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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白塔河中下游两岸平原地带，解放前严重流行着血吸虫病。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县人民响应毛泽东同

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紧密结合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

采取综合措施，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经过三年准备，两年战

斗，于一九五八年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同志为此写下了光辉诗

篇《送瘟神二首》。在这一诗篇鼓舞下，我县人民发扬送瘟神的革命

精神，做到思想不松，工作不停，坚持长期观察，定期复查，有效地

巩固了血防成果。

为了如实地记载我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和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历

程，为后人提供借鉴和史料，特编写《余江县血防志》。其内容共分

五个部分：一，全县概况；二，血吸虫病流行情况；三，消灭血吸虫

病；四、巨大的变化；五，附录。本志编至一九八O年，以文字为

主，并附有图表和照片。

在编纂过程中，蒙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

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资料收集不够齐全，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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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全 县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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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置沿革

’余江，古称安仁县，为南朝陈置，距今一千四百余年。于此前后县

名累世迭更。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纂修的县志记载：

“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二二三年)，设九江郡余汗县，时安

：余之晋兴乡也。．

。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余汗置晋兴县，今安仁

地。 ，

，

。陈文帝天嘉年问(公元五六O一一五六六年)，设安仁县。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废安仁，设余于晋兴乡。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设长城县。，余之晋兴乡置

长城县．

。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九AA )，设安仁县。安仁于此盖已

兆厥芳名矣。一 ‘．

’

宋后，元、明，清均置安仁县。 “县治在府(饶州)之南境。一

。上控闽浙，下襟江湖，扼波水之咽喉，阻信州之门户，’四通八达，

盖饶属之要冲也。一

迨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始改安仁县为余江县。据有关

史料记载： “余江，今县名，民国以江西安仁县改置，县在余水之

北，有余江，故名，属江西豫章道。’



二、自然地理

我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地理座标为东径1 1 6。41’一一1l 7。09’．。，

北纬28。704’。。__拿8。37，-，北靠万年县，南接金溪县，东与贵溪县和 。

鹰潭市交界f西和余干、东乡两县毗邻。面积9 4 2平方公里。其中

山丘占46．2％，水面占10．80h，耕地占27．9％，道路庄园占1 5．1％。

大体是：五山、一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全县地形狭长，南北多山，东西丘陵，中部平原。地势从南北两 。

端相对徐徐倾斜，海拨高程一般在50——309米之间。．北部“白鸡母

飞上天峰”一海拔488米，为全县第一高峰。土壤质地分属沙土类、壤

土类．粘土类三种吒丘陵红壤是我县山地地带性士壤的主买类型。加．

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

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l 7．7。C，极端最高气温

40．5。C，极端最低气温零下9。C。年平均无霜期为2 6 3天。年太

阳辐射总量为1 08．1千卡／平方厘米。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为1 852．4小
。

时，日照率为42％。，年平均蒸发量为1 373．3毫米·年平均降水量为

1 752．1毫米，最多年降水量2543．o毫米，最少年降水量980．7毫米。

四至六月为雨季(，即汛期)，平均降水量达855毫米，占年平均降水

量49％；七至十。二月平均降水量51f3．1毫米，仅占年平均降水量29％，

故有明显的汛期和干早期之分。

主要河流有信江、白塔河。信江为全省五大水系之一，发源于江浙

边境的怀玉山，流经玉山、上饶、铅山，弋阳、贵溪、鹰潭、余江、

余干入波阳湖，全长3 1 3公里(我县境内河道长度25．25公里)。平均

流量为565立方米／秒，流域面积17，600平方公里(我县境内934．03

R



平方公里)。白塔河系信江一大支流，发源于武夷山脉的铁生关，经

贵溪县的上清官、毕家站流入县境，向北流经马荃、狮子岩，邓

埠．平定，潢溪至锦江汇入信江，全长135公里(我县境内河道长度

49公里)，平均流量为92立方米／秒，流域面积2，8 1 3平方公里(我

县境内494．6平方公里)。上清宫以上为上游，上清官至邓埠为中

游，邓埠以下为下游。一九五O年在中游下段狮子岩处拦河筑坝，一

九五二年建成白塔东渠i一九五四年在中游上段西岸兴建了白塔西

渠；一九六四年，在西渠渠首对岸的贵溪县鱼塘舒家处筑起第二道拦

河大坝，兴建了白．塔新渠。这三座引水枢纽工程，不仅解决了白塔河

两岸和东部丘陵地区1 8万亩农田的灌溉，而且为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

血防成果创造了条件。 1，，． ： ，
，．

．．

·。全县交通尚称方便。铁路有浙赣、皖赣线分别从县境南北横穿而

过。公路总长度达461．89公里，社社通公路，队队通机耕道．水运信

江可通航，白塔河自拦河引水以后不能航行。

9



、

三、行政区划
、

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余江解放，建立起人民政权，实行区乡制，设

7个区、2个镇，1 7个乡，1个省办农场。一九五O年至五二年，’实

行土地改革，设8个区、2个镇、84个乡：2个省办农场。一九五三

午开始搞互助合作，至一九五六年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设4个区、

2个镇、30个乡，1 32个农业社，‘2个省办农场。一九五八年建立人

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设lo个公社，’3个县办农(垦)场，’2个省

办农场。随后社场规模、名称曾几度变更。，一九六O、六·年，先后将

东部的双风街和风山、四刘，孙家、徐家等大队，面积79平方公里，

划归鹰潭市管辖。一九八O年，共有1 3个公社：2个镇、6个县办农

(垦)场、2个省地办农(垦)场。(见表1)’ 』、‘．、 ．。

全县较大城镇有锦江、邓埠两镇。锦江镇，位于信江北岸，乃历

朝之县城。邓埠镇位于白塔河与浙赣铁路交叉处，一九六二年县级机

关迁此，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小集镇有洪峦街，大桥

街、黄庄街，潢溪渡，下坪会、洪岩街，多为三日一集，为农村集市

贸易之场所。

因信江和浙赣线横切全县为三大块，故此在地理上习惯分全县为

锦北，锦中、锦南几个部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锦北山区建

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之一，并在锦中，锦南

部分乡村建立了游击区。



四、经济状况
’

‘

以农业为主j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素以上年种

水稻为主，下年种小粟、杂粮为主。解放后，水利改良，上下年均以

种水稻为主，成为国家波阳湖区商品粮基地主要产粮县之一。经济作

物有黄红麻，棉花．油料．芝麻，甘蔗，茶叶，柑桔等。黄红麻生产列

为全省商品麻主要基地之一。随着逐步开发山岭，利用水面，改造红

壤，农，林，牧．副，渔各业不断发展。工业主要有农机，瓷器，制

药．工艺雕刻等，药品Ⅳ夏天无一和工艺雕刻品畅销国内外。地下资

源有红石，粘土等，红石岭面积约八千亩，是重要建筑材料，粘土司

烧砖瓦，当地社队相继办起了红石厂，砖瓦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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