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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是一本书，越读越厚，越读越新，越读越引人人胜。
南昌城更是一本不朽的书，到今年它写了二千二百三十年，这其中有辉煌也有暗淡，有骄傲也有悲伤
。
人民创造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新世纪以来的十年，南昌人民又一次以不屈不挠
、奋发向上的精神，书写了南昌城发展辉煌的崭新一页。
南昌城正从一个曾经积弱积贫、封闭落后的城市，向着繁荣富强、开放活力的现代城市转变。
历史是时代的记忆。
历史将记住这个火热的时代，记住这个人民群众创造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置身这一伟大时代，进入新世纪、面临新机遇、再图新崛起的南昌人，燃解放思想之激情，扬科学发
展之风帆，逐中部崛起之浪潮，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奉献，创造了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这座城
市的发展成就，把南昌领进了变化、开放、和谐、文明的历史新进程。
变化的南昌加速崛起。
后进赶先进。
发展是历史前进的根本途径，大发展是缩小差距的必由之路。
因为深知南昌仍属经济欠发达省会城市，深知南昌处在“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稍有松懈就会掉队
”的竞争格局，所以进入新世纪的南昌人更懂得快发展、大发展、好发展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更充满
奋发图强、不甘落后、勇于争先的壮志豪情，从而演绎出经济总量四年翻一番、财政总收入和规模工
业增加值三年翻一番、固定资产投资两年翻一番、经济增速在全国省会城市排位由“九五”期末第23
跃进到“十五”期末第4的“南昌现象”，创造出城市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到如今240平方公里的建设
成就。
南昌人用自己的生动实践，诠释着“兴发展贵永恒，起点高是财富”这样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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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昌市志(1986～2004)》是l997年出版的新编《南昌市志》的续志。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断限期内南昌地区地情的基本面貌，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
　　按照地方志是记述一定区域自然环境、居民及其社会活动（含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历史与现
状的资料性纂著的思路，强化志书的整体结构。
其结构为，首列行政区划，考镜建置沿革的源流演变，这是志书的传统要求；次列自然环境，既写物
华天宝的主导一面，也记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与损失；再列居民部类，体现“以人为本”的观点，表
明人对自然环境既有依赖、适应的一面，又有积极利用改造的一面，人是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
统一体，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后列人的社会活动，展示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中，开展各种经济
、政治和文化活动，不断创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过程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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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共湾里区第五次代表大会1992年12月28-31日在湾里城区举行。
大会代表276名，代表全区3301名党员。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肖永政代表第四届区委向大会所作的《肩负重任，继往开来，把我区改革开放和
经济建设推向新阶段》的报告，周春秀代表上届区纪委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湾里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2人，候补委员4人。
区委五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区委常委8人，肖永政任书记，利盛生、涂金平、应学全任副书记。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湾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人。
区纪委常委4人，书记1人，副书记1人。
中共湾里区第六次代表大会1997年12月16～18日在湾里城区举行。
大会代表218名，代表全区2659名党员。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陈志海代表第五届区委向大会所作的《立足新起点，致力大发展，以全新的姿态
胜利跨人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姜菊泉代表上届区纪委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湾里区第六届委员会委员25人，候补委员4人。
区委六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区委常委9人，陈志海任书记，李国根、应学全、万晓云任副书记。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湾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5人。
区纪委常委7人，书记1人，副书记2人。
中共湾里区第七次代表大会2002年12月23～26日在湾里城区举行。
大会代表288名，代表全区3418名党员。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万玉明代表第六届区委向大会所作的《实践“三个代表”，贯彻十六大精神，努
力把湾里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现代都市后花园》的报告，闵建波代表上届区纪
委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湾里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25人，候补委员4人。
区委七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区委常委9人，万玉明任书记，勒世标、闵建波、万贤赛任副书记。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湾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人。
区纪委常委7人，书记1人，副书记2人。
青山湖区中共郊区第三次代表大会1987年7月22～25日在郊区湖滨电影院举行。
大会代表348名，代表全区5511名党员。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陈守朴代表第二届区委向大会所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服务
城市富裕郊区再展宏图》的报告，王玉鹏代表上届区纪委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郊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7人，候补委员3人。
区委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区委常委7人，陈守朴任书记，熊久伶、邓树根任副书记。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5人。
区纪委常委5人，书记1人，副书记1人。
中共郊区第四次代表大会1990年5月22～26日在郊区湖滨电影院举行。
大会代表373名，代表全区6115名党员。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陈守朴代表第三届区委向大会所作《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加速建设繁荣、
富庶、安定、文明的郊区而奋斗》的报告，王玉鹏代表上届区纪委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郊区第四届委员会委员25人，候补委员5人。
区委四届一次全会选举区委常委9人，陈守朴任书记，熊久伶、李小南任副书记。
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共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人。
区纪委常委4人，书记1人，副书记1人。
中共郊区第五次代表大会1992年12月22～25日在郊区湖滨电影院举行。
大会代表360名，代表全区6457名党员。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周启球代表第四届区委向大会所作《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报告，徐腊保代表上届区纪委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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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郊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7人，候补委员4人。
区委五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区委常委10人，周启球任书记，李小南、魏际福、吴泽光任副书记。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5人。
区纪委常委4人，书记1人，副书记1人。
中共郊区第六次代表大会1997年12月15-18日在区会议中心举行。
大会代表312名，代表全区6537名党员。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周萌代表第五届区委向大会所作《立足新起点，实现大发展，为完成我区跨世纪
新任务而努力奋斗》的报告，涂世明代表上届区纪委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郊区第六届委员会委员25人，候补委员5人。
区委六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区委常委9人，周萌任书记，卢晓健、吴泽光、熊方福任副书记。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5人。
区纪委常委6人，书记1人，副书记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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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和省政府《关于开展续修地（市）、县（区）两级地方志工作
的通知》（赣府字[2000]112号）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在江西省地方志办
公室的精心指导下，2000年10月启动的《南昌市志（1986-2004）》，在吸收首轮新编地方志成功经验
的基础上，历时8年，现已定稿成书。
2000年10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赣府字[2000]12号文开展续修地（市）、县（市）两级地方
志工作的通知》（洪府厅字[2000]158号），续修《南昌市志》工作开始启动。
随后，市地方志办编辑续志编纂参考学习材料，并着手设计续志篇目大纲。
2002年6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南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洪府厅字[2002]103号）
。
2002年8月，市地方志办与市委党史办合并，组建市史志办。
2003年7月5日，全市续修《南昌市志》工作会议召开，全面部署续修《南昌市志》工作。
整个修志过程经历前期准备（2000年10月至2003年7月）、搜集资料（2003年7月至9月）、编纂初稿
（2003年10月至2005年3月）、总纂出版（2005年3月至2008年10月）4个阶段。
为确保志书质量，在修志过程中，我们注意抓了以下几件事：一是建立总纂班子。
由市政府发文，聘请2名执行副主编和12名分口总纂，负责总纂统稿。
二是培训编纂队伍。
先后举办修志业务知识培训班4次，培训修志人员800余人次；先后分5批次组织执行副主编、分口总纂
和主笔外出学习考察。
三是统一编纂标准。
编辑《续志资料选编》，确定编纂《凡例》和人物收录原则，制定志稿总纂标准。
四是规范编审程序。
实行六审验收制，即承编单位领导审验、分口总纂审验、承编单位复审、执行副主编和分口总纂会审
、执行副主编审验和编纂委员会审验。
据统计，全市承编单位召开志稿评审会50余次，参加会审单位130余个；市史志办召开志稿评审会29次
。
该书得以付梓，得益于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各承编单位的支持。
在2003年7月的全市续修《南昌市志》工作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余欣荣发表书面讲话，要求大家
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认真做好续修市志工作；市长李豆罗到会作动员讲话，要求各承编单位加强领
导，坚持做到“一纳人、五到位”。
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李豆罗又欣然为该书题写书名。
2007年初，新任市长胡宪在听取市史志办领导汇报工作后，对续修《南昌市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表示大力支持，并批准市史志办组织执行副主编和分口总纂外出考察学习。
该书送审稿送审后，市领导都及时给予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省地方志办主任刘斌、副主任吴小瑜、周慧，原主任谢军、副主任范银飞等领导和专家对该书的编纂
给予热情帮助和精心指导。
伍常安协助总纂完成自然环境部类和经济部类的统稿修改，曹家根协助总纂完成政治部类和文化部类
的统稿修改。
省地方志办副主任周慧及杨志华、伍常安、赖功赣、罗炳根、张满满、胡瑞云、徐琪平、周桂友、熊
慧平参加了该书的评稿工作。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就全市修志工作多次联合发文，部署、督促修志工作。
各口牵头单位积极履行职责，先后召开协调会30余次，较好地发挥了协调作用。
各承编单位高度重视修志工作，成立编纂机构，指定分管领导，不少单位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担任主
编。
该书得以付梓，凝聚了全体修志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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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过程中，主编、副主编、执行副主编、分口总纂，承编单位主编、主笔及市史志办工作人员分
工协作，不辞辛苦，矢志修志。
市个私办退休老同志陶细佬，在修志期间身患重病，但他仍坚持在病榻上修改志稿，直至去世。
该书的编纂还得到全市各界人士的关心和帮助。
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关心支持、热情帮助和参与该书编纂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已辞世的
修志工作者深表怀念。
编修地方志既是一项历史传统，又是一项创新工作，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力求真实、准确地记载1986
年以来南昌发展的历史，但由于知识不足，水平有限，加之某些资料缺失，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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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昌市志(1986-2004)(套装共3卷)》是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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