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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情介绍

于都县地处赣州东部,总面积 2893 平方公里,辖 23 个乡镇 357 个行政村和 1

个工业园,因以北有雩山,取名雩都,1957 年更名为“于都”。于都是百万人口大

县。于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是赣州唯一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县,总人口

111.95 万;是资源大县,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银、钨、锌、铅、煤等 27 种矿产资

源;是生态大县,森林覆盖率达 71.8%,获评“省级森林城市”“省级文明城市”。

于都是千年人文之乡。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置县,是江西最早建县的十

八个县【南昌、庐陵、彭泽、鄱阳、鄡阳、馀淦、柴桑、新淦、南城、宜春、艾

县、安平、海昏、历陵、建成、南壄、赣县、雩都】和赣南最早建县的三个县【南

壄、赣县、雩都】之一,迄今已有 2220 余年历史,朱熹、王阳明、周敦颐等在此

留下墨宝,素有“六县之母”【瑞金、会昌、石城、宁都、安远、寻乌】和“闽、

粤、湘三省往来之冲”之称,是全国著名的“唢呐艺术之乡”“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和“全国文化先进县”,“于都唢呐公婆吹”“于都古文”被列入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于都是万里长征起点。1934 年 10 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

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作为“地

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于都为革命牺牲的有姓名可考的烈

士达 16338 人,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达 1.1 万人;共走出了 16 位于都籍共

和国将军。

近年来,于都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总书

记视察江西、赣州和于都重要讲话精神统揽工作全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干字当头、勇争一流,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各项工作取得新的

成效。如期完成减贫任务,以“零漏评、零错退、满意度赣州 4 个摘帽县第一”

的成绩实现高质量摘帽,获得全省组织创新奖,被列为全国首批脱贫攻坚交流基

地。纺织服装首位产业蓬勃发展,全县纺织服装企业达 300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100 家,2020 年全行业产值突破 500 亿元,被授予“中国品牌服装制造名城”称号、

被认定为“国家纺织服装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农业产业提质扩面,累计建成设

施蔬菜基地面积 4.5 万亩、露天蔬菜 10 万亩,蔬菜产量超过 50 万吨;脐橙总面积

达 16.4 万亩,高产油茶面积达 19.2 万亩,富硒脐橙获得“中国富硒好果”殊荣,

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富硒茶叶、富硒脐橙等产品热销各地。红色旅游蓬勃发展,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成功创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于都

段)项目顺利推进,圆满承办全省旅发大会、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西活

动。深化改革硕果累累,在全省率先开展“以照含证集约办理”改革试点,获批全

省第三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获评“全省第四届十佳优化营商环境县”,

纺织服装创新发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健康扶贫等特色亮点工作在全省、全国

性会议上作经验介绍。

2020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279.43 亿元,增长 4.3%;财政总收入完成 22.5 亿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2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6%;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8.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1 亿元,增长 3.4%;实际利用外资 1.34 亿

美元,增长7.34%;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3342元,增长6.3%;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3037 元,增长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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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名胜
于都县“山明川秀，地丽物繁”，名胜古迹众多，旅游景点引人入胜。

现已开发“红”、“绿”、“古”特色旅游景区 10 余处，如中央红军长

征第一渡纪念碑园――东门渡口、毛泽东旧居何屋、江西第一、江南第二

大高山草场――屏山牧场、罗田岩摩崖石刻、宝塔公园等。另外，在全国

新农村建设发源示范点――罗坳油槽下和梓山欧阳屋新开发的农家乐休

闲旅游景点，吸引各地游客旅游观光。目前于都正计划组织筹备建立长征

文化艺术旅游节和唢呐艺术旅游节；新开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杨

公坝、盘古茶场生态旅游等 10 个旅游景区。

长征第一

被称为“长征第一渡”的“于都红军大桥”是于都县横跨于都河的第 8 座大桥，1934

年，8.6 万红军主力从于都河上 8个渡口渡河，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当时，河上没

有一座桥，于都人民搭浮桥，摆渡船，把红军送上了漫漫征程。

罗田岩

位于县城贡江南岸楂林村 323 国道旁，距县城 1 公里。是历代名人摩崖石刻众多，

丹山碧水为主的历代风景名胜地，开发于南北朝，创有“华岩禅院”，为《爱莲说》碑

刻发表地。

屏山

屏山，坐落于县南部的靖石乡境内，距县城 约 60 公里，旧名龙山，海拔 1312 米，

为县内最高峰，山麓四周百余里，皆山石层垒而成，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结构，山高如

屏，有奇禽异兽，盛夏最高气温 29℃。山顶处，明代农民起义军首领朱绍纲曾在此安营

扎寨、练兵习武。

宝塔公园，

位于县城西门 323 国道旁，宝塔旧名“慧明院塔”，始建于宋至和二年（1055 年），

后几经重修。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重修，更名“重光宝塔”，素有“雩都文峰”之

称，备受民间爱护。文革时被毁，2004 年全县人民自发捐资移址重建。现宝塔高 55.26

米，塔型八面朔风，塔身七级重檐，每级设游廊；塔单层设子、午、卯、酉、四大正门。

双层设乾、坤、艮、巽四大隅门，塔刹四级铸铁，塔胎呈八角形，直径 12 米，塔体框架

砖混结构，外砌青砖，着色调和，仿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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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沿革

于都县地处赣州东部,距赣州65公里,南昌 422公里;东邻瑞金,南接安远,西

连赣县,北毗兴国和宁都;总面积 2893 平方公里,,辖 23 个乡镇 352 个行政村,总

人口 104.6 万,人口规模居全市第一、全省第四,是著名革命老区县、国家扶贫开

发重点县。2012 年 6 月,于都县被国务院列为瑞(金)兴(国)于(都)经济振兴试验

区。

于都县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人类居住。公元前 201 年(西汉高

祖六年)建县,迄今已有 2214 年的历史。是赣南建县最早的三个县之一。于都以

北有雩山,取名为“雩都”,1957 年 6 月 1 日起改“雩都”为“于都”。建县时

幅员辽阔,所辖地域含今宁都、石城、安远、瑞金、会昌、寻乌诸县,故有“六县

之母”之称。隋初前,古南康郡治设在于都近 250 年之久,是赣南的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中心和军事要地。故遗存的历史文物古迹极为丰富,现公布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有 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 19 处。

于都是一块红色土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过伟大革

命实践的地方,是著名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集结地和出发地。苏区时期,

先后分设于都、胜利、登贤、瑞西、兴胜、于西等县。长征前夕,中共赣南省委

和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设在于都县城。故遗存的革命旧址、旧居极为丰富。现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 1 处(14 个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中央后方保管处旧址 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 7处。

从 1926 年 11 月于都建立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开始,于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

的正确指引下,掀起了工农革命运动高潮,1928 年 2、3 月间,里仁、步前、桥头

相继举行了震惊赣南的农民武装暴动。1928 年建立了赣南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于都桥头根据地以及赣南第一个地方武装——赣南红军十五纵队。1929 年,毛

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在于都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红色政

权——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从而推动于都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被陈毅同志称为“赣南当时最红的地方”和“群众斗争的代表”。中央苏区形成

后,于都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建设和巩固中央革命根据

地的运动中,在购买公债、支前扩红、参军参战和全力支援红军反“围剿”战争

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于都铁山垅成立的“中华钨砂公司”

是党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为苏区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支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于都人民在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领

导下,帮助红军筹粮、筹款、筹集物资、补充兵员等工作。1934 年 10 月初,中央

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休整。于都人民协助主力红军肃情敌探,封锁消息。

帮助红军搭浮桥,准备 800 余条渔船供红军搭浮桥和摆渡之用,组织千余名挑夫

随军出征。1934 年 10 月 17 至 20 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

古等及中央直属机关、中央红军 8.7 万余人顺利从于都河北岸 8个主要渡口渡过

于都河,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

事处从瑞金云石山先后迁驻于都宽田的龙泉、石石含、黄龙的井塘、禾丰的华山

下继续领导苏区人民坚持斗争。于都人民在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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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保卫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1935 年 3 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及留

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在于都南部仁风地区分九路向外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

方三年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于都人民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苏区

时期的优良传统,艰苦斗争,不怕牺牲,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

了重大贡献。1949 年 8 月,于都县获得解放。于都人民在中共于都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以崭新的姿态和主人翁的精神,全面跨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新的历史时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几十年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于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付出了巨大

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都参加红军的人数计达 67709 人,

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多,支前参战的人数共有近 10 万人;参加长征的近万

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有姓名记载的革命烈士就有 16200 多名。建国后健在

的长征干部共有 277 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成长成了我们党和政府及军队的高

级干部,其中少将 16 名,省军级领导干部 55 名,地、师级干部 200 余名。

伟大长征孕育的伟大长征精神,是引领于都人民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宝贵财

富。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于都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牢牢抓住发展这个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发展条件明显改善,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发展后劲明显增强,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对外影响力明显提高。

4、经济结构

近年来,于都县牢固树立“发展为先、生态为重、创新为魂、民生为本”理

念,进一步增强铭党恩、谋发展、促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把思想、认识和

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苏区振兴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去,主攻贡江新区、工

业新区、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建设,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驱动、信息化为引领,

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生态化,努力争当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先行者,着力建设经

济繁荣、城乡秀美、生态宜居、社会和谐的幸福于都,经济社会呈现加快发展、

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良好态势,于都进入了发展前景最优、发展态势最好、建

设速度最快、社情民意最顺”的新时期。2012 年,全县生产总值达 121 亿元,增

长 11.2%;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达 84 亿元,增长 24.1%;财政总收入达 10.3

亿元,增长27.1%;实现公共财政收入7.26亿元,增长28.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达 47.55 亿元,增长 13.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29.8 亿元,增长 14.3%。2013

年上半年,预计(下同)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62 亿元,增长 11.5%;500 万元以上项目

固定资产完成投资34亿元,增长30%;财政总收入完成6.08亿元,增长8.5%;公共

财政收入完成4.23亿元,增长3.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亿元,增长19%;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6.3 亿元,增长 14.1%。

5、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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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辖 9个镇、14 个乡：贡江镇、铁山垅镇、盘古山镇、禾丰镇、祁禄山镇、

梓山镇、银坑镇、岭背镇、罗坳镇、罗江乡、小溪乡、利村乡、新陂乡、靖石乡、

黄麟乡、沙心乡、宽田乡、葛坳乡、桥头乡、马安乡、仙下乡、车溪乡、段屋乡。

共有 25 个居委会、357 个村委会。

6、自然资源

于都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9.7 ℃。一月和七月平均气温分别

是 8.2 ℃和 29.7 ℃，极端气温为 39.9 ℃和－ 8 ℃，年均降水

量 1507毫米， 4-5 月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47% ，年日照时

数 1621.9 小时，年均无霜期 305 天。有寒潮、台风、高温干热

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土壤类型主要为红壤，占全县总面积

的 67.8% ，水稻土占 11% 。境内地下矿藏资源丰富，有钨、锡、

铋、锌、金、银、铜、铁、锰、稀土、灰石、透闪石、耐火粘土

等 28种，是赣州市重要的矿产品基地。其中钨矿有大、中型矿

区 7处；煤、石灰石储量大，分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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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乡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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