋯⋯⋯⋯⋯⋯⋯⋯⋯⋯⋯⋯⋯⋯⋯⋯⋯⋯⋯⋯⋯*a'6 e⋯⋯(106．)

’第三节优 抚⋯⋯⋯⋯⋯⋯⋯⋯；j⋯⋯⋯⋯⋯．．⋯⋯⋯⋯⋯⋯⋯⋯⋯⋯_”(107)
”

‘第四节复退军人安置⋯⋯⋯⋯⋯⋯⋯⋯⋯⋯1．．⋯“⋯⋯⋯⋯⋯⋯⋯⋯．．．⋯⋯·(108)

：第五节烈士褒扬⋯⋯⋯⋯⋯⋯⋯⋯⋯⋯⋯⋯⋯⋯⋯⋯⋯’⋯⋯⋯⋯⋯⋯⋯⋯⋯(109)

第六节‘救。灾⋯⋯⋯⋯⋯⋯⋯⋯⋯⋯⋯⋯⋯⋯⋯⋯⋯⋯⋯⋯⋯⋯⋯⋯⋯⋯(109)

第七节社会福利 教济⋯⋯⋯⋯⋯⋯：⋯⋯⋯⋯⋯⋯⋯⋯⋯⋯⋯⋯“⋯⋯⋯“(110) ．

第八节老区建设⋯⋯⋯⋯⋯⋯⋯⋯·‘⋯⋯⋯，．．⋯⋯⋯⋯⋯⋯⋯⋯⋯⋯⋯⋯⋯一(112)

第九节婚姻登记⋯⋯⋯⋯⋯⋯⋯⋯⋯⋯⋯⋯⋯⋯⋯⋯⋯⋯⋯⋯⋯⋯⋯⋯⋯⋯(114)

1第十节．土地征用⋯⋯⋯⋯⋯⋯⋯⋯⋯⋯⋯⋯．．，：⋯⋯⋯⋯⋯⋯⋯⋯⋯⋯⋯⋯“(114)

第十一节信 访⋯⋯⋯·⋯⋯⋯⋯．．．⋯⋯⋯⋯⋯”⋯⋯⋯⋯⋯⋯⋯⋯⋯⋯⋯(115)

第十章了劳动人事⋯⋯⋯⋯⋯⋯⋯⋯⋯⋯⋯⋯⋯⋯⋯⋯⋯⋯⋯⋯一⋯⋯⋯⋯⋯⋯(116)

’第一节劳 动⋯⋯⋯⋯⋯⋯⋯⋯⋯⋯⋯⋯⋯⋯⋯⋯⋯⋯⋯⋯⋯⋯⋯⋯⋯⋯(116)

第二节人 事⋯⋯⋯⋯⋯⋯a O'O B⋯⋯⋯⋯⋯⋯⋯⋯⋯⋯⋯⋯⋯⋯⋯⋯⋯：“(118)

笫三节工资福利⋯⋯⋯⋯⋯n⋯⋯⋯⋯⋯⋯⋯⋯⋯⋯⋯⋯⋯⋯．．．⋯⋯⋯⋯⋯·(123)

第四节职工离，退休⋯⋯⋯⋯⋯⋯⋯i⋯⋯⋯⋯⋯⋯⋯⋯⋯⋯⋯⋯⋯⋯⋯⋯··(128)

第十一章计划统计⋯⋯⋯⋯⋯⋯⋯⋯⋯⋯⋯⋯⋯⋯⋯⋯⋯⋯⋯⋯⋯⋯⋯⋯⋯(129)

笫一节计’。划⋯．．．⋯⋯⋯⋯·⋯⋯⋯⋯⋯⋯⋯⋯⋯⋯⋯⋯．．．⋯⋯⋯⋯⋯⋯··(130)

笫二节统 计⋯⋯·⋯⋯一⋯⋯⋯”⋯⋯⋯⋯⋯⋯⋯⋯⋯⋯⋯⋯t．．⋯⋯⋯。⋯(131)

第十二章台务侨务外事⋯⋯·⋯⋯⋯⋯⋯⋯⋯⋯⋯⋯⋯⋯⋯⋯⋯⋯⋯⋯”⋯(133)

+第一节台 务⋯⋯⋯⋯⋯⋯⋯⋯⋯⋯⋯．．．⋯⋯⋯⋯⋯⋯⋯．．．⋯⋯⋯⋯⋯．⋯(133)

第二节侨 务⋯⋯⋯⋯⋯⋯⋯⋯⋯⋯⋯⋯⋯⋯⋯⋯⋯⋯⋯⋯⋯⋯⋯⋯⋯⋯(133)

第三节外‘事⋯⋯⋯⋯⋯．．．⋯⋯⋯“⋯⋯．．．m⋯．．．⋯．．．⋯⋯⋯⋯⋯⋯．．．⋯(134)



·3·

第十三章

笫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四章

第一节

笫二节

第十五章

’笫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笫四节

第十六章

笫一节

‘笫二节

第三节

7“第四节

’第五节

7第六节

笫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常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

。

第三卷军-．事
、 ·一

．7

．

●

地方武装．⋯⋯⋯⋯⋯⋯⋯⋯⋯⋯⋯⋯．．．叫⋯m⋯⋯m⋯⋯⋯⋯⋯⋯⋯(136)。

机’构⋯⋯⋯⋯⋯·i·厶⋯·⋯⋯⋯⋯⋯⋯⋯⋯⋯⋯⋯⋯⋯⋯”“⋯··⋯(136)’

武装力量⋯“·⋯^⋯⋯i⋯⋯⋯⋯⋯⋯‰⋯⋯⋯⋯⋯“⋯⋯⋯⋯⋯⋯⋯(138)

民。 兵“．．．⋯⋯⋯⋯⋯”⋯‘⋯·⋯·-⋯⋯⋯⋯⋯⋯⋯⋯⋯⋯⋯⋯”⋯⋯”(141y

：兵 役⋯⋯⋯⋯⋯⋯i⋯⋯⋯⋯”⋯⋯⋯⋯“⋯⋯“⋯⋯⋯⋯⋯⋯⋯”(144) ’·

兵役制度⋯⋯⋯”⋯⋯⋯“⋯⋯⋯⋯“⋯“一⋯⋯⋯⋯⋯一⋯⋯⋯⋯“⋯(144)

兵员征集⋯”“⋯．．“。⋯⋯⋯⋯⋯⋯“‘⋯⋯⋯⋯．．““⋯⋯．．．⋯⋯⋯⋯⋯”(145)

设】咆⋯i．-．“⋯⋯⋯“·“⋯⋯⋯·⋯⋯“⋯⋯”j”⋯⋯⋯．．_⋯⋯⋯⋯一(146)

城’ 池⋯⋯⋯⋯⋯⋯⋯·“·。⋯”i⋯⋯⋯⋯⋯⋯⋯⋯。⋯·I．．I···：⋯⋯⋯·(146)

山一寨．．．⋯⋯“．．t⋯⋯⋯⋯⋯“·¨⋯⋯⋯⋯⋯⋯⋯⋯⋯⋯⋯⋯⋯⋯⋯·(146)

土 楼j”a OO O$@：⋯“·⋯⋯⋯⋯⋯·．．．@B Q'OD'⋯⋯⋯⋯1．⋯⋯··。·j⋯⋯⋯⋯⋯·(148)

练兵场一⋯⋯⋯⋯⋯。⋯⋯⋯⋯⋯⋯⋯⋯⋯⋯⋯⋯⋯⋯⋯⋯⋯⋯⋯·(150)

兵 事⋯”⋯⋯”、⋯⋯“⋯“”⋯⋯⋯⋯⋯⋯⋯·‘一⋯一一⋯⋯“⋯“”．．”(150)

．驻。’军⋯”一⋯“⋯⋯⋯·⋯⋯⋯⋯“”，．⋯“⋯⋯．．⋯⋯．．⋯⋯⋯⋯⋯“(160)

农民起义⋯“⋯⋯⋯⋯““、’⋯⋯一““⋯⋯⋯⋯“⋯⋯．．．⋯⋯⋯⋯⋯·，。⋯(151)

太平军在石城⋯．．．．．．．。一⋯一⋯一。⋯⋯⋯⋯⋯⋯⋯_⋯⋯’⋯l⋯⋯⋯⋯(154)

红军转战石城⋯⋯⋯⋯⋯⋯“一⋯⋯一j·⋯⋯⋯⋯强⋯⋯⋯⋯⋯⋯⋯⋯(155)

秋溪整编⋯⋯．．．一⋯⋯”：⋯⋯m⋯m”⋯，mm⋯一⋯⋯⋯⋯⋯⋯⋯⋯(157)

石城阻击战·。⋯⋯⋯⋯·⋯“一+⋯⋯⋯⋯⋯⋯⋯⋯⋯一⋯⋯⋯⋯⋯⋯⋯⋯(157)

苏区地方武装斗争⋯．．．⋯⋯⋯“⋯⋯⋯⋯⋯⋯⋯⋯⋯⋯⋯⋯⋯⋯⋯⋯·(158)

解放石城““⋯⋯⋯⋯⋯”““⋯“⋯⋯⋯⋯“⋯⋯⋯⋯⋯”⋯⋯⋯⋯⋯”(159)

其他战事“⋯⋯⋯⋯⋯⋯⋯．．⋯”⋯⋯⋯⋯⋯⋯⋯⋯⋯⋯⋯⋯⋯⋯⋯⋯(160)

1‘

～第四卷。经 济⋯’|： 。一

业·：⋯⋯⋯j·’⋯⋯⋯⋯·j⋯⋯⋯⋯。“⋯；⋯⋯⋯⋯”：⋯⋯⋯⋯⋯”(164)

构⋯⋯⋯⋯、⋯⋯⋯⋯⋯⋯⋯·i⋯⋯⋯⋯⋯⋯··；⋯⋯⋯，⋯·?·”⋯(164)

地⋯⋯⋯“““⋯⋯⋯“⋯⋯⋯““⋯⋯·?⋯⋯⋯⋯⋯⋯⋯⋯⋯⋯-(164)

物⋯⋯⋯⋯⋯⋯⋯⋯⋯⋯““⋯⋯⋯“⋯“··⋯⋯⋯⋯⋯⋯⋯⋯”(167)

技⋯．．．山⋯⋯⋯⋯⋯⋯⋯·。。⋯⋯⋯一⋯⋯⋯⋯⋯⋯⋯⋯⋯⋯⋯(174)

子-⋯；··；⋯；⋯⋯·。⋯·⋯⋯⋯⋯⋯·。⋯⋯··i⋯⋯⋯?”，⋯：⋯⋯⋯··(177)

料”n”“．．““⋯⋯．．“n⋯““⋯⋯⋯“h“．．一n．．⋯⋯⋯⋯⋯⋯．．”(180)

索·⋯·-···n·⋯·“··-“·-““I⋯·······”·⋯”··⋯⋯⋯·-⋯“i⋯⋯⋯”(182)

艺⋯”．．-．“·”⋯⋯-．．⋯⋯⋯⋯··“⋯·n．．·n“n·”⋯⋯⋯⋯⋯”．．”(183)

牧““⋯“n⋯⋯．．“．．⋯⋯”⋯“”n“⋯⋯“．．⋯⋯⋯⋯⋯⋯⋯⋯”(185)

产“⋯⋯⋯⋯⋯⋯⋯一⋯⋯⋯⋯⋯⋯··一一”“⋯⋯⋯⋯⋯⋯⋯⋯·(190)农机土作农种肥檀园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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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经营管理⋯⋯⋯⋯⋯⋯⋯⋯⋯⋯⋯⋯⋯⋯⋯⋯⋯⋯⋯⋯⋯⋯⋯⋯⋯(192)

第十八章林 业⋯一⋯⋯．．．?⋯⋯⋯⋯⋯⋯”：⋯··”⋯⋯⋯⋯⋯⋯⋯⋯⋯⋯⋯·(196)

第一节机 ‘构⋯⋯⋯⋯⋯⋯⋯⋯⋯⋯⋯⋯⋯⋯⋯⋯⋯⋯⋯⋯⋯⋯⋯⋯⋯⋯(196)

．笫二节 森林资源!⋯⋯⋯⋯．．⋯⋯⋯⋯．．．⋯⋯．-．⋯⋯⋯⋯．．．⋯”⋯⋯·o o．，e*⋯⋯(197)

t，笫三节．．植树造林⋯⋯⋯．．．．．．⋯!．．．⋯⋯⋯””!“⋯．．．⋯⋯■⋯””⋯⋯⋯⋯·⋯。(202)

．笫四节森林保护⋯⋯⋯⋯．．．⋯⋯⋯．．．叩⋯⋯．．．⋯⋯⋯⋯⋯⋯⋯⋯⋯⋯⋯⋯⋯(207)’

·第五节 木竹经营．．．⋯·-w．1 o o⋯．⋯⋯⋯．．．⋯⋯⋯⋯⋯⋯⋯⋯⋯⋯⋯⋯⋯⋯⋯．．⋯·(212)

，第六节 林业基地⋯．．．二!⋯⋯⋯⋯⋯⋯⋯⋯⋯⋯⋯⋯⋯⋯⋯．．⋯“⋯⋯⋯⋯⋯⋯(215)

第十九章水． 利⋯⋯⋯⋯⋯”⋯．．．一．．．⋯⋯⋯⋯¨⋯⋯⋯⋯⋯⋯⋯⋯⋯．．．⋯”(218)

，‘第一节，机 构_·．⋯⋯⋯⋯⋯_⋯¨⋯鼍⋯⋯j一．⋯⋯⋯⋯⋯⋯⋯⋯⋯⋯⋯⋯”(218)

，第二节 水利设施⋯⋯”⋯⋯⋯⋯⋯⋯⋯⋯一⋯⋯⋯⋯⋯⋯，⋯⋯⋯⋯⋯⋯⋯⋯··(219)

第二十章水土保持，⋯．．．．⋯⋯⋯⋯⋯⋯．．·．．．⋯⋯⋯⋯⋯⋯⋯⋯⋯⋯⋯⋯⋯⋯⋯一(229)

第一节机 构⋯：⋯⋯⋯⋯⋯⋯⋯⋯j⋯⋯⋯一⋯⋯⋯⋯⋯⋯⋯⋯⋯⋯⋯⋯一(229)

第二节 水土流失⋯⋯⋯⋯一．．．⋯⋯⋯⋯⋯⋯⋯⋯¨一⋯⋯⋯⋯．．．⋯⋯⋯⋯⋯·(229)

第三节 水土治理⋯⋯⋯⋯⋯⋯⋯”⋯⋯．⋯⋯⋯⋯．．⋯j⋯·．⋯⋯⋯⋯⋯⋯⋯⋯”(236)

第二+一章工 业⋯”⋯一⋯⋯⋯⋯”一⋯．．．⋯⋯⋯⋯⋯⋯⋯：⋯⋯⋯⋯⋯⋯·(239)

第一节机 构⋯一⋯⋯．．-⋯一⋯⋯⋯⋯⋯⋯⋯⋯⋯一⋯⋯⋯⋯⋯⋯⋯⋯⋯”(240)

第二节采掘冶炼⋯⋯一⋯”⋯．．”一⋯⋯⋯“⋯⋯⋯⋯⋯⋯⋯⋯·‘⋯⋯⋯⋯⋯(240)

第三节机械修造．．．⋯⋯⋯⋯⋯一⋯”，一”⋯⋯⋯⋯⋯⋯⋯⋯⋯⋯⋯⋯⋯⋯⋯。(242)

第四节 电 力⋯”⋯．．⋯⋯⋯⋯⋯．．．·，⋯⋯⋯⋯⋯⋯⋯·y··●⋯⋯⋯⋯?⋯‘?⋯(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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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城县位于江西省东南，赣州地区东北部，东邻福建宁化，南抵福建长汀及本省瑞金，

西毗宁都，北靠广昌，地处东经116。057 46∥至116。387 03∥，北纬25。577 47∥至26。367 13矿之

间。南北同经长71．8公里，东西纬宽53．7公里，，象一个翡翠哑铃，镶嵌在闽赣边巍峨苍翠

的武夷山脉西侧。全县总面积1581．53平方公里，折合土地237．23万亩。县内多山，四周山

岭环绕，中部岗峦起伏，山地、丘陵约占全县总面积的89％。主河道琴江自北而南贯穿县

中，支流遍布全县。河流所过，形成一串串葫芦状河谷盆地，其间多为农田。农田约占全县

总面积的10％。江河塘库形成水域，全县水面占总面积的3％强。其他如道路、城镇、村

落、厂矿，约占lo％左右。人谓“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是个典型的东南丘

陵低山地区。

石城境内，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先秦时是古越人生息

、繁衍之地。，两汉以后人口渐多，这里先后隶属于都、揭阳、陂阳、虔化等县。隋开皇间，在今琴

江镇地建置场，因其地山多石，耸峙如城，故名石城。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升场为县。建县后，

初隶江南西道昭信军，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起隶属虔州，元(朝)元贞二年(1296)属

赣州路宁都州，明洪武二年(1369)改属赣州腕清乾隆十九年(1754)起属宁都直隶州，
宣统三年(19d 1)改属江西省。民国三年(1914)隶江西省赣州道，民国十五年复隶于省。’

1930年6月起隶属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9月改隶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翌年2月复隶江

西省苏维埃政府。民国二十四年隶属江西省第八行政区。1949年9月30日石城解放，初隶

宁都分区，1952年起隶赣州分区，1954年起隶赣南行政区，1964年起隶赣州专区(地区)。‘

。石城建县以来，除1933年7月至次年10月划高田、木兰归赤水县，划岩岭归彭湃县，‘

1933年8月至次年10月，划横江，珠江、洋地、龙岗设太雷县外，其余时期县界、区域相

沿未改。． ．‘
：·1‘ j。 。‘

其行政区划则屡经变易。白宋至清末；全县分长松、陂阳2乡，乡之下先后曾分11里、

8里半、9里。苏区时设区、乡，民国时又设区，保联、乡、保等，变动频繁。解放初全县

分7区43乡，7至1955年改划为8区110乡。1 ”。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设1镇14个公社与1个垦殖场。至1972年定为1镇14个公

社。j -．j、

’

1984年恢复乡村建制，全县分设琴江镇与木兰、高田、岩岭、小松，丰山、小别、观

下、屏山，珠坑、‘大由，横江、小姑、龙岗、洋地14乡，一下辖138村，2个居民委员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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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个村民小组。

石城人口变动较大。南宋淳熙年间，有人口9万左右。元、明多战事，人口锐减。至清

顺治十三年(1656)，仅3721人。清中叶后政局稍稳，经济发展较快，人El渐多。咸丰间多

兵乱，大量移民涌入县内，至同治八年(1869)人口多至228095人。此后政局动乱，民生

凋敝，人口再度下降，至1949年解放时，全县为25692户，106340人。1953年7月1日零

时(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为29786户，111927人。1964年7月1日(第二次人口

普查)为31387户，139332人。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为41297户，222038人。

至1985年底达44206户，227070人。其中农业人口203523人，占总人口的89．63％I非农业

人口23547人，占10．37％。全县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43．6人。1

1952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88‰，至1968年猛增至36‰。后通过计划生育，人

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1974年降至31．9％0，1978年降至19．I％o，1981年再降至10．37‰，

1985年为7．4‰，比“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下降了28．60／oo，入口生育失控状况得到初步

纠正。

石城人口由8个民族成员组成，至1985年有畲族86户543人，回族2人，苗族1人，

壮族1人，布依族1人，满族2人，白族1人，此外皆为汉族。汉族占总人数的99．76％，少

数民族占0．24％。在石城土地上，自古各族杂居，民族和睦，如今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

庭中，更是融洽相处，和衷共济。 ，

。四 ．

。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琴江镇，位于县境中部，琴江西畔，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

中心，是个具有1300余年历史的小城镇。县城有琴江路，西华路、东华路等主要街道。主要

建筑有革命烈士纪念馆、百货大楼、邮电大楼、工人文化官、电影院等。镇内有电力、农机、

印刷、食品，建筑、运输，日用化工等小型企业，有完全中学2所，完小3所，县幼儿园1

所，医院2所，电影院1座，商业、供销系统公司13家。琴江薄城而过，过去为主要交通运

输渠道。现建有汽车站，与南昌、赣州和邻县以及县内各乡均有公路相通。至1985年底，全

镇共有1969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3739人。城东江畔北宋古塔与西华山电视差转台遥相呼

应。古琴江八景亦多在县城四周，山JiI灵秀、风物华美。 ．

位于县城南27公里的横江圩，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太雷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集

市规模与繁荣景况仅次于县城，历史上是著名的横江重纸与“福木”(优质红杉木)集散中

心，近年所产针织品逐渐打入省内外市场。

县城西17公里处屏山，是石城“水果之乡"，盛产桃、李、梨、枣、柑桔、枇杷，广销

外地，所产米粉洁白细韧，曾远销赣州、南昌等地。

县北集镇小松，盛产白莲、烟叶，泽泻，均居全县之首，烟叶自民国时即远销汕头及南

洋各地。

县东北岛田，原以牛马交易著称，清代每年一度的九月“牛马岗会"，广东、福建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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