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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一，J

《青云谱区志》历经五度寒暑，六易其稿，终于问世了。它凝聚着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

动，同时，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志是青云谱建区45年来修的第一部区志，其俯瞰观照，从

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等各个角度，比较详细地追述了区境有史以来的发展历程，是

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

青云谱区建置于1958年，因境内“青云谱道院”而得名，自古享有“城南胜地，人世蓬岛”之

美称。区境处赣抚平原腹地，赣水、抚河之滨，有“南昌名胜之区，首推青云谱，昔人莫不喜游憩

斯地，以览风光，而拓胸臆”之盛誉。朱桥梅村文化积淀远涉汉唐；象湖烟波浩淼，景色宜人。

境内古有声名远播的八大山人、梅福、许逊等；民国时期法学博士梅汝礅、工学博士梅阳春、医
学博士梅朝忠亦出自境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区境留下了方志敏烈士的足迹。新中国

成立后，境内诞生了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摩托车、第一枚海防导弹。建区45年来，尤其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在中共青云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

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抢抓

机遇，加快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

台阶。目前，全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政治局面安定团结，呈现出政通人和、欣欣向荣、

蒸蒸日上的生动局面。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青云谱区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既是总结昨天

的记录，又是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它的诞生，对于我们深刻了解区情、总结历史经验、

建设好青云谱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青云谱的过去已载入史册，青云谱的未来等待我们去开拓。我们应以史为鉴，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认真遵循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全省支持南昌做大做强”这一战略决策和市委、市政

府确立把南昌建设成为现代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发展战略，主动应对，调整策略，扎实推进“工业

强区、三产兴区”和社区建设，以“做强昌南工业园，建设城市副中心，打造城区新格局，构筑招

商新平台，增强发展内动力”为工作重点，先人一步抢抓机遇，赢得挑战，促进区域经济的跨越

式发展，在新一轮大开放、大发展、大建设中再立新功，在中部地区“群雄逐鹿”的“争霸”中，为

南昌率先崛起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续写青云谱区新的篇章。

中共南昌市青云谱区委书记万先勇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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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功成撰史，盛世修志。由区委领导、政府主持编纂的区境第一部地情书——《青云谱区

志》，自1998年11月启动至2003年末，五度寒暑，承编单位涉及百余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体

编纂人员兢兢业业，殚精竭虑，经过收集资料、编写初稿、内审外审后，又经区志办反复调整修

改并总纂，终于完成，可喜可贺。

区境自新石器时代已有先人居住繁衍，至今有五千余年历史。此地堪称钟灵毓秀，人物荟

萃，常有文人雅士慕名而至，留有墨宝，享有“城南胜地，人世蓬岛”之美誉。明代大书画家朱耷

隐居于此，并创立青云谱道院而得名青云谱，寓意青云之上，有谱可考。

解放前，青云谱虽处市郊，但早在17世纪就有“梅集义祥”豆腐坊等手工作坊。1900年、

1918年，境内分别建成南昌市最早的机器碾米厂——厚生机器碾米厂、机制砖瓦厂——四明

砖瓦厂。1934年，号称“东亚第一”的三家店飞机场和飞机修理厂的兴建，成为区境最早的现

代工业萌芽。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先后兴办和迁入，行业涉及航空：机械、纺

织、化工、锅炉、电线电缆，并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辆三轮摩托车、第一枚海防导弹。

改革开放后，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和江铃集团跨入了全国500强之列，为全市乃至全省工业的发

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带动了区境人口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青云谱区成为南

昌市新兴工业城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依托驻区大型企

业及京九线、浙赣线贯穿全境的交通优势，区属经济和全区个私民营经济快速发展。2000年，

全部工业总产值为19．96亿元，与1992年相比，增长近18倍。从1928年的“三家店”发展至

今，青云谱区已成为企业云集、商埠林立、环境优美、人12I众多的新兴工业城区，全区人民以团

结、务实、拼搏的精神，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

《青云谱区志》以翔实的资料从自然环境、人文景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

诸方面记述了青云谱区的发展历程，融历史于古今，必将极大的鼓舞继往开来者，更好地抓住

南昌中部崛起的最佳时机，化挑战为机遇，开创青云谱区蓬勃发展的新篇章。在此，对给予编

纂工作以精心指导和帮助的省、市编纂委员会，区志顾问，在青云谱区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

及辛勤耕耘的全体编纂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愿全区人民同心同德，开拓进取，通过《青云谱区志》更加了解青云谱、热爱青云谱，让我们

携手共进，用辛勤的劳动把青云谱区建设得更加美好、繁荣!

嘉蓍喜暑姜喜主荧量委罂娄蓑张录光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3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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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青云谱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力求完整、准确、科学地记述青云谱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努力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志书上限原则定于1958年建区始，部分事物追溯至发端；下限定于2000年末，个别重

要事物记述有所突破。

三、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全书设28章，横分门类，“八大山

人诗书画艺术”、“个体私营、民营经济”、“建筑业”作升格处理。章前设总述，统摄全志。独立

成章设无标概述，合章不设无标概述，节下设无标小叙，目下直接记述，事物过多者，或设子目，

或分段记述。

四、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区属及驻区中央、省、市属单位，志书中的“全区”，即指此范

围；志书中的“区属”，只包括街道、乡、场。不同范围的数据不能作对比。

五、志书政区及部门名称，均系2000年末的名称，地名均采用现行标准地名，只在必要处

使用历史名称。

六、志书民国前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

指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

七、志书中的有关数据均采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个别章、节采用相关部门或单位提供的

数据i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执行。度量衡和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各时期原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八、志书人物章分设传、录、表。传，为已故人士，以传主卒年为序；录，为在世人士，以录主

生年为序；表，系经省、市政府确认的烈士和市级以上劳模、先进人物，均以授予时间为序。

九、志书资料源自市、区档案馆，省、市报刊和专著的文字资料，均经鉴别无误后入志，出版

未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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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谱区属南昌市辖区，位于市区南部，东与青山湖区罗家镇接壤，南与南昌县为邻，北毗

西湖区，西临象湖与青山湖区桃花镇隔湖相望。于北纬28036’22”一28。39732”、东经115。51’15”

～115。5673”之间，东西长约7．5公里，南北长约5．8公里，有“城南胜地，人世蓬岛”、“英雄城南

大门”之称。下辖三店、洪都、徐坊、京山、岱山5个街道办事处以及青云谱乡、青云谱农场，有

101个居民委员会，9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22．9141万人，其中，男11．8250万人，女11．0891

万人，人口密度5414人／平方公里。区人民政府驻地在井冈山大道338号。

区境地处赣抚平原腹地。地势东部和北部平坦开阔，西南端为低矮丘陵，平均海拔高度

23米，最高点为岱山，海拔高度54．16米。全境水系发育，沟渠纵横交错，湖泊陂塘星罗棋布。

1958年动工的赣抚平原水利综合开发工程，是一项具有灌溉、防洪、排涝、养鱼以及供工业和

居民用水的多功能水利综合工程，国家投入大批劳力和物资，1960年建成，青云谱区是主要受

益地之一。其灌溉渠道名为“五赣一分渠”。该渠南接赣抚平原五赣渠，北至南昌东郊水厂，流

经区境长约2500米。

主要湖泊有风景瑰丽的梅湖和象湖。梅湖面积13．93公顷，因汉尉梅福曾在此种荷、垂钓

得名。象湖水面达38．5平方公里，是南昌的“四大湖”之一。“豫章十景”中“铁柱仙踪”万寿宫

重建的选址即在这里。此外，区境有漕溪、万溪、黄溪、梅溪4条溪流。漕溪白区中部偏东向西

北而行，经新溪桥一带注入抚河，因1934年修建新飞机场而逐渐填没；万溪在万溪村境内；黄

溪位于黄溪前魏自然村一带；梅溪又称“沥水”，位于区境南端，流经石门居梅村、朱姑桥而达定

山桥：观音桥，形成“五里三桥”的自然景观，俗称“九曲迥环太极水“。历史上，这里春夏两季雨

水充沛，溪水上涨，渔筏上下，川流不息，船只自梅湖可直达朱姑桥梅村。

抚河原为区境惟一过境河流。自南昌县市汊由南至北流经区境到将军渡注入赣江，过境

河段长约5800米。1958年，赣抚平原水利工程将抚河改道，东出青岚湖，于三阳会合军山湖直

入鄱阳湖，自此不再流经区境，形成南起窑头村，经施家尧至将军渡iZl的抚河故道洼地，即今之

象湖。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7．45。C，l—12月逐月平均气温依序为5．1℃、

6．40C、10．9℃、17．2℃、22．1℃、25．8℃、29．60C、29．20C、24．7℃、18．7cc、13cC、7．1℃。全区温度

差异甚微，冬季极端低温一般为零下3。C至零下7℃，最低达零下9．4。C。夏季极端高温一般为

37℃至39℃，最高达40．60C。

日照由春到夏逐渐增多，由夏到冬逐渐减少。全年日照一般为1700小时～2000小时。多

年平均为1934．7小时，最多年1963年为2424．6小时，最少年1980年为1581．4小时，全年总辐

射量为115111．0卡／平方厘米，日照时数和辐射量以七、八月为最多。

全区冬、夏季风各半年，季节性交替明显。冬、春多北风，夏多西南风，秋多东北风，年平均

风速为3．3米／秒。大风天气以2～4月和11一12月为最多，年平均大风日数为20．2天。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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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为1522毫米，其中最大年降水量达2132．1毫米，最小年降水量

为1044．2毫米。在每年的降水中，春、夏季雨多，秋、冬季雨少。4—9月为汛期，降水量达1076

毫米，占年降水量的71％，尤其在4—6月间常有暴雨，占年降水量的53％。年平均蒸发量为

1268毫米。其中7。8月的蒸发量最大，达504．8毫米，占年蒸发量的43％，而1～2月份的蒸

发量最小，仅有76．3毫米。

全年平均无霜期280天。最长达330天，最短为250天，结冰期66天。

汉唐以来的青云谱

青云谱区有悠久的文明史。据考古资料发现，约在5000年前，今窑头村、下施尧附近的岗

地丘陵，早有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居住。其遗址有较厚的文化堆积，近年出土有大批石刀、石斧、

石箭头、石纺轮和鼎、缸、壶等陶质生活用具。南昌建城，始自汉高祖六年(前201)，灌婴奉命

驻屯于此，夯土修筑“灌婴城”，简称“灌城”。区境自古属南昌县灌城乡。

青云谱前称“太极观”，晋朝道士许逊偕其弟子黄仁览等在“梅仙祠”旧址创建道院，创“净

明”道派，又于晋建兴元年(313)在赣江、抚河一带治水。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赐号南

昌人万振为天师，将“太极观”改名为“太乙观”。宋朝，青云谱之名见诸于文献记载有乐史编著

的《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江南西道四土产》：“青云浦在城南十五里，产异花，名七里香。”明末

清初，八大山人在此隐居，改“青云浦”为“青云圃”，后清朝礼部尚书戴均元又将“青云圃”改为

“青云谱”。青云谱风光宜人，山Jil秀美，古今很多文人墨客题咏称道：“南昌名胜之区，首推青

云谱。”其周遭环境有内十景，外十景，古代名人王羲之、谢灵运等都在这里留有遗迹。

青云谱水陆四通，土地肥沃。古代虽处进贤f-J多'l-的南郊，但有“东湖的鱼，象湖的虾”之美

称。《豫章记》称此地：“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筱荡资给于四境。”施家埠、梅家巷等地，“夜

浣纱旦即成布”的鸡鸣布(筘布)，作为农家的纺织产品而久盛不衰。据唐朝虞世南《北堂书钞》

记载：“豫章城西南有舸舟蓖洲(约在今抚河故道沿岸)，是三国吕蒙作舸舟蓖大煸处”。区境抚河

浜江一带，唐宋以来，造船业十分发达。宋朝宗必经《南关渡1：3》诗称这里“垂杨夹道三千户，绕

郭连樯数万舟”。此外，熊坊村的豆豉酿造业、施家窑的烧砖制瓦业、漕溪角的纺绳制缆业以及

徐家坊的竹篾业等亦颇负盛名，为区境最早的手工业。

青云谱钟灵毓秀、人才辈出。早在西汉末年，南昌县尉梅福，刚正不阿，数次上书朝廷直陈

时政，历代尊为“南昌五贤”之首。南州高士徐稚，仰慕梅福高洁雅行，师法其人，距梅宅百步筑

室毗邻，留有“闻道神仙尉，怀德遂为邻”佳话。晋代治水名家许逊，曾为四川旌阳县令，辞官后

在区境梅仙祠创建道院太极观，又在抚河、赣江两岸“筑堤捍江，疏窦走潦，水患永息，民获相

保”。至今，施家尧等处尚有板王庙、石龟等治水遗迹。江州刺史桓伊，才兼文武，精通音律，善

吹笛，名噪“江左第一”。淝水之战中，与谢玄一道，大破前秦符坚几十万大军，奠定东晋偏安局

面，死后葬区境之岱山东侧石马村头，是今日石马村名之来历。南宋宰相京镗，奉命出使金国，

兵刃相加，威武不屈，正气凛然，以不辱使命为时人称道。明末清初大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因痛

明室覆亡，不满清廷统治，出家隐于僧道，潜心书画艺术创作，终成享誉画坛的一代宗师列清朝

画家首位。郑板桥称赞他：“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更有如朱权(涵虚子)和南昌

济公——周颠等，则以道家的诙谐和潇洒，愤世嫉俗，刺贪刺虐，警醒世人，游戏人间。清光绪

三十二年(1906)2月22日，发生“南昌教案”，区境贫民刘苟子伙同染坊工人罗会典，将拔枪威

胁群众的传教士王安之击毙于洪恩桥。清政府媚外投降，逮捕刘苟子等5人斩首示众。刘苟

子等义士的牺牲，显示了乡民反帝的优良传统和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精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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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民国时期的三家

斗转星移，时至民国。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先驱者的革命活动

为青云谱播撒了新思想的种子，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热情，有着唤醒民众的开辟鸿蒙之功。1924

年2月，中共南昌近郊特别支部成立。同年11月，赵醒侬、方志敏等在南昌近郊一带活动，开

展近郊农村中共党组织的创建工作，方志敏多次到区境佛塔和城南村兴办“兴农”学校，宣传马

列主义，培训革命骨干。1926年12月，区境狮子口人王凤飞会同马维琪等人在佛塔因果社内

秘密集会，建立南昌市东南郊第一个农民协会，发展会员2000余人，批判斗争恶霸地主。还组

建1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拥有南昌商团献缴的二三十条枪支，备有土枪、土炮、长矛大刀，开

展“惩办土豪劣绅”、“减轻田租”、“统一农民协会组织”等活动。1927年7月，中共党员王凤

飞、李友桃领导农民自卫军和近郊农民4000余人到南昌市主要街道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蒋介

石”的口号。同年“八一”南昌起义，中共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区境

部分农民参加了对起义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8月5日，起义军撤出南昌。11月，国民党反动

派猖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区境农民运动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在严峻的生死考

验面前，工农群众毫无惧色，在中共南昌近郊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坚持了3年的地下斗争。狮

子口王凤飞等中共党员组织农协会员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电话线及其他军事设施，向苏区运送

当时紧缺的食盐。1930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狮子口中共党员王细佬、陈水根(石鼓锤)、王

老端等被捕，惨遭杀害，王凤飞脱险后调往上海，区境农民运动播下的燎原火种始终没有熄灭。

青云谱是历代兵家鏖战南昌的必争之地。区境水陆通衢，舟车辐辏，民国时期，筑有“平安

堡”等军事设施。清顺治五年(1648)，原降清将领后任江西提督的金声桓、王得仁据城反清，清

军统帅谭泰率兵围城1年，区境南关口是主要战场。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北王韦昌辉进军

南昌，逼近市汊街，与朱姑桥梅家巷豪绅梅启照率领的团练乡勇激战6天6夜。1926年9～11

月间，国民革命军3次攻打南昌，期间，革命军总司令部曾一度设青云谱。尽管当时驻扎在南

昌城内的北洋军阀号称是闽、浙、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主力，但北伐军以摧枯拉

朽之势于11月7日全歼邓如琢部，一举收复南昌城。1929年，为纪念北伐战争中阵亡将士，在

区境岱．山建立“国民革命军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塔高7层，气昂华表，矗立云天。塔墓上刻

有阵亡将士姓名，墓区安葬骨灰7080具。1939年，日军101师团佐藤旅团与国民党三十二集

团军司令上官云相所部在梁家渡一线对峙。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率部开展南昌反攻战，与日

军激战于城南一线，因敌炮火密集，陈安宝将军不幸于高坊附近中弹牺牲。

区境是南昌近代工业萌芽地之一。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出现较早的是1900年建于将军渡

口的“厚生机器碾米厂”。在“厚生”之后，南昌市机械碾米工业发展很快，到1933年，已有105

家。1918年南昌市最早的机制砖瓦厂——四明砖瓦厂在境内成立，民称“德国窑”，从德国进

口的制砖机，制造“洋瓦”、“洋砖”，拥有一百二十门的自动装卸窑设备。1925年3月，省政府

设立省道局，开始修筑南莲公路，自北而南贯穿区境，1928年正式通车，可直达樟树镇。公路

的通车给古老的乡村带来生机，此时，公路旁搭起三问茅店——茶水店、杂货店、饮食店。1935

年，以意大利查地为首的空军顾问团驾机到南昌，帮助发展空军，并在三家店合办飞机修理厂，

后改为国民党空军第二飞机厂。据资料记载，当年墨索里尼送给蒋介石的一架“美龄号”飞机

曾在此修理维护。

区境曾是“东亚第一大飞机场”的所在地。1933年，国民党当局为了加紧对红军的“围

剿”，于9月4日下令江西各县调遣29万劳力，到三家店修建飞机场，翌年建成，称“南昌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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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又称“三家店飞机场”。该机场涵盖现洪都航空集团厂区和生活区。抗日战争时，被称

为“远东第一大机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南昌此时是中国航空的中心，也是中

国东南部的战略中心。除有“远东第一大飞机场外，国民党第一军区空军司令部、空军教导总

队以及全国空军主力的大部均设于此，另外，中国空军的轰炸机第l、2、8大队，驱逐机第4、5、9

大队的飞机都由此起飞。当时，南昌上空战云密布，空战时有发生。中国空军英勇杀敌，战果

累累，击毁日机百余架，击沉敌舰多艘，日机“四大天王”潮田良平、至宝南乡、鹤田静三等，均在

南昌上空毙命。1938年5月20日，中国飞行员徐焕升，由南昌机场起飞转往宁波栎社机场，携

带100万份传单飞往日本，印有日汉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逊，则百

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徐焕升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空军飞临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日军侵占南昌后，大批日军驻扎三家店机场内，区境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火烧黄溪店、血洗

前魏村，种种暴行罄竹难书。但具有戏剧性的是，1945年9月14日，日本中华派遣军第11军

司令官笠原幸雄，却由武汉乘飞机在三家店机场降落，向中国军队和人民投降。

八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大员忙着大发“接收洋财”并发动内战，加紧对人民的压

榨。区境人民奋起反抗，朱姑桥梅村等地农民纷纷上书：“如今民穷财尽，苦不堪言，不但无力

缴纳田赋，即日前羹粥亦已朝不保夕”、“官取于民，民取于土，土无出产，何能纳粮?”掀起抗粮、

抗捐、抗税斗争，工人、学生、教职员则派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打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

的标语走上街头，斗争一直坚持到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区

解放前，区境多为农田和湖塘，农民居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下，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后，开始了区境历史的新篇章。境内人民在中共南昌市委、南

昌市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进行民主改革，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建设。1958年设区前后，驻

区大、中型工矿企业相继建立，带动了区属工业和与之相配套的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事业的

发展。市政工程建设逐步加强，环境不断改善，为青云谱区工业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区委、区政

府着力于发挥区域优势，依托驻区大、中型企业组建特色专业市场，发展个体私营民营经济。

在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实行土地按政策有序

开发，建立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开发新的产业或拓宽产业链。特别是以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和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业迅猛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机械工业为主导的新兴工业城区。

如今的青云谱区，高楼林立，绿树成荫，道路纵横，交通便捷，市容整洁，环境优美，货畅其

流，百业兴旺，面貌焕然一新。

(1)工业解放前，境内仅有10余家规模极小的制绳、豆腐、铁、木、石、篾等手工业作坊，

惨淡经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1951年4月，国家在境内

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飞机场兴建洪都机械厂。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摩

托车也是从这里驶遍全国。1950．1958年，省、市在境内陆续兴建了机床、锅炉、铸锻、耐火材

料、汽车修理、罐头啤酒、麻纺织、冶金建设以及建筑等一大批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和建筑企

业。至1988年，区境有中央、省、市属工业企业189个，其中，重工业企业109个，轻工业企业

80个，共有职工6万余人，年产值8．1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实现利税946．1万元。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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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围绕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不断地进行改革重

组，发展壮大。2000年，境内中央、省、市属工业企业有航空、汽车、肉食品、机械、啤酒、电缆、

服装等46个公司和印刷、机床、乳制品等多个厂家，共有职工8万余人，完成工业总产值72亿

元。其中，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和江铃汽车集团公司已跻身全国500强之列，成为国家重点扶持

的512家大型企业之一。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在开拓航空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发民用产品，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其下属体康公司生产的体育健身、家用健身、康复体疗等四大系列100多个

品种出口欧、亚、美等12个国家和地区。近50年来，共设计研制生产飞机4000余架、生产摩

托车69．27万辆、P7100片梭织机86台和一大批民用产品，共完成工业总产值110．78亿元，销

售收入112．46亿元，出口创汇2．19亿美元。江铃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从一个修理汽车的地方

小企业发展成为全国汽车行业重点骨干企业。1968年曾创下全年生产514辆汽车的记录。

1984年后，以生产高质量的江西五十铃汽车闻名全国。1997年，开发出“江铃全顺”商用车，资

产由建厂初时的近2000万元增加到70亿元，共生产汽车19万余辆，完成工业总产值206．1亿

元，销售收入217．74亿元，上交利税20亿元。“五十铃”轻型汽车和“江铃全顺”商用车已成为

省内现代工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区属工业是在手工业作坊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多

属集体性质。1958年10月建区后，区委、区政府重视发展区属工业，先后对区内的手工业作坊

和生产合作社进行改造、合并、扩建，成立了水泥、机械、硫酸、纤维、服装、副食品加工等20余

家区办工厂和农机修配，副食品加工、砖瓦、制绳等20余个社办、民办工厂。1959年，区属工业

有地方国营6家、民办企业、社会福利企业各l家、合作企业2家、社办(公社)企业34家，共有

职工972人，完成生产总值310．4万元，比1954年的3．2万元增长96倍。20世纪六、七十年

代，区属机械、化工、食品、服装、仪器仪表、专用设备制造等发展较快，有26家区、街(公社)大、

小集体所有制企业诞生。其中，劳保手套出口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期间，区属工业曾遭

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区、街工业得到蓬勃发展，门类更趋

齐全，产品畅销省内外。1992年，区属企业逐步进行改制或转制，经营权与资产所有权分离，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参与市场竞争。200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9．96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私营、民营经济发展迅速。2000年，全区有乡

(镇)企业523家，完成工业总产值17．283亿元，实现利税1．3亿元；有个体私营、民营工业企业

487家，个体工业户512户，完成工业总产值10．3亿元，上交税金4167万元，其中，年产值超千

万元的有17家，超亿元的有2家。1990年，在120个荣获省级以上优秀科技成果、科技进步奖

中，中型板式矿冶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冲击式细碎机获民政部科技成果奖。试剂盐酸被化工

部评为部优产品。

(2)商业解放前，区境只有20余家私人开设的零星小店铺，所售商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用

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的建立、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逐渐繁荣。

1951年，洪都机械厂内成立洪都职工消费合作社。次年，市商业局在三家店兴建国营新

溪桥商店，有职工18人，年销售额27万元。1959年，国营新溪桥商店发展成22个分店，有职

工323人，年销售额515万元，是初建店时的19倍。同时，还有合作商店21个，流动货摊10

个，从业人员共122人。商品供应有蔬菜，日用百货、副食品、南北杂货及餐饮，约2000余个品

种。1960．1965年，市商业局的副食、百货等公司分别在境内各大中型企业生活区设置经营网

点。1965年，区内国营商店、合作商店、粮、煤供应点等各类商业网点近500个，初步形成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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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完善的商业服务体系。“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受到严重冲击，商品供应匮乏。

改革开放后，境内商业复苏，个体民营商业迅速发展。主要街巷、工厂生活区，个体民营店

铺鳞次栉比，经营商品万余种。农贸市场放开后，从事个体商业的人员骤增。

20世纪90年代，商业改革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促使各商家提高商品档次，

以商品特色，专业特色、工艺特色、服务特色吸引顾客。大型商店的门面及设施改造一新，服务

向美化、舒适、中高档拓展；传统的经营方式逐渐被超市、专卖店替代，并实行电脑管理。“雄

鹰”、“宝鑫”等一批商店、酒楼以商品品种繁多、质量好，菜肴别具风味、环境舒适、服务上乘而

成为境内名店。派拉蒙超市、新世界超市、红日超市、阳光超市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购物方

式。家用电器、电脑、旅游等新兴行业也竞相崛起，美容化妆、金银首饰、按摩沐足等行业有了

新的发展。期间，境内还兴建了南昌建材大市场、南昌啤酒交易批发市场、南昌市洪都摩托车

交易中心和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等4个专业商品市场；原有的11个农贸市场经过整

修、改建、扩建，均成为大型室内集贸市场或棚顶市场，总摊位增长到3890个，从业人员6250

人，经营品种2500余个，年销售量3．4l亿公斤。

2000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2亿元，比1989年的4553万元增长696％。

(3)金融解放前，境内无金融机构。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在洪都机械厂内设

置办事处。随后，三家店、徐家坊、京山、岱山及驻区大、中型企业生活区均设置了代办所、储蓄

所。1977年，境内专业银行有中国人民银行南昌市新溪桥办事处及其管辖的9个代办所和9

个储蓄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资金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陆续放开，保险事业兴起。1988

年起，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到境内觅址设点。至2000年，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商业银行、城市(农村)信用社等设置的办事处、分理处、代

办所和储蓄所近百处；有中国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设置的6处经营点；有华夏证

券第五营业部和江西证券公司青云谱营业部。这些金融机构，每年融通资金数十亿元，在国民

经济建设中，为支持、促进青云谱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作用。

(4)文化教育境内文化源远流长，地上地下历史文物极为丰富。有汉、唐以来众多名人

留下的许多传说和史料。民间传统的春节舞龙、元霄观灯、端午赛龙舟一直流传至今。新中国

成立后，境内建立了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和影剧院。改革开放后，歌舞厅、游乐场等文化娱

乐设施Et趋完善。街道和驻区中央、省、市属大中型企业创办了书画摄影、音乐舞蹈、戏剧曲

艺、读书吟诗、文学笔会、集邮收藏等文化艺术团体，进行文化创作研究活动，参加各种汇演和

比赛。2000年，全区有图书馆(站)47个，影剧院(放映点)18个，职工之家(俱乐部)41个，有线

电视台(站)12个，新华书店2个，企业报社2个，另有百余个游乐场、歌舞厅、录像放映室、电子

游戏室、音像书画社、书吧、网吧等在社会不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区文化工作在继承古

代灿烂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着力把宣传新道德、新风尚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渗透

到工厂、乡村和居民中，把经常性的群众文化与年节文化相结合。每年春节、端午、“五一”、国

庆举行的龙灯、龙舟赛和文艺汇演，以及不定期举办的文化艺术节，不仅增添了节日的欢乐和

喜庆气氛，也在保持传统艺术风格中推陈出新。

解放前，境内仅有2所公立国民小学，6所保立国民小学和3所私立小学。新中国成立

后，1958年，境内有小学12所、在校学生3129人、教职工286人。1956—1978年，南昌十三中

等11所中等学校和银行职工大学、洪都工学院等14所成人教育学校相继建立。中共十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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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后，政府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江西新亚商务学院等9所私立院校在境内建立。

同时，陆续迁进或新建立了省人民警察学校、市化工技校等一批大、中专院校和11所职工业余

学校，青云谱区成为市内培训中等以上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2000年，全区有16所小学，

在校学生14130人，教师739人，适龄儿童入学率100％。有9所全日制普通中学，在校学生

2699人，教职工236人；有14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15368人；6所大专院校，在校学

生1486人；12所民办学校，在校学生15368人；还有13所职工业余学校和在各类函授学校学

习的在职职工。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业已形成。

(5)科技卫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工作日益得到重视。20世纪五、六

十年代，驻区中央、省、市属企业建立起设计科(室)、技术室等科研机构，推动了全区科技事业

的发展和进步。1981年，区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各街道(乡)也相继成立科普协会和科技服务

中心，并与驻区企业科协组织建立协作关系，在全区形成科普宣传、科技咨询服务网络。1985

年，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技市场成立。区内技术中介、技术服务、项目开发等相继开展。

2000年，境内有洪都航空集团技术中心、江铃开发产品技术中心、江联技术中心、江西建材科

技研究院、南昌蔬菜科学研究所等8家专门科研机构，4家民营科研机构，20个科技团体，共有

科技人员6352人。其中，中、高级科技人员4201人，国家级专家8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士1

人。1983—2000年，全区有192项科研项目获市级以上奖励，其中，78项获国家级奖，114项获

省、市级奖。

解放前，境内缺医少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卫生医疗机构建设，改善医疗卫生

条件。1951—1959年，驻区中央、省、市属大中型企业建立起63个职工医院、医务所和卫生室，

南昌皮肤病院迁至境内，缓解了缺医少药的局面。建区后，建立区属医院，加强专科建设，重视

儿童计划免疫，进行传染病防治，以及饮用水消毒、环境卫生治理。1989年，全区有101个卫生

医疗机构。其中，专科医院2个，综合医院5家，保健所、防疫站各1个，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医

务室、卫生所80余个，个体私营诊所12个，共有1165张病床，1701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20

世纪末，全区拥有78个卫生医疗机构，1003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6063张病床，形成了驻区医

院和基层企事业单位卫生院组成的医疗保健网络，药检、医学检验配套。鼠疫、天花、白喉、麻

疯、小儿麻痹症已经绝迹，常见的、多发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新生儿死亡率6．9％o，人均寿

命73．1岁，比新中国成立初的55岁增加18．1岁。

全区体育运动具有传统性、群众性的特点。先后为国家队培养和输送的中国象棋运动员

吴克西，女子跨栏运动员谌欣，武术运动员罗平、吴建珍、熊红梅等优秀人才，分别在全国高校

中国象棋擂台赛中取得优秀成绩、在第八届亚洲运动会和全国武术比赛中获得冠军。有国家

级裁判员2名、一级裁判员8名。承办省市级球类竞赛2次，棋类比赛5次；全国性比赛3次。

(6)道路交通解放前，区境道路交通建设滞后，仅有1条南莲路和浙赣铁路穿境而过，1

条乡间小道傍抚河支流，从邓家埠经南关IZl进入市区。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城市发展需要，

人民政府进行了城市基础建设投资。境内先后修建了7条城市道路，接通了3条东西向区间

道路，改建了10余条街坊道路，开辟了何家坊至八一广场的公交线路，广益昌至莲塘的公共汽

车线路经过境内。1971年，南昌市开通无轨电车，境内包家花园为l路电车始发(终点)站。

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区人民政府按照“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方针，采取公办民助

的方式，对所有主、次干道、街坊道路和部分乡间道路进行了改造扩建。2000年，区内道路纵

横交错，四通八达，道路两旁花木扶疏、街灯明亮。53条正式命名的道路，总长52．97公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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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硬化率89％。迎宾北大道、井冈山大道、洪都大道3条平行的主干道贯通区境南北，与建设

路、三店西路等8条东西向次干道联成网路。途经区境的客运线路有1路电车、3路、16路、20

路、218路、201路、230路等公交车。有郊县长途客运始发站2个，15条长途客运线路，每Et发

车143班(次)，Et客流量2500人次，每天过往的机动车约3万辆(次)。

青云谱火车站是南昌市主要货运站，日集散货物量1200吨。1996年，京九铁路建成通车，

途经区境近10公里，平均5～8分钟有1辆列车通过。青云谱火车站成为南昌铁路分局内最

大的零担货运站，有14条各种用途的线路和3条专用线路，2条专用铁道为微机联销、双线双

向自动闭塞行车。

解放后的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来，全区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迅猛的

发展，在不断创新中克服了资源短缺和资金不足的困难，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尤其是2001—

2003年，区财政收入在2000年2825万元的基础上，连续3年递增30％以上。现今，虽然与市

属县区比，区属经济实力尚不够强，工业产品科技含量还不够高，但站在新一轮发展的起跑线

上，全区人民将继续发扬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精神，抓住当前南昌崛起的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

区域的优势，以“三产兴区、工业强区”，实现全区经济和各项事业新的突破，迎接一个更加灿烂

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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