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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情

宁都是江西省赣州市辖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 236 年）建县。地处

赣江正源贡水上游，东邻抚州市广昌县和石城县，南连瑞金市、西接于都县、兴国县及永丰

县，北毗乐安县、宜黄县，东北倚南丰县。总面积 4053.16 平方千米，居江西省第三、赣州

市第一，现辖 24 个乡镇，2016 年户籍总人口 83 万人。是原中央苏区核心县、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大开发政策延伸县、罗霄山特困片区县。

宁都自古以来被誉为“文乡诗国”，南宋时成立的“江湖吟社”享誉全国，清初创立的易堂

学馆位列当时“三山学派”之首。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是中央苏区最高军

事机关（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地，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少共国际师、红军第一支无

线电侦察部队、红五军团的诞生地，当年红军在这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

利，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也在这里爆发。

2010 年，宁都县荣获“中国客家民俗文化之乡”称号。2013 年被国家文化部批准列入客家

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范围。

2015 年经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省委农工部《关于印发宁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体制创新试

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出台，并专项批复“同意宁都县享受省直管县的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2019 年 1 月 25 日，入选 2018 年度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

2019 年 3 月，被列入《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第一批）》名单。2020 年 4 月 26
日，宁都县达到脱贫退出条件，宣布脱贫退出贫困县序列。

历史沿革

考古资料证明，在原始社会晚期，宁都已有人类居住。

春秋属吴国，战国初属越。后楚灭越，全境属楚。

秦统一后，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宁都属九江郡南壄县。

西汉属豫章郡。高祖六年（前 201 年）始置雩都县，宁都为雩都县地。

建安五年（200 年）孙策析庐陵等县置属庐陵郡，雩都属之。

吴嘉禾五年（236），孙权析雩都白鹿营地置阳都县，宁都首次设立行政单位。属庐陵郡南

部都尉辖制，又析阳都陂阳地置陂阳县,随后改为揭阳。

西晋太康元年（280），改阳都为宁都（因境内有太平里，以安宁之意而名为宁都）。此为

“宁都”县名之始。迁县治于阳田营（今石上镇王田营村）。

太康三年（282）改南部都尉为南康郡（治雩都）。

东晋永和五年（349），南康郡移治赣县（今赣州）。宁都隶之。

宋永初元年（420）改南康郡为南康国。宁都隶之。

大明五年（461），析宁都虔化屯（今东山坝镇大布村）置虔化县（旧志载：县西五里有石

状如虎，传由虎化为石。虎为凶物，改为虔，故名虔化，县以此得村名），并属南康国。

齐永明元年（483）南康国复为南康郡。宁都、虔化均属南康郡。

隋开皇九年（589）灭陈，改南康郡为虔州。虔化并入宁都，隶虔州。

开皇十三年，陂阳县（今石城县西）并入宁都县。

开皇十八年（598），改宁都为虔化县，隶属如前。迁县治于雪竹坪（今梅江镇）。

唐武德五年（622），虔化属洪州总管府虔州。

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虔化属江南道虔州。

开元二十一年（733）分江南为东西道。虔化属江南西道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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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六年（811），升虔州为上州，虔化为上县。

咸通七年（866），升虔州为节镇，号百胜军。虔化隶之。

南唐保大十一年（953），析虔化之石城场置石城县。

宋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虔化属江南路虔州。

天禧四年（1020），分江南路为东、西路。虔化属江南西路虔州。

大观元年（1107），升虔州为望郡，虔化为上县。

绍兴二十三年（1153），改虔州为赣州，虔化为宁都。

元至元十四年（1277），置江西行中书省，改赣州为路。宁都属赣州路。

元贞元年（1295）十一月，升宁都县为州，辖石城县，属赣州路。

明洪武二年（1369），改赣州路为府，改宁都州为宁都县。建立里甲制度，宁都县下设清泰

乡、太平乡、怀德乡(俗称“上三乡")、安福乡、仁义乡、陂阳乡(俗称“下三乡")等 6 乡，下

辖 45 个里，8 个团(里与团平级)，61 个都。

洪武九年（1376），宁都县属江西布政使司赣州府。

清初沿明制，仍设 6 个乡，其中改陂阳乡为平阳乡。

乾隆十九年（1754），升宁都县为直隶州，辖瑞金、石城二县。

民国二年（1913 年），宁都复改为县。

1914 年，全国行政区划设省、道、县三级。江西设四道，宁都县属赣南道。

1926 年，废道，宁都县直属江西省政府。

1929 年，宁都为中央苏区属县。

1931 年 9 月，宁都县分为宁都县、彭湃县两县。

1932 年 2 月，宁都、彭湃两县复并为宁都县。

1932 年底，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宁都，宁都成为中央苏区江西省的省会。

1933 年 1 月 8 日，赵博生在南城金溪黄狮渡战役牺牲。同月 13 日，为纪念赵博生，宁都县

改为博生县。

1933 年 7 月，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划的决定》，

宁都分为博生、洛口、长胜三县。隶属如前。

1934 年十月，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仍为宁都县，设江西省第十二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驻宁都，辖宁都、广昌、石城、瑞金、于都、会昌 6 县。

1935 年四月，江西省政府将全省改划为八个行政区，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宁都，辖宁

都、广昌、石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 7 县。

1945 年 1 月，江西省政府转往宁都青塘，宁都继而成为抗战时期江西的临时省会。

1949 年 8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宁都县城。29 日成立宁都县人民政府。同年 9 月，

省人民政府设宁都分区（1951 年 6 月改称宁都专区），分领 8 县：宁都、于都、兴国、瑞

金、会昌、石城、寻乌、广昌（由抚州专区划入）。

1952 年 8 月 29 日，撤销宁都专区，并入赣州专区。宁都县属赣州专区。

1954 年 6 月，改赣州专区为赣南行政区。宁都县隶之。

行政区划编辑

1964 年 5 月，改赣南行政区为赣州专区，1971 年 2 月改称赣州地区。宁都县隶之。

1984 年，设立员布乡。

1987 年 4 月 5 日，青塘乡、长胜乡、黄陂乡改设青塘镇、长胜镇、黄陂镇。

1988 年 12 月 10 日，撤销刘坑乡，其行政区域划归梅江镇管辖。

1995 年 9 月 29 日，撤销固村乡、赖村乡，设立固村镇、赖村镇。

1997 年 1 月 14 日，撤销石上乡、东山坝乡，设立石上镇、东山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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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4 月 7 日，梅江镇析置刘坑乡，乡政府驻刘坑村。

1998 年 8 月 5 日，撤销洛口乡，设立洛口镇。

1999 年 7 月 1 日，改赣州地区为赣州市，宁都县隶之。

2000 年 6 月 27 日，撤销小布乡，设立小布镇。

2001 年 10 月 20 日，撤销员布乡，划归洛口镇；撤销刘坑乡，划归梅江镇；撤销黄石乡、

田头乡，设立黄石镇、田头镇。 [9]
截至 2018 年，宁都县辖 12 个镇、12 个乡：梅江镇、青塘镇、长胜镇、黄陂镇、固村镇、

赖村镇、石上镇、东山坝镇、洛口镇、小布镇、黄石镇、田头镇、竹笮乡、对坊乡、固厚乡、

田埠乡、会同乡、湛田乡、安福乡、东韶乡、肖田乡、钓峰乡、大沽乡、蔡江乡。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宁都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东北部，地处北纬 26。05'18″至 27°08'13″，东经 115°
40'20″至 116°17'15″之间。东与石城、广昌县交界，南与瑞金市、于都县为邻，西与兴

国、永丰县相连，北与乐安、宜黄、南丰 3 县接壤。其南北长 117.2 公里，东西宽 61 公里，

总面积 4053.16 平方公里，县城距省会南昌 324 公里，至赣州市 162 公里。 [10] 宁都县版

图面积居江西省第三，赣州市第一位。

地质构造

宁都县全境地质构造较复杂，褶皱、断层、隆起、凹陷均有。地质基础系古生代震旦纪的浅

变质岩构成。已出露的地层为前震旦系、震旦系、寒武系、石炭系、侏罗系、白垩系、第四

系，以震旦系、白垩系为主。岩石主要有花岗岩、变质岩、紫色页岩、粉砂岩，以花岗岩居

多。

气候特征

宁都县地处北纬 26°05'18″至 27°08'13″，东经 115°40'20″至 116°17'15″之间。中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冬无严寒，无霜期长，

适宜于亚热带作物的正常生长。

四季变化

冬季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入冬，宁都在蒙古冷高压东南侧，因而多吹北风或东北风。这期

间，有寒潮侵袭，并伴有霜、雪、冰冻天气。正常年份是：前冬冷晴多严霜，天气干燥；后

冬则多雨雪，天气阴寒。俗话说“三九、四九，相见不出手”。又说：“大寒、小寒，滴水

成团”。1 月中旬至 2 月中旬，是全年最冷的时节，大雪、冻雨多发生在这个时期。

春季 3 月中、下旬入春，蒙古冷高压强度逐渐减弱，而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逐渐靠近县境，气

温渐升，雨日渐多，有“春雨连绵”、“春无三日晴”之说。但前期气温仍然较低，常有较

强的冷空气影响，有时天气较冷，俗语说“清明谷雨，冻死老虎”。后期是南北气团在县境

互相推移的时节，降水强度大，且较为集中，常有暴雨发生，使江河水位陡涨，山洪暴发，

这是宁都的汛期，常有雷雨或冰雹。

夏季 5 月下旬入夏，汛期过后，进入盛夏。由于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炎热。又因

地处高压北缘，故多吹南风或西南风。有“小署南风十八天”之说。当副高压加强或减弱阶

段，容易形成热雷雨天气。这种热雷雨，多发生在午后或傍晚，且地方性明显，有“夏雨隔

堵墙，淋女不淋娘”之说。这时期，常有台风影响县境，有降水、降温、大风、暴雨现象出

现。

秋季 9 月下旬入秋，处署过后，夏季风减弱，但气温仍高，俗称“秋老虎”。不过这时的

热与前不同，所谓“白露秋分节，夜寒白天热”。即白天虽热，入夜转凉，秋意渐浓。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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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地面至中低空为冷性高压控制，中高空则仍为暖性高压影响，从地面至高空均为高压，

且下冷上暖，气层稳定度大，不容易形成云雨，大部分年份天气晴朗。晚秋时节，有“小阳

春”天气促使草木开花，甚至结果。

气温、霜冻情况

气温年平均气温在 14 至 19℃之间。北部山区低，南部丘陵、河谷地区高。黄石、赖村的梅

江河谷和固村盆地是两个平均气温高值区，在 19℃以上。北部的肖田、郎际年平均气温仅

在 14℃。极端气温也是南部高、北部低。极端最高气温南北相差较小，而极端最低气温相

差较大。

月平均气温，12 月至 2 月平均气温都在 10℃以下，其中一月气温最低。从 3 月开始有连续

9 个月的时间，平均气温都在 10℃以上，其中 7 月气温最高。

降水年降水量在 1500 至 1700 毫米之间。大致北部多，南部少，东部多，西部少。

4 至 6 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40~70%，比重较大。

若超过 4 至 6 月多年平均降水量 30%定为特大水年。自 1939 年以来，有 1944、1948、1954、
1959、1962、1968 六年为特大水年。大的洪涝灾害出现在这些年份。

若低于 4 至 6 月多年平均降水量 30%定为枯水年。自 1939 年以来，有 1940、1943、1951、
1963、1971 五年为枯水年。较严重的干旱均发生在这些年份。

7 至 9 月降水量与 4 至 6 月降水量相比，明显减少。这一时期，容易形成伏、秋旱。

10 至 12 月降水量最少。1 至 3 月降水量次于 7 至 9 月降水量。

多年平均降水量 1706 毫米，最多的为 1997 年，达 2791 毫米，最少的为 2003 年。多年平

均年降水日数与无降水日数之比为 18：20，相差不大，农谚谓：“有多少晴天就有多少雨

天”。1939 年以来，日雨量最大的是 1959 年 6 月 18 日和 1984 年 6 月 1 日都为 218.1 毫米。

日照：多年平均日照 1938.8 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44%，太阳辐射的年平均总量为 112189.9
卡/平方厘米。

无霜期：县城无霜期多年平均值为 279 天。最长为 319 天，最短为 224 天。

平均初霜日期为 11 月 30 日。最早的初霜日期是 11 月 5 日，最晚的是次年 1 月 3 日。

平均终霜日期为 2 月 22 日。最早的终霜日期是 1 月 16 日，最晚的是 3 月 28 日。

初、终霜间隔天数（有霜日期）多年平均为 85 天。最天 128 天，最短 32 天。

县北部初霜早，终霜晚，霜期较南部长，无霜期较南部短。根据县气象局观测记录：山顶出

现霜的次数较少，山间盆地出现霜的次数较多，俗说：“雪上高山，霜打洼地”。

自然资源

宁都县自然资源丰富，遍布全县各地，有植物、动物、矿物、太阳能、地热等主要自然资源。

硫铁矿储量与开采价值居华东地区之首，锂辉矿为全国三大采矿点之一，铀矿储量大，稀土

资源非常丰富。

植物资源

宁都县野生药用植物共有 235 种，其中历史较长比较重要的有：绵茵陈、金银花、黄枝子、

香附子、车前子、金樱子、何首乌、野百合、野木瓜、石菖蒲、芦根、勾藤、芙蓉、辛荑、

芍药、五加皮、野山楂、乌药、海桐、麦冬、厚朴、大蓟、夏枯草、凤尾草、马齿苋、半边

莲、牛膝、金钱草、益母草、算盘子、野菊花、鸭舌草、酢浆草、鱼醒草、旱莲草、千里光、

白花蛇舌草、蛤蟆藤、白马骨、八角莲、七叶一枝花、十大功劳、天南星、野党参、四叶参、

青木香、淫羊藿、享氏线蕨、三叶木通等多种。

宁都绵茵陈有悠久的历史，素以量多、质好取胜，尤以石榴排一带产品更佳。远在清朝末叶，

畅销闽、粤、南洋各地。后因天然植物长期遭到破坏，产量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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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木本油料植物共有 30 多种，比较重要的有：木梓（油茶）、山鸡椒（果实叫山苍子）、

黄樟、红脉钩樟、大叶钩樟、乌桕、山桐子、白乌桕等，尤以木樟为大宗，大沽乡油茶最多，

素有“宁都油库”之称。

木本植物以松、杉、竹为主的木本植物共有 90 多种，其中较珍贵的木本植物有 30 多种，属

国家保护的有银杏、香果树、花榈木、水杉、红楝子、银钟树、半枫荷、野山茶等 13 种，

主要分布在北部凌云山区和小布钩刀咀一带。小布池边有两棵百余年的银杏，钩刀咀有香果

树多株。这两种树，世界其它国家已属罕见。

此外，还有纤维植物、观赏植物、淀粉植物、栲胶植物、饮料植物、杀虫植物、单宁植物、

橡胶植物等 8 类，计 72 种。

动物资源

鸟类主要有喜鹊（鸦鹊）、乌春、鹧鸪、斑鸠（督鸪鸪）、鸲鹆（八哥、乌翼子）、布谷鸟

（杜鹃、杜宇、子规）、画眉、鹰、鹞、鹤、麻雀、云雀、雉（野鸡、雉鸡）、竹鸡、禾鸡、

乌鸦、野鸭、猫头鹰、猴面鹰、夜哀子、啄木鸟、寿带鸟、翠鸟、白头翁、蜡咀等。六十年

代以来，农作物普遍施用剧毒农药，许多山禽亦被毒死，加之大量人工捕杀，鹰、鹞等下降

率尤为明显。

兽类主要有狐狸、黄麂、野猪、鸡狼（俗称黄鼠狼）、山兔、野猫、狼、豹、水獭、刺猬、

竹狸、穿山甲、獐子等。七十年代末，在县东北山区，还发现华南虎、野牛、野马（苏门羚）、

金猫、小灵猫、大灵猫（九节狸）。

由于毁林和捕杀严重，野兽品种数量日益减少。如：獐、鹿等，已多年无人发现。

鱼类除人工放养的鲩（草鱼）、鲢、鳙、鲤、青、鲫、鲴鱼等传统品种外，非人工放养的主

要有鳖、鳝、鳅、河鲤、石鲩、虾、鲦、铹铍、鲶、鳗、鳜、娃娃鱼等 20 多种。五十年代

末以来，由于过量捕捞、电触、爆炸、药毒情况严重，江河水域的鱼越来越少。

虫类益虫主要有蜘蛛、蚂蚁、蜻蜓、臭大姐、螳螂等。可入药的有蜜蜂、蚯蚓、斑螫、蜈蚣、

蛇、蝎、蚕、蝉、水蛭（蚂蝗）、蟾蜍等。

除上述四类外，还有青蛙（田鸡）、石鸡（石虫另）、蝙蝠、蟹、蚌、螺等多种。

水资源

发源于宁都北部的梅江河自北向南流经 11 个乡镇，河道全长 145 公里，流域面积近 3000
平方公里，是赣江流域面积最广、长度最长、径流量最大的支流。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优美

的生态环境。全县森林覆盖率 71.3%，是全国首批 100 个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之一。境内有

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翠微峰，省级自然保护区——凌云山、大龙山等，

有大型水库——团结水库，小二型以上水库 114 座，大小河流 638 条。

地热资源

宁都主要有两条地热带，一条由兴国至青塘过信丰；一条由肖田、湛田至瑞金过寻乌。现有

温泉池三个（湛田、石上、肖田、青塘）。热水平均温度为 30~40℃。平均水量为每秒 1~2
公升，按热量计算，全年热能资源为 39×103 千卡。相当于煤炭 3500 大卡/公斤的 114.3 吨

煤。湛田李村温泉，温度高（出口水温为 55℃），流量大（日流量 200 立方米左右），适

宜开发利用。

太阳能资源

宁都县内太阳的年总辐射量年平方厘米为 112.19 千卡，平均每天可达 488.9 千卡/cm2 月，

最低的二月份，月平方厘米其值亦有 5.9 千卡。4~10 月平均月平方厘米都在 8 千卡以上。

矿产资源

宁都县内已经发现的矿产资源有钨、煤、铁、石灰石、硫、萤石矿、高岭土、硅石、云母、

稀土、钴土、铀、锰、绿柱石、重晶石、铅、锌、钛、磷、铜、钾长石、钼、锡等 2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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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矿分布在青塘、赖村、安福、东山坝、石上、会同、固厚、固村、黄陂、钓峰、长胜、

黄石等地。

矿产资源

钨分布于安福廖坑、青塘白石坳、坎田、大沽南林。廖坑矿藏分布范围较广，东西长 3000
余米，南北宽 1000 余米，面积约三平方公里。大小矿脉约 30~40 条。类型为高温热液石英

大脉型黑钨矿及少量残积坡积砂矿藏。含量一般为 0.02~0.03%，最高达 0.22%。青塘白石坳

矿，位于燕山期花岗岩株与石炭系纪灰岩的接触变质带上。类型：白石坳地带为砂卡岩型白

钨矿。狮吼山、赤水至山峰仙等处均为含钨石英脉型黑钨矿。

硫铁矿分布在青塘打山岭、杜弯背、和尚脑、狮吼山、茶山岗、麻齐湖一带。矿化面积 5.14
平方公里。矿体以似层状、透镜状产出为主。主要赋存于石炭系地层中。矿物组合有：磁黄

铁矿、黄铁矿、黄铜矿、斑铜矿、铜兰、辉铜矿、毒砂、闪锌矿和方铅矿等。类型属高热液

接触交代矿藏。矿石品质优良。

煤主要分布在青塘、赖村、黄贯等地。矿点很多，储量丰富。煤质为无烟煤，赋存于石炭系

梓山组地层中。煤层不稳定，变化较大，且常为断层所破坏。黄贯煤矿从莲花山至五罗棋山

麓，纵贯两山，共有四平方公里含煤面积。

石灰石分布于青塘、黄贯、赖村等地。有的整座山都是。仅黄贯后山塘口一处石灰石储量就

达 100 万吨以上。

铁矿石主要产于青塘狮吼山、刘坑燕子岩、田头牛栏洞、长胜尼姑山、固厚蜀田和铁树坳、

东韶漳灌、肖田美佳山、东山坝等地。但矿石品位不高。

萤石矿分布在刘坑、会同、石上、东山坝、黄石、洛口、黄陂、钓峰等 8 个公社。据钻探资

料表明，从黄石的山梓至肖田的小吟都延伸萤石矿脉，全县萤石蕴藏量估计可达百万吨。

绿柱石黄陂、小布、钓峰、廖坑等地均有分布。凡县内有花岗岩、云母岩的地方都发现有此

种矿物。多呈绿色，也有无色、蓝色、黄色或粉红色的。呈六棱柱形，有玻璃光泽，硬度大，

可用以提炼铍及其化合物。

其它矿物

（1）大理石分布在青塘、赖村、肖田等地。纹理有土黄、黑色、灰白、红色数种。目前尚

未大量开采。

（2）建筑石料有小布花岗岩，灰白中夹杂黑星点，质地坚硬、美观；赭红石，产于石上莲

湖，梅江河东及梅江下游两岸。开采量较大，多用于建桥、建房。

（3）磨刀石产于青塘老埠磨刀坳、固厚蜀田一带，细嫩多浆。

人口

2012 年末，宁都县总人口为 790829 人，同比增长 0.46%，其中非农业人口 136187 人，占

总人口的 17.22%。总人口中，男性 417991 人，女性 372838 人。全年出生人口 14480 人，

死亡人口 8833 人。户口迁入人口 3501 人，迁出人口 5494 人。宁都共有 450 个姓氏，其中

130 多个属客家，而全县约 4500 多个村庄，其中由“老客”始建和扩建的村庄就有 3700 多

个，占全县总村数的 85%。
有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

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傣族、黎族、畲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高山族、

水族、纳西族、土族、撒拉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羌族、塔吉克族、京族等民族分

布。（2000 年人口普查）、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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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宁都经济以农业为主，有“赣南粮仓”之称，年产粮食 30 万吨以上，2004 年被评为全省粮

食生产大县。2009 年生产总值实现 64.28 亿元，同比增长 11.1%，一产、二产、三产增加值

分别为 16.81 亿元、24.51 亿元和 22.96 亿元。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实现财政总收入 3.87 亿

元，同比增长 21%，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2.96 亿元，同比增长 22.9%。
2017 年，宁都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3.2 亿元,同比增长 9.8%；财政总收入 12.03 亿元，同

比增长 15.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90.9 亿元，同比增长 14.5%；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5 亿元，同比增长 13%；实际利用外资 7060 万美元，同比增长 10.1%；
出口总额 3922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为 22691 元，同比

增长 9.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为 9559 元，同比增长 12%。多项经济指标增速位

居全市前列。

2018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83.56 亿元，同比增长 9.6%；三次产业结构比调整为

18.5:41.2:40.3；财政总收入 13.17 亿元，同比增长 9.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9 亿元，同

比增长 7.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37 亿元，同比增长

11.2%；实际利用外资 7767 万美元，同比增长 10.0%；出口总额 33148 万元，同比增长 24.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为 24679 元，同比增长 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

为 10515 元，同比增长 10.0% [12] 。

2020 年 4 月 26 日，宁都县达到脱贫退出条件，宣布脱贫退出贫困县序列。

第一产业

宁都是新产业发展迅速，农业产业化经营深入推进，形成了优质稻、脐橙、黄鸡、加工型红

薯四大农业主导产业和蘑菇、席草、蚕桑、茶叶、白莲五个区域特色产业。建立了全国最大

的红薯加工基地和全省最大的席草、蘑菇生产加工基地。

宁都县现有耕地 76 万亩，年产粮食 8 亿斤以上，占赣南总产的五分之一，自古就有“纵使

三年两不收，仍有米谷下赣州”之称，是国家首批商品粮基地县。形成了水稻、黄鸡、果业、

蘑菇、油茶等农业主导产业和茶叶、烟叶、席草、白莲、花卉、苗木等区域特色产业。宁都

不仅是赣南“粮库”，还是资源“宝库”。全县有林地 450 余万亩，居全省第二。被评为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琴江细鳞斜颌鲴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四大家鱼”

良种繁殖场晋升为省级水产良种场，被评为全省渔业工作先进县。“宁都黄鸡”被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韶琳茶叶”被认定为江西省著名商标。成为赣州市第四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脐橙）标准化基地县。

2017 年，宁都县水稻、黄鸡、脐橙、蔬菜等“1+4+N”现代农业体系全面发展，粮食播种面

积 105 万亩；新增脐橙种植面积 2.1 万亩，总面积达 17.7 万亩；宁都黄鸡获评全国百强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全年出笼黄鸡 7058 万羽；全县蔬菜种植总面积达 12.5 万亩。 [13]
第二产业

工业方面，依托新中胜、锂电新材料两个省级产业基地，全力发展矿产加工、电子家电、轻

纺服装、食品加工和门业、文化创意、物流“4+3”产业，致力打造 5 个年产值超 50 亿元产

业集群。城市建设方面，围绕“依山傍水、山环水绕、滨江园林”生态城定位，加快推进永

宁新城和龙溪湾新区建设，致力打造赣州卫星城市。农业产业方面，大力推进国家级现代农

业示范区建设，拥有产值超亿元的农业产业 7 个、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56 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 118 家。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建成济广、泉南两条高速公路，正在推进昌乐宁于

高速、鹰梅铁路、吉建客运铁路、蒙吉煤运通道至福建泉州连接线建设，将形成“三纵三横”

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奠定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地位。

水东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新中胜产业基地三条主干道建成贯通，万亩工业园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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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基本成型；新规划的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和青塘化工园区征地拆迁、场地平整工作正式启

动。被确定为省级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县工业园区被批准为省级生态工业园区。门业产业

园、文化创意产业园、天诚氟化工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签约入园。

2017 年，宁都县全年净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 家、总数达 100 家，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32.5 亿元同比增长 9.8%。着力抓好“3+18”个重大项目推进，蒙山乳业、众立达光电、

朝晖氟塑等项目竣工投产，赣锋锂业、恒丰矿冶、黄鸡冷链屠宰加工等项目加快推进。 [13]
第三产业

旅游业焕发生机，启动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列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小布镇荣获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等称号。电商业加快发展，电商扶贫、电

商创业取得新进展，电商孵化园、赖沙电商村分别被评为省创业孵化基地、市级就业扶贫示

范园区，建成农村电商服务站点 397 个。金融业平稳发展，2017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

额 301 亿元，增长 15.8%；各项贷款余额 159 亿元，增长 24.5%。

交通运输

宁都县全县有公路 493 条，计 2236 公里,80%的县乡公路通水泥路。穿境而过的 319 国道，

G35 济广高速（鹰瑞段）和 G72 泉南高速（石吉段）已正式建成通车。2009 年农村公路改

造完成水泥路 218.6 公里，新增通水泥路行政村 39 个，大沽至长告红色旅游公路、肖田至

隘上段省道改建基本完工。 [14] 2013 年昌宁（南昌-宁都）高速正式开工建设。预计 2015
年底建成通车。2014 年宁定（宁都-定南）高速，广吉（广昌-宁都-吉安）高速即然动工建

设，分别于 2016 年底，2017 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宁都将形成一个高速井字框架。另外规

划中的鹰梅铁路于 2013 重新启动前期工作。当南昌至宁都高速公路路基工程基本完工时，

宁都至定南高速公路又开工了，在蛇形排至小布公路建成通车之际，境内 G356、G236 国道

升级改造和昌厦公路维修工程快速推进。全县交通项目完成建设投资 5.8 亿元，是上年的 2.3
倍，其中县财政配套资金 3.92 亿元；实施国、省、县道改造项目 12 个，累计新开工二级公

路建设里程居全省第一。

主干公路现状

一江两岸

至 2012 年底，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到 2553.148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91.935 公里；319
国道 81.558 公里，省道五条（石宁线、新宁线、宋水线、蛇永线、际大线）267.513 公里，

县道 11 条 278.438 公里，乡道 80 条 716.297 公里，村道 1117.407 公里。全县 24 个乡镇 299
个行政村都通了水泥公路，通畅率为 100%；全县所有渡口都已经实施渡改桥，撤消了所有

乡村渡口。2013 年 10 月，南昌至宁都高速公路正式启动，在宁都县境内有 54.962 公里。2
条省道提升为国道，一条乡道提升为省道，其中原 S208 省道提升为国道 G236（芜湖至汕尾），

原 S323 提升为国道 G356（福建莆田湄洲至西昌），目前宁都已有 3 条国道，国道总里程

210 公里左右，居全市第一。县道 X431 黄陂至蔡江、乡道竹笮至田头至长胜至固村高速公

路出口、乡道赖村至丁陂至瑞金升格为省道。

社会事业

医疗服务

组织机构

1、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县卫生局）设一室五股一办：办公室、人事股、医政股、防保股、

计划财务股、法监股、爱卫办（副科级）。

附设事业单位 2 个：卫生系统工会、县地方病防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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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辖县属医疗卫生单位 10 个：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县农医局、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妇幼保健院、县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县结核病治疗所、县皮肤病治

疗所、县医疗器械修理所。

3、辖乡（镇）医疗卫生单位 32 个：7 所中心卫生院、17 所一般卫生院、8 个防保站。

4、村级卫生组织：村卫生所 830 个，乡村医生、卫生员 876 人。

人员结构

1、副股级以上干部情况：副股级以上干部 254 人（女干部 57 人）：其中（1）政治面貌：

党员 158 名，占干部总数的 62.2%；（2）文化结构：研究生学历 1 人，占干部总数的 0.4%；
本科学历 97 人，占 38.2%；大专学历 90 人，占 35.43%；中专学历 53 人，占 20.87%；高中

及以下学历 13 人，占 5.12%。（3）年龄结构 35 岁以下 18 人，占 7.09%；36-40 岁 33 人，

占 12.99%；41-45 岁 75 人，占 29.53%；46-50 岁 86 人，占 33.86%；51-55 岁 25 人，占 9.84%；
56-60 岁 17 人，占 6.7%。
2、干部职工总体情况：全系统共有在职人员 1361 人（其中公务员 21 人）。

（1）人员分布：男职工 775 人，占 56.94%；女职工 586 人，占 43.06%；县城 564 人，占

41.44%；农村 797 人，占 58.56%，国家干部 999 人，占 73.4%；国家工人 239 人，占 17.56%，
集体工人 123 人，占 9.04%。
（2）技术结构：卫生技术人员 1151 人，占职工总数的 84.57%。其中正高 4 人，占 0.35%；
副高 44 人，占 3.82%；中级 394 人，占 34.23%；初级 709 人，占 61.6%。技工 162 人，占

职工总数 11.9%；其他 48 人，占 3.53%。
执业医师 441 人（其中临床 301 人，公卫 40 人，中医 92 人，口腔 8 人），执业助理医师

94 人（其中临床 64 人，公卫 11 人，中医 18 人，口腔 1 人），执业注册护士 368 人，药剂

人员 121 人（其中西药剂 70 人，中药剂 51 人），检验 49 人，其他专技人员 194 人。

（3）学历结构：研究生 3 人，占 0.22%；本科学历 232 人，占 17.05%；大专学历者 515 人，

占 37.84%；中专学历者 419 人，占 30.79%；高中以下学历者 192 人，占 14.11%。
病床情况

全县共设病床 1160 张，其中县城 490 张，乡（镇）670 张。

四、医疗设备

1、总量：全县拥有千元以上医疗设备 1011 台（件），价值 4894.93 万元。其中县医院 368
台（件），价值 3251.27 万元；中医院 134 台（件），价值 1147.95 万元；疾控中心 38 台

（件），价值 115 万元；妇保院 16 台（件），价值 75 万元；乡（镇）卫生院 467 台（件）。

2、县医院：拥有双排螺旋 CT、腹腔镜、日产彩超、低剂量数字化 X 光拍片机、全自动生化

仪等 100 万元以上，日产电子胃镜、微生物鉴定仪、血液透析仪、电子肠镜、内窥镜、多功

能拍片机、日产 B 超、500 毫安 X 光机、全自动血球计数仪、多功能麻醉机等 10 万元以上

的诊疗设备。

3、中医院：拥有螺旋 CT、彩超、电子胃镜、超声诊断仪、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生

化仪、500mA 高频遥控诊断 X 光机、CR 机、体外碎石机等 10 万元以上的诊疗设备。

4、全县 25 个乡镇医疗单位均装备有 B 超、心电图机，均配备有半自动或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并全部装备有 50 毫安以上的 X 光机。

教育事业

宁都古代儒学教育发端于唐朝。 自西晋隋唐起，中原汉人陆续南徙定居于宁都，客家人口

发展至今已占 98%。客家先民从中原各地带来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标准，与官方倡导的仁政、

礼治结合一起，形成了宁都古代儒学。唐初孕育了私塾，晚唐设立了县学，宋代创办了书院，

明代兴办过社学。自唐至清，县有县学（州时称州学）、乡有书院、村有私塾、姓有义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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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由于客家人崇教兴学的民风盛行，官以兴教为义举，民以助学

为善行，儒学教育得以代代延续并不断发展。

明清两代是宁都儒学教育鼎盛期，时有唐代始设的县学 1 所，宋代始建的梅江书院，明代始

建的金陵书院，清代创办的纯青书院、崇仁书院、仁义书院共 5 所。名儒私办学馆计有北宋

的“长春谷”、南宋的“牛石山房”、明代的“竹坞山房”、清代的“易堂学馆”和“乌石

山”学馆等。历代名塾计有唐代孙家的“竹林幽居”，宋代崔姓的“白鹿营塾馆”，明代曾

姓的“圣公祠义塾”，清代城南的“百获斋”、东龙的“马头塾馆”、东山坝李姓“天花坛

义塾”、东韶曾姓“南团义塾”和琳池“霸公义塾”等。据清道光四年（1824 年）州志载，

“邑内塾馆 200 余所，琅琅书声，充耳城乡”。

2010 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364 所，其中高级中学 2 所(即宁都中学和宁师中学)，完全中

学 1 所，初级中学 21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12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3 所，完全小学 13 所，

村小 125 所，教学点 69 个，职业技校 1 所，教师进修学校 1 所，特殊教学学校 1 所，机关

幼儿园 1 所，民办学校 11 所。现有教职工 5615 人，其中中学教师 2544 人，小学教师 3071
人。2010 年全县现有中小学生 114287 人，其中小学学生 79615 人，初中学生 26723 人，高

中学生 7949 人。（其中 11 所民办中小学的在校学生有 7000 多人）。2008 年以来，先后荣

获“全国电化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省教育技术装备工作先进单位”、“全省教育系统

先进工会”、“全省家庭教育工作和省家长函授学校办学工作先进单位”、“全省高招宣传

工作先进单位”、“全省教育事业统计工作先进集体”、“全省勤工俭学先进单位”等数十

项全国及省市级荣誉称号。

历史文化

客家文化

客家祖地

宁都曾是早期的江西文明。大量的谱牒研究和田野调查证实，中原汉人唐宋时期南迁进入客

区，最早定居在宁都一带，站稳脚跟养足实力后，逐渐向闽西，然后向粤东推进。宁化客家

公祠所列一百多个客家姓氏中，有好几十个是自宁都迁入的，如赖氏、廖氏、邱氏等。到

2012 年全县客家姓氏 130 多个，客家人口占总人口的 98%。孙中山先生前 35 代先祖孙誗于

唐朝末年被封为东平候，定居宁都。

宁都是中原先民南迁的早期居住地和集散中心，是赣闽粤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属纯客家

县，现有 130 多个客家姓氏。境内客家遗存十分丰富，客家民俗文化光辉灿烂，至今保存有

千年古村田埠东龙村、孙中山先祖东平侯孙誗墓，宁都道情被列为全国地方戏曲独立曲种，

客家傩戏、竹篙火龙、桥帮灯、采茶戏等入选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0 年荣获“中

国客家民俗文化之乡”称号 [15] 。

2013 年 1 月 6 日，文化部正式发文，同意在江西赣州市设立国家级“客家文化（赣南）生

态保护实验区” 。

文乡诗国

“诗国”之称始于宋代，“文乡”之誉添于明清。南宋时 成立的“江湖吟社”享誉全国，

清初创立的易堂学馆位列当时“三山学派”之首。这里人才辈出，涌现出清代闻名全国的散

文家魏禧、清代江西山水画始祖罗牧、肉眼发现新星的天文学家段元星、最早分离并在果子

狸身上发现 SARS冠状病毒的微生物学家管轶等名人大家。自宋至清，宁都中榜状元 2 人、

探花 1 人、进士 130 人，居赣南之首 。

红色文化

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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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共苏区中央局诞生地；是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驻扎地；是第一、

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指挥中心、主要战场、1931 年 12 月 14 日，国民党 26 路军 1.7
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的率领下，举行了震撼中外的“宁都起义”，诞生了红五军团，1932
年 10 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在东山坝小源召开了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进行过伟大的革命实践。全县有 5.6
万人参加红军，有名有姓的烈士 1.6 万多人，建国初期授衔的宁都籍将军有 13 人，从“宁

都起义”部队走出的开国将军有 30 人。

风景名胜编辑

宁都是资源大县。宁都生态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达 71%，活立木蓄积量 784.8 万立方米，

为国家首批 100 个生态示范县之一。野生植物、野生动物资源、矿产资源丰富。宁都还有迷

人的旅游资源，最著名的自然风光数翠微峰风景区，该景区集儒、佛、道和革命历史于一体，

是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被道家列为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三十五福地。人文景观中，

有唐东平侯孙中山先祖孙?墓、建于西晋的青莲古刹、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口塔等，还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等一批革命历史文物。

翠微峰

宁都风景绮丽，山水秀美，其中以翠微峰自然保护区最为著名。翠微峰是国家森林公园，又

是江西省重点风景名胜区。其中的金精洞在宋代被列为道家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三十五福地。

景区地处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地区东北部，宁都县县城西北郊 5 公里处。南距赣州市 168
公里，—抵省会南昌市 330 公里。总面积为 16.1 平方公里，海拔 426.8 米。红层地貌丹霞

地形，以峰险、崖奇、洞幽、泉美、水秀著称，“花飞千涧满，日落万山深”。

距县城 15 公里，翠微峰景区南端的宁都县莲花山，是江西省的佛教名山之一。南北长 5 公

里，东西宽 3 公里，地域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海拔 953.8 米。山上苍松荫翳，幽笪夹道，

气候凉爽，山色迷人。因山形如莲花，景色旖旎，故名莲花山。

山上有始建于西晋时的青莲古刹，据碑文记载，寺为西晋释氏青莲祖师所建。明代万历二十

六年无际九世法孙道正重建。现瓦青当上尚存明代纹饰，并有“青莲”二字。寺内为书院式

建筑，外壳青砖青瓦，内殿梁柱列架，天花板和屋梁上绘有各色花——图案。红漆门楣上书

有一方横匾，上写“青莲古刹”四个遒劲达到旁边。整个殿宇分前、中]、后三幢十殿：大

雄宝殿、西方殿、吡罗殿、观音堂、金光殿、祖堂、伽兰殿、天王殿、地藏殿、临斋殿。全

寺占地面积约 2800 平方米。现公存明、清碑刻十四方。莲花山有一峰、一岩、二洞，即白

茅峰、出水岩、出风洞、太平洞。石林岩海，呈奇献巧，为游揽胜地。

凌云山

东韶凌云山，位于宁都县东韶乡境内，海拔 1454.9 米，为雩山山脉，属宁都县第一高峰。

区域内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牛牯嶂、天门嶂、崖鸪岽、寒婆岽、竹蒿岭、卢穆峰、王泥岗等，

群峰峥嵘，巍峨壮观。

凌云山因山顶较平，原名“平山”，唐代起改称凌云山，当地村民称之为“凌华山”，是赣

州宁都县、吉安永丰县、抚州乐安县三市三县的分界岭。登上顶峰可“一山观五县”即宁都、

永丰、乐安、南丰、广昌五县。“凌云山”方圆 25 平方公里，山顶一截象露出水面的冰山

一角，只有矮草，没有树木，下面一层则森林茂密、郁郁葱葱，尽显原始生态之生机。山上

流泉飞瀑，云雾缭绕。山上有三处庵场寺庙。顶上有当地人俗称的“顶庵”，向西面稍下一

点有“中庵”，再下来向东方向，海拔 1200 米处有“脚庵”名“凌云寺”。

2011 年 9 月，经省政府批准，宁都县凌云山自然保护区由县级晋升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此外，有湛田和石上的温泉、大型人工湖团结水库等休闲度假场所；有以“植物宝库”闻名

的凌云山自然保护区；有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水口塔、始建于唐末的孙中山先生客家始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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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墓，邱氏家庙、田埠东龙村等一批古建筑；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宁都起义旧址、以及

“反围剿”纪念馆等。

地方特产

优质稻、灰鹅、茶油、白莲、脐橙、金柑、香菇、三黄鸡、无籽西瓜、“三笋”头，“中华

金桔王”饮料、“宁”酒，野人牌矿泉水，珍穗牌大米、宁宝米粉、翠微牌精淀粉、藕粉、

薯粉、小布岩茶、韶琳茶、大沽白毫茶、武华云雾茶、凌云山白茶，组合机床、镗磨缸机、

翠微红月子茶、蛋菇汤、宁都三杯鸡、宁都精制红薯淀粉、中华神菇-- 茶树菇、宁都肉丸。

翠岗牌松香、胶合板、草席、印花床单、皮便鞋和皮制劳保手套等 40 多种。其中：小布岩

茶多次荣获全国名茶称号并获国际金奖，韶琳毛峰获 2006 年江西省名茶评比金奖，2007 年

“中茶杯”全国评比一等奖，2010 中国国际茶博会金奖，2011 上海世博名茶评比金奖。中

华金桔王荣获 94 中国林业部名特优新产品博览会金奖，“宁”牌酒在 95 年国际食品加工技

术博览会上获国际金奖，宁宝米粉获第七届中国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许多产品

如皮便鞋、劳保手套、宁宝米粉、印花床单、翠微牌精淀粉、薯粉均出口远销东南亚、中东

和欧美等地。

1、杂交稻种：宁都是江西省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且以秋季制种为特色优势，年

水稻制种面积稳定在 1.5 万亩左右，年提供早、中、晚杂交稻种 3000 吨左右。实行生产、

繁育、精选、包装销售产业化经营。

2、通心白莲：又称子莲，是宁都传统农产品。常年种植面积 6 万亩，是江西省白莲种

植大县之一。栽培品种主要是太空 1 号，2 号和 36 号，具有个大、色白特点，富含淀粉和

多种氨基酸，属膳药两用食品。具有养心、益肾、补脾等功能，也是食品工业的优质原料。

年上市鲜莲 10080 吨或干莲 3600 吨。

3、无籽西瓜：西瓜是宁都的传统农产品，现栽培品种以花皮无籽和青皮无籽系列为主，

圆形或高圆形，单个重 5～7 公斤，果肉红色，汁多味甜，中心糖 11～13 度，口感极佳，果

皮薄且坚韧，耐贮运。常年种植面积 4～5 万亩，年均上市约 8～10 万吨。

4、草席：是现代家庭美观保健的床上用品。全县席草常年种植面积 2 万亩，加工设备

近 900 台（套），生产普通草席、中高档草席系列产品 30 余个，产品具有双面如一，平整

光亮，草色青绿，舒适耐用，美观大方，设计新颖等特点。年产量 1000 万条，已形成产业

化经营格局，是江西省最大的席草生产加工基地。

5、花菇：主产于宁都县肖田、东韶和小布三乡（镇）群山之中。其肉质鲜嫩，甘美肥

厚，香味浓纯，菌伞匀称，菌盖龟裂有皱，属高蛋白、低脂肪食品，具有较强的滋补作用和

保健功效，年产量 10 吨左右。

6、精制红薯淀粉：以优质鲜红薯为原料精制而成，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剂和漂白剂，质

地洁白、纯净、卫生，口感细腻，味道鲜美，保持了红薯原有营养成份及保健功能，是制作

高级粉丝、冰雪糕、肉丸的上好原料，也是各种面点，快餐食品的添加剂，广泛应用于化工、

纺织、医药等领域，年产量 10000 吨以上。

7、蘑菇：又名双孢蘑菇，2003 年秋引进试种，获得成功，2005 年全县蘑菇种植面积

已达 25 万平方米，产鲜菇 3750 吨，主要用于生产蘑菇罐头。计划 2006 年发展到 100 万平

方米，产量 15000 吨。

8、中药材：宁都是赣州市十大中药材生产基地县之一，中药材种植面积 1.2 万亩，居

全市第二。主栽品种有黄姜、黄栀子、黄柏、茯苓、杜仲、吴茱萸、瓜蒌、石蒜、药葛、金

银花等。

9、宁都黄鸡：系江西省家禽名贵土鸡品种之一，体小脚矮，母鸡尾羽呈佛手状下垂，

具有羽、胫、喙“三黄”（因此俗称三黄鸡）及早熟、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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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年出笼 2000 万羽以上，并实行专业化、规模化饲养。

10、水产苗种：全县拥有年产 5000 万尾以上的鱼苗场 13 家，鱼种培育面积 5000 多亩，

年产各类鱼苗 13 亿尾，在全省位列前茅。产品主要有：四大家鱼、鲤、鲫、鳊、鲴及加洲

鲈鳜鱼、斑点叉尾鮰等名特优新水花、春冬片，其中 90%为早繁苗。

11、圆吻锢鱼：俗称鮟子，个体小，善群体生活，以摄食水底腐殖质、碎屑为主，不与

家鱼争食，病虫害少，容易捕捞，个体达到 150-200 克即可上市。该鱼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现有养殖（套养）面积 3 万多亩，产量 300 多吨，可在池塘、水库中套养，对提高水域产量

具有重要作用。

著名人物

儒学盛，人才出。自宋至清，全县科考中榜进士 125 人，举人 413 人，贡生、秀才千余人，

其人数之众居赣南之首。进士当中，状元及第者 2 人，探花 1 人（即宋皇祐五年状元郑獬、

景定三年特科状元谢元龙、明成化五年探花董越）。

自唐至清，进入仕途官达四至一品的高级职官 67 人，成为朝廷文臣武将者有：南唐礼部尚

书衷愉，南宋理宗帝所拜右丞相崔与之，宋代太常寺卿黎尧、尚书仆射刘越驭、胡承憨，明

代弘治工部尚书董越等文臣；南宋抗元英雄陈继周、尹玉；明代卫国将军卢述、抗倭英雄陈

勉；清代军功显赫的大将军叶信等武将。

见诸史册记载的文化名流有：五代十国时期的“廖氏文学集团”（廖匡图、廖正图、廖邈、

廖融、廖凝），北宋的“孙氏五贤”（孙长孺、孙立节、孙勰、孙虑、孙登科），南宋的“曾

氏祖孙”（曾兴宗、曾原一）和“宁都三肖”（肖立等、肖士赞、肖土资）；明末清初的“宁

都三魏”（魏禧、魏祥、魏礼）和“易堂九子”（“三魏”和李腾蛟、邱维屏、曾灿、彭任、

彭士望、林时益）；清末的“宁都三邱”（邱璧、邱和鸣、邱珍）以及民初“宁都教育精英”

（邱灏、邱椿、邱燕、邱敬慎、蔡爱仁、温晋城等）。

此外，尚有文学家杨益、董越、董天锡，翻译家孙伯颜，江南山水画宗师罗牧，蚕桑博士李

安、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等。历代文化名流学者留下传世诗文、论著 1200 多部（卷），

蜚声海内，影响数百年。

城市荣誉

2019 年 12 月，获“江西省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