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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景德镇市委常委、乐平市委书记黄步荣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在千年更迭，世纪更新，解放思想，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实施“十五"计划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局之

年，我市开始编修《乐平市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继1987年出版的新

编《乐平县志》后的第二次修志、撤县设市后的首次修志。这次修志，从

成立编纂机构、调集人员到各条战线、各部门、各单位收集资料，再到编

纂人员加工整理、修改审查，数易其稿，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问世。在

此，谨书片言，权以为序。

新编《乐平县志》下限为1984年，这次修志的时限是1985。2000

年。这16年，正处于改革开放重点突破阶段，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经

济发展是建县以来历史上最快的时期，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市全面完成了“九五"计划，实现了改革、

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为百年沧桑的20世纪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毛泽东曾经指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o”新编《乐平市志》，以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

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坚持全面、客观、真实、准确的原则，集成果

性、咨询性、鉴戒性、阶段性、区域性、背景和统计等各种资料于一体，记

录全市改革、发展的光辉业绩，选载一桩桩可歌可泣的事迹，谱写一篇

篇壮丽的乐章，给人留下了绚丽多彩的画卷。欲知乐平古今事，尽在此

本志书中，的确是一本资治、存史、教化的百科全书，对促进乐平今后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经济、服务于文化、服务

于社会，都将产生巨大的作用。这本志书的修成，是全市各级领导、各

部门、各单位和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集体劳动的结

晶。对在修志中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人员，我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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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乐平人民已满怀胜利的豪情，昂首阔步地跨入新世纪。新

的世纪孕育着良好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挑战锻炼意志，机遇

造就人才，发展创造伟业。中共乐平市委、市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高

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学习实践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策应“江西

在中部地区崛起"和景德镇“建设经济重镇、江南旅游城市"的战略，坚

持以发展为主题，大力推进“一优三化"(优化经济环境，推进工业化、城

市化、农业产业化)，尽快把乐平建成工业发达、农业发展、商贸繁荣、环

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的赣东北次中心城市，建成江南最大的蔬菜产销

基地。现在，大政方针已定，目标已经明确，光辉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

们面前。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奋发进取，加快发展，以艰苦的努力谱写新的篇章。我们

深信，乐平这颗赣东北明珠，再过若干年，待到下次续修志书时，必将大

放异彩，更加灿烂辉煌o

2002年8月6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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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乐平市人民政府市长朱民安

“志以载道，鉴往昭来"o

在庆祝乐平撤县设市十周年之际，《乐平市志》[1985．2000]付梓

问世。它是我市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举市可庆。

国有史，县有志，自古皆然。以史为鉴，可知国之兴衰；以志为鉴，

可察县之得失。志是一地文化、历史的积累。在历史上，凡是远见卓识

的政治家，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地方官，都很重视修志工作。韩愈过岭，

先借韶州图经；朱熹下车，便问南康郡志，就是历史上的地方官重视方

志的历史隹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几代领导人对地方志的编修

都非常重视。总书记江泽民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

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o"重视地方志的编修，是乐平历

代地方官的优良传统。宋末元初李士会《乐平广记》开乐平修志之先

河；明正德十四年《乐平县志》是乐平第一部官修县志；此后，清顺治九

年、康熙十九年、乾隆十七年、嘉靖十七年、道光七年、同治九年都曾组

织修志，四次成功，两次失败。民国期间，地方乡绅几度兴议修志，都因

战乱而废。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筹措修志，因政治运动未能付诸实

施；1963年县委书记孟庆余再度发起修志，1965年完成40万字初稿，

后因“文化大革命"未能出版。新编《乐平县志》始于1981年，1982年3

月正式开始编纂，1985年完成初稿，1987年正式出版。2000年7月，根

据省政府《关于续修地[市]、县(市]两级地方志工作的通知》精神，我市

着手《乐平市志》的编修准备工作，2001年下半年正式开始编纂，到

2002年4月完成初稿。为了向乐平撤县设市十周年献礼，编辑人员广

征博采，辛勤笔耕，反复审改，数易其稿，仅用一年多时间便编成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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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字志书，确属不易。工作效率之高，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得益于上级业务部门的精心指导，得益于各供稿单位的大力支持，

得益于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o

《乐平市志》记述的是20世纪最后16年乐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历程。这16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间，然而这16年乐

平却发生了胜于以往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变化，全市综合经济实力进

入全省十强县市行列，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35．49亿元，比

1985年增长10倍，依国内生产总值排序，乐平在全省由1985年的第六

位跃至2000年的第三位，工农业总产值26．4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

61．1％，农业总产值占38．9％)，增长6．08倍，财政收入2．099亿元，增

长8倍多，均大大超过翻两番的目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

域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人民的精

神面貌、竞争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都体现在

志书的字里行间。这部志书可谓是“昨天的记录，今天的镜子，明天的

见证"，是一部“熔百科为一炉，集万卷为一册，编多年为一瞬"的资料性

工具书，它将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历史借鉴，为宣传乐平、了解乐平提

供翔实的资料，为对广大群众及青少年进行市情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

今后修志积累历史资料。

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指出：“修志为用o"地

方志具有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从为现实服务角度讲，发挥其资治

作用是第一位的。搞好乐平的“两个文明"建设，需要各级领导摸准、摸

清市情，深入研究本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了解其优势和特

点，总结其经验教训，从而实事求是地制订发展规划和蓝图。因此，本

志出版后，万勿束之高阁，要深入发掘其信息资源价值。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要潜心阅读，研究《乐平市志》及其记载的大量史实，从中找出规律

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在《乐平市志》即将付梓之际，谨向全体编写人员深致谢忱o

200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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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针，全面、客观、真实、准确地记述乐平历史进程，在存史、资治、教化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2、时限。上起1985年，承接《乐平县志>(1987年版)之下限；下迄2000年，为20世纪之终

点。因补收前志未载资料，有的适当上溯；为反映事物的完整，个别事项据情下延。

3、地图。涉及县市界域的地图，系按已经江西省测绘局批准的《乐平县志>(1987年版)政

区图绘制，图内分区依据行政区划作了变更，但未改动县市边界划法。

4、编目。除按自然和社会属性设立常规编目外，特设《专题记述>、<改革开放>等卷类。

<专题记述>完整记述突出事项，其他章节一般不再作反映；《改革开放>卷宏观记述全市改革进

程等大势大略，具体情况则记入其他相关章节。

5、结构。全志正文一般由卷、章、节构成，一节之内如有两种以上内容，则分项记述，并以

楷体宇标示；一节或一项之内如有两种以上同位并列条目，则以黑体字标示。

6、数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为准，业务性数据以业务

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7、计量单位。土地面积以“公顷”或“亩”为计量单位，l公顷等同15市亩；个别地方以

“担”为计量单位，l担合50公斤；其他项目概以公制为计量单位。

8、县、市界限。乐平1992年9月撤县设市，1993年起统一更名“乐平市”。凡涉及机构名

称中的“县”、“市”变易。概以统一更改的时间为准，即1985—1992年为“乐平县”，1993年起为

。乐平市”。

9、纪年o 1911年前用帝王纪年，1949年9月30日前用民国纪年，并同时括注公元年号，

1949年10月1日后用公元纪年。人物生卒时间一般用公元年号表述。

10、简称。常用机构名称而又有简称习惯者，除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简称，如

中国共产党乐平市委员会简称“中共乐平市委”或“市委”，乐平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使

用缩略语时，除首次随文注明缩略语内容外，重复使用时不再加注。

1l、人物。有一定业绩或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传记述。省(部)级以上先进人物、教授

级专家学者和县团级以上军政人员，分别以表载之。此外．凡须涉及的人物，一般以事系之。

12、资料。全志资料主要来自各供稿单位，部份章节系编者依据相关资料编成，除重要内

容外，概不注明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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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乐平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北连景德镇市昌江区、浮梁县，东接德兴市、婺源县，南与弋阳、万

年交界，西与波阳为邻。境域大体为圆形，东西宽约58公里，南北长约56公里，总面积1973

平方公里。2000年辖乡镇25个，2001年撤并为16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1个农业高新科技

示范区和1个大型水库管理局，有373个村委会，1636个自然村。总人口76万，其中农业人口

60万。

乐平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远在旧石器时代境内即有人类繁衍生息。东汉灵帝光和元

年(公元178年)置县，因县治“南临乐安江，北接平林”而名“乐平”，距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

1992年9月撤县设市，归景德镇市管辖，由省实行计划单列。 ，．：

乐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藏有煤、

石灰石、大理石、石英石、海泡石、膨润土、瓷土、陶粒岩、锰、沙金等，其中石灰石储量达12亿立

方米．锰储量2000万吨，是全国四大产锰基地之一，江西四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江西省惟一

的海泡石产地。

乐平市交通经纬如网，四通八达。皖赣铁路穿境而过，206国道纵贯南北，乐上、乐江公路

横穿东西，乡镇公路基本实现油路化，水路可直达鄱阳湖、长江。现代通讯网络已覆盖全市。

1985年以来，特别是1992年撤县设市以来，乐平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精神，学习实践总书记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艰苦创业，加快发展，维护稳定，战胜1995年、

1998年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经济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各项事业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思想解放天地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平人民普遍开展“真理标准”的学习讨

论，1988年起又广泛持久地开展“生产力标准”的学习和讨论，为解放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1992年，全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开展突出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和经济建

设步伐的大讨论，冲破了旧思想束缚，改革意识增强，抓改革、促发展、创实业、奔小康气候迅速

形成。1997年，市委、市政府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全市组织开展

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引导大家重新审视自己，进一步破除僵化的思想、陈腐的观念、不振的

精神、不良的作风。通过不断学习和深入讨论，理清工作思路，制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

发展市场经济等各项举措，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1999年，市委、市政府组织各

级领导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讨论中共十五大精神，学习广丰经验，破除因循守旧、温饱即安、

小进即满的思想，增强了敢闯敢冒、敢为人先、艰苦创业、知难而进的意识，有力地推进了全市

改革和发展。 “

第二，改革开放成效显。乐平的改革开放在1978—1984年的发动和起步之后，迅速进入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阶段，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推进

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农村改革在80年代初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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