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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上犹县志》(1986．2000)付梓出版，是上犹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硕果，也是全县人民物质文明建设的真实记载，值得祝贺!

上犹民风淳朴，人民勤劳、勇敢而富有智慧。自公元952年建县以来，上犹人

民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史诗，为上犹的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上犹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就，经济与社会

等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改革

开放使古老的上犹焕发出青春活力。全县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

想，开拓进取，极大地推进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抢抓机

遇，突出经济建设工作重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县城和圩镇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民主与法

制建设不断加强，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崭新局面。今日上犹，政通人和，万象争辉，

初步形成以工业为主导，农工商并举，城市园林化的新格局。

《上犹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客观、公正、

全面、系统地记载上犹这一段历史和现状，为人们认识上犹、了解上犹、建设上犹、

振兴上犹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给今人以科学的指导，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

因此，编纂县志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后

人、利在千秋的大事。

修志重在“资政”。进入新世纪，上犹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任重道远。上

犹人民将进一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

大精神，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大力实施资源转换这一主战略，依靠水电资源优势

做好耗能工业，依靠山水资源优势做好县城建设和旅游开发文章，依靠传统优势

做好特色农业等三篇“文章”。持续不懈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



程，为把上犹建成经济实力更强、城乡面貌更美、人民生活更富裕的生态经济县而

奋斗!

聊以数语，权以为序。

中共上犹县委书记 珠蟛

⋯⋯⋯佰湖’矗

二00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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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

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记载上犹县15年自然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重

点记载了全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与伟大成就。

二、本志上限为1986年1月1日，衔接1992年版《上犹县志》，但为保持续志的独立性或因

个别事件前志未记载清楚，本志上限有所突破。下限截至2000年底，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个

别内容下限到2004年6月。

三、本志分概述、大事记、建置环境、农业、水利电力、工业乡镇企业、城建环保、交通邮电、

财税金融商贸、经济综合管理、旅游特产、政党人民团体、政权、政法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广播

电视、卫生体育、人口民情、人物、附录等20个部分。以概述总揽全书，16篇分章节。

四、本志采用志、记、述、图、表、传、录等7种形式。以志为主，辅之以表、图和照片。采用

语体文记叙。概述，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五、本志各专业按事物性质设篇、分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事物，不论隶

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篇、章记述。

六、遵循“生不立传”之原则，人物传只记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上犹县有影响的知名人

物、列人物简介和人物表入志。

七、政区、机关、职务名称，均为当时名称。地名，均用现行标准地名。专用名称，采用现行

通用简称。

八、本志数字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数据来源，主要是统计公报数据，兼有1986—2000年

各部门年鉴数据和各部门续志稿提供的数据。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各部门、乡镇、单位提供的续志资料。

十、本志对1992年版县志的有关遗漏作了一些补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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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上犹县位于江西省西南边陲。介于东径114。与114040’北纬25。42’与26。01 7之间。东接南

康，南连崇义，西邻湖南省桂东县，北毗遂川县。2000年全县辖4个镇、14个乡、180个村、2247

个村小组、6个居委会，总耕地面积1．11万公顷，总人口276 827人，比1985年增加33 534人。

每年净增2 235人。其中男144 159人，女132 668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6．74％，非农业人

口占总人口的12．7％，全县共有畲族等少数民族18个，占总人口的1．37％，265个姓氏。

1986—2000年间，累计投资3．85亿元对县城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水南大道、东山

大道、备田大道、商贸城街区。新修城市道路3．26公里，改造城市道路4．55公里，新建桥梁6

座，新建排水沟7．42公里，防洪堤800米，埋设自来水管道2 744米，新增路灯792盏，高杆灯5

盏。建成了沿江南北路、旅游商贸城、东门农贸市场、茗馨广场、教师公寓等一大批具有现代化

城镇特色的建筑，县城人口从1986年的1．5万人发展到3．6万人，城区面积由1986年的1．5

平方公里发展到6平方公里。形成了一个以农副产品加工和电力、钨铜矿产品开发为主的工

业、商贸旅游并举集美化、亮化、净化为一体的旅游休闲城市。

上犹县境轮廓呈掌状三角形。东西最大横距6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52公里。总面积
l 543．87平方公里，整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东北、西北和西南多高山，东部和东南部多丘

陵，海拔在300米～400米之间。最高点在西南部鼎锅寨(齐云山第三峰)，海拔1920米，最低

点在东南黄埠乡大埠村，海拔138米。全县有大小河流610条，主要河流有上犹江、童子江、紫

阳河。境内地表水能资源蕴藏量可开发19．7万千瓦，已开发13．68万千瓦，境内最大河流上

犹江有陡水、南河、仙人陂、龙潭四大水力发电厂，有“水电之乡”美称。

上犹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区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1986。

2000年年平均气温为18．9。C，极端最高气温达39．4℃，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5．7℃。无霜期

268天，最长327天，最短260天。年均降水量为l 488．6毫米，最多1 935．8毫米，最少l 091．5

毫米。年均日照时数1 577．6小时，日照时数最多的年份l 760．2小时，最少的年份1 350．5小

时。日均风力为二级左右，最大风力为9级。风向夏季东南风、冬季西北风。自然灾害有冻

害、暴雨、干旱、大风、冰雹、强雷击、地震等。

上犹县自然资源丰富，可开发的植物资源有l 400种，已列入第一批珍稀保护树种有福建

柏、观光木、伯乐树、长苞铁杉、红花木莲、半枫荷、香果树、天兰、青钩栲、凹叶厚朴、石楠、三尖

杉、银杏、小顺红叶树等124种珍稀树种。以及数十种野生动物，是列入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

地下矿产资源有钨、锡、铅、锌、铜、铁、金、银、铀、钼、钴及萤石、瓷土、石灰石、稀土、煤等20多
种。

1986年以来，上犹县的工业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由小到大，迅速发展。主要有：电力工

业、矿产品加工、采掘业、森林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加工业、二轻工业、粮食加工业、建材业等。

电力工业。1986年，上犹电力生产总值1 598．8万元，到2000年电力生产总值已达
12 449．8万元。15年间，新建装机1．125万千瓦年发电量4 159万千瓦小时的仙人陂水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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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7座乡、村小水电站竣工，增加装机13台，总装机1 280千瓦，增加电量5 009万千瓦小时，

县内发电量占总供电量的83％。电力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创建了黄埠工业

小区，引进企业34家，其中产值亿元以上企业2家，产值千万元以上企业9家，产值百万元以

上的企业23家，具有冶炼、机械制造、竹木加工、制衣、建材、食品加工6个行业门类。2000年，

黄埠工业区实现工业产值20 800万元，上交国家税金243万元。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乡镇企

业东西合作示范区。”

森林工业。依托丰富的竹木资源已开发的产品有胶合板、竹胶板、竹凉席、牛皮纸、木地

板、松香、松节油、木制沙发、木制民用品等，产值占整个林业总产的27％。1986年，木材及竹

材采运业产值为394．2万元，到2000年发展为l 590．3万元；造纸及纸制品总产值1986年仅

2．4万元，2000年发展到225万元。1999年创办的陡水镇赣龙木制品加工厂投入固定资产150

万元，每月生产建筑模板1 800张，年产值达1 000万元。上犹的赣南林业造纸厂生产的牛皮

纸、营前胶合板厂生产的竹木胶合板、上犹化工厂生产的松香、松节油等产品已远销国内外。

矿产品加工业。已开发的矿产资源有钨、锡、铅、锌、铁、金、稀土、萤石、花岗岩、硅、石灰

石、瓷土、铀等矿种。1986年以前以国营、集体开采为主，改革开放之后逐步由股份制过渡为

个体开采。至2000年，全县有矿山企业53家，其中地方国营矿山企业5家，集体矿山企业25

家，个体采矿户23户。

服装及玻纤工业。是20世纪90年代在上犹的新兴产业，总产值由1986年的48．6万元上

升到2000年的1 152万元。至2000年已初具规模的有县城振利制衣厂，职工人数达1 000多

人。南河工业区有2家职工超千人的玻纤厂生产各式规格的玻纤布，其产品畅销国内市场并

远销东南亚各国。

食品工业。以蜜饯果脯制造加工为主，20世纪80年代后，上犹食品厂、社溪蜜饯厂先后

制作了九制陈皮、富贵果、金钱果、皇妃果、大发果、蜜杨梅、九制金柑果等一系列果脯，1993年

该系列果脯被评为省优产品。90年代创办了油石金泰蜜饯厂。该厂生产的蜜饯产品有90年

代第一梅——相思梅、仿泰国话梅、鲜杨梅、丁香李、姜片、柿饼等20多个产品，年产量35吨，

远销往广东、海南、四川、浙江等地。同时开发石鱼芝麻粑、香酥芋片、矿泉水、苦丁茶、石门苦

菜干等有旅游特色的地方风味食品。2000年，实现食品工业总产值621．2万元。

纵观上犹县15年来的工业生产，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的15年，是在国家宏

观经济调控政策指导下改革发展的15年，是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回升拉动中持续增长的15年，

是在自力更生基点上通过招商引资求发展的15年，是在企业转制、竞争中效益明显好转的15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由1986年的4 996万元发展到2000年的37 342万元，比1986年增加

32 346万元，增长6．5倍。

农业生产在维持传统水稻生产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特色农业、订

单农业、推广科学良种良法，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业总产值由1986年的5 581万元上升到

2000年的35 358万元。比1986年增加29 777万元增长5．3倍。2000年，实现人平粮食产量
362公斤，人平肉类产量47公斤，人平水产品产量42公斤。

林业生产以保护生态环境，实行封山育林为主。至2000年全县有林地面积10．933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76．3％。全县建成用材林基地O．499万公顷、毛竹林基地0．925万公顷、油

茶林基地1．531万公顷、油脂林基地0．201万公顷、果茶基地0．125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

306．67万立方米，比1985年增加3．78万立方米。森林年生长量7．6万立方米，彻底消灭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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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赤字。20世纪80年代以后，贯彻“以林为主，多种经营，走林工商全面发展的路子”方针。

全县造林3．731万公顷，林木育苗167公顷，15年全县共销售木材331 148万立方米、毛竹608

万根。林业总产值由1986年的596万元上升到2000年的1 684万元。

交通状况明显改变。至2000年底，全县有公路99条，比1985年增加47条；总长620公

里，比1985年增加218．55公里。有公路桥梁187座，总长4 465米。15年间，全县铺设高级水

泥路面59．4公里，次高级沥青路面73．6公里。新建县城水南大桥、人行桥、斜拉桥、东门桥、

黄埠大桥等一些跨度较大的桥梁。拥有各类汽车833辆，农用车536辆，摩托车6 108辆。其

中，客车85辆、2 224座位，比1985年增加80辆、2 044座位。开设客运班线55条，县汽车客运

量132万人次，7 006万公里；有货车275辆，477吨位，年完成货运量104万吨，2 884万吨公里，

均比1985年翻一番以上。同时，为游客开通陡水湖快速游船6艘。

财政收入明显增长。期间，县级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6次改革，大大调动了基层财政工作

的积极性，不断培植财源，实现增产增收，增收节支。1986年县级财政收入609．9万元，到2000

年上升为5 116．3万元，比1986年增长7．5倍。

商贸繁荣兴旺。全县有各类市场20个，建筑面积3．95万平方米，投资达410．78万元。结

束了1986年以前的土木结构棚顶式交易市场。2000年，商业网点近万个，从业人员3万多人。

其中个体工商户6 420户，从业人员10 520人；私营企业74户，从业人员1 560人，注册资金8 814

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24 063万元。1992—2000年，共引进外商投资企业23家，实际进资
2 549万美元，外贸出口累计创汇总额926万美元。

实施“科教兴县”战略。至2000年，全县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 755人，其中，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人员123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981人，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3 651人，市以上拨

尖人才2人。15年来，获国家专利项目10个，获市以上科技成果奖项目5个。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各级财政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促进了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各乡镇

建有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各行政村建有村小，一些较偏远的地方还设有教学点。2000年，全

县有普通中学16所，有小学156所，县办幼儿园l所，乡村幼儿园14所。有职业中专学校3

所。同时，开办江西省函授、卫星电视教育、自学考试等培训班。1996年，上犹县通过“两基”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肓)验收为达标单位。

群众文化体育日趋活跃。实现了县有文化馆、乡有文化站、村有文化活动中心的群文工作

网络，基本形成了商贸集市“圩El”有文化活动内容，节假日、纪念日有文化专项活动。15年

间，上犹县文化馆在地级以上发表、展出文艺作品1 078件，先后有3人获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

赛三等奖。县剧团每年完成演出场次200多场，观众25万人次之多，被江西省文化厅评为全

省专业剧团上山下乡第二名，上犹剧团演出的传统节目“九狮拜象”被江西电视台摄影、中央电

视一台转播，为全国优秀节目。上犹县图书馆于1994年、1999年2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部评为二级图书馆。全县业余文学作者日益增多，队伍发展到1 000多人。各种文学样式全面

发展，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民间文学以及摄影、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等都有较快发展。

1997年开通转播电视、加密电视。播出电视节目16套，全县100％的乡镇、58％的行政村建成

有线广播电视网。1998年全县各乡镇的文化站(中心)与广播电视站合并，建立乡镇文化广播

电视服务中心。1990年以后，先后开通梅岭、苏峰广播调频发射台，开通各乡镇卫星电视地面

接收站。2000年，县、乡、村终端有线电视用户达2．75万户，架设有线电缆传输线路564公里，

实现由村村通向自然村拓展，发展用户，提高有线电视入户率，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



理，计生队伍和计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计划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计划生育

率由1986年的86．85％上升到99．66％。少生优生、晚婚晚育已成为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

1994年开始连续7年获“赣州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和“县计划生育协会先进集体”。1998～

2000年连续3年被江西省政府授予“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026元，人均财政收入185元，职工

平均工资6 946元，是1986年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 334．15元，是1986年的4．5倍。全县城

乡储蓄余额47561万元，是1986年的3倍。农民收入普遍提高，逐步由温饱向小康型过渡。

上犹县有文物胜迹较多，旅游资源丰富，是江西省旅游开发重点县之一。全县有西晋、唐、

宋、明、清年代文物12处，古墓16处，古窑5处，古城1处，古文化建筑遗址3座，古寺庙10座，

古塔3座，革命遗址11处，革命文物5处。双溪乡大石门摩崖石刻被列入省级保护文物。

上犹境内有基本风景点162处，其中国家一级景点4处，二级景点12处，三级景点31处。

已开发的旅游景点有陡水湖休闲旅游区，以湖光山色而闻名，有铁扇关坝内式电厂、树木园森

林渡假小区、龙潭瀑布、民俗风情苑、吊桥、鬼城、桂竹山庄等景点。

1986。2000年，在上犹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人民积极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各

界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各级党政领导逐步实现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广大党员干

部团结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各群团组织、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

设中心，使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好人好事也层出不穷，呈现了～派政通人和的新局面。随

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村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城镇和沿海转移，涌现出一大批外出经商、务工创业的优秀人才，他们积极为上犹的经济建

设作贡献。．

1986—2000年，全县人民不断朝着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目标前进。在前

进的道路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不断加大城建和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耕地面积有

所减少；曾一度时期较大面积开发山地，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在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缺乏严格的科学管理，新上的少数工业项目缺乏严格的科学论证，给环境造成一定程度

的污染，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中加以克服和纠正。

勤劳勇敢的上犹人民在改革中不断创新，在开放中发展。全县人民正以主攻工业、农业、

城建和旅游的娇健步伐不断前进。正沿着县委县政府制定的一切为了富民强县的奋斗目标坚

持不懈的努力，正朝着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小康目标迈进。全县人民决心解

放思想，与时俱进，扎实工作，为实现“十五”规划经济跨越式发展，使上犹建成经济强县、文化

名县、生态旅游大县而努力奋斗，再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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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1月18日，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学习、宣传中共中央1号文件的通知。重点抓好以下几

个方面：①正确认识当前农村大好形势；②坚定深入进行农村经济改革信念；③进一步提高对

农业的基础地位的认识；④进一步认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⑤坚持农业与乡镇工业协

调发展的观点；⑥正确认识坚持共同富裕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辩证关系。

2月18～21日。上犹县三级干部大会在县城召开。有各级干部共700余人出席了会议。

县委书记林忠礼作了《认清形势，坚持改革，扎实工作，为振兴上犹而团结奋斗》的报告。

5月1日，全县19个乡(镇)财政所正式挂牌。

6月9日，上犹县1985年度创“三优”活动表彰大会在县城召开，县委书记林忠礼在会上作

了《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把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提高到新水平》的报告。

6月13 Et，上犹县人民武装部举行移接交仪式，正式移交地方管理。

上半年，全县开展乡镇一级整党工作。参加乡镇一级整党的党员1 522名。

9～10月，全县村级整党工作全面进行。全县有村级党支部179个，党员4 751名参加。

12月中旬，上犹县四套班子领导下乡下厂开展调查研究。分农业组、工业组、财贸组进行

调查研究。

1987年

2月15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

通知)的意见》的通知。

3月，全县整党工作从1985年6月一1987年3月止，历时1年零10个月，经过县级、乡镇

级和村级整党3个阶段，全面完成了整党工作任务。

4月15日，邹泽中任中共上犹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刘国盛任上犹县政协主

席。

4．5月，全县乡镇基层人代会、党代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

5月19 El，县委办公室上报全县精神病人情况调查。分析产生精神病的原因主要有：①

因家庭经济困难造成的；②因学习成绩差、升不了学、精神压力大造成的；③因滥吃食物造成

的；④因工作、生活不顺心，吵架、意外事故等剧烈刺激造成的；⑤因遗传原因造成的。

6月20日，上犹县工业生产领导小组成立。

6月23—25日，中共上犹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300人，候

补代表30人。会议选举县委委员23人、候补委员4人、县纪委委员14人。在中共上犹县委

第七届一次全委会上，林忠礼当选为县委书记；邹泽中、江文仁当选为县委副书记。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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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共上犹县委《关于进一步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的决议》。在县纪委全体会

议上，黄有寿当选为县纪委书记。

7月4日，县委办公室向省委地方血吸虫防治领导小组上报《蓝田乡蓝田村防氟改水实施

方案》。实施防氟改水工作，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9月7日，县委、县政府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农村普及法律常识教育活动的决定》。决定从

1987年12月至1988年底在全县农村全面开展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学习基本内容是省规定

的“十法一条例”。

9月8日，县委、县政府制定《关于进一步完善耕地承包、开展耕地小调整的方案》。对全

县土地“小调整”的指导思想、政策原则和具体问题的处理作了详细规定。至年底，全县土地

“小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9月下旬，全县开展地方病普查工作。普查的主要病种有：地方性甲状腺肿(包括地方性

克汀病)、地方性氟中毒、麻风病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性慢性疾病。

9月，上犹县财会学校开办。招收上犹、大余、南康、崇义4县有城镇户口的初中毕业生，

学制3年。

10月5。7日，县委举办改革专题学习班。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人武部、县纪

委领导和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学习班。

12月，全县境内蓝姓居民的民族身份由汉族恢复为畲族。

1988年

3月1日，县委发出《关于在全县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开展“支部五好”评比竞赛活动的意

见》的通知。“支部五好”的具体内容是：组织生活制度坚持好；思想政治工作好；党员模范作用

好；完成各项任务好；两个文明建设效果好。

4月，县委、县政府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及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

6月7日，下午2时，水岩乡古田村农民何莲凤(女)家的小木船，因超载和破漏而沉船，致

使lO人死亡(3男7女)。

7月1日，上犹县党性党风党纪教育领导小组成立。

9月1日，县委、县政府作出《关于创办营前综合改革试验镇的决定》。对创办营前综合改

革试验镇的指导思想和目的、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扩大镇级经济管理权限、实行让利扶持的优

惠措施、加强对综合改革试验的组织领导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9月2日，县委、县政府印发《上犹县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共6章31条。

9月16日，上犹县公开选拔文化局长领导小组成立。开始了全县首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

的工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坊洪入选为文化局长。

是年冬至次年春，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遍的形势与任务教育活动。

1989年

1月4日，县委、县政府印发《上犹县1989。1995年农业开发总体规划方案》，对全县农业

综合开发的指导思想和开发原则、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开发政策、开发措施作了具体、详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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