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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位于赣中腹地，扼八省通衢，八水环流，舟车交汇，山川绮丽，物阜资丰，堪称赣中+

·明珠斧。其樟树药帮之技艺，袁赣两岸之粮桔，吴城、阎皂之胜迹，墨庄、芗林之文风，尤著

称于世。

千百年来，清江人民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的斗争中，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解放后，全县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乘风破浪，建设家园。三十多年中，尽管遭受了各种

干扰和挫折，社会主义事业仍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

给广大城乡增添了青春活力，开创了新老五业齐上，酒，药、盐、化并举的新局面，全县呈现出

一派万马奔腾，百花竞艳的繁荣景象。清江的巨变，清江人民的业绩，理应载入史册。

清江建县始于南唐舁元二年(938)，迄清代，中历五朝，几经修志。今有明之崇祯(1642)，

清之乾隆(z780)、道光(1824)、同治(1870)四志刻本流传于世。民国时期，议修未成。解放

后，百业待兴。近年来，政通人和，两个文明建设深入开展，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有关指示

精神，作出瑚i编《清江县志>的决定。1982年7月正式设立修志专门机构。这一项饿务当
代，惠及子孙一的千秋大业，在全县人民的支持下，先后六易寒暑，众手辑成。新志纵溯千年，

横及社会诸方面，其内容之广，史实之翔，远非旧志可比，将更有利于发挥。资治、存史、教化， j

的作用。然沧桑几度，事易境迁，不少史实已濒予湮没，今从蛛丝马迹中搜集整理，留之后
‘

世，实编者数年辛勤之劳绩，亦全县人民之心愿。
。

々。

盛世修志，重在资治。党的十三大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全民富裕的宏伟蓝图。当前面临 ；，

加快和深化改革新时期，任重而道远。愿全县人民鉴古察今，继往开来，为清江历史谱写新 ’。≯

构篇章． 《 ?：?
县委书记徐义生 、‘’：

县 长刘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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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清江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和党的

干三大精神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力求详今略古而又能贯通古今。上限一般为1870年，有些事物上溯到始刨、

始事之时；下限至1985年。 ，

三、本志由序、概述、大事记、分志各编及附录组成，共29编，124章，388节。概述，综叙

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记要事，挈举志纲。分志，横排纵述，直接按专业门类分编叙事。

全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四，本志各编均用记叙文体，述而不议。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编年体。

五、本志横排分类中几个问题的处理：

(1)条块关系。省、地单位在本县范围而又不属本县管辖，一般采取略写法，纳入有关编

章中记述。

(2)交叉关系；一事物涉及二个以上编章者，一般从不同角度写，或纳入关系最密切的

编章，其他地方用鼻互见法爷。

(3)分合关系。全志以概述、大事记为经纬，各编不另立小序。经济体制综述，设经济综

合管理编。政治运动以大事记记述为主，其他散见于有关编章。

六、本志为求体现县情特色，对药都药业、交通、文物、四特酒等，设专编或专章记述。

七、本志对清代及清以前各朝，一律沿用旧纪元，夹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只在大事记

呻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本志所记。解放后静，系指从19,19年6月19日本县人民政府成立之后I在此日前为。解

放前节。对涉及本县范围内的记事，一般使用。解放前、后才，涉及全省、全国性记事，使用“建
国前、后斧。

八、本志所载历代政府、政区及职官名称，均系当时习惯称谓。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

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九、本志数据的记述。

(1)一般用本县统计局数字，缺者，用有关单位数字。

(2)解放后工农业产值已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其他均为当年价。

<3)计量单位一般使用公制，少数沿用市制。
‘

|(4)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

_．，

例-■■■I

．，一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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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一律用汉字。封建社会的纪元用汉字，民国及其后的纪元用阿拉伯字。

十、本志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所载均为已故的有社会影响的人士，以清江籍为主P

以近现代为主，按卒年为序排列。

十一、本志采用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县各级档案，明代以来本县旧志及省志、府志、

家谱，历代史籍，民国以来报刊材料等。无文字记载可考者，取自遗址、文物及走访有关人士

的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十=，本县志原定下限至1985年，1988年10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清江县，设’

立樟树市。至此，历经1051年的清江县建置宣告结束。为了继续反映最后三年的县情，特

补撰续编。



概 述

清江地处江西省中部，扼赣、袁=水汇流口，控浙赣铁路与昌赣、清萍公路转运枢纽，为

金省水陆要津。县境东西长而南北窄。古志形容。如太阴半月之形一，赣水将境域中分为河东、

河西两部分。全县总面积1286．77平方公里。东南为低山丘陵，有全县最高峰玉华山，海拔

1169．1米，中部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在海拔50米以下，有全县最低点大桥乡松湖村民委

员会溪源村，海拔，19米；西北为丘陵岗阜地，最高点园岭寨海拔190．5米。总体构成为从东

’南到西北倾斜的马鞍形走向。县内有8条河流，以赣江为主轴，总长263．65公里。加上湖

塘、水库、沟圳，共有水面16万余亩。全县山地丘陵占38．2％，河流湖泊占8．4％，耕地占

34．1％，城镇、村庄、道路占19．3％。

清江土沃水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宜于作物生长。鼻夹岸桃花燕
。 子飞。一江春雨鳜鱼肥劳，是清江在正常年景下鱼米之乡的写照。但由于县境地势所具特点，

加之河道纵横，春夏洪水暴涨，则难以宣泄，平原低丘沿河地区水患频仍，山区及丘陵地则易

受干旱。自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至民国33年的460年间，赣江改道1次，决堤28次(赣

江支流决堤尚不在内)。清人张景苍《土桥堤歌'。。百年老堤久冲决，春流一片成汪洋。沃田

淹没万余亩，黄沙一片别无有。一记述了多年水害的惨痛图景。解放后．赣东、赣西、萧江堤列’

为全省特等防洪堤，每年加高加固，同时大力改造蒙河，共培修和新建大小圩堤54条，总长

356公里。连同蓄、引、排、灌、水电工程，水利建设总土方l，27亿立方米，石方45．8万立方

米，混凝土7．42万立方米，水利投资4400余万元。旱涝保收面积占农田总面积的58．8％，

为解放前155倍，37年来，赣江洪水曾1次平历史最高纪录，4次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赣江

堤均安然无恙。

清江有悠久的文明史。远在距今4500年前，在赣江东西两岸，自筑卫城至营盘里，自樊

城堆至大城，连绵数十里的丘陵地带，即有先民活动生息。距今约3500年，清江地区已进入

人类文明时代，萧江河畔的吴城，已经是江南繁巷的城邑之一。吴城遗址的发现，显示清江

文化当时已进入奴隶制的青铜时代，打破了传统的。商文化不过江斧的见解，也纠正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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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为古荒服地一的说法。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清江先民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溶合古越

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开发了这块富饶的土地。秦代在古淦阳(今樟树镇)建立了新淦县。汉

代有南部都尉握重兵驻守淦阳，控制豫章郡18县。东汉中平二年(185)，在今中洲乡吴平圩

建立了汉平(三国改吴平)县，时达406年。唐武德五年(622)，在今昌傅乡太平圩建立了始

平县。这段时间，赣江、蒙河、萧江、袁河等流域，出现了繁荣的经济。自秦至唐持续六朝在

这里三次设立县城，多次驻有重兵，又进一步促进了清江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融合，为建县

打下了基础。五代南唐舁元=年(938)]k月；在萧滩镇(宋改临江镇)建立清江县。自此，清

江成为袁，筠、洪、吉四州相钩连的要冲之地，军事、政治地位日益重要。北宋淳化三年(992)，

在本县临江城置临江军。历经元、明、清各朝，清江均为军、路、府的首县。民国期间，清江

曾先后直属予省和第一、二行政督察区。1949年6月19日在樟树镇建立清江县人民政府，

先后属南昌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宜春专员公署、宜春地区行政公署。

。1985年，全县划分为樟树、临江、经楼、黄土岗、永泰5镇，张家山、洲上、刘公庙、义成、山

前，昌傅、大桥、洋沏、观上、店下、中溯、闶山12乡。下辖265个行政村(村民委员会)，9个

居委会，257'2个村民小组，42个居民小组。

清江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又是舟车辐辏之所，县人外出从商也历久成俗，因此人口起落

幅度大，迁徙程度高，鼻多异方杂处静，祖籍有15省45县(市)之多。1985年，全县共93359户，

460200人，有汉、蒙、苗、壮、满、畲，土家、回8个民族，其中汉族占99．98％。人口密度每平

方公里357．64人，比全国、全省分别高2．5倍和0．72倍。通过计划生育，有效地控翩了人

口增长，1963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5．7‰，1985年降至8．45‰。

(三)

’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开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广阔图景面前，清江有五

个明显的优势。

水陆通衢

清江自古即为粤、桂、浙、闽、湘、鄂、苏、皖八省通衢。这一有利地位，随着现代化交通

建设的发展，已得到进一步加强。

浙赣铁路横穿境内57公里，设9站；铁路支线9条，31公里，通向丰城上塘、高安建山

及本县场站、码头、工矿企业。公路84条，578．74公里。国道昌赣线、省道清萍线与县、乡公

璐构成通达全县各村的公路网络。主要桥梁有樟树赣江铁路大桥、临江袁河大桥等5座。樟

树港有客轮和汽车轮渡，沟通赣、袁两岸。境内通航河道赣江28．4公里，袁河57公里。在

长达5公里的樟树港区，建设了机械化作业线，有坡式、立式码头7座，年吞吐量约350万

砘，为全省第三大港。1985年底，全县有客车3l辆、货车590辆、拖拉机415辆、手扶拖拉机

134．3辆。水路有船舶1018艘，321万吨，20万马力。1985年，公路、铁路、水路总客运量为

4．26．17万人，总货运量为646．2万吨。自1962年开始，实行了铁路、公路、水路三结合的一

条龙联合运输，有上海等7省市500多个物资部门参加联运组织，1985年联运中转量共12．丁

1Il啊＆詹墨曩别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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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中转物资以大米、木材、药材、盐j石油，煤、钨砂等农副产品和矿产品为主·特别是赣

南地区与铁路线的物资中转衔接得到进一步加强。境内还设有机场，偶供客机停驻。邮电

通讯设备有较快的更新和扩充，1985年营业额为1950年的12．2倍。 。，

?

，

药业名镇 ⋯

，

三国时，葛玄在阎皂山采药炼丹，为樟树药业之肇源。至唐代，处于广东官路交通枢纽

{的樟树，是运转南北药材的重镇，有。药墟侈之称。宋代樟树制药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发展

：为药材集散、加工的。药市移。明代，樟树成为南方药材集散中心，获。药码头移称誉。清代康熙、

{乾隆至道光年间，樟树药业进入全盛，有行号庄店近200家，樟树药帮遍及大江南北。由于药

．材品类齐全，质量上乘，有独到的加工技艺，获“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斧的赞誉。

；樟树成为江西三大名镇之一。民国时期，药业衰败，药市中落。1958年，江西省省长邵式平

．正式提出建设好樟树药都，受到中央领导重视和各界人士的支持。樟树药业继承发扬传统

r的切制、炮炙特色，组织老中医、老药工编书立说、传艺授徒，并开办中药技校，加速人才培

养。樟树两个大型制药厂在继承古方的同时，新开发中成药近40种，生产品类达100余种。

其中，国公酒、养血当归精为部优产品，自金降脂丸、安宫牛黄丸，参茸黑锡丸等5种为省优

产品，有的远销国外。在流通渠道上，充分发挥樟树药业在全国的传统影响，自1958年始，

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樟树药材交流会(矗文化大革命嚣期间中断)，累计参加交易3．8万余人，成

交额21．9亿元，居全国中药材10大市场之首。

药都优势还包含本县较丰富的药材资源。县东南的阎皂山区有千余年的种药采药史，

适宜种植当归、厚朴、杜仲，黄柏、辛荑花等多种药材。处中部冲积平原的黄土岗镇是著名的

商州枳壳产地，全县现已建成万株以上枳壳基地4个，年产29万公斤，畅销欧2IfI及东南亚，

出口枳壳均有“江西清江骨商标为记。全县共有药材资源500余种，药用价值较高的有216，

种。

． 名酒之乡

清江四特酒源于宋代有名的清江土酒，至民国由娄源隆、万成栈发展为具有独特香型时

白酒，使用大鹏商标，瓶封上盖有四个。特嚣字。1958年恢复名产，因其具有。清、香、醇、补嚣四

大特色，取名。四特一。自1963年至1983年二十年间，先后5次评为全省优质名酒，周恩来

曾赞以。清香醇纯、回味无穷纾。1984年获全国轻工系统酒类大赛银杯奖，并被评为部优产

品。在北京、天津、厦门展销，品尝过四特酒的中央领导和白酒专家交口赞誉，认为。四特酒

典型性强，风格独特，为酒之佳品移，遂成为畅销全国，逐步打入外贸市场的热门货。江西省

已将四特酒作为全省酒类的龙头，重点扶植发展，在本县更是经济发展的启动器。1985年，

以樟树四特酒厂为主体，加快了与各乡镇厂联营扩建步伐，成为全省税利超千万元的大户之．

一．现酒乡声誉日渐远播，酒业发展方兴未艾。

， 粮桔基地

清江土质肥沃，水稻土占耕地面积78．五％，水源丰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77％，为全国

发展粮食生产基地之一。37年来，粮食年递增率3．92％，水稻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由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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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97．4％。1985年，人均有粮1181斤，尽管人口密度为全区的1．5倍，但人均占有粮食

达到金区人均数的99．2％，高于全省人均数9．2％。全县重点建设商品粮生产基地二个：一是

震赣两岸的平原区，占全县耕地的42．23％，一是阎皂山低山丘陵区，占全县耕地的12．78％。

以粮食为基础的粮油加工业发展迅速，现有县属米厂7个，面粉、油脂、面条车间14个。

1985年加工大米I．9亿斤，面粉400万斤，油脂500万斤，面条400万斤，饲料4142万斤，由

政策性亏损企业转而实现盈利百万元。江西省粮油公司是全省最大的粮食综合性企业，加

工大米、油脂、面粉，供出口和外调，年产值3681万元，税利679万元。粮食优势又转化为四

特酒优势，1985年全县用于酿造四特酒的大米3300万斤，麦麸、面粉各300万斤。

清江的土质、气候适宜柑桔生长，种植柑桔有悠久的历史。南宋诗人范成大即有崔芳林

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绿竹之旬。清江红桔以色艳、味甜，皮薄、核少而闻名全省，行销国

内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县定为全省柑桔生产重点县，全国85个柑桔生产基地之

一。1985年桔园面积扩大到2．65万亩，总产1486万斤，恢复到历史最高年产1958年的／一

70．8％。其中，清江红桔占93％，还引进了广州雪柑、温州蜜柑、南丰蜜桔等优良品种。重点

桔乡洲上，已初步形成柑桔品系的百果园。

岩盐之仓

清江岩盐矿现已探明整个矿床面积为432平方公里，占清江盆地九分之一。其中，矿体

面积为133．6平方公里。岩盐储量丰富，达103．7亿吨，为我省最大岩盐矿。驻县江西盐矿

现拥有年产能力10万吨的现代化真空制盐设备，1985年产量为6万吨，上交税利370万元。县

属乡办，村办小盐矿6个，年产1．8万吨。改变了江西无盐的历史，解决了全省五分之一人口

的食盐需要。现这一资源优势尚有待加速转化为食盐和盐化工业的商品优势。

(四)

解放37年来，经过改造自然条件，改革生产关系，发扬传统优势，开拓名优产品，清江已

初步建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7年，改革开放，工、农、

商各业，较之前29年，更以成倍的速度发展。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26270．4万元(1980

年不变价，下同)，自1979年至1985年，7年平均递增11％11978年以前的29年，年均递

增5．1％。1985年，农业总产值16061．75万元，后7年年均递增8．7％，前29年年均递增

4．1％；工业总产值10208．65万元，后7年年均递增15．6％，前29年年均递增11．3％o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后7年年均递增10．5％，前28年(自1950年始)年均递增7．6％。财政收

入，后7年年均递增11．3％，前27年(自1951年始)年均递增5．4％。1985年，金县社会

总产值47794万元，比全省各县平均数高6．8％。国民生产总值28121万元，其中第一产业

占49．5％，第二产业占28．2％，第三产业占22．3％。

从37年的发展过程来看，起伏变化幅度较大。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工摩

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4．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均递增3．1％，第二个五

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均递减2．6％．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均递增率达

1IIif≯列¨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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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二--1975)?年均递增

率又分别下降到4jl％、6％，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期间，年递增率上升到8．20／；第

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年递增率9．8％。工业比重不断上升，1由1949：年占工农

业总产值5．60／，至1985年达38．9％，但仍低于全区4 3．32％的水平。 ．‘
，

． 全县农业长期维持着以种植业为主体，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局面。清代全县粮食生产

最高年曾达到2亿斤，但至民国时期，仍徘徊在1．1亿至1．4亿斤之间叫民国28年，全县有

耕地94．7万亩，能耕作熟地88万亩。到1949年，耕地面积降至71．4万亩。50年代至60

年代，经过整修堤防，开垦荒地，耕地恢复到91．4万亩。以后交通、城建、水利占用土

地，，耕地又逐年减少，’至1985年，全县共有耕地647776亩。其中水田占81．48％，早地

古18．52％。粮食产量1978年37879万斤，29年年均递增3．6％，1985年54364万斤，7年

年均递增5．30／。1985年比1949年增2．95倍。。六五一期间，粮食种植面积减5．1％，商品

率由30％增至41％。以双竹粘为主的外贸优质米占水稻面积20％。全县目前低产区面积

占耕地总面积40％，面高产和中产区面积分别只占29％和31％，粮食增产潜力还很大。本

县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其次是小麦、大豆，红薯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花生、芝麻，柑

桔、茶叶，棉花等，除柑桔外，油料生产也是全国、全省重点县。1985年，全县产油5．47

万担，比1949年增长6．05倍，农业人口人均有油14．3斤，比全省高66％。本县人均占有

山林仅0．85亩，人平森林储积量0．78立方米，为全省人平储积量十分之一，是缺材县。

自。大跃进一以来，砍伐失控，森林遭到大面积破坏。近年来虽经恢复发展，林业用地仍仅占

全县面积26．6％，为耕地面积的79．3％，森林覆盖率为19．7 o／(全省36．6％)。水土流失尚

未得到控铽。1985年达29万亩，占全县总面积15％。渔业有河湖放养水面6．4万亩，是全

，区可放养水面较多的县之一。牛、猪、家禽饲养与粮食生产同步发展，养殖专业户随经济改

革深入不断增加。1985年与1978年比，渔业增1．35倍，牧业增1．4倍。．近7年农业生产结

构不断变化，林，牧、剐、渔比重日趋上升，在农业总产值中，多种经营产值已由1978年占

34．02％上升到1985年占50．6％，首次超过粮食作物产值。 一。．

清江手工业发展较早，制陶、铸造等可上溯到殷商时期。清光绪年间，商办金凤有限公司

购织布机50余架，为本县近代工业之始。当时，各种手工艺品已极精致，尤以打药盘、药刀、

泥炉为著。30年代，以。特移字为标记的清江白酒曾行销省内吉安、泰和、宜春、抚州等地。民

国37年，全县有私营发电厂2家，碾米厂19家，还有翻砂、木器、修造船、金银、酿酒、印刷、染

织、食品酱油、刨烟等40多个手工行业，作坊、店铺近900家，从业人员1600余人，产值205万

元(金元券)。解放后，前29年偏重于种植业，工业发展速度不快，布局不尽合理，未能充分发

挥当地优势。1978年，工业总产值3695万元，为1949年21．3倍，年均递增11．3％，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29．2％。近7年，大力发展酒、药、盐以及磷化、粮油饲料加工、建材、机械等产业，建

成以轻化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对长期亏损又缺乏发展条件的部分厂矿实行撤销或转产。

1985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超亿元，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4．12％，其中又以食品工业为主

要支柱，占全县工业总产值54．8％，被列为全省食品工业重点县。在工业各门类中，以四特

酒为投资开拓重点，带动全县工业的发展。1985~年，四特酒厂扩建投资占全县基建投资的

60％。1978年至198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5．6％，递增率较前29年高4．．3％，其由轻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清江县意·撮 述

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6．30／o，又高于重工业递增率2．2％。自1983年后的近三年，增长更快．

1985年比1983年增64．2％，年均递增28．1％。37年来，全县建立了四特酒、化工、制药、制

盐、粮油饲料加工、纺织、服装、机械、建材、采矿、造船、造纸、印刷、制革等主要工业门类，有

县办全民、集体及乡镇厂矿133个，工人1．3万余人，固定资产5766万元。另有村以下工业企

业1510个◆全县工业产品已发展到600多种，主要产品100多种。其中，3种评为部优产品，

9种评为省优产品，省、部优产品质量提高率达百分之百。油毡、磷酸、服装、自金降脂丸、参

茸黑锡丸、标准一等大米、低度四特酒等已先后进入国际市场。自1983年以来，大力发展乡

镇村工业，1985年产值2868万元，为1983年4．46倍，占工业总产值28．1％。

重要省、专单位有江西樟树粮油公司、江西盐矿，江西樟树制药厂等10大厂矿、公司．．

省办商业、供销、石油、煤炭、外贸转(储)运站5个，省属地质大队2个，地区公路，航运机

构2个。他们从信息、技术、原料、产品开发、运销等方面支援了清江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上。

也是清江经济的组成部份。

清江素为商旅云集之地，。吴商蜀贾走骚驳修即其盛况。明宣德四年(1429)，临江、樟树

两镇已进入全国33个税课重镇之列。自清代至民国，清江商业以药材、木材、粮食及代理行

栈为支柱，形成以批发为主体，以零售商业及服务业为辅助的市场结构。在外地，药业有樟

树帮，木材业有临清帮，影响遍及大江南北。解放后，以振兴药都为重点，带动各农村圩镇发

展，城乡市场更为繁荣。1985年，全县商业网点3528个。其中，全民224个，集体779个，个

体2525个。全年商品购迸总额4．33亿元，销售总额4．6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31

亿元，人平285．2元，高于全省水平。农贸市场已发展到66个，集市贸易成交额3776万元，

比1978年增1．8倍。外贸出口额及创汇率居全区首位。

清江在清至民国时期，田赋及工商各税都很繁重，农民有。丁漕两限罚既严，倍息称贷供

官府，茶桔价低求速卖，惟恐秋后误钱粮”之叹。特别在战争年代，。南方有警p则馈饷奔追，

羽书飞驰p。清末田赋负担为总产16．2％，抗日期间，增至19．6％。民国时期，仅樟树镇即驻

有省货物税局、直接税局、盐务分处、海关、县经征处等各级税务机关，税卡林立，敲剥惨尉，

致使全县经济屡起屡落，人口增而复减。解放后，废除了苛捐杂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清

江仍保持财政大县的地位。1985年，财政收入2653．5万元，居全省各县第5位。自1950年

至1985年，财政收入年递增6．9％，工商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35．4％上升到88．2％，农

业税比重由64．6％下降到10．3％。1985年农业税征收率为总产的3．8％，仅及民国时五分

之一。36年来，县财政均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自1951年开始，每年都有财政上缴，

35年累计上缴1．6亿元。。六五静期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3．3％，财政支出年均递增16．2％。

解放36年，：教育、卫生、科技支出共占总支出37．5％，民国时期仅占10％，行政支出解放

36年仅占18％，民国时期却占68％。

(五)

清江人文荟萃，教育源远流长。远在宋代，．著名理学家张洽即始创清江书院，至阴。

清，全县陆续办有书院18所，名儒硕士朱熹、熊化、杨廷麟等曾讲学或读书于其中。清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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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创办的清江官立中学堂、高等小学堂，民国初创办的樟树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江西省立

第十三中学、江西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均为全省创办较早的重点学校。民国29年又创办清

江县农林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开本县职业教育之先河。解放后，各级各类学校迅速发展。

1985年，有小学371所，中学44所(内省地重点中学各1所)，地区中专l所，技校1所；成

人教育有电大教学班1个，进修学校2所，职工业余学校1所。全县中、小学教职"1-4600人，

，中学在校学生2．67万人，小学在校学生7．56万人。全县无盲率92．24％。自1977年至

1985年，每千人口输送上大学4人，上中专5．4人。有自然科学科技人员1389人，其中，获

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称55人，初级职称1332人。自1978年至1985年，在中药炮制、酿

酒、机械、化工、农牧园艺等方面获得省、地科技成果奖12项。

清江文风鼎盛。宋代刘敞、刘欲为史学名家，刘被曾协助司马光分纂‘资治通鉴'。扬无咎

为墨梅画大师。范柠是元代四大诗家之一。清代钱时雍曾参与纂修庐陵、清江、光山三部县

志，是方志学家、诗人。柯万芝为清江地方戏创始人，高安、新余、峡江一些名艺人都出其门

下。解放后，注意培养文艺人材，建立普及城乡的文化网，文艺创作相当繁荣。屡有佳作在

全国性报刊上发表和出国展出。

清江自古名医辈出，自宋代至民国，著书立说者有徐梦莘，聂尚恒、邓苑、熊家骥、何本

立、杜本、黄石屏等lO余人。侯逢丙既是名医又是奠定樟树中药加工炮制基础的大师。解放

后，医药卫生事业得到更大的重视和发展。现有各级医疗机构23个，病床700余张，各类卫

生技术人员1200余人。1982年，全县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13的4．66％，比1964年增o．67％。

其中有90岁以上老人75人，1985年有百岁寿星4人。

一群众体育得到普遍发展。1983年，清江县人民政府获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1985年，有14,1项体育项目保持全区最高纪录，4人4次破省纪录；代表省参加全国竞赛4

项，参加国家队比赛5人次。

(六)

清江自宋建临江军以来，一直是驻兵囤粮的要地，而且在县境内发生过十几次大规模的

战争。清江人民为反抗侵略、压迫，英勇奋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清咸丰三年(1853)至

咸丰十一年(1861)的8年中，太平军3次进军樟树，4次攻占临江，并在临江建立重要军事

据点。樟树天地会义军在曾景扬带领下，配合太平军作战，在樟树附近消灭清军2万余人。

1925年8月，共产党员龙松泉来到临江镇江西省立第五师范任教，于是年10月与五师教

师李松风、学生朱用光成立了党小组，这是清江有共产党组织之始。1926年9月，北伐军第

二军攻克临江，在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筹划指导下，成立了全县最早的党支部。1927年春，全

闾总工会驻江西特派员陈毅到清江指导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了党的组织。1930年6月，在

苟蜂塘成立本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30年7月至lO月，毛泽东、彭德怀先后率领红—、三

军团进军樟树、临江，并于同年10月在临江建立了清江县苏维埃政权，成立中共清江县委，

在今昌傅召开了著名的鼻太平圩会议一。全县人民踊跃筹军饷、做军鞋、参加红军。7红军转移

后，由陈文珍，王文裕，卢越发分别率领的游击队，于1930年11月至1933年7月，先后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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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清江，峡江一带。县农协会主席傅裕昌在本县十里店一带率领赤卫队坚持武装斗争。他

们都先后壮烈牺牲。1931年冬，在罗幼云领导下，成立中共湘鄂赣省委樟树区委特支部。

1933年成立店下区苏维埃政府。1933年12月，红十六师进军临江，以李兴中为首的游击队密

切配合，打开监狱，救出革命同志和群众80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本县爱国青年组织了清

江县抗日宣慰工作团。1939年10月，在本县6区成立中共洋湖区委，曾掌握区自卫队近百名

武装。1941年3月、1942年7月，国民党军二十六师、新编十一师，在本县人民支援下，先后

于崇贞观、黄龙潭、店下等地，多次重创日军，收复清江、丰城。1948年8月，按中共南昌市委

城工部指示，成立中共清江特支部，先后在清江、丰城成立6个分支部。1949年5月，二野四

兵团十四军OO六二部队解放樟树及河东其他地区；7月13日，二野十四军一=九师四九

六团解放黄岗、临江、黎圩及河西其余地区。清江人民踊跃支前，迎来了全县解放。

在清江的历史上，还有许多爱国忧民之士，为祖国的自由解放，为反帝、反封建作出了杰

出贡献。其最著者有：明代睦邻使者熊化，抗清名将杨廷麟，国民党左派、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彭素民、杨杏佛、陈劭先，为抗日救亡而牺牲的竹溪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聂之俊烈士等。

(七)

经过解放37年来的建设，清江经济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展现了新颜。1985年，国民收入

20465万元，人均447元，高于全省6．7％。其中，全民职工年均工资975元，比1980年增

40．9％；农民年均纯收入404元，比1980年增298％。解放后，农村共建新屋5万余栋，344万

余平方米，较解放前增86．14％，人均住宅16．61平方米，别墅式小楼在各村不断出现。樟树

镇新建住宅60万余平方米，人均12平方米，临江镇新建住宅10万余平方米，人均7．76平方

米。城镇建设日新月异。解放37年来，樟树镇新建街道7条，共长7000余米，镇区总面积

20．86平方公里，比解放前扩大12．9倍。农村20个圩镇建设，均有较大发展。1985年，城乡

人民储蓄年末余额5700万元，人平124元。1979年至1985年7年的存款余额净增数相当

子前29年净增数的7．8倍。。六五纾期间，城乡人民占有高档商品数成倍以至十余倍的增加。

在全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加强了扶贫济困工作。全县5个贫困乡镇，经过大力挟

持，正在逐步脱贫致富。至1985年，全县扶贫投资13957万元，有7613户先后脱贫，人均收

入在250元以上，脱贫率占67．7％。社会福利工作日益完善，残废人、孤寡老人及各种无依无

靠、无生活来源者，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照顾。1985年，用于社会福利费支出34．5万元。

清江民风淳厚，樟树镇曾建有化梭亭，纪念陶侃母湛氏清贫自守，教子廉洁爱民的贤母

风范。清江的劳动人民，千余年来都是过着男耕女织的勤劳生活，还有一些人远涉数千里，经

商营利，以至“解木、药材之利甲诸郡，。居室服饰，历来崇尚简朴。食品也具地方特色。清江民

俗，很重视婚丧、寿诞、岁时，祭祀，迎神之礼，有浓厚的乡土情味，在宗教、行帮等影响下，

本地源于祭神的节日较邻近各县为多。清代以来，在樟树等水陆码头，滋长了烟、赌、娼等陋

习。解放后，一些好的习俗得到继承发扬，各种腐朽、封建陋习多已改变和革除，勤劳俭朴，

敬老爱幼，救死扶伤、助人为乐，文明礼貌、遵纪守法，逐步蔚为社会新风尚。 一

、清江悠久的历史，美好的山川，勤劳而富有革命传统的人民，留下了众多的文物胜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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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共发现古遗址(遗存)122处。山前乡吴城遗址，面积4平方公里，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

模商代遗址，为国内外所瞩目，省考古队已在山前建立吴城考古站。古建碑碣中，，南唐太平

观碑、宋建阎皂山鸣水桥等，都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博物馆馆藏文物近6000件，有石

器，陶器、瓷器、青铜器、金石，书画等数十种珍品，有的出国展览，被誉为，国之瑰宝簟。红一

方面军总前委薯太平圩会议一旧址、太平天国在临江制火炮等，印证了清江光荣的革命史。县

内有不少名胜。县东南的阎皂山，是唐代道教胜地，与江苏茅山，贵溪龙虎山齐名。临江镇的

1日Il缶江府署，是现代保存较完好的府署衙门，大观楼仍保持原貌。县城樟树，西濒大江，水波

浩淼，上石埠码头仍留原貌，望津亭上归帆可数，古寺、药庙旧迹尚存，衬之以新型的园林、高

搂，通衢、闷市，更增添了她在贸易、旅游方面的吸引力。

(八)

清江素有皇石龙、金凤静之胜，今日石龙正在腾云而起，金凤已经振翅高飞。工业上，酒、

药、磷、盐、包装、粮油加工6个经济群体正在逐步形成；农业上，粮、油、渔、牧、茶、蔬、麻、药、

林、桔等十大基地已经开辟。市镇建设日新月异，交通网络渐臻优化，人才培养更加重视，旅

辨胜地正在拓展。他日清江，势将成为赣江下游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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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地区已进入人类文明时代，萧江畔的吴城已是江南比较繁荣的城邑。’
i一

。．．

秦代(约公元前221年)
．

’’：一 ．⋯‘ 0 ”。．．·‘；‘一’
建新淦县，清江地属新淦。淦阳(今樟树镇)为治城。修广东官路。路经本县曲水桥、萧

溯滩、丁家渡、淦阳等地。 (：：麓j 7。．：■

。7：∥㈠⋯二?’’。：·=’西汉景帝时(公元前156一前141年)’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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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豫章郡都尉驻守淦阳，控制全郡18县。㈠‘．：+ ，·一≯

’

东汉中平=年(公元1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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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汉平县，清江地大半属汉平。今中洲乡吴平圩为治城。1“

三国嘉禾二年(233)‘· 一。 +：砭。，^‘·一 ，’

著名道士、丹术家葛玄，在阁皂山结庐采药炼丹。‘，。。‘≯

。+：7．，·?。∽√：，-．、⋯i信武德五年(622)“。|-一：t：。；一，：。j挣．i’一’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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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始平县，以今昌傅乡太平圩为治城，清江地大半属之·，：⋯⋯㈨．．⋯i一．．：
，，J -． ·一 ⋯一。 k 一¨ 、 ’”

仪凤年间(676—678>．二，。．。．

朝萼曼葸粤粤出冬零下爹寻专寻葶垫?：。+。．∥-；j。一，：j≯。。。-。_，·“
南唐畀元=年(958)．。。 。。

瓢秘八月?掣亭安警享争7．修德乏z尊淖孝孝孝肆滹誓县．，草书镇事警节搴隹’：蝉芾滩算为县
治j原萧滩镇巡使吴鸾为县令。 ． ．

札部侍郎江文蔚撰‘创修太平观碑铭并序>。勒石于牺梧山玉虚观前(1957年公布为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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