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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南县情

龙南，江西省直辖，由赣州市代管，位于江西省最南端，总面积 1641 平方千米。截至 2019
年末，下辖 9 个镇、5 个乡、107 个村（居）委会，总人口 33.82 万人。

龙南建县于南唐保大十一年（953 年），因县治在龙头山（一说百丈龙潭，又一说百丈龙滩）

之南，取名龙南。龙南是世界围屋之都，境内分布着 376 座各具特色的围屋，占赣南客家围

屋的 70%以上；已探明稀土、钨、煤、石灰石、大理石、膨润土和铁矿等矿产资源 40 多种，

其中离子型重稀土储量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 70%；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九

连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西新围、燕翼围和太平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武当山，国

家 3A 级景区栗园围和客家酒堡。

历史沿革编辑

春秋时期，龙南地属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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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王三年（前 473 年）冬十月，越灭吴，龙南地属越。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 334 年），楚灭越，龙南地属楚。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分全国为 36 郡，龙南地属南县，隶九江郡。

西汉高帝四年（前 203 年），改九江郡为淮南国。六年，析淮南国置豫章郡，领 18 县。龙

南地属南县，隶属章郡。

新莽改豫章群名九江郡。龙南地属南县，隶九江郡。

东汉建武元年（25 年），复改九江郡名豫章郡。龙南地属南县，隶豫章郡。

东汉兴平二年（195 年），析豫章地置庐陵郡。龙南地属南县，隶庐陵郡。

三国吴嘉禾五年（236 年），分庐陵郡地置庐陵南部都尉，析南县置南安县，县治在今南康。

龙南地属南安县，隶庐陵南部都尉。

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改庐陵南部都尉名南康郡，改南安县名南康县。龙南地属地康县，

隶南康郡。

南朝宋永初元年（420 年），改南康郡为南康国。龙南地属南康县，隶南康国。

南朝齐永明元年（483 年），南康国复名南康郡。龙南地属南康县，隶南康郡。

隋开皇九年（589 年）改南康郡为虔州。龙南地属南康县，隶虔州。

隋大业元年（605 年），虔州复名南康郡。龙南地属南康县，录南康郡。

唐武德五年（622 年），复改南康郡为虔州。龙南地属南康县，隶虔州。

唐永淳元年（682 年），析南康东南地置南安县。龙南地属南安县，隶虔州。

唐天宝元年（742 年），复改虔州为南康郡，改南安县为信丰县，析信丰县地置百丈 ，不

久升百丈名丈镇，不久又改百丈镇称虔南镇。时龙南即虔南镇，地属信丰县，隶南康郡。

唐乾元元年（758 年），南康郡复名虔州。时龙南即虔南镇，地属信丰县，隶虔州。

后梁贞明四年（918 年），吴杨隆演改虔南镇为虔南场。时龙南即虔南场，地属信丰县，隶

虔州。

南唐保大十一年（953 年），以信丰虔南场置龙南县，隶虔州。因县治在龙头山（一说百丈

龙潭），又一说“百丈龙滩”之南，取名龙南。

北宋大观元年（1107 年），升龙南为中县。

北宋宣和三年（1121 年），改龙南县名虔南县。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 年）改虔州为赣州；又改虔南县为龙南县，隶赣州。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并龙南入信丰县，隶赣州。

元元贞二年（1296 年），改赣州为路。时龙南地属信丰县，隶赣州路。

元至大二年（1309 年），复置龙南为县，隶赣州路。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常遇春攻赣州，改赣州路为府。龙南县隶赣州府。

明隆庆三年（1569 年），割龙南县高砂、下历、横江 3 堡地并安远、信丰县割地共建定南

县。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割龙南大龙、新兴 2 堡地并信丰县割地建虔南厅。

民国元年（1912 年）冬，废府及直州，龙南县录江西省政府。

民国三年（1914 年），划全省为 4 道，龙南县属赣南道。

民国十五年（1926 年），废道，龙南县复隶江西省政府。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划全省为 13 个行政区。第十三行政区辖龙南、虔南、定南、安

远、寻邬 5 县，驻龙南。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第十三行政区与第十一行政区合并，改名赣南政务专区，专员

公署先设大庾后迁赣州，龙南县属之。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春，改赣南政务专区为第九行政区，龙南县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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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缩改全省为 8 个行政区；第四行政区辖 11 个县，治所赣州。龙

南县属第四行政区直至 1949 年解放前夕。

1949 年 8 月 19 日，龙南解放，隶赣州分区督察专员公署。9 月，改属赣西南行政公署赣州

分区。

1950 年 9 月，撤销赣西南行政公署，龙南县改属赣西南人民行政公署。

1951 年 6 月，撤销赣西南人民行政公署，龙南县改属赣南行政公署。

1954 年 6 月，撤销赣州专员公署，龙南县改属赣南行政公署。

1964 年 5 月，撤销赣南行政公署，龙南县改属赣州专员公署。

1968 年 2 月，撤销赣州专员公署，龙南县改属赣州专区革命委员会。

1971 年 2 月，撤销赣州专区革命委员会，龙南县改属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

1978 年 7 月，撤销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龙南县改属赣州地区行政公署。

1999 年 7 月，撤销赣州地区设立赣州市，龙南县改属赣州市。

2020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江西省调整赣州市部分行政区划，同意撤销龙南县，设立县级龙

南市，以原龙南县的行政区域为龙南市行政区域，龙南市人民政府驻龙南镇龙翔大道 1 号。

龙南市由省直辖，赣州市代管。

区划详情

截至 2019 年末，龙南下辖 9 个镇、5 个乡：龙南镇、武当镇、杨村镇、汶龙镇、程龙镇、

关西镇、里仁镇、渡江镇、九连山镇、桃江乡、东江乡、临塘乡、南亨乡、夹湖乡。另设有

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安基山林场。共有 107 个村（居）委会。龙南市人民政府驻龙南镇龙

翔大道 1 号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龙南地处江西省最南端，东邻定南县，南接广东省和平县、连平县，西连全南县，北毗信丰

县，位于北纬 24°29′～25°1′，东经 114°23′1～14°59′之间，东西境长 60 千米，

南北境宽 55.50 千米，总面积 1641 平方千米，占全省面积的 1%。距赣州市 140 千米，距省

会南昌市 520 千米，距广州市 290 千米。

地质

龙南地层自上元古生震旦系至新生界第四系，中间除缺奥陶系、志留系地层外，其余各系均

有露布。县内露布地层的岩性大致可分为四种。

沉积岩：有碎屑岩、黏士岩、化学沉积岩，分布面积约占龙南土地面积的 50%，是县内地壳

表层的主要岩石。除东坑管委会、关西镇没有分布和安基山营林林场极少分布外，其他地方

均有分布火山岩分布面积约占龙南土地面积的 14%，主要分布在东坑管委会，其次为临塘乡、

汶龙镇、南亨乡、武当镇、杨村镇、程龙镇和九连山营林林场。

变质岩：分布面积约占龙南土地面积的 15%，主要分布在夹湖乡和安基山营林林场，其次是

东坑管委会、程龙镇、汶龙镇、杨村镇，临塘乡和九连山营林林场，渡江镇和桃江乡也有少

量分布。

侵入岩：以花岗石为主，分布面积约占龙南土地面积的 16%，主要分布在关西镇、杨村镇，

武当镇、桃江乡、龙南镇、临塘乡、南亨乡、东江乡、九连山营林林场、安基山营林林场也

有少量分布。

第四纪冲积层：以松散的陆相沉积，如砾石、砂、粘土等为主，主要分布在桃江乡、龙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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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镇，武当镇、临塘乡、里仁镇也有分布。分布面积约占龙南土地面积的 5%。
地形地貌

龙南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按海拔高度可分为 4 个地貌类型。

中山：海拔 1000 米以上，相对高度 500 米以上的山为中山。龙南中山面积约 15 平方千米，

主要分布在九连山营林林场和杨村镇的南部，构成九连山主脉的中段。

低山：海拔 500 米～1000 米，相对高度 200 米～500 米的山为低山。龙南低山面积约 442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于县四周边界之地，少数分布在境内。境内低山主要分布在武当镇、夹

湖乡、程龙镇、临塘乡等乡镇。

高丘：海拔 300 米～500 米，相对高度 200 米～300 米的丘陵为高丘。龙南高丘面积约 826
平方千米。九连山营林林场、安基山营林林场和杨村镇、武当镇、南亨乡、东坑管委会、汶

龙镇等乡镇除中低山外，全部为高丘，其他区域除龙南镇外均有高丘分布于中低外围。

中丘：海拔 100 米～300 米，相对高度 50 米～200 米的丘陵为中丘。龙南中丘面积约 358
平方千米，分布面积较大的有龙南镇、桃江乡、东江乡、渡江镇，其次是黄沙管委会、里仁

镇、关西镇、夹湖乡、临塘乡、程龙镇等乡镇。桃江乡龙村坝海拔 190 米，为龙南最低点。

气候

龙南气候为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型。主要特征是生长季节长，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四季分明，

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为 19.2℃，比多年平均值高 0.3℃。年平均气温变幅为 29℃，1 月份

平均气温变辐为 4.8℃，7 月份平均气温变幅为 3.4℃。

龙南降水年平均降水量为 150660 毫米，比多年平均值偏少 51.30 毫米。蒸发年蒸发量为

1021.40 毫米。日照以县气象局所在地为代表，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623.60 小时，日照百分

率为 37%，比多年平均值偏少 1140 小时。最多月份为 7 月，平均为 21620 小时，日照百分

率为 52%；最少月份为 3 月，平均为 72.40 小时，日照百分率 20%。风年平均风速 1.60 米/
秒，且四季变化不大。瞬时风速超过 8 级。湿度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9%，历年最小平均相对

湿度 6%。
水文

龙南地属长江流域，河流属赣江水系。主要河流有桃江、渥江、濂江、洒江、太平江。 [6]
土壤

龙南共划分为 7 个土类、13 个亚类 48 个土属、100 个土种。7 个土类即水稻士、潮土、紫

色土、石灰（岩）土、红壤、山地黄壤、山地草甸土。

水稻土：广泛分布在龙南各地，面积 9498.13 公顷，有 4 个亚类 22 个土属 55 个土种。4 个

亚类即：潴育型水稻土，面积 80033 公顷，占水稻土面积的 84%，是种植粮食、经济作物的

主要土壤，遍布龙南各地的塅田、垅田；淹育型水稻土，面积 271.06 公顷，占水稻士面积

的 3%，零星分布在水源缺少的丘陵山地、高排田；潜育型水稻土，面积 867.73 公顷，占水

稻土面积的 9%，主要分布在山丘坑田垅田的低注地、长年积水地段及平坦地区的低洼地段;
侧渗型水稻土，面积 356 公顷，占水稻土面积的 4%，零星分布在陡坡和倾斜度较大的排田

或梯田。

潮土：由河流冲积发育而成，分布在河流两岸，面积 473.93 公顷。有 1 个亚类（即灰潮土）

1 个土属（即壤质灰潮土）3 个土种。

紫色土：呈片状零星分布在龙南盆地边缘及东坑管委会、汶龙镇、夹湖乡、武当镇等有紫色

砂岩和紫色泥页岩类的丘陵地段；面积 13538.66 公顷，有 2 个亚类 5 个土属 8 个土种。2
个亚类，即：酸性紫色土，面积 12799.06 公顷，占紫色土面积的 94%；石灰性紫色土，面

积 740.13 公顷，占紫色土面积的 6%。
石灰（岩）土：零星分布在龙南镇、渡江镇、武当镇、南亨乡等乡镇的石灰岩地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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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80 公顷，有 1 个亚类（即棕色石灰土）2 个土属 4 个土种。

红壤：县内土壤的主要类型，面积 137627.60 公顷，有红壤、红壤性土、山地黄红壤 3 个亚

类 13 个土属 25 个土种。分布于丘陵和 900 米以下的山地，与紫色土、石灰土交错存在。3
个亚类即红壤（亚类）面积 118334.46 公顷，占红壤（土类）总面积的 86%；红壤性土 1508.06
公顷，占红壤（土类）总面积的 1%，分布在丘陵地段，与紫色土、石灰（岩）土交错存在；

山地黄红壤 17784.86 公顷，占红壤土类总面积的 13%，分布在龙南海拔 600 米～800 米的

山地。

山地黄壤：面积 2811.60 公顷，主要分布在海拔 800 米～1200 米的山地，如九连山、金盆

山等地，有 1 个亚类（即山地黄壤）3 个土属 3 个土种。

山地草甸土：面积 100026 公顷，有 1 个亚类（即山地草甸土）2 个土属 2 个土种。主要分

布在中山顶部平缓洼地。

植被

根据第五次森林资源调查，龙南森林覆盖率达 80.30%。按主要树种和林种结构划分，可分

为 5 个森林植被类型。

常绿阔叶林：分布在县内海拔 300 米～800 米的丘陵和低山地。主要建群树种有壳斗科的青

刚栎、簏角栲、闽粤栲、南岭栲、甜珠、大叶锥栗，山茶科的木荷、厚皮香，樟科的黄樟、

黑壳楠、大叶楠等。由于人为因素,原生植被不断受到破坏，仅存于九连山自然保护区和安

基山营林林场、夹湖乡、杨村镇边缘深山区内的常绿阔叶林中，具有明显的沟谷季雨林板根

现象和层外植物繁多及叶型较大的特色。

针阔叶混交林：占龙南山地植被面积的 40%以上。其中，以壳斗科为建群树种的阔马（尾松）

混交林，分布于夹湖、程龙、九连山、临塘、东坑、关西、南亨、安基山等乡（镇、场）的

产林区；以油茶为建群树种的阔马混交林，大部分为块状混交，分散于龙南油茶产区；以茅

竹为建群树种的竹阔马混交林，间有枫香、木荷及壳斗科乔木，在海拔 350 米 500 米的丘陵

区呈片状分布。

针叶树林：分布于海拔 80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此类植被有 3 种情况：以马尾松为优势树

种间生不良杉木的次生天然林，见于龙南各地；杉木人工纯林，主要分布于九连山、安基山、

棋棠山、夹湖、临塘塘口、人一九等林场；柳杉林，为九连山营林林场营造。

不稳定的灌丛类型：分布在丘陵和人为破坏较大的地区，以胡枝子、榧木、鸟饭、乌药、黄

端木、杜鹃、黄杞子、小山竹、盐肤子、拟赤杨等为主。

山地草甸类型：分布于海拔 800 米以上的山顶，以野古草、五节芒、野香茅、黄背草、金茅、

芒、一枝黄花、鸡儿肠等组成。

自然资源编辑

水资源

龙南除桃江干流外，龙南集雨面积 10 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总长 76.45 千米。大小河流组成

庞大的灌溉网，河网密度 38.42 千米/平方千米。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23.82 亿立方米，其中县

内流域产水量为 1541 亿立方米，县外流入的过境水量 841 亿立方米。

土地资源

根据 200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龙南土地总面积 164236.31 公顷，按土地利用类型分农用

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3 类。农用地 155724.85 公顷，占 94.82%；建设用地 5871.46 公顷，

占 3.57%；未利用地 2640 公顷，占 1.61%。
生物资源

动物资源

野生动物，有陆生脊椎动物 81 科 25 属 300 多种。其中，哺乳动物 7 目 18 科 57 种；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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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目 5 科 257 种；爬行类 2 目 13 科 44 种；鱼类 6 目 14 科 36 种；贝类 27 种；昆虫类 19
目 202 科 987 属 1524 种。属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有黄腹角雉、蟒蛇、豹、云豹、白颈

长尾雉、金斑喙凤蝶；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金猫、小灵猫、大灵猫、穿山甲、豺、水鹿、

鬣羚、白鹇、海南虎斑鳽、蛇雕、斑林狸、黑冠鹃隼、黑耳鸢、赤腹鹰、松雀鹰、普通灰脸

鹰、鹰、白腹隼雕、白尾鹳、蛇雕、白腿小隼、红隼、勺鸡、褐翅鸦鹃、小鸦鹃、草领角、

雕、领鸺鹠、斑头鸺鹛、鹰等。

植物资源

已查明高等植物有 297 科 112 属 2796 种。其中，苔藓植物 66 科 137 属 287 种；蕨类植物

41 科 86 属 188 种；裸子植物 8 科 11 属 31 种；被子植物 180 科 866 属 2290 种；真菌 24 科

139 种。中国特有植物分布有 19 属 42 种，珍稀植物种类 21 种。江西省重点保护植物有 80
种，兰科植物有 60 余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有伯乐树、水松水杉、香果树南方红豆杉

和银杏；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有粗齿桫椤、半枫柯、观光木等。

矿产资源

截至 2007 年底，龙南已发现矿种有稀土（轻稀土、重稀土）、煤、石灰岩、钨、锡、铋、

铜、铅、锌、镍、铌、钽、金、银、铁、钛、锆、铪、钴、萤石、大理岩、白云岩、饰面石

材，钾长石、膨润土、高岭土、磷矿、地热、砖瓦用粘土、建筑用砂、建筑石料等 33 种，

矿产地 93 处。其中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矿种 19 种，矿产地 48 处。

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矿区中，以稀土矿和煤矿最多，次为水泥用石灰岩、建材矿区。其中大

型矿床 1 处（足洞重稀土矿），中型矿床 3 处（关西轻稀土矿、玉石岩水泥用石灰岩矿、半

坑萤石矿），小型及小型规模以下矿床（点）44 处。达到勘探程度的矿区 3 处（足洞重稀

土矿、富坑重稀土矿和汤湖地热），详查矿区 9 处（煤矿 6 处、钨矿 1 处、萤石矿 1 处、矿

泉水 1 处），普查矿区 24 处。查明资源储量中基础储量所占比例较高的有：水泥用石灰岩

矿 70%、地热 65%、轻稀土矿 62%、煤矿 59%、重稀土矿 35%。
人口

据公安人口统计年报，2019 年，龙南总人口 338236 人，出生人口 4102 人，死亡人口 1828
人。全县城镇化率达 53.73%，比上年提高 1.62 个百分点。据计生部门统计口径，2019 年全

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7.08‰。

经济

综述

据初步核算，2019 年龙南生产总值 1640711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8.2%。三次产

业结构由上年的 8.8：52.6：38.6 调整为 8.7:52.6:38.7。 [2]
2019 年，龙南 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9.5%。三大产业投资中，第一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下降 79.7%，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为 0.3%；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1%，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为 57.7%；第三产业固定资产增长 0.1%，占全县固定

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为 42%。房地产投资增长 9.2%，房地产销售面积 42.2 万平方米。

2019 年，龙南财政总收入 231853 万元，比 2018 年增长 8.05%，人均财政收入 7441 元。其

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514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7.99%。龙南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为 14.13%，比上年提高 1.84 个百分点。全年财政支出 365900 万元，增长 5.75%。
2019 年，龙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555 元，增长 8.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12760 元，增长 10.1%。
2019 年，龙南引进 2000 万元以上省外资金项目 18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实际利用

内资 79.74 亿元，增长 10%；实际使用外资 13785 万美元,增长 9.37%。
第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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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龙南第一产业增加值 141742 万元，增长 3.3%，对全县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为 3.7%，
拉动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

2019 年，龙南农业总产值 229368 万元，增长 3.17%。全年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作物总产

量 59262 吨，增长 0.16%；油料总产量 2854 吨，增长 1.10%；蔬菜总产量 201509 吨，下降

20.43%。主要林产品产量：油茶籽 2456 吨，板栗 775 吨。

牧业生产情况：全年生猪出栏 227608 头，下降 2.98%；家禽出笼 584 万只，增长 3.01%；肉

类总产量 28008 吨，下降 0.87%；家禽产蛋量 12811 吨，增长 4.79%。
2019 年，龙南水产品产量 9309 吨，增长 2.87%。当年机耕面积 12140 公顷，农村用电量 4128
万度，增长 0.27%；化肥施用量 19878 吨，下降 1.22%；农药用量 245 吨，下降 1.21%；农

用柴油使用量 462 吨，增长 0.43%。
第二产业

2019 年，龙南第二产业增加值 863627 万元，增长 8.4%，对全县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为 54.7%，
拉动经济增长 4.5 个百分点。

2019 年，龙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2%，完成工业营业收入 1878323 万元，其中稀土

精深加工、电子信息、现代轻工、食品药品四大主导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401161 万元。

2019 年，龙南建筑业增加值 92989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龙南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

专业承包建筑业产值 158658 万元，增长 10.1%。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50.3 万平方米。 [2]
第三产业

2019 年，龙南第三产业增加值 635342 万元，增长 9.0%，对全县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为 41.6%，
拉动经济增长 3.4 个百分点。

截至 2019 年末，龙南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186319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2%，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1107142 万元，增长 12.35%；各项贷款余额 1511170 万元，比上年增长

9.36%。
2019 年，龙南保险费总收入 16336.16 万元。其中财产保险费收入 7499.08 万元，人寿保险

费收入 8837.08 万元。财产保险赔付支出金额 4352.71 万元，人寿保险赔付支出金额 1546.99
万元。

2019 年，龙南进出口总值 558565 亿元，增长 4.3%。其中：出口 471787 亿元，下降 1.64%。
2019 年，龙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5006 万元，增长 11.4%。按城乡市场分：城镇市场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28444 万元，增长 12.8%；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66562 万元，

增长 5.2%。按行业分：龙南批发业实现零售额 21397 万元，增长 5.3%；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307454 万元，增长 12.9%；住宿业实现零售额 13248 万元，增长 8.8%；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52907 万元，增长 6.5%。其中实现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7098 万元，增长 16.2%。
2019 年，龙南共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26448 万元，下降 0.23%。其中移动业务总量 15895 万

元，邮政业务总量 4549 万元、电信业务总量 4581 万元，联通业务总量 1423 万元；全县拥

有移动电话总数达 332579 部，增长 10.69%。其中移动公司达 235238 部，电信公司 74150
部，联通公司 23209 部；宽带用户 94429 户，增长 15.63%。其中移动宽带 55976 户，电信

宽带 35253 户，联通宽带 3200 户。

2019 年，龙南共接待游客 596.48 万人次，增长 33.6%，旅游总收入 48.22 亿元，增长 40.2%，
其中旅游外汇收入 3220.5 万美元，增长 7.6%，国内旅游收入 46.02 亿元，增长 43.6%。

交通运输

交通

京九铁路、105 国道、赣粤高速、大庆—广州高速公路穿境而过，通用机场列入全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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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深高速铁路建成后将全面融入珠三角 1 小时经济圈。 [1]
京九铁路境内全长 28.30 千米。大广高速公路龙南段全长 59 千米，设里仁、东江、杨村 3
个互通口。水路交通受水量和河道限制，走势衰退。 [7]
2019 年，龙南货物周转量 110009 万吨公里，客运周转量 18376 万人公里；年末全县拥有汽

车 1473 辆，其中：货车 1401 辆，客车 72 辆。

社会事业

文化事业

2019 年，龙南对 94 个农家书屋更新点的图书进行了补充、上架。开展“龙翔风”广场文艺

活动，举办大型群众文艺演出 21 场，大型文化艺术作品展览 11 次。举办各类免费文化培训

班 28 次，培训 3600 余人次。开展送戏下乡 145 场，观众 5.1 万人次；送电影下乡 1558 场，

观众 13 万人次；各乡镇举办文体活动 41 场，观众 7 万人次

历史文化

综述

龙南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南客家围屋建筑技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堡龙船

会、客家香火龙、龙南客家山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村过山溜、客家婚俗、客家织带手

工艺术、凤眼珍珠制作艺术。

客家民居营造技艺（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

龙南境内保存的客家围屋，基本涵盖了客家围屋的所有建筑样式。其中客家方型围屋数量之

多、风格之全、保存之完好，属全国之最。2012 年，以龙南围屋为典型代表的赣南客家围

屋，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2014 年，客家民居营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俗风情

太平堡龙船会

明清时期，龙船会是赣南客家人喜庆端午的重要活动，它起源于明朝弘治年间，传承至今。

明清时期，太平堡属定南厅管辖，据清道光《定南厅志》卷六《风俗》记载：“端午悬蒲艾，

划龙船，食角黍。”

龙南县太平堡赖氏家族一直延续着主持太平堡龙船会传统。太平堡龙船会是在杨村镇杨村村

面积仅 15 亩的池塘里举行。

太平堡龙船会为期 5 天，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举行，至今保留着祀奉龙神、请龙神、龙

船会、扫邪、决赛、游船、龙神归位、送游船鸭等传统民俗活动事项。节日期间，江西龙南

县、广东连平、和平县客家人纷纷前来参与，龙船会高潮时游人达数万人，五月初三和初五

是龙船会的高潮。

龙南香火龙

龙南香火龙兴于明末清初，为元宵节传统民俗活动。点燃的香火插在龙身上，点点火光组

成了一条光闪闪的龙在夜空邀游，虫萤追逐龙身的点点火光飞来。香火龙表演时，火龙劲舞，

香火成线。

客家千人宴

千百年来客家人性格纯朴、热情好客，亲朋好友来访定以好酒好菜招待，每逢重大节庆活动，

便会摆下千人宴。每年端午节，在太平堡龙船盛会上，客家千人宴已经成为招待四方宾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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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方式。

风景名胜

综述

龙南有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南武当旅游景区、关西围景区、虔心小镇，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栗园围、客家酒堡；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九连山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武

当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西新围、燕翼围、太平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关西村、杨

村村、乌石村、新园村；有省 AAAAA 级乡村旅游点、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省级生态旅游示

范区虔心小镇，省级 AAAA 级乡村旅游点正桂美丽乡村，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石仙岩；

有悦龙湾水上乐园、绿天泉温泉等旅游休闲度假区，有梦里桃乡、诗蔬莲塘、宝贝田园等乡

村旅游点。

主要景点

南武当旅游景区

南武当旅游景区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省级森林公园。其核心景点—

—南武当山，矗立在江西最南端的龙南县武当镇境内，景区东接广东省和平县，南邻广东省

连平县，西邻九连山亚热带原始森林。总规划面积 13.5 平方公里，主峰海拔 864 米。

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赣粤边界、南岭东部的核心部位，总面积 1341160 公顷。护区

内保存有较大面积的原生性亚热带常绿阔叶，森林覆盖率 94.70%，其中核心区森林覆盖率

达 98.20%，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素有“生物基因库”、“动植物避难所”、“赣江源”

之称，是南岭东部一座绿色宝库。

关西围景区

关西围景区是国家 4A 级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核心景点——关西新围，坐西南

朝东北，平面呈“国”字形，面阔 92.2 米，进深 83.5 米，占地面积 7426 平方米，建筑面

积 11477 平方米。关西新围集“家、祠、堡”为一体，前后三进，五组并列，是客家地区传

颂的九幢十八厅的典型建筑

栗园围景区

栗园围景区位于龙南里仁镇栗园村，占地面积 45288 平方米。栗园围始建于弘治辛酉年（1501
年），为明代五品大员李清公所建，是龙南最大的客家围。

燕翼围

燕翼围位于杨村镇杨村村高水围组。燕翼围俗称“高守围”，系杨村名士赖福之于清朝顺治

七年（1650 年）始建。平面略呈长方形，围高四层 14.30 米，长 41.50 米，宽 31.80 米，占

地面积 1367 平方米。全围以厅堂为中轴线，四面对称建房共 136 间，建筑面积 3741 平方

米。2001 年 6 月，燕翼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虔心小镇

虔心小镇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江西九连山东北

麓。小镇总体规划面积 10 万亩，包括 6 万亩的竹林和 1 万亩的茶园。平均海拔 600 米，年

平均气温 18.9℃，负氧离子高达每立方厘米 110000 个，高出城市 15 倍以上。拥有红豆杉

等 40 多种不同的珍稀植物，被誉为赣南粤北地区的“天然氧吧”。景区有丰富的山水茶竹

资源，配套的野奢风格林间别墅。

玉石仙岩风景区

玉石仙岩风景区位于县城北 3 千米的桃江东岸。岩中有个天然溶洞，称“玉虚洞”。洞内悬

吊石钟、石乳、石笋等，有的似花鸟虫鱼，有的像飞禽走兽。明正德十三年（1518 年），

都御史王阳明曾到此游览。其后，不少文人墨客在此联袂和韵，镌刻抒怀，保存至今的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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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 43 方。1959 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平桥

太平桥位于龙南县杨村镇车田村，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系南赣巡抚王守仁（阳明）为纪念

平定“三浰”而建，以示天下太平，后损毁。现桥于清朝嘉庆元年（1796）由赖氏宗亲选址

重建。太平桥造型优美奇特，桥梁与房屋珠联璧合。桥体全长 44.8 米，桥面宽 4 米，通高

约 15.2 米。下层三墩两孔，砖石结构，上游中间桥墩凸出，形如船头，消弱了水流对桥墩

的冲击。上层桥中央为客家府第式砖木结构四通廊屋，两侧“五岳朝天”马头墙样式，开有

廊拱，上层廊拱落于下层两桥拱圈之上成“品”字形结构。太平桥融科学性、实用性、艺术

性于一体，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建筑研究价值，荣获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百大新发现”

称号，收录《世界桥梁大观》。2013 年 3 月 5 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特色物产

龙南坳背梨是龙南地方优良品种，产于坳背村。该果大（200～650 克）汁多、香脆的特点，

且早熟、丰产，小暑至大暑即成熟，株产高达 340 多公斤。 [21]
龙南板栗主产于渡江乡的红星、下坝、上圳、下圳、莲塘、黄花、陂坑，里仁乡的栗园，桃

江乡的窑头，临塘乡的大田、临塘，程龙镇的八一九、豆头，东江乡的大稳、江头，马牯塘

镇的会龙、龙陂等地。品其特点是：个大，饱满，肉脆嫩，味香甜，营养价值高。具有补肝

益脾、健胃生津的功能。栗花可治腹泻，根皮能治痔疮。树材质地坚实，纹理清晰，耐湿抗

腐，是优良的建筑、家具用材。该县已把板栗生产列入基地建设之列。 [22]
龙南大蒜，又称紫皮大蒜，是江西省龙南县历史悠久的名优特产。蒜头（鳞茎）呈淡紫红色

或紫白色，瓣肉细嫩致密，每个蒜包一般有 10－20 瓣。蒜包紧实，耐贮藏。品质优良，生

食香脆辛辣，熟食香味浓郁，营养丰富。既是佐餐之佳品，又具药用之功效。

美味美食

杨村乌粉——具有色、香、味、形俱佳，味鲜爽口，色泽晶莹，营养丰富，柔韧清香和耐储

存等特点。

凤眼珍珠——采用优质薯粉加工而成，煮成珍珠汤，润滑爽口如咽珠玑，淡而清甜，厚而不

腻，既宜喜宴佳肴，又适家常便餐，主食菜佐兼用。珍珠汤有滋补、清热、降压、醒脑、明

目的作用。

捶鱼——采用鲜鱼和薯粉加工而成，色、香、味、形俱佳，有舒心醒脑、明目利尿和促进睡

眠的功效。

金钩腌菜——采用芥菜（水菜）腌制而成，具有色黄亮略带青色和味香爽口的特点，存放期

长且越存越香。

著名人物

鸥洋，女，1937 年生于湖北武昌，原籍江西龙南，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

学会理事。

张建忠（1969.09.16—1989.05.22），曾用名张建雄，在抗洪抢险中为抢救集体财产而英勇

献身。

赖远明（1962.08—），寒区工程、土木工程专家。201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鲍洪星（1964—），“改革开放 30 年推动饲料工业发展的十大开拓人物”。

荣誉称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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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5 月 31 日，龙南荣获江西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综合奖。

2018 年 09 月 21 日，龙南荣获 2017 年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先进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