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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县情

兴国县，隶属江西省赣州市，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市北部，东倚宁都县，东南邻于都县，

南连赣县区，西邻万安县，西北接泰和县，北毗吉安市青原区、永丰县，连接吉泰盆地。 [1]
2018 年兴国县面积 321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 85.65 万。 [2] 截至 2019 年末，兴国县辖 25
个乡镇、1 个经济开发区。 [3]
兴国县建县始于三国，吴嘉禾五年（236 年）置平阳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以年

号“太平兴国”为县名。 [4] 兴国县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局部有中山、低山，为江西

的山区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县内河流

主要属赣江贡水支流平固江水系。兴国是中国苏区模范县、红军县、烈士县和将军县， [5]
有以潋江书院、兴国将军馆、兴国革命纪念馆等为代表的红色景点。

2018 年，兴国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4.52 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 18.75 亿元。 [2] 2020
年 4 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

历史沿革

秦，兴国县地属九江郡。

西汉，改九江郡为淮南国，析淮南国置豫章郡。兴国属豫章郡下设十八县之一赣县的辖地。

东汉，兴平元年（194 年），孙策析豫章郡置庐陵郡，赣县隶属于庐陵郡，兴国地仍属赣县

管辖。

三国吴嘉禾五年（236 年）．析赣县地置平阳县，隶庐陵南部都尉，兴国地属平阳县。

晋太康元年（280 年），平阳县改平固县；太康三年（282 年），废南部都尉置南康郡，平

固县属南康郡。

南朝宋永初元年（420 年），改南康郡为南康国，平固县隶属不变。

隋开皇九年（589 年），改赣县为南康县，并将平固县并入南康县；大业三年（607 年），

南康县复改称赣县，隶南康郡。

唐武德五年（623 年）置虔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南康郡；乾元元年（759 年），

复为虔州。赣县隶虔州，兴国地属赣县管辖。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析赣县七乡及庐陵、太和县部分地区置兴国县，以年号名县。

县治设潋江镇，属虔州；绍兴二十三年（1153 年），虔州改称赣州。

元，兴国县属赣州路。

明、清，兴国县属赣州府。

民国元年（1912 年），废府，兴国县直属省；民国三年（1914 年），属江西省赣南道；民

国十五年（1926 年），废道，兴国县直属省；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兴国属江西省第

九行政区；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后，兴国属第八行政区。

1949 年 8 月 8 日，兴国解放，隶属赣州专区；10 月，改属宁都分区。

1952 年 8 月，复属赣州专区。

1954 年 6 月，改赣州专区为赣南行政区。

1964 年 5 月，改赣南行政区为赣州专区。

1971 年 2 月，改赣州专区为赣州地区，兴国县隶赣州地区。

1998 年 12 月，撤销赣州地区设省辖赣州市，实行市管县制，兴国县属赣州市管辖。

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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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末，兴国县下辖潋江镇、江背镇、古龙冈镇、梅窖镇、高兴镇、良村镇、龙口

镇 7 个镇以及兴江乡、樟木乡、东村乡、兴莲乡、杰村乡、社富乡、埠头乡、永丰乡、隆坪

乡、均村乡、茶园乡、崇贤乡、枫边乡、南坑乡、城岗乡、方太乡、鼎龙乡、长冈乡 18 个

乡。 县政府驻潋江镇客家路 8 号。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市东北部，介于东经 115°01′—115°51′，北纬 26°03′
—26°41′之间；东倚宁都县，东南邻于都县，南连赣县区，西邻万安县，西北接泰和县，

北毗吉安市青原区、永丰县；东西长 84 千米，南北宽 71.5 千米，总面积 3215 平方千米。

地形地貌

兴国县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局部有中山、低山，属江西的山区县。雩山支脉绵延全境，

东西北三面环山，中南部丘陵亘绵。南部最低处是龙口乡睦埠村，海拔 127.9 米；北部最高

处为枫边乡大乌山，海拔 1204 米；东部、西部高山，海拔均在 1000 米以上；地势由东北西

边缘逐渐向中南部倾向，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小盆地。

气候

兴国县系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无霜期长。年

平均气温为 18.8℃，年平均降雨量为 1515.6 毫米，年平均无霜期 284 天。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兴国县土地总面积 428 万亩，其中山地 336 万亩，耕地 47 万亩。25 度以下的缓坡山地 20
多万亩，均适宜果业开发；紫色页岩面积 4.1 万亩，适宜发展烤烟生产。

水资源

兴国县水资源总量 76.3 亿立方米。境内河流密布，流域面积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53
条，主要干流 788.6 公里，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0.23 千米。全县多年平均径流总量 26.87
亿立方米，可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 29162 千瓦，全部开发年发电量可达 1.02 亿度。另外，

全县还有 10 万亩优质水面。

农林资源

兴国县森林覆盖率为 72.2%，木材蓄积量 296 万立方米，毛竹蓄积量 880 多万根。林木常见

树种有 384 种，按用途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用材林。主要有杉树、松树、樟树、枫树、泡桐、

木荷、榕树、黄檀、毛竹等数十种。二是经济林。主要树种有油茶、茶叶、板栗、山苍子、

山桐子、乌桕等十多种。三是薪炭林。主要有马尾松、白栎、青皮木等。此外，还有银杏、

楠木、福建柏、花榈木等珍贵稀有树种。 [10]
兴国县木材蓄积量 296 万立方米，用材林 150 万亩，松脂林 200 万亩，毛竹 3 万亩，果茶

23 万亩，油茶面积 100 多万亩，常年茶油产量达 300 万斤以上，是江西最大的“绿色油库”

之一。

矿产资源

兴国县境内已探明有一定储量的矿种就有 25 种，矿床矿化点 160 余处，主要矿种有金、钨、

铍、钼、铀、铁、硫铁、萤石、石灰石、白云石、花岗岩、硅石、稀土、铅锌、水晶、高岭

土、钾长石、泥炭、水海石、软玉、石棉、煤、矿泉水等，其中萤石已探明储量为 1200 万

吨，储积量和品位在中国居重要地位，石灰石、花岗石储积量高达 2000 万吨，居江西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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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口

截至 2018 年末，兴国县人口总户数 23.73 万户，比 2017 年下降 1.4%；总人口 85.65 万人，

比 2017 年增长 0.8%。总人口中，乡村人口 69.44 万人，城镇人口 16.21 万人；出生人口 1.3
万人，死亡人口 2994 人。

经济

综述

2018 年，兴国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4.5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9.3%。全县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2.35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8.5%。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7
年的 19.3:48.1:32.6 优化为 15.5:49.8:34.7。
2018 年，兴国县财政总收入 18.75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10.3%，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8.51
亿元，比 2017年增长 8.8%。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6.67亿元，比 2017年增长 15.7%；
非税收入 1.84 亿元，比 2017 年下降 10.5%。财政总支出 54 亿元，同比增长 21.3%。 [2]
2018 年，兴国县完成 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

投资同比增长 837.9%；第二产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22.6%；第三产业完成投资同比下降 7.2%。
2018 年，兴国县个体工商户 2.55 万户，同比增长 11.7%；个体工商业从业人员 5.91 万人，

同比增长 14.6%；全县私营企业 4113 户，同比增长 12.8%；私营企业从业人员 3.53 万人，

同比增长 9.2%。
2018 年，兴国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7 万元，比 2017 年增加 983 元，增长 10.1%；
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1 万元，比 2017 年增加 2128 元，增长 8.2%。
第一产业

2018 年，兴国县第一产业增加值 26.97 亿元，增长 3.8%；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3.55 亿

元，同比增长 4.36%，其中：农业产值 24.84 亿元，同比增长 6.17%；林业产值 3.57 亿元，

同比增长 8.22%；牧业产值 10.08 亿元，同比增长 2.98%；渔业产值 3.2 亿元，同比增长 4.03%；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85 亿元，同比增长 7.25%。
2018 年，兴国县生猪出栏 54.11 万头，同比下降 6.11%；家禽出笼 882.07 万羽，同比增长

0.59%。全县肉类总产量 6.75 万吨，同比下降 7.13%，其中猪肉产量 4.58 万吨，同比下降

10.39%。年末家禽存笼 224.98 万羽，生猪存栏 29.1 万头。

2018 年，兴国县水产品总产量达 34424 吨，同比增长 1.82%，其中：常规水产品 2.47 万吨，

同比增长 1%；特种水产 9665 吨，同比增长 4.2%。
第二产业

2018 年，兴国县第二产业增加值 86.97 亿元，增长 8.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

计算增长 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0.45 亿元，同比增长 35.4%；实现利

润总额 8.01 亿元，同比增长 37.7%。
第三产业

2018 年，兴国县第三产业增加值 60.57 亿元，增长 13.5%；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3.86
亿元，同比增长 10.6%，从经营单位所在地看，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43 亿元，

同比增长 10.6%；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43 亿元，同比增长 10.5%。从消费类型看，

实现餐饮收入 7.92 亿元，同比增长 10.2%；实现商品零售额 35.93 亿元，同比增长 10.7%。 [2]
2018 年，兴国县实际利用外资 1.04 亿美元，比 2017 年增长 10.2%。实际利用省外项目 16
个、其中亿元项目 9 个，实际进资 32.82 亿元、同比增长 15.6%。实现进出口总额 3.0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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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7.3%；出口总额 2.82 亿元，同比增长 17.8%。
截至 2018 年末，兴国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 264.62 亿元，比年初增加 23.29 亿元。全县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 161.47 亿元，比年初增加 12.07 亿元。

交通运输

兴国县境内有京九铁路和昌吉赣客运专线贯穿，设有客运兴国站；另有 319 国道和泉南高速

公路穿越，其中泉南高速在兴国段有三个互通口，距昆厦高速公路 40 公里。

2018 年，兴国县公路货运量 441 万吨，同比下降 3.3%；公路客运量 544 万人次，同比下降

2.3%；公路货运周转量达 4.43 亿吨/千米，同比下降 6.4%，公路旅客周转量 3.5 亿人/千米，

同比下降 4.2%。

社会事业

教育事业

截至 2018 年末，兴国县共有中小学学校 268 所，其中小学 234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

完全中学 2 所，高级中学 3 所，初级中学 27 所。在校学生 14.92 万人，其中小学生 8.25 万

人，初中生 4.69 万人，高中生 1.98 万人。全县中小学在校教职工 8294 人，其中小学教职

工 4669 人，中学在职教职工（含高中）3625 人。全县校园占地面积 317.19 万平方米，校

舍面积 135.54 万平方米。小学生、初中生入学率均达 100%。
医疗卫生

截至 2018 年末，兴国县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896 个（含诊所、村卫生室），病床位数 3393
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2671 人，其中：执业医师 851 人。全县共有各类诊所 41 个，村卫

生室 814 个。

社会保障

2014 年，兴国县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额达 1.5 亿元，参保人数达 4.29 万人。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有 1.02 万人，全年累计发放养老金 1.81 亿元，养老金发

放率和社会化发放率保持 100%。被征地农民参保人数达 9113 人。人均月养老金达 1501 元。

共为 495 名参保人员办理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转入和转出资金共计 652 万元。

历史文化

红色文化

兴国县是中国苏区模范县、红军县、烈士县和将军县，也是红军第三次、第五次反“围剿”

的主战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该县工作和战斗过。

苏区时期，兴国县总人口 23 万，参军参战的达 9.3 万余人，全县姓名可考的烈士达 23179
名。 [1] 中华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曾称赞兴国人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并亲笔书写“模

范兴国”的奖旗授予兴国。

兴国县境内毛泽东曾举办过“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的潋江书院以及将军纪念馆、苏区干部

好作风陈列馆、革命烈士纪念馆、革命历史纪念馆、毛主席作长冈调查纪念馆等是该县红色

历史印迹的见证处。兴国县还流传有《十送红军》《马前托孤》《将军故事》等兴国山歌和

革命故事，产生了《兴国，兴国》《长冈七日》《少共国际师》等一批红色影视作品。

文物古迹

截至 2014 年 4 月，兴国县共有各类战斗遗址、革命旧址和名人旧居 100 余处，遍布全县近

20 个乡镇、200 多个村庄。红色景点以“一院”（潋江书院）、“二馆”（将军馆和革命历

史馆）、“六园”（作风园、调查园、兵工园、名人园、烈士园、将军园）、“七大革命旧

址”（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旧址、中共江西省委旧址、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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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军区旧址、长冈乡调查旧址、中央兵工厂旧址、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暨红军军医学校旧

址）为代表。其他人文类景点还有三僚风水文化景区、朱华塔、大圣禅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兴国山歌

兴国山歌源自秦末兴国上洛山木客劳动时所唱之歌，唐宋时期随着中原客家先民南迁，与带

来的中原文化相互渗透，逐渐演化流传成今兴国山歌。兴国山歌有独唱、对唱、轮唱、“三

打铁”等各种形式，基本格式为七言四句，每首歌开头一句“哎呀嘞”，结尾一句“同志哥”

（或心肝妹）相呼应为其最大特征。2006 年，兴国山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国县也凭借“兴国山歌”成功入选 2014-2016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

风俗民情

端戏

端戏俗称蚊帐戏，设备简单，只需戏箱一只，戏架子一个。戏箱上扎有铜锣、小鼓、大钹等

乐器，演奏者主要是用脚来操纵它们，而双手则要腾出来操纵两个甚至多个木偶。表演者吹

打唱样样齐全，器具主要有唢呐、鼓、小锣、大钹、铜锣、木偶，表演时原则一个人，也可

两人。

跳觋

跳觋为兴国客家人的传统习俗，是一项庄重的仪式。首先请阴阳跳觋先生选定黄道吉日，这

时东道主除必须准备丰盛的酒席之外，还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把台凳桌椅及其餐具洗

刷干净，然后斋戒三日，一直到“祭将”之后才可开斋。跳觋的当天，贴好大红对联，所有

亲戚朋友也都包着福礼一齐前来祝福观看跳觋。

吃新

兴国客家人有一个没有规定时间的节日，即吃新节，即每一年的早稻收割之后，客家人就要

把新收成的谷子制好米做成饭，这一天还必须有鱼有肉，还得有酒喝，以示庆贺。吃新节的

这天，做好饭后，首先得把饭盛在一个大碗里，配上肉和酒，端到厅堂或者社公树下祭祀，

说是祭祀米谷神。祭祀的时间一般十分钟左右，临走的时候还得在放饭菜的地方洒下几滴酒。

方言

兴国是中国客家居民聚居的主要县份之一，95%以上的人口都是客家人，方言为客家话。

地方特产

兴国县有 100 余个农副产品荣获名优产品称号。主要地方特产有：茶油、细粒花生、茶园猪、

灰鹅、红鲤鱼、甜橙、柿、茶叶、生姜、鱼丝。

风景名胜

宝石仙境风景区

宝石仙境风景区位于兴国城北 13 千米处，景区总面积约 30 平方千米。区内自然形成宝石寨、

八仙岩、东（西）井、宝石仙境、世外桃源、梦幻西天、凤凰岭、天鹅湖等八大景区 120
多个景点。

太平岩溶洞

太平岩溶洞是兴国的溶洞地质遗迹，主要分布在梅窖镇的三僚、梅窖、寨洞等村，形成一个

宽约 2 千米，长约 8 千米的溶岩地质带，带上有太平岩、蜂岩、观音岩、吸石寨等 20 多处

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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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冰心洞风景区

灵山冰心洞风景区距兴国县城 10 千米，与丹霞湖相邻。灵山海拔 461.2 米，原名“玉山”，

因山岩中有金观音、金香炉各一座，“求神甚灵”而更名“灵山”。景区内有竹笋峰、仙桃

峰、蛤蟆石、芒锤石等奇峰异石；狮子岩、读书岩、仙女潭、角石寨、猴哥寨等人文景观；

清静观、三官殿、亲光寺、三皇宫等寺观。

均福山森林公园

均福山森林公园位于兴国县城西北 48 千米处，平均海拔 800 米，有林地 1404.6 公项，森林

覆盖率达 78%。主要景致有：方石岭、龙下瀑布、千年古杉、书泉、唐代石香案、抗元英雄

文天祥题匾“永镇江南”、吞吻、铁瓦、大乌山寺、覆苟古寺等。

著名人物

钟绍京（659 年—746 年），字可大，唐代兴国人。中国古代十大书法家之一，号小钟，始

创行楷秀丽体。景龙年间参与平定韦氏乱，功拜中书令，封越国公，赠太子太傅，绘像列祀

将相功臣“凌烟阁”。

邹复胜（1837 年—1900 年），原名自福，字云松，兴国人。以军功获一品顶戴，赏戴双眼

花翎，诰授建威将军。光绪九年任越南等处洋务督办，次年中法战争爆发，与广西提督冯子

材一起大破法军于镇南关，取得清末中外战争的首次大捷。

李占椿（1839 年—1919 年），号寿庭，兴国人，参与平捻、平回、与太平军作战，积军功

官居一品，任两广总督，率自强军随刘铭传收复台湾。中日甲午海战后，日寇取道山东攻北

京，李占椿率兵 15 营北上勤王，挫败了日寇阴谋。

陈奇涵（1897 年—1981 年），兴国县五里亭乡人。1919 年入韶关滇军讲武堂分校学习。曾

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1925 年入黄埔军校，任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姚名达（1905 年—1942 年），字达人，号显微，兴国人。北京清华国学院毕业，中国目录

学、史理学创始人，著《目录学》等书 16 部。抗日战争期间任江西中正大学教授，组织师

生战地服务团，亲赴前线，在新干县与日寇搏斗中英勇牺牲。

肖华（1916 年—1985 年），兴国县潋江镇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荣誉称号

2019 年 1 月 9 日，兴国县凭借兴国山歌入选 2018—2020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

单； [28] 2 月 2 日，兴国县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 2018-2020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 [29] 3 月，兴国县入选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