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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程爱平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共玉山县委、玉山县人

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及有关专家的悉心指导下，经过

我县地方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玉山县志》(1979～2000)业已成功编纂出版，

这是全县人民的一大喜事，可谓“兴修志之业，载盛世之昌"，值得庆贺!

“冰为溪水玉为山”o玉山钟灵毓秀，地阜物华；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

历来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是赣、浙、闽三省交界要冲；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

十分深厚。建国5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勤劳、朴实的玉山人

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自身地缘、人才等优势，用自己的智慧

与汗水，同心同德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一届

玉山县领导班子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抓住“第一要务"，牢记“两个务必”，践行“三个代

表”，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门心思抓发展，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掉头向东，通‘江’达‘海’，对接长珠

闽，实现大发展”战略和县委、县政府“一个定位、二大战略、三步目标、四项重

点”的发展战略，全力推进工业化，加速推进城市化，加快农业产业化，大力发

展开放型经济，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全县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在玉山

的历史长河中留下诸多光彩。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编史修志是一件服务当代、有益后世、意义重大的

事业”o一部地方志，是地域文化的集大成者，真实地反映当地各方面的大文

化状况，记述本地地域文化与其他地域的不同之处。《玉山县志》(1979—

2000)以翔实的史料、惟实的眼光、客观的笔调，全面真实地反映玉山人文自

然、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比较全面

地记录了玉山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等方方

面面的情况，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互统一。这些历史资料的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一

集、整理、记载，为今人和后代留下宝贵的财富；为玉山扬长避短、与时俱进提

供了翔实的历史信息；给施政者认识玉山的历史和现状，更好地规划玉山未来

提供参考。“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是一种“辅治之

书”，编修地方志是一项代代相传，永不断章的事业。用修志的形式真实地记

录玉山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的重要史

实，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而又十分光荣的工作，有利于激发广大玉山人民热

爱家乡、建设家乡，为玉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献计献策。

玉山人民的事业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玉山的修志有优良的传统、有优秀的人才、有良好的修志环境，修志也取

得了重要成果。志书中的每个事实、每个细节、每个数据、每个文字，都凝聚着

我县地方志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里谨向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地

谢意!

《玉山县志》(1979—2000)的成功编纂，必将给玉山的明天在资政、存史、

育人、服务本县三个文明建设，宣传玉山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将为世人留下

一座丰厚的历史宝藏。同时，为“建全省经济强县，创全国旅游名城”，实现“建

好江西东大门，实现玉山快崛起”的奋斗目标，提供更为全面、更为系统的地情

史料，使全社会各界人士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认识玉山、了解玉山、投资玉

山、建设玉山、开发玉山。

续修县志，一举多得。成书之日，殊喜于怀，欣然提笔，权当为序。

作者系上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玉山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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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夏有民

《玉山县志》(1979—2000)四经寒暑，终成卷帙，可喜可贺!

国编史，邑修志，此乃千秋盛事。玉山自唐证圣年(695)置县以来，至今已

有1300多年历史。境内河泽丰沛，山川秀美，有“冰为溪水玉为山”之美誉；玉

山文风鼎盛，是远近闻名的“博士县”，邑内文人墨客得山川之助，下笔滔滔，名

篇佳构，精彩纷呈；兼以地当闽、浙之冲，行旅踵接，商贾辐辏，久盛不衰；一代

代勤劳淳朴、开拓进取的玉山人民，为家乡的繁荣与进步倾力耕耘，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历任领导以振兴玉山为己任，广大干群同心同德，各行各业奋力

拼搏，抓住机遇，扩大开放，实行工作重心转移，全县政治、经济、社会和谐发

展，一派生机盎然。所有这些，诚当载入谱志，以垂将来。

盛世修志，非为“以示观美”，意在“经世致用”，“知前世之兴衰，谙往日之

变革"，故于存史之外，复使有资于治道，亦有补于教化云o《玉山县志》(1979

—2000)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风端正，除评审山川、备载方物、博彩风情外，

尤重立足当代，详载社会、政治、经济相关资料，集千年县情于一卷，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读者可藉文献而悉知县情，一册在手，如全县

在胸，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玉山县志》(1979～2000)起着鉴古知今、启迪将来的作用。历史证明，只

有在实践中创造辉煌的业绩，才能在志书中留下灿烂的一面。我们正处在一

个伟大的时代，理应创造出无愧前人，造福今人、惠及后世的丰硕成果。值此

盛世，我们应进一步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牢固树

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励精图治，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加快“建全省经济强县，

创全国旅游名城”的步伐，使玉山的经济更加稳健发展，社会更加文明进步，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富足。我深信，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玉山的明天一定会

更加美好。

承父老乡亲厚爱，我荣幸地被推选为玉山县县长，自知责任重大，常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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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有所作为、庶可无愧于心。修志一项，亦属份内之事，

朝夕未敢忘怀，幸有方志界同仁不辞辛劳，社会各界合力相助，修志工作得以

顺利完成，不胜欣慰!借此机会，我谨向参与修志的所有工作人员及支持关心

修志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抚今追昔，感慨万分，爰陈数语，是以为序。

注：夏有民现任中共玉山县委副书记、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凡例5

凡 例

一、《玉山县志》(1979～2000)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全面、真实地记载县情，

力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6

二、本志设区划环境、人口民族、政党、政权、政协人民团体、思想道德建

设、地方人民武装、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工业、农业林业气象、水利水电、

交通邮电、商贸、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综合经济管理、国土资源城乡建设、教育

体育科技、文化广播电视、卫生医疗、旅游、人民生活、风俗习惯、乡镇场库所简

介、人物等27卷和大事记、附录，前志所漏内容则增设补遗。

三、本志上限时间为1979年，下限时间为2000年。“人物"和“图片"不受

此限，延伸到发稿时止。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横排部类，纵

叙史实。设卷、章、节、目四个层次，以条目为记述基本单位。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文字通畅、简练、符合行文规范。计量单

位采用国家颁布的法定标准。数据以县统计局数据为准。

六、称谓一律沿用历史习惯和群众习惯，机构单位和工作名称首次出现时

均用全称或加注，以后采用简称。

七、本志“大事记”以时为经，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简

要记述县内大事、要事。

八、志中表格根据卷、章、节，分别以“×一×一×"标示序列，若同节有数

表，则在表末示节后面加(1)(2)(3)⋯⋯。

九、本志中的“乡镇场库所简介”排列不分先后，主要记述各地概况和地方

特色。

十、所用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各供稿单位及志办的采编，并经认真复核、

校对，力求翔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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