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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崇 义

茫茫苍苍的罗霄山脉，就象一条长龙逶迤而行，在湘粤赣三省交界之地悄悄

地收住了脚步，把一颗绿色明珠吐落在这里。

这是一片古老神奇而富有生机的土地，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右佥都

御使王守仁统兵镇压起义军后立县。20世纪初，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战斗生活过。

走近崇义，放眼望去，万木葱茏，森林覆盖率86．2％，为全省第一。她有秀美

的山区风光，烟波的湖光景色，这片绿色宝库蕴含着无穷的魅力。

中国十大竹乡之一，

全国山区综合开发示范县，

全国生态保护示范县，

全国森林分类经营示范县，

全国南方重点林业县。

境内有阳岭国家AAA风景区、阳岭国家森林公园；有赣南第一高峰——齐云

山；有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聂都溶洞群。盛夏时节，栖身于森林山寨之中，难得的

滋润与清凉，让你流连往返；盘旋峰岭之间，极目远眺，仿佛城市的一切烦恼顿时

消失，一种心旷神怡，超然洒脱的感觉，在心中油然而生，从中汲取心灵的抚慰。

保护生态环境，是竹乡民众繁衍生息留下的传统美德。丰富的资源得到科学

利用。这里是中国人造板行业惟一“六板”(胶合板、刨花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

维板、高强度复塑竹胶板、竹木刨花板)齐全的地方。是全省重要的钨加工基地、

竹木加工基地、最具潜力的绿色食品加工基地。

崇义民风淳朴、崇尚社会公德，讲究仪礼，被誉为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全国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全省计划生育红旗县、全国地籍管理百强县。

竹乡这邦秀美的土地，就象雨后春笋，正迎着晨风和初升的太阳，微笑着迎来

四面八方的宾朋。



“崇义县志(1986—2000)》tt}版川悒足伞县政治文化中活t|l的·仆人’批⋯嵌欣慰．

醴f5此文．权“为序．

“治人Ii并以止为临．渝郁闷杆以忐为鉴”。编史修忠．哳为lJi今所币．址小1产民族特

{j的优良文化传统．ilfi钳源远流长续编《：*义址．＆(1986—2000)*．足崇义址第：部}l：会

ii义新，，．＆．j￡}I的任J：“资政、仔史、敫化”．为社会ii义脱代化土E设H位务

本忠B以马兜思列宁}：义，毛泽东思想乖¨邓小。F理比为指导．‘坚持}I}Ⅲ帷物}"54平¨历史

唯物}：义的观点，体现了“i个代表“莆受思想，解放思想，变事求足．客观地记述r 1986

年罕2000年崇更的致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这^6续编县志冲破r一～

代志棒重人吏、轻经济的陈弊，具lf鲜【pl的时代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堪称是·部“观点

IJ确．资料翱冀摹褥镑完备、特点突fI{、文风端lE”的地方百科全书。因此，《崇义县志(1986—

2000)》是人们T麟鹈研究崇义县情的案头卷，也是一部有益当代、惠菠后世的重要历尘文

献，一卷任手}獭套鬃i氅瓢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主政者，可阻之为镜，知交许．
1仆|必亡，观目瞒穗耐腿-撼糍崇义历史发展的脉络，从崇义晦实际情况出发，进{i宏观决
策．规划建谨i酾酴黼失良可I；王之为师，弘扬“团结务实，艰苦创业，富民为先，争创·
流”的崇义糟糠；为繁荣经济，振兴崇义，贡献才智和力量。县外、国外人士可以之为窗．

构筑·个了．解崇义。扩大交流、增进合作、促进发展的’F台，彳￡此我向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蔡

人员，向关心、支持崇义地方志事业的各界人f：丧，J：衷心的感酣。

续编《崇义县忠》起着咎占知令、启迪术来的作J{I历史证哪1．j{n任立践tI，创造fI}辉

煌的成就．-4+能托忠{；I|I留I：灿烂的华章．我仃JlF处和一个前元t‘i人的fIj人时代．删成创造

}Il无愧flif人、造稍今人，惠及后ll}=的lj硕成粜我深佑．任新·轮加快发眨的号角吹响之

际．化迈阳小康¨标的征途I：．勤劳聪叫的崇艾人K将乐阿舶后．M心|IiI德．励精图治，敢

】：雌利．任这块宙饶的f：地I：舶绘⋯史加jl：㈨n0篇章，

彤舣蚓州：酚
二00三年八月

秆



凡 例

一、本志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如实记述崇义县15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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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续志上限为1986年1月1日，与1989年版新编《崇义县志》下限相衔

接，为保持续志的独立性或因个别事件上部县志未记起始时间，故记载某些事件，

上限作适当上溯，下限截至2000年底，个别图和图片突破至本志出版之前。

三、为保持本续志与上部县志的连续性和事物发展的完整性，本志基本保留

了新编《崇义县志》框架中的“篇”、“章”设计，随着事物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

“节”的设计作了调整。其设篇、分章的内容不受行政体制限制。

四、本志分概述、大事记、建置环境篇、经济篇、政治篇、军事篇、文化篇、社会

篇、人物篇、附录10个部分。以概述总揽全书，7大篇分章节，概述、大事记及附录

不列入篇序列，也不设章节。

五、本志各专业志按事物性质设篇、分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

同事物，不论机构级别和隶属关系，均编入同一篇、章记叙。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形式。以志为主，辅之以表、图和

照片。采用语体文记叙。概述，采用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

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七、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人物传只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对有影响的健在

人物，以人物简介和人物表入志。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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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数字，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数据来源自县统计局及1986～1998年各部

《崇义年鉴》和各部门续志稿提供的数据，未注明年份的数为2000年底数据。

十、统计表中，短横“一”表示这一栏没有数字，空格表示未掌握该数据，“0”表

示该项数据为零。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1986。1998年各部《崇义年鉴》和各部门提供的续志资

料稿。

十二、附录对《崇义县志(1989年版)》中已发现的差错进行了勘误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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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崇义县位于江西省西南边陲，北纬25024’一25055 7，东经113。55 7．114038’。毗邻湘、粤两

省，东连南康，南接大余和广东省仁化县，西界湖南省汝城、桂东两县，北邻上犹县。距赣州市

人民政府驻地章贡区90千米，距江西省人民政府驻地南昌市500千米。县境东西长约73千

米，南北宽约59千米。总面积2206．27平方千米。

明正德三年(1508年)由于连年大灾，民以野菜充饥，官府征税年年增加，民不聊生，官逼

民反。致祖籍广东潮州的谢志山伙同肖桂模等首领，在横水、长龙、文英、聂都、上堡、思顺等地

举行起义。1513年谢志山自称“盘王”并立年号官制。

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七日，南京右佥都御使王守仁，统帅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八

府一州的兵力，分十路进攻以谢志山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谢志山只好放弃横水西退桶冈各据

点。而王守仁一面分化瓦解起义军，一面派兵进屯锁匙垄、茶坑、葫芦洞等地，封锁分割起义

军。十一月一13农民军1000多人在锁匙垄、十八磊、杉木坳、西山界等地与王守仁军展开肉博

战，直至十一月三十日止，以桶冈为中心的各据点全部失陷。谢志山和起义军全部被俘。

王守仁镇压起义军后，析上犹县的崇义、上堡、雁湖三里，南康的隆平、尚德二里，大庾的义

安里建县，择定崇义里的横水设立县治，并以崇义里之名，名县为崇义县，隶南安府。

建县后，明清隶南安府，民国年间属赣南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崇义是湘赣革命

根据地的一部分。解放后，先后属赣州分区、赣西南行政区、赣南行政区、赣州地区、赣州市。

2000年，全县设11个乡、7个镇、154个村民委员会、5个居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驻横水镇。

县城自建县筑城后，至今已483年，城址未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已成

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一个以农林产品加工和钨锡等矿产品开发为主的工

业、贸易、旅游并举，生态环境良好的章江源头明珠城镇。

1999年投资1200万元，在县城中心建有占地40800平方米的人民广场。该广场由三部分

组成：第一部分是集会广场，由世界十大名雕、表演台、象征18个乡镇的18对柱廊、园林凳及

花带组成；第二部分为音乐程控彩色喷泉，由1248个喷嘴、250盏彩灯组成；第三部分为园林绿

化区，由体现竹乡特色的各类竹种、树种和休闲草场组成。在广场正中安装了大型电子显示屏

幕，整个广场体现了“中国竹乡之形象，世界文明之聚焦，新世纪之气派，休闲旅游之结合”的主

题。

2000年的崇义县城，面积已发展至5．2平方千米。建有东西两条主干纵向大街，与横向的

沿江路、中山路、南新路、广场南路形成“目”字型。西大街为混凝土路面，长1552米，宽34米；

东大街与西大街平行并列，全长1500米，宽34．6米。

2000年，全县总人El 196224人，比1985年增加了25864人，平均每年净增1724人。其中

男103992人，女92232人；农业人口158170人，占80．06％，非农业人口38054人，占19．94％；有

汉、畲、回、壮、满、侗、白、土家、蒙古等9个民族，186姓氏。



·2· 概述

境内山峦起伏，风光旖旎。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山地(海拔

500米以上)占47．67％。丘陵(海拔500米以下)占52．33％。千米以上的山峰有232座，西北

部思顺乡的齐云山碧绿耸立，海拔2061．3米，为境内最高点，也是赣南最高的山。东部龙勾乡

的兰坝，海拔135米，为境内最低点。崇义山清水秀，全境大小河流83条，属长江流域赣江水

系，控制流域面积2206．27平方千米。主要河流有3条：一是大江(过埠江)，二是小江(横水

江)，三是扬眉江(芦江)。年均水能理论蕴藏量19．9万千瓦。年电能17．4亿千瓦时。水能可

开发量6．4万千瓦，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

崇义是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空气湿度大，雾日多，光

照偏少，无霜期长。1986—2000年间，年均气温18．15℃，极端最高气温38．5℃，极端最低气温

零下7．3℃。无霜期307天(2月上旬至12月中旬)，最长352天，最短271天。年平均降水量

1566．38毫米，最多为2000．9毫米(出现在1997年)，最少为1260．3毫米(出现在1989年)，年

均日照时数1098．6小时，为赣南日照最少的县，日照时数最多的年份是1992年(1298小时)，

最少的年份是1997年(765小时)。日均风力1～2级，最大风力9—10级，风向夏偏南、冬偏

北。年均相对湿度83％，各月平均相对湿度都在80％。86％。年均雾日78天(最多128天，最

少46天)，是省内多雾县之一，有赣南雾都之称。

自然灾害有水、旱、虫、风、雹、雪、地震、雷击等，尤以水、旱灾危害最大。

境内山多田少，森林茂密，树种繁多，据查有123科892种，有江西省绿色宝库的美称。至

今仍保留白垩纪末和第四纪冰期后孑遗的单科单属单种国家特产树种银杏。国家一级保护树

种有银杏、南方红豆杉、伯乐树、水杉、秃杉5种；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有长苞铁杉、闽楠、浙江楠、

楠木、花榈木、厚朴、野茶树、杜仲、福建柏、观光木、鹅掌揪1 1种；国家三级保护树种有穗花杉、

油杉、凹叶厚朴、红花木莲、黄山木兰、天竺桂、沉水樟、半枫荷、白桂木、白辛树等14种。中草

药材有：茯苓、银耳、铺地蜈蚣、三尖杉、十大功劳、枸杞、玄参、杜仲、木瓜、鸡血藤、五加皮、一点

红、天麻、七叶一枝花、泽泻等267种。此外，还有6．4万公顷草场资源，万亩以上的连片草场8

处。森林茂密，气候温暖，适宜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南

方花鹿、蟒、黄腹角雉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金猫、獐、鹰、猫头鹰、苏门羚、毛冠鹿、山黑鹿、水

黑鹿、穿山甲、水獭、小灵猫、大灵猫、白鹇、红腹锦鸡、娃娃鱼15种。地下矿藏丰富，有铁、铜、

铅、钨、锡、钼、铋、铍、金、银、锂、铷、铯、钽、稀土、铀等金属矿；有水晶、冰州石、萤石、瓷土、磷、
大理石、花岗石、硅石、石灰岩、白云岩等非金属矿；有燃料矿——煤。已开发利用的有铅、锌、

钨、锡、钼、铍、金、铀、荧石、大理石、石灰岩、煤，其中钨、锡为尤盛。自然资源丰富，开发利用价

值前景可观。

改革开放以来，崇义的工业，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由小到大，迅速发展，至2000年，初步

形成了矿产品加工、采掘、森林、化学、食品加工、二轻机械、粮食加工、建材等工业。1995年以

前，以国营、集体开采为主，之后逐步由股份制及个体进行生产。矿产品加工以章源钨业和金

龙钨业为龙头。“章源”牌钨系列产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远销日本、西欧等国家。

森林工业开始以小型竹木加工为主。1994年9月筹建华森集团公司，逐步成为森工行业

中的主导企业，是目前我国人造板行业中惟一“六板”(胶合板、刨花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

板、高强度复塑竹胶合板、竹木刨花板)齐全的大中型企业。“华森王”牌人造板产品获97—99

江西省质量免检产品。

食品工业以齐云山南酸枣糕为主，该产品选用崇义山区特有的天然野生南酸枣为原料，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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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殊工艺加工而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果胶、氨基酸、钙、铁、锌、葡萄糖等营养成分，是人们

喜爱的食品，畅销国内外，2000年实现销售收入1191万元。

综上所述，崇义的工业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持续作用，以及国内外需求回升的拉

动，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明显好转。全县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3606．1万

元，其中国有工业总产值13100．3万元，县属集体工业总产值585万元，责任有限公司工业总

产值3633．2万元，私营工业总产值4813．9万元，港澳台合资经济工业总产值1517．1万元，乡

镇工业总产值3％86万元。钨仲矿2458吨，原煤14．21万吨，发电量6768万千瓦小时，水泥

4．83万吨，自来水135万吨，胶合板9828立方米，纤维板29742立方米，刨花板20272立方米，

工业木材44800立方米，农用车168辆，主要产品产量稳定增长。

农业在维持传统水稻主产的基础上，1990年以后，逐步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重点发

展特色农业、订单农业和含税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200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7258万元，

其中农业产值6158万元，林业产值14141万元，牧业产值4056万元，渔业产值2903万元；粮食

总产64578吨，其中谷物61858吨，豆类927吨，薯类1793吨。主要经济作物有花生、茶叶、脐

橙。畜牧业以麻羊生产发展较快，麻羊饲养量达到6．7万头，耕牛存栏3．7万头，生猪饲养量

11．1万头。渔业保持稳定增长，全县水产品总产量6568吨。

林业生产以保护生态环境、实行封山育林为主。全县各类山地面积17．28万公顷。其中，

有林面积13．2万公顷，占76．4％，灌木林面积0．1万公顷，占0．6％，疏林地面积1．78万公顷，

占10．3％。现有用材林8．27万公顷，防护林1．03万公顷j薪炭林O．23万公顷，经济林0．87万

公顷，特种林0．15万公顷，竹林2．62万公顷。据1998年统计，全县活立木蓄积量1023．7万立

方米，活立竹蓄积量为5993．98万根，森林覆盖率为85％。与1985年相比较，森林资源的变化

呈现“三增、三减”(有林地面积增加、人工林面积增加、中幼林面积增加，活立木蓄积量减少、成

过熟林面积减少，森林覆盖率减少)。十五年共销售商品木材211．56万立方米，造林1．12万

公顷。

崇义县拥有较丰富的竹林资源。占有林地面积的17．24％，已成为全国6个毛竹生产大县

之一。为保护好毛竹资源，1987年3月县政府决定对毛竹林加强保护，把竹林当作田来耕。

并改革了毛竹经营管理办法，由粗放经营转为集约经营为主。1994年10月，县政府制定了关

于租赁毛竹林经营权的十条规定和租赁毛竹林经营权改革的意见。1996年3月，国家林业部

授予崇义县“中国竹子之乡”称号。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状况明显改善。古亭至麟潭公路于1988年12月通车，含净跨90

米的单孔麟潭大桥。赣丰线从1990年开始以三级公路标准改善29．57千米。十八面公路改

造成四级公路标准，前后历时7年，耗资67．5万元，全程lO．25千米。鱼梁至过埠公路于1993

．1994年改造成四级公路，总长lo．38千米，全程为水泥路面。崇余公路，从1993年开始经过

五年的改造，全部按三级公路标准共改善19．16千米。乐洞至广东长江公路于2000年底接

通。

公路的改善使客货运输业发展较快。至2000年止，全县拥有74辆客车，全部进站作业，

日发客车124班次，经营广州、中山、深圳、珠海、郴州、南昌、赣州、南康、大余以及所有乡镇的

班线。1986年全县有货运企业6家，1993年国营、集体、个体运输车辆达595辆。1995年以

后，全县运输车辆大幅下降，2000年，货运车辆降至252辆。其货运量为110万吨，客运量162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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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以来，坚持实施“科教兴县”战略方针，各级财政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促进了各类

教育协调发展。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各乡镇建有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各行政村建有村

小，有些偏远的地方还设有教学点。2000年，全县有完全中学2所，其中崇义中学为省级重点

中学；有职业高中1所，职业初中3所，其中崇义县职业中专为国家级重点职业高中；有教师进

修学校1所；有初级中学18所；有小学153所，教学点80个；有县办幼儿园1所，乡村办幼儿园

68所。1995年，崇义县被国家教委确认达到“两基”的要求。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均

为100％。青壮年人口中的非文盲率达98．2％。高中阶段普及率已达80％。

科技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00年底，全县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700人，其中：正高1

人，副高101人，中级800人。1989年以来，共公布了四批县管拔尖人才，计42人次。其中陈

荣德1989～1991年为地管拔尖人才。十五年中获国家专利项目4个，获省级科技成果奖的项

目有20个。

医疗卫生迈入了规范化管理。到2000年底，全县共有医疗机构239个，其中：县属医院2

所，乡镇卫生院18所，村卫生所200个，个体诊所4个，厂矿医院、医务所15个。基本达到一乡

一院、一村一所的布局。每千人口拥有床位1．5张、医师1．35人、护士O．65人。每千人口乡村

医生1．18人。

2000年，全县有文化馆、图书馆、歌舞剧团、电影发行放影公司、新华书店、广播电台、有线

电视台、职业业余学校等文化艺术单位。广播已设立县广播电台、阳岭调频转播台。崇义县有

线电视台于1990年开播，1998年开通转播加密电视，播出电视节目17套，各乡镇及19个场矿

企业、41个村办起了有线电视。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体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举

办县级体育比赛169次，组织代表队参加市级以上运动会73次。共获第一名99项，3人打破4

项地区记录。

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阶段突击性、由突击向“三为

主”转变、建立村组组织，严格规范管理、健全计生队伍和计生服务网络等几个阶段。人口过快

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人口出生率由1986年的14．19％o，降至2000年的11．64％。。计划生育率由

1986年的8l％，上升到2000年的99．12％。少生优生，晚婚晚育，已成为全县群众的自觉行

动。崇义县的计划生育工作连续八年荣获市综合目标考核先进县，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红旗

县，1998年被国家人事部、国家计生委评为“全国计划生育系统先进集体”，2000年9月，被国

家计生委评为“全国计划生育三为主”先进县。

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全县财政收入5405万元，是1986年的4．2倍，2000年末，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4673元，人均财政收入340．3元，职工平均工资6888元，是1985年的8倍，农民

人均纯收入2160元，是1985年的4．5倍，全县城乡储蓄金额54163万元，是1985年的34．6倍。

农民收入普遍提高，农民生活由温饱逐步转向小康型。

崇义文物胜迹较多，有古建筑23处，石刻7处，革命文物38件，革命旧址5处，风景名胜

53处，其中王尔琢烈士墓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8年8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因追击叛徒袁崇全，在思顺街壮烈牺牲。当时将烈士遗体葬

于思顺街背虎形岭上。1983年重建陵墓，墓碑上刻有“王尔琢烈士之墓 肖克题”。古建筑

有：章源桥，位于聂都乡，清乾隆十四年(1750年)建。还有上堡乡双拱桥、龙潭桥，思顺乡新地

村高桥、长江石桥，金坑乡红顺石桥，乐洞乡接龙石桥，关田乡桥头单拱桥，丰州乡九龙江石桥，

文英乡水口桥。寺庙有：文庙、王文成公祠、龙王庙、茶滩董公庙、东山庙、天虹山寺、古西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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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隐寺、思顺朝阳寺。亭塔有文峰塔、稳下古塔。石雕塑中有塑雕石狮、青石狮子、红石狮子。

革命文物和革命旧址有：军民大会旧址、毛泽东旧居、朱德旧居、红军后方医院旧址等等。

境内旅游资源丰富。距县城3千米的阳岭森林公园总面积O．45万公顷，是赣南面积最

大、物种最多、保护最好、离县城最近、开发潜力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92．6％，境

内有秀峰三十六处，飞流瀑布九处。并有云隐寺、半古旱寺、观音堂等多处古迹。据初步调查，

有树种资源123科892种，动物1150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树种有银杏、南方红豆杉、楠木

等16种，省级保护树种63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有黄腹角雉、金钱豹等20种。阳岭空气

负离子平均值高达9．2万个／立方厘米，最高处为兰溪瀑布区，达19万个／立方厘米，有“天然

氧吧”的美誉。阳岭杜鹃位于主峰，每逢开花季节，五颜六色形成的花海，气势颇为壮观，绚丽

多姿。与之照映的极顶土茶树、观音泉、沟谷雨林、水上乐园、天然植物、瀑布、竹海、日出、云

海、石林、摩天云梯、云隐寺等景点，绘成超然的美景。位于县城西南部的聂都溶洞群，由仙鹤

岩、罗汉岩、莲花岩、狮子岩、吐云岩、出水岩、石燕岩等组成，岩洞星罗棋布、幽深莫测、千姿百

态、颇具特色。杰坝“七星望月”湖光景色使人留恋往返，整个库区长40千米，宽15千米，面积

达600平方千米。湖光山色，连绵不绝，乘船游览，两岸青山一泓湖水，松杉竹木倒映水中，山

水林竹相互映辉，堪称大自然之杰作。1998年兴建水上度假村——“七星望月”。形成日接待

游客500人的能力，并推出滑翔伞、水上快艇、垂钓、夜捕、游泳等娱乐项目，集吃、住、娱乐、休

闲于一体的服务，吸引省内外不少游客。

崇义人民举全县之力加大投人，多上项目，扩张总量，提高质量，全民招商，发展民营，深化

改革，科技创新，强化责任，大兴工业；聚全民之劲调整农业结构，坚定不移抓好四大基地(万亩

蚕桑、万亩药材、十万亩笋竹、十万头麻羊)，坚定不移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双增目标(财政收

入增长100万元，农民收入增加100元)，坚定不移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凝内外之势推动城建，

建立“一点四线”(县城、上寡线、崇余线、赣丰线、鱼上线)经济提速带，注重特色，提高标准落实

规划，广开渠道，商贸活市优化软硬环境，千方百计引农进城，推进城建步伐。崇义正处在发展

的重要时期，全县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扎实工作，努力把崇义建设成为湘粤赣之章江源头经

济强县、文化名县、生态大县，成为江西西南边陲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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