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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痒

盛世修志，其喜若何?《鹰潭市人民政府志》的出版，是鹰潭市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

事。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祝贺我市第一部人民政府志的问世。

经数易其稿的《鹰潭市人民政府志》，凝结着众人的心血。该志的编修在中共鹰潭市委的

领导和鹰潭市人民政府的主持下进行；市政府各部门乃至社会各界曾给予密切配合与鼎力支

持；修志人员则埋头劳作，默默奉献。我谨代表本届政府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今鹰潭辖地，古属扬州。纵即自唐永泰元年(765)设置贵溪县算起，至今亦有1200多个春

．秋。期间，有着众多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既留下了朱德、彭德怀、xlj／J,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足迹，又有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历届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走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脚印。《鹰潭市人民政府志》本着明古详今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选

记了鹰潭市各个历史时期施政历程中的要事；重点记述了1983年7月至2000年12月省辖鹰

潭市的施政行为。古人言：“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该志就是一面能为推进鹰潭市各级政府今后

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的明镜。

志书除有资政作用外，还有存史、教化等功能。我诚恳希望全市读者，尤其是各级政府的

各个层次上的领导，能挤点时间细细研读我市的首部人民政府志。我相信，通过读志，“温故而

知新”，将有助于鹰潭市人民思想文化素质的增强和从政人员施政水平的提高，在共同迈向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作出更大贡献。
‘

《鹰潭市人民政府志》钩玄提要，涵纳甚丰。抚案阅览，感触颇多。欣然命笔，略陈数言，权

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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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本志主要收录1949年至20世纪末与鹰潭市辖地历届政府机构有关的事物，重点记述

1983年7月至2000年12月省辖鹰潭市人民政府的施政历程；除个别事件外，一般不上溯和下

延。所反映的内容，既有正确决策对发展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取得的成效与经验，也有失误决

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与教训。

●全书以志为主，兼用述、记、图、表、录等体裁。志以记述为主，辅以必要的评价性和提示

性的议论，以警后人。

●全书结构，首设历届市政府领导简介、序、概述、大事记，后附历届市政府工作报告、重要

文件选辑、友好协议书辑存、县苏维埃政权。主体部分依照“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原则，按类

分章，依事设节，视情立目；层次多者，再设子目乃至孙目。章、节、目下无题序言的安排，根据

内容需要酌定，不强求一致。对不宜设章设目的珍贵资料，则设章下附或节后附照录。

●为节省篇幅，各级各类机构名称，首次出现一律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再次出现则用简

称。专用名词一般用全称；如全称过长，又有语音准确且易流行的简称，则在全称后括注简称，

以便再次使用。

●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标点符号，以国标GB／T 15834—1955(标

点符号用法》为准。数字用法，执行国标GB／T 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使用

量和单位，执行GB3100—3102—93国家标准《量和单位》的规定。

●志中数据，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提供不了的，则采用主管部门或职能

部门提供的数字，或实录档案及文献资料中所反映的原始数字，且一概不予换算。

●历史纪年，1911年前用帝王纪年，1949年9月30日前用民国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只

全数书写阿拉伯数字，省略“公元”与“年”字)；1949年10月1日后，则用阿拉伯数字全数记述

年份，省略“公元”二字。

●有关历次政治运动的名词，按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法使用。

●各个时期的政府机构及其部门负责人，除市政府正、副市长和秘书长外，只反映2000年

12月31日以前任职的副县(处)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的姓名、职务和任职时间。对于其中有

犯错误甚至受到刑事处分的，亦照录不误，以体现本志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尊重和对各个历史时

期主要行政负责人任职隋况的全面客观反映。

●各个时期的地名、行政机构和职官名等，一律采用当时的称谓，不用泛指名称，不加褒贬

之词，不以今称代替。使用古地名，一概冠以朝代名称，并括注今名。

气



鹰潭市人民政府志

●本志所录领导人的正、副职务，仅指在政府部门所任职务，在党派、群团以及其他系统的

任职，本志概不涉及；在政府的不同部门先后曾任的正、副职，亦仅实录任期内的实际职务，概

不加注。

●为避免可能产生的歧义，本志不用“解放前后”、“建国前后”之类的含糊述语，对其所特

指的相应历史事件，均采取直录办法，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前(或进驻后)”、“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前(或建立后)”。

●本志大事记记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鹰潭后的与历届鹰潭人民政府工作有关的大事、

要事、首事或特异之事。以时为序排列，少数事项始末共条。同一时段有多项内容者，以△标

示。

●本志资料主要由相关单位提供，部分内容则由编者依据档案资料及有关志书编纂。除

特别重要者外，一般不注明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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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一、＼ ／

鹰潭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中下游。地处北纬27035’一28041’，东经116041’。117030’

之间，东西宽约38公里，南北长约8l公里。辖区东接弋阳、铅山，南临资溪、金溪，西连东乡，

北靠万年、余千，东南一隅与福建省光泽县毗邻。总面积3555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2．15％。

鹰潭市域，古属扬州。唐以来均属贵溪县地，旧称鹰潭坊；明末清初称神前司，清乾隆三十

年(1765)改名鹰潭司；同治三年(1864)设镇，称贵溪县鹰潭镇。民国38年(1949)5月5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鹰潭，并于7日将成立于行军途中的贵溪督察专员公署的机关驻地设在鹰

潭镇。9月10日，专署撤销，鹰潭复为贵溪县辖镇。1957年1月，鹰潭从贵溪县划出，升为县

级镇，隶属上饶专区。1958年4月，复为贵溪县属镇。1968年7月，再次从贵溪县划出，为上

饶专区直辖县级镇。1979年3月，鹰潭撤镇设市，仍属上饶地区。1983年7月，鹰潭升为地级

市，辖贵溪、余江两县，并改原鹰潭市为月湖区。

1996年10月，贵溪撤县设市，自此至2000年末，鹰潭市辖贵溪市、余江县、月湖区和龙虎

山风景旅游区，域内有48个建制乡镇、103个居民委员会、389个村民委员会和4082个村民小

组。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鹰潭市有34个民族，1027075人。其中：汉族人口占

全市人口的99．67％，为1023708人；其他民族人口占0．33％，计3367人，其中畲族1867人，主

要聚居于贵溪市城区东南61．5公里处的樟坪畲族乡。

鹰潭市人民政府驻地月湖区为铁路浙赣线、鹰厦线、皖赣线和320、206两条国道的交叉

点，铁路里程离省会南昌143公里，距首都北京1592公里。

(二)

1980年8月至2000年底，鹰潭市人民政府经历以下5个阶段的施政历程：

一、1980年8月至1983年12月

这一阶段的政府工作，先后由1980年8月上饶地区鹰潭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产生的鹰潭市第一届人民政府和1983年7月18日由中共江西省委配备组建的省辖地

l



鹰潭市人民政府志

级鹰潭市政府主持。据统计，198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3．28亿元，财政收入1775万

元，银行存款余额O．75亿元，为鹰潭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回顾1980年8月市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在上级党委和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上届市人民政府和全市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努力发展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市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国民经济在调整中持续增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加强，人民生

活有了显著改善，城乡各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第二届人民政府(1983—12—1988—12)

该届政府根据中共十二大和全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动员全市人民全面完成“六五”

计划规定的工作指标，认真落实“七五”计划头3年的任务，努力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

建设事业，在全面开创鹰潭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做出显著成绩。

在改革开放方面，1983—1988年，集体所有制工业在全市工业总产值构成中的比重，由

26．6％上升到39．6％；个体经济年均增长68．97％；外贸出口商品供货总额累计7000万元，创

汇1500万美元。先后与福建省三明市、上海市杨浦区缔结了友好关系，设立了驻上海、厦门、

南昌的办事机构，对外开放工作开始起步。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国民经济持续增长。1988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1983年增长

1．09倍，年均增长15．85％；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倍，年均增长29．9％；全市社会商品销售总

额，1988年比1983年增长1．44倍，年均增长19．51％。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的250元上

升到1988年的460元，年均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16．6％。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余额，1988年比1983年增长3．38倍，年均增长34．4％。1985年完成《鹰潭市总体规

划》和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资源调查评估与总体规划；完成梅园新区开发、程控电话安装等建

设项目；龙虎山于1988年8月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于1988年9

月开始试行；有43项科研成果通过省、市鉴定，其中13项获省级进步奖。1985年全市普及初

等教育，开始起步高等教育；兴建了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卫星电视地面收转站；以法治政局面

开始形成。

鹰潭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市政府工作报告认为，这5年的工作成绩显著，为鹰

潭的振兴打下了更好的基础。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做得不够；政

府职能作用的发挥不够大胆、主动；一些政府部门内耗过大，工作效率不高，官僚主义比较严

重。

该届政府施政实践所提供的启示：一是要牢固树立以改革总揽全局的指导思想；二是要始

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三是要认真实践造福于人民的根本宗旨。

三、第三届人民政府(1988—12—1993—10)

该届政府坚持贯彻中共的基本路线，坚持不断探索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促进了

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使鹰潭市步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实力明显改善，群众生活有较大改善。5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居全省中上水平；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9％；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2％；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5％；外贸出口供贷总额年

均增长12．9％；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7％。突出发展了第三产业，商贸、金融、邮电、旅

游、房地产等业迅速崛起。城乡居民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5年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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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27．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0．3％，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2倍。

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各项事业全面推进。城乡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规划和管理不断加

强，设市以来规模最大的商业群——赣东商城建成；科技教育工作成效显著；精神文明建设深

入开展；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

该届政府工作中的不足，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市政府工作报告认为，主要是思

想不够解放，总体经济效益不够理想，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改善企

业生产经营外部环境、勤政廉政、法制建设和改善社会风气、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等方面还存在

不少问题。

这5年施政实践给人们的启示主要是：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始终贯彻以

改革促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扬务实作风；必须认真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始终做到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

四、第四届人民政府(1993—10—1999一01)

该届政府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遵循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转

换机制，优化结构，促使鹰潭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既快又好地上了一个新台阶。

按可比价统计，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1993年增长32．3％；财政总收入增长88．5％，

农业总产值增长31％，1998年多种经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67．4％，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

济的一大支柱产业；工业经济持续增长，1998年市属工业增加值比1993年增长82．6％。5年

累计完成技改投入5．75亿元，完成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15项。第三产业增加值，

199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03％；理顺了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体制，1998年旅游直接创

收1100万元，创汇160万美元，较1993年分别增长9倍和25倍；固定资产5年累计投资19．48

亿元，建成月湖区220千伏、余江县110千伏变电站和石港大桥、鹰潭大桥等工程；全市实现乡

镇电话程控化。

这5年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1998年全市企业改制面达85％；

实现国家公务员过度；1998年利用外资比1993年增长73．4％，引进市外资金增长1．7倍，创汇

增长2．2％。

各项社会事业有新进展。5年中组织实施科研计划145项；教育“两基”在全省率先达标，

鹰潭师范通过国家教委联检；成功举办中国剧协百优小品大赛，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开

展；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城乡人民生活有新的改善。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3年增长1．36倍，农

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359．34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2．5倍，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居全省

前列。1998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10．21

平方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这5年工作中的不足主要是：有的政府组成人员思想不够解放，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农业

产业化水平较低，企业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行业不正之风、奢侈浪费等不良现象仍然存在，社

会风气和治安状况不尽人意；少数政府工作人员程度不同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

假作风。

这5年施政实践提供的启示主要是：要坚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增强中心意识，紧紧围绕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寻求加快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探索推进企业改革的新举措，努力开创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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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新局面。

五、第五届人民政府的头2年(1999一01．2000—12)

第五届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实现2l世纪头10年的远景目标

奠定坚实的基础。

该届政府任期的头2年，正处于20世纪的最后两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中共十五大、十五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围绕“略高于、站前列、创一流”的总体要求，解放思想，扎实工作，开拓进取，经济建设和各

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

据统计，200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3．9亿元；农业总产值18亿元；工业效益不断提高，独

立核算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61．5亿元；第三产业快速发展，龙虎山旅游风景区全年接待国内

外游客51．5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1800万元，创汇168万元；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11

亿元；全市财政收入5．11亿元，贵溪市雄石镇和滨江乡双双实现财政收入超千万元目标，结束

了鹰潭没有年财政收入上千万元乡镇的历史；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5亿元；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534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380元；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等各

项事业全面推进；社会保持稳定，“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涌现了月湖区四青乡杏树园村委

会、贵溪火力发电厂、市巡警支队和打拐英雄施华山等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市中医院被

评为“全国百佳医院”。

这2年政府工作的主要不足是一些部门全局意识不强，少数干部的群众观念和法制意识

淡薄，工作飘浮；干部队伍中还存在一些消极腐败现象。

这2年的施政实践给人们的启示主要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增强改革、创新和

进取意识，是实现经济新跨越的关键；坚持立足市情，因地制宜，将国家大政方针与鹰潭的实际

相结合，适时制定发展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实现经济新跨越的有效途径；坚持依靠群众，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上下一条心，共同推进振兴鹰潭的合力，是实现经济新跨越的根本。

(三)

鹰潭晋为省辖地级市17年中，市政府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领导下，团结和率领全市人

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设市以来前所未有的辉煌

成绩。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1983年增长5．8l倍，农业总产值(不变价)增长5．67倍，工

业总产值(不变价)增长32．69倍，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2．67倍，财政收入增长16．88倍，银行

存款余额增长76．7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2年1794元，2000年达5342元，增长

2．98倍。对外开放初见成效，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成绩喜人。但与飞速发展的形势相比，

与上级组织的要求相比，与百万人民的期望相比，鹰潭市政府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加倍

努力，进一步发挥鹰潭市的交通、旅游、工业和甲类对外开放城市的优势，把鹰潭这个好口子建

设得更好。我们坚信，鹰潭的明天将会更灿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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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9年

5月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十四军四十师、四十二师进驻鹰潭镇。

7日 贵溪督察专员公署机关设在在鹰潭镇。9月15日，贵溪督察专员公署撤销。

6月6日鹰潭区人民政府建立，隶属贵溪县。

9月27日 鹰潭区被定为贵溪县的一个加强区，管辖天录、月湖、大桥、高石、夏岭等5个

乡和鹰潭镇。

10月1日 鹰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2月 江西省在鹰潭镇设立粮油直属库。

1950年

年初华中粮食公司鹰潭支公司在山背粮库修建铁路专用线。这是江西省粮食部门最早

修建的一条铁路专用线。

5月 鹰潭区人民政府撤销，月湖区人民政府和区级鹰潭镇人民政府成立，仍归贵溪县领

导。

10月14日 在鹰潭破获一贯道反动会道门。

10月 破获潜伏在鹰潭的反革命组织交警新编三中队。

1951年

11月21日鹰潭开展土改，翌年4月10日结束。

11月鹰(潭)上(清)公路破土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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