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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吉安地区志(套装共6册)》内容简介：庐陵古郡，吉安新市，盛世修志，继往开来，《吉安地区志》
于当代出版问世了。
这部志书，是吉安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经济的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系统、科学的地情资料，提供
了服务当代、垂鉴子孙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
的建设，推动吉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吉安是一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祥瑞福地。
江山锦绣，分外妖娆，人文繁昌，青史流芳。
博大精深的庐陵文化耀辉华夏，而编修地方志也是庐陵文化的优良传统。
作为江西最早地方志之一的南朝宋《安成记》在安福县问世以后，吉安的修志文化绵延相续，涌现出
了隋唐之际《庐陵记》，两宋之时《吉州记》及首次官修的《庐陵志》，元《吉州郡志》，明清各朝
《吉安府志》等二十多部郡（府）志和《青原山志》、《武功山志》、《白鹭洲书院志》等专志。
浩瀚志书记载百代，悠悠岁月鉴证千秋。
但自清光绪二年（1876）《吉安府志》付梓至今，一百三十余年间未见续作。

吾邑风流，辈出英豪。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始，吉安人民为了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目标，跟着共产党，浴血打
天下，五万英烈捐躯红壤，百余将星曜曦中华，万千民众前仆后继，谱写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光辉篇
章，彰显了吉安人民献身于民族民主事业的深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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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保第一章 水资源第二章 水利设施第三章 水利管理第四章 防汛抗洪第五章 人工增雨第六章 水土
保持附本志总篇 目(第二卷)第八篇 经济总貌第一章 经济制度变革第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第三章 经济结
构第四章 经济发展第五章 人民生活第九篇 农业第一章 土地资源第二章 土地所有制第三章 农业经济结
构第四章 农作物生产第五章 畜牧业第六章 渔业第七章 农业技术改革第八章 农业机具第九章 农垦第十
章 农业综合开发第十篇 林业第一章 林业资源第二章 林业机构第三章 造林育林第四章 林政资源管理第
五章 木竹生产和经营第十一篇 工业第一章 机械工业第二章 地方军事工业第三章 船舶修造业第四章 电
子工业第五章 电力工业第六章 建筑材料工业第七章 采矿冶金工业第八章 纺织工业第九章 粮油食品饲
料工业第十章 化学工业第十一章 医药工业第十二章 轻工制造业第十二篇 乡镇企业第一章 企业体制第
二章 体制改革第三章 行业门类第四章 产品第五章 企业管理第十三篇 土特名优产品第一章 土特产品第
二章 名优产品第十四篇 商贸第一章 所有制结构第二章 商品储运第三章 日用消费品经营第四章 计划分
配物资管理与经营第五章 粮油购销储运第六章 农产品收购和农资供应第七章 专卖商品管理第八章 对
外贸易第九章 饮食服务第十章 城乡市场⋯⋯卷三卷四卷五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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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四节水产资源保护保护对象境内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渐
衰退。
据地区统计局对赣江沿岸8个县（市）的统计，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个赣江吉安江段天然捕
捞渔场减少二分之一，而渔船总数却增加了一倍多，60年代末只有500余艘，80年代中期增加到1200余
艘。
加上非渔从渔的船只，总数已经突破1600余艘，以致整个赣江吉安江段作业渔船密度大、网具多、网
眼密、作业时间长，造成赣江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难以承受过度捕捞的压力。
形成渔船、渔具数量与捕捞产量成反比的现象。
1962年全区捕捞总产量曾达到3669.4 吨，到1982年下降到959.8 吨。
其中青鱼、草鱼、鲢鱼、鳙鱼不仅形成不了鱼汛，而且鱼类群体趋于低龄化、小型化、性成熟期也明
显提早；名贵的经济鱼类鲥鱼，1974年在鲥鱼产卵场的赣江峡江江段，捕捞产量达到1.5 万千克，到80
年代中期已濒临灭绝。
赣江吉安江段，鱼类资源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一是对发展渔业生产急功近利，忽视
长远。
诸如盲目增船添网，扩大捕捞队伍，提出“一船多具，一人多艺”，“变淡季为旺季，大打歼灭战”
等错误口号。
结果，大鱼小鱼一起捞，出现严重的“吃子孙饭”的现象。
二是捕捞渔民长期以来在天然水面捕捞是谁捕谁得利，存在“自己不捕别人捕”的思想，加速形成掠
夺式生产。
三是工业废水、筑坝建闸等也导致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历史上对于水产资源的保护虽然作了许多规定，但具体的保护对象并不明确。
自1979年国务院《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在《江西省水产资源繁殖保护实施细则》
中才有具体规定。
吉安地区根据1987年《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办法》中确定的保护对象有：鲥鱼、
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鳊鱼、鲫鱼、鳜鱼、鲢鱼、乌鱼、鲶鱼、鲴鱼、鲍鱼、鲇鱼、花鲔
鱼、鲚鱼、鳗鲡、黄鳝、虾、鳖、龟、贝等亲体、幼体和中华鲟、长江鲟、娃娃鱼等水生野生动物，
其中国家一类水生保护动物有中华鲟，二类水生保护动物有大鲵（娃娃鱼），重点保护的野生水生动
物有鲱形目的鲥鱼；鲶形目的长吻旎；鳢形目的月鳢、斑鳢；鳗鲡目的鳗鲡；真瓣腮目的背瘤丽蚌；
龟鳖目的鹰嘴龟、中华鳖；无尾目棘胸蛙、黑斑蛙、大蟾蜍；有尾目的蝾螈科（所有科）及十足目的
中华绒鳌蟹。
同时对鱼类的个体的捕捞重量和规格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捕捞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的个体重量要
达到500克以上，鲤鱼、鳊鱼、鲢鱼、鲂鱼、鳝鱼、鲍鱼、能鱼、鳜鱼、鲶鱼250克以上，鲴鱼150克以
上，鲫鱼、黄鳝、鳗鲡100克以上，捕捞时误捕上来的不符合捕捞标准的鱼类，按重量计算，不得超过
总渔获物的5％。
尽管政府和有关部门作出了上述明确规定，但对捕捞者来说，为了眼前利益，多数我行我素。
保护措施禁渔保护与人工增殖赣江吉安江段中的鱼类绝大部分同时也是在赣江中自然繁殖的重点。
因此，采取休渔、禁渔、扩大禁渔区和延长禁渔期的保护办法，为鱼类安全产卵创造好的生态环境、
有效地保护幼鱼成长，加速天然鱼类大面积的增殖，是保护增殖赣江水产资源的最有效办法。
鲥鱼资源保护鲥鱼是鲱形目、鲱科。
长江鲥鱼肉嫩味美、蛋白质丰富，是国内珍稀名贵的水生野生动物。
营海中生活，摄食浮游动物、硅藻，有机物碎屑等，每年4～6月进行生殖洄游，溯长江而上，由江西
湖口县进鄱阳湖人赣江的吉安至新干江段产卵。
此江段也是国内长江鲥鱼现存的唯一产卵场。
1986年经吉安地区行署批准，设立吉安地区鲥鱼产卵场自然保护区。
1987年6月，《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办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赣江的吉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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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峡江、新干县江段是长江鲥鱼的主要产卵场所、产卵季节禁止捕捞”。
1988年农业部印发《长江中下游渔业资源管理暂行规定》中第二章第七条规定，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
对赣江长江鲥鱼实行禁捕，保护长江鲥鱼安全产卵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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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吉安地区志(套装共6册)》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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