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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市志》序

6月18日离任后，方志办同志要我为新编的长乐地方志作序，

可未敢下笔。因为在任时，尚未把这项百年大计、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办好，

深感内疚。今悉《长乐市志》出版，由衷欣慰。

长乐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长乐工作36年，从一名教师走上领导岗位，每

个进步都饱含着历史的机遇和人民的培养。今天，我虽然离开长乐多年，但我

的心依然与长乐紧紧相连，息息相通。

长乐山川锦绣，人杰地灵。长乐人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在漫长

的改造自然和社会变革中，演绎出许多历史人物，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乐人民勇立时代潮头，解
放思想，奋发开拓，不断进取，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巨大成果，城乡面貌

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上新水平，步人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行列。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地方志工作。国务

院把编修地方志工作列入国家“七五”规划。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

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通知，是年10月，县政府遵照“党委领导，政府

修志，部门配合，志办编辑”的原则，筹备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事机

构，着手培训人员，搜集资料，整理旧志。1986年5月开始编纂工作。历经14

年，辗转6位县(市)长，在各界人士支持下，经过大家不辞辛苦，广征博采，

埋头苦干，默默笔耕，这项社会主义文化工程终于告成。新出版的《长乐市志》

记载了长乐从唐朝建县以来，上下千余年文化传承，沧海桑田变化，社会兴衰

变迁，人民战天斗地的壮举；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乐经济、文化、

政治、社会建设的情况，是一部内容翔实，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地

方史志；是人们认识长乐，建设长乐的珍贵资料；是对年轻一代进行乡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编史修志，旨在资鉴。政坛多过客，有影在人心。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

今，除弊兴利，不断创新。衷心希望长乐人民励精图治，以人为本，用好有限

的自然资源，开拓无限的人文资源，努力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永恒地发展。

邱仁魁
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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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历史悠久，建县始于唐武德六年(623)，迄今已有1377年历史。长乐

人杰地灵，物产丰饶，被誉为“海滨邹鲁”、“鱼米之乡”o千百年来，勤劳智慧

的长乐人民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辛勤耕耘，创

建了不朽的业绩，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编修志书，以古鉴今，历来备受推崇。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

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新修《长乐市志》立足当代，

贯古通今，上下千余年，纵横百十里，盛衰兴废，包罗万象，全面系统地记述

长乐自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民情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之轨迹，堪称长乐

的百科全书。 一’

新修《长乐市志》的出版，是我们迎接新世纪的一件厚礼，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得益当代、惠及子孙的一大幸事。它将为各界人士了解和研究长乐

市情，提供宝贵的资料；为各级领导正确决策和制定政策措施，提供历史的借

鉴和科学的依据；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教育，提供生动

的乡土教材；为系统地保存地方文献，起到重要的作用。地方志工作者甘于寂

寞，呕心沥血，研考旧志，续修新史，几改篇目，数易其稿，历14个寒暑，终

于成书，谨此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人类已经迎来新千年的曙光。先辈们已经创建彪炳

千秋的伟业，我们坚信，生生不息的长乐人一定会创造出远胜于前人的光辉业

绩，以非凡的大手笔在市志上写下光彩夺目的新篇章。

娄蒜嘉袅囊磊磊记fq储榕霖长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
”⋯””‘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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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的传统。长乐设县以来，先后8次修志，现存弘治、

、民国5种版本。新修《长乐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记载第九次修志。它继承了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创

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xljlJ,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足当代，贯通古今，

以经济为中心，兼具史地，注重人文，实事求是地记载长乐的历史与现状，重

点记述长乐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全书贯长乐

古今之史略，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融思想性、资料性、科

学性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点。

修志作用，一日“存史”，一地自然和社会、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状的兴

衰起伏与发展变化，汇集于册，传诸后世；--El“资治”，决策者可借志中文献

资料，了解地情，研究地情，从宏观上把握地情，扬长避短，科学决策；三日

“教化”，人们从志书字里行间可受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这对于激励浩

然正气，弘扬传统美德，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我希望广大干部群众认

真读志用志，积极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使《长乐市志》在我市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盛世修志，众手成书。新修《长乐市志》编纂工作始于1986年，十余年

间，历任市委、市政府等领导同志共襄盛举，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做出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多少人为之辛勤耕耘。值此志书付梓之际，谨向参加和关

心、支持编修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羹磊蠢森曩磊富矗善林葆础长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

2000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

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体现改革精神，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系统记述长乐市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资治、教化、存史、

交流服务，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上限不限，下限至1994年。少数内容下限不足或适当延伸，照

片、概述延伸至1998年。记述地域限本市现行版图。

四、本志由图照、概述、大事记、专志40卷和附录组成。按自然、经济、

政治、文化次序平列；概述、大事记、附录不编卷序。本志采用志、述、记、

传、图、表、录体裁记述，一般使用现代语体文，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语言

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五、数字书写，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

称和表述性评议中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阳历用阿拉伯数字，阴历用汉字。

六、本志历史纪年、政区、机关、官职，按当时习惯称谓。在记述历史沿

革时，使用古地名，酌注今名，一般采用现代标准地名。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

年，民国纪年在每章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括号内“公元”、“年”省略。

“解放后”指1949年8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乐城关之日起。“×X年

代”指20世纪××年代。

七、本志计量单位名称，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

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按习惯使用。

八、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年鉴、史籍、旧志、专著、文物、部门文档，口

碑资料审慎使用，经考证人志，一般不注出处，必要时采用页下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统计数据主要采用统计局资料，也采用部门提供的数据。

九、1994年2月18日国务院批复长乐撤县建市，记述习惯通用“长乐市”。

1锥



概’述

长乐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口南岸，与台湾岛隔海相望。介北纬25。40 7～26。04 7、

东经119。23 7～119。59 7之间。东临东海，南邻福清市，北接闽江，西连闽侯县而接近福厦国

道，福泉高速公路从境内通过。东北交连江县海界，东南交福清市、平潭县海界，海岸线长

96公里。有大小岛屿34个，其中以白犬列岛为大。全市陆地面积658平方公里，辖吴航、

航城、营前、首占、玉田、松下、江田、古槐、文武砂、鹤上、漳港、湖南、金峰、文岭、

梅花、潭头16个镇和罗联、猴屿2个乡，255个村委会、9个居委会。1994年人口65．41

万人，1998年人口67．37万人，以汉族为主，有满、畲、蒙、藏等少数民族20个，其中满

族聚居的航城镇琴江村，是全省最大的满族村。市人民政府驻吴航镇，距省会福州陆程33

公里。

长乐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唐武德六年(623)由闽县析立，县名新宁，

县治设敦素里(今古槐镇)。不久改称长乐。上元元年(760)，县治移到吴王夫差略地造舰

处(即三国东吴造船处六平吴航头)。五代时期，长乐两度改称安昌，一度改称侯官，后晋

天福七年(942)以后长乐县名稳定下来。立县至清，长乐县为闽州、福州、长乐郡、长乐

府、福州威武军、福州彰武军、福安府、福州路、福州府等(均为今福州)所辖。民国元年

(1912)设道，长乐属东路道。民国14年废道，民国23年长乐为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区公

署驻地，民国36年直属福建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乐先后属闽侯、福安专区和莆田

地区，1983年7月1日改属福州市。1994年2月18日，长乐撤县设市仍属福州市。

长乐是个准半岛，地貌属低山丘陵小区。山丘呈“丁”字形分布中部和南部，最高峰大

埔尾海拔646．3米。探明的矿产资源有石材、石英砂、砖瓦土、高岭土、叶蜡石、铁、锰、

铅等十多种，其中石英砂数量与质量居全国前列；花岗岩分布广，储量大，质地坚细，色泽

光艳，具开采价值。东部为开阔的滨海平原，西部为福州平原的一部分，西南为罗联盆地，

平原面积190平方公里，约占全境土地面积四分之一。水域(含界内闽江)面积50．67平方

公里。海域面积1237平方公里，为陆地面积1．88倍，约占全省海域面积十分之一。闽江自

长乐西北东流至梅花洋人海，过境长35公里，年流量620亿立方米，为长乐生产、生活提

供丰富的客水资源。境内有三溪、潼溪、猎溪、大溪、太平港等溪河，注入闽江或东海。平

原上河道纵横交错，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2公里，航运、灌溉便利。

长乐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暖热湿润。年平均气温19．3℃，大于或等于10℃，

积温6375．6"C，年实际日照时数1837．6小时，无霜期333天。年降水量1382．3毫米，5～

6月占24％-34％，7-9月占29％-42％，有利于植物生长和动物生息。境内植物277种，

有马尾松、杉、湿地松、木麻黄、相思树、油茶、银杏、桐柳等树种；有黄精、何首乌、天

门冬、太子参、荆芥等中药材。有水稻、小麦、甘薯、大豆等粮食作物，有花生、油菜、西

瓜、甜瓜、茶叶、甘蔗、茉莉花等经济作物，有历史上著名的胜画荔枝、琅峰福橘、列为贡

品的长乐青山晚熟龙眼，还有水蜜桃、枇杷、杨梅、橄榄等果树。野生动物资源近千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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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有带鱼、大黄鱼、鳗鱼、鲳鱼等海洋鱼类700余种，有对虾、毛虾、梭子蟹等甲壳

多种。浅海滩涂产有牡蛎、海蚌、缢蛏、花蛤、香螺、紫菜等几十种贝、藻类水产

草鱼、青鱼、鲢鱼等25种淡水鱼类。诸多水产品中，以中华绒毛蟹、金蝇、对虾、

流鳗、石斑鱼、真鲷、鲈鱼等为名贵，尤其漳港海蚌是世界稀有的海珍品。

内负山际海，山岩石谷磅礴瑰丽，奇山秀水星罗棋布，文物古迹荟萃。有闽中名刹龙

灵感天王寺、雄伟壮观的圣寿宝塔、抗元名将杨梦斗纪念祠、高应松枢密第与忠烈

祠、江田三忠祠、明初建造保存尚好的梅花城、航海家郑和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太平

港、天妃官、出洋平安鼓等处文物史迹系列，以及清代三江口水师旗营遗址，江田南阳中共

福建省委旧址和玉田灵隐墓①闽中游击队补给基地等等。大自然的神功将山河造就，首石

凝云、壶江泛月、龙潭晓瀑、寒岩晚钟、五峰岚横、七岩星绕、筹峰积雪、龙角含烟、屏障

铺霞、灵峰迎旭、梅城弄笛、御国归帆、金刚濯足诸景，令人驻足神往。名山胜景之中，留

下许多历代文人题刻，现存有杨发、蔡襄、李纲、苏舜元、文天祥、朱熹、郑和等摩岩石

刻。城区新建南山郑和公园、爱心公园、南门公园、江滨花园等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

一体，为千年古邑增添光彩，为港口旅游城市装点新姿。

长乐是省会门户、军事要地。东北前沿梅花镇居闽江口南岸突出部，为海上入福州的要

隘；沿江的营前、琴江、金刚腿与福州的马尾、闽安隔水相对，互成犄角，控扼闽江咽喉。

古代梅花先后设巡检司、千户所；戚继光屯兵瀛州(今营前)剿倭。清雍正六年(1728)在

琴江建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拱卫省城，民族英雄林则徐为该营临江照壁题“海国屏藩”。东

部海岸线长而曲折，多港湾澳口，古今均有军队驻防。

长乐人民富有爱国精神和革命传统。明代，长乐人民自发配合官军，在梅花洋和上洞江

平原等地痛歼倭寇。清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军在孤拔的带领下突袭马尾军港，琴江水

师旗营官兵及长乐沿江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使法军占领福州

的阴谋不能得逞。民国17年4月，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玉田地区创建了长乐县最早的党支部，

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反霸斗争。长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顽强地打击日

本侵略军和汉奸卖国贼。民国30年，长乐抗日游击总队与日、伪军激战5次皆捷。其中琅

尾港一役。击毙日本侵略军马营司令中岛中佐等官兵42人，战绩轰动海内外，得到中共华

东局嘉奖。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保卫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保卫红色基地，长乐革命基点村广

大群众粉碎国民党保安团的屡次“围剿”，跟着共产党投身于解放战争，积极开展减租减息，

严惩恶霸和“三抗”(抗征兵、征粮、征税)等活动，袭击国民党镇公所，歼灭国民党反动

武装。民国34年下半年至民国36年夏，玉田龙卷墓成为中共福建省委和闽中特委驻地之

一。1949年8月16日，闽中游击支队长乐大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长乐全境。长乐人

民从此改变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空前的革命热情，走上建设社

会主义的道路。

①灵隐墓俗称龙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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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素有鱼米之乡称誉，长乐人民历来以农渔为业。北宋时期，长乐人民就已掌握间作

双季稻栽培技术。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振龙从吕宋(今菲律宾)引进甘薯，试种推

广。长乐造船业发展较早。春秋时吴国、三国时东吴、明朝郑和下西洋，都在长乐修造大型

海船，同时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与渔业、造船业、航海相关的木竹铁器、锻造、渔网、

油漆、棕麻绳、食品、纺织、印染、陶瓷、酿酒、酱骑等行业发育较早，至明清已臻兴盛。

其中长乐生产的苎布，享有“长乐苎布赛白绫”之美称。由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至民国末年工农业生产急

剧下降，经济濒于崩溃。1949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464万元，工农业总产值1557万元，

其中工业产值占29．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共长乐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长乐人民积极投身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经历艰难曲折，取得辉煌的业绩。1949～1957年通过土地

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力得到解放，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由

1949年的1088万元上升到7427万元，工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557万元上升到9500万

元。1958～1961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忽视客观经济规律，不切实际地追求高

指标、高速度，“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961年全县粮食产量72646吨，比1957年减少22951吨。1963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全县有造船厂、陶瓷厂、农具

厂、糖纸厂等国有工业11家、集体工业57家。1965年国内生产总值1．03亿元，工农业总

产值1．31亿元，分别比1962年增长31．09％、43．29％。“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生产

秩序受到破坏，国民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长乐进入发展最强劲、实力最强

盛、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历史新阶段。改革开放后工农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化农村改革，由单一生产粮食向农、林、牧、副、渔等多

元化、基地化、商品化、专业化新型结构转化，以优高为重点，大力推进科技兴农，促进长

乐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政企分开、

厂长责任制、转换经营体制、企业兼并和股份制，从而增强了企业活力和竞争力。1984年

中共长乐县委、县政府提出“乡镇企业打头阵”的口号，鼓励乡镇办、村办、联户办、个体

办“四个轮子”一起转，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视察长乐乡镇企

业时予以赞扬，称之为“草根工业”。至1985年乡镇企业猛增到2046家，乡镇企业总产值

3．35亿元，其中乡镇工业企业总产值2．21亿元，是1983年的3．56倍，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的82．6％。1992年中共“十四大”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长乐出台一系列政策，优化资

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扩大开放，内联外引，

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1994年全市共有企业6480家，乡镇企业总产值51．25亿元。乡镇企

业有5家成为省级先进企业，4家成为福州市科技示范企业。鹤上成为全省最大的羽绒生产

基地。费孝通再次到长乐视察，对长乐乡镇企业9年来的飞速发展称赞不已，说它“已长成

大树了”。全市工农业总产值70．04亿元，是1978年的37．84倍，其中工业总产值56．23亿

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3％。粮食总产量17．15万吨，比1978年增长17．1％；水果总产

毗。

三



量1．19万吨，西瓜产量1．84万吨，茉莉花年产2913吨；蔬菜品种繁多，总产量19．9万

吨，自1961年开始长乐就已成为福州市蔬菜生产基地；同年末生猪存栏数12．4万头；家禽

289万只，其中蛋鸭105万只；肉类总产量1．88万吨，蛋品年产1．91万吨，长乐水禽城是

全省最大的种鸭苗综合生产基地；水产品总产量9．62万吨，其中海洋捕捞8．37万吨，海水

养殖6071吨，淡水产品6443吨。1996年金峰、潭头、鹤上、营前4个镇跨人全省百强乡

镇。1985年金峰镇首次成为农村社会总产值亿元乡镇。1997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首破

百亿大关。绿化造林成绩显著，沿海一线培植66．75公里长的防护林，森林覆盖率36％，

联合国林业组织誉之为“绿色长城”。先后通过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部级达标验收和福建省

绿化达标验收，被林业部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1993～1998年，长乐累计完成技

改530项(含100万元以下项目)，总投资14．2亿元，年可新增产值30亿元以上。福建经

纬集团从1988年开始，前后经过12次技改，创办金林生、金林来、金鹤毛绒、棉丝厂、金

鑫丝织等5家公司，固定资产从500万元增加到3．8亿元。199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

116．17亿元，比1978年增长198．2倍，平均年递增30．3％。其中国有和集体工业总产值

12．77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11％，私营经济66．82亿元，占57．5％，个体经济4．01亿

元，占3．5％，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1．94亿元，占2．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30．66

亿元，占26．4％。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143．54亿元。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95亿元，

比1949年增长24．2倍。粮食生产连年稳中有增，粮食总产量19．13万吨，比1978年增长

30．7％，平均年递增1．4％，水果生产向基地化发展，全市水果面积6．62万亩，水果总产

量1．64万吨，比1978年增长16倍。其中晚熟龙眼发展较快，种植面积2．76万亩。畜牧商

品向集约化发展，涌现出一批专业生产基地，肉类总产量2．47万吨，比1978年增长10．4

倍，平均年递增13％。水产养殖坚持捕养并举，拓展远洋捕捞，加快浅海开发，水产养殖

面积3．36万亩，水产品产量12．8万吨，比1978年增长2．94倍，平均年递增7．1％。农村

经济全面发展，逐步形成了多业并举、多种经营、具有农业产业化鲜明特色的农村经济新格

局。全面实施“小康工程”，1995年，全市基本实现小康目标。截止1998年，全市国内生

产总值从1949年的1088万元猛增至71．17亿元，增长132．6倍，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

的1557万元增加到139．13亿元，增长239．4倍；财政总收入从1949年的192万元增加到

2．8亿元，增长145倍，经济实力跃居全省第五强。

四

长乐人民自古重视兴修水利，宋代就开始开凿莲柄港水渠。民国18年，建成莲柄港机

械提水工程，灌溉面积2万亩。但旧水利工程标准低、管理差，常淤塞，防御旱涝能力甚

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建有三溪、江田、西皋等山

塘水库418处。建有营前港水利工程，库容量916万立方米，可排涝10．4万亩，防洪3．4

万亩，明显提高莲柄港水网综合效益。建有排洪挡潮水闸15座，还建有海堤12处，全长

38．12公里，保护农耕地15万多亩。在龙腰山开凿长841．2米的引水隧洞，灌溉面积扩大

至13．5万多亩，排涝效益10．5万亩。至1994年，共建成蓄、引、提、排水和堤防工程

989处，总投资1．073亿元，其中莲柄港灌区枢纽工程建有大堤、船水闸、桥梁、通水隧

洞，集引、蓄、提、排水和人饮于一体，每年从闽江引用水量为0．881亿立方米。至此，长

乐结束了十年九旱的历史，大大减轻了洪涝灾害的威胁，1992年荣获“全国水利建设先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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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称号。供水也日益扩大，全市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25万吨，基本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长乐是国务院首批颁布的沿海开放县(市)，内联外引，成效显著，外向型经济全方位

拓展。至1998年底与日、美、英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合同272项，总投资7．37亿美

元，合同外资5．69亿美元，实际引资3．44亿美元。1998年全市完成出口商品交货总值

15．12亿元。长乐也是开展对外劳务合作的最早(县)市。至1998年底，外派各类劳务人

员1475人次。
’

长乐是著名侨乡。早在唐末五代，就有王彦英举家浮海避难新罗(今朝鲜南部)。南宋

时期有漳坂人谢升卿，入赘安南(越南)，宝庆元年(1225)立为安南王。历代有人出国谋

生创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移民、留学和劳务出国人数日见增多。据不完全统计，长

乐侨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约10万人，分布在世界53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都为侨居地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奉献聪明才智，也为长乐的家乡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长乐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清光绪年

间，出现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客轮。但陆上交通运输依旧是徒步肩挑。民国25年建成城关至

营前公路，出现汽车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交通运输迅速发展，1980年内河航运

每日36个航班，年客运量101万人次，客运周转量3759．19万人公里。公路通车里程不断

增长。1994年全市有公路40条，实现村村通汽车，通车里程348．13公里，1998年底增至

621公里，比1978年增加382公里，增长1．6倍。长乐国际机场的正式通航，标志着长乐

立体交通格局的形成。

长乐邮政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民国时期设长乐邮局，后又设电报(信)局、电

话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电事业逐步发展，设施、装备不断更新。改革开放后，随

着经济发展，邮电事业相应得到快速发展。1990年启动移动通信。至1994年，全市有邮电

支局11个、邮电所7个，邮路总长251公里。1998年，电话用户由1978年的720户增加到

7．62万户，电话普及率18．7部百人。移动电话2．54万户，无线寻呼4．78万户。程控电话

总容量13．6万门；邮电业务总量2．38亿元，比1978年增长643．8倍，平均年递增38．2％。

程控电话、移动通信、传呼、传真等快速传递通讯手段一应俱全，居国内领先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电力建设发展较快。长乐供电电压等级从35千伏上升为110千伏和

220千伏，供电能力及供电质量从滞后转变为超前。1987年、1989年先后被国家水电部评

为全国农村(小水电)优秀电网。到1996年，长乐已有110千伏变电站2座，35千伏变电

站7座，年供电量从1978年的1776万千瓦增加到34641万千瓦。

经济的高速发展，给长乐人民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膳食结构渐趋科学，质量明显

提高。1994年。城乡居民的粮食与副食比例分别是1：3．71、1：2．17。衣着也追求高档化、

多样化、个性化。城乡高楼林立。仅1994年全市私人建房3832户，面积429665平方米；

购买商品房面积97334平方米。据调查，城乡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11．79平方米、22．24平

方米，分别是1978年的1．2倍、1．4倍。家庭耐用消费品日新月异，寻常百姓家也都是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规划由撤县设市前的3．5平方公里扩大到60平方公里，已建成城

区面积7平方公里，完成河下街旧城改造；新建和扩建文学路、西洋路、郑和路、南山路、

进城路、西进城路等近10公里的高等级城区道路。绿化工作成绩显著，绿化面积87．24公

顷，绿化覆盖率26％，通过省政府的绿化达标市的检查。侨联、裕利达、惠航、供销、邮

电等处高层建筑相继落成，城乡住宅新区也相继竣工，市容更新，旧貌变新颜。



养出不少杰出人

才。从唐至清末有进士817人、诸科91名，其中状元9人，榜眼3人，探花4人。1949年

全县有初级中学3所，中心国民学校17所，保国民学校74所，私立小学4所，幼稚园1

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发展教育等各项事业。1950年进

行扫盲教育，大办冬学和工农职工夜校。至1959年，脱盲人数达2．1万人，脱盲率为

85．9％。各类学校陆续增加。至1966年，有幼儿园105所，小学281所，普通中学6所，

初级师范学校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学生3．5万人。业余教育也发展很快。“文化大革

命”期间，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乐教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1986年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1992年长乐职业教育被定为“福州市农村超示范作用

学校”。1990 1992年被评为省集资办学先进县。1978～1995年，长乐社会捐资和群众办学

集资达1．67亿元，1991～1995年，共组织1830名机关干部、职工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1998年，全市共有各类学校287所，其中中等专业学校1所，职业中学2所，各类学校教

师5486人，在校学生13．57万人，比1978年增长85．1％。1977～1998年，为各类大中专

以上院校输送新生1．56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技术明显进步，取得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86年实施第一

项星火计划项目——“白番鸭和永定鸭饲养双综合利用技术开发”。至1998年共组织实施

117项科研和星火项目，大力开展农业技术推广试验工作，引进优良新品种，良种覆盖率

90％。全市有137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获国家、省、福州市科技进步奖15次，“中华绒鳌

蟹人工育苗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至1998年，全市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114人，比

1978年增加17倍，其中高级技术职称174人。有各类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机构51个。

长乐文化源远流长，人才辈出。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繁荣，硕果累累，涌现出许多优

秀作者，1979～1998参加地区级以上展览、表演以及在地区级以上报刊发表的作品共有

1600多件(篇)，其中获全国级奖26件，较突出的有音乐作品《两只小鹧鸪》、摄影作品

《黄山素描》。全市有省作家协会会员2人，福州市作家协会会员8人；省诗词学会会员10

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10人；省摄影家协会会员7人，中国摄影协会会员2人；福州市美

术家协会会员6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4人；省、福州市舞蹈家协会会员2人；福州市曲艺

——]



家协会会员3人。省曲艺家协会会员8人。他们的作品和表演在国内外屡屡得奖。“海滨邹

鲁”之誉以长乐为最，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比比皆是，其中有古代画龙高手陈容，

当代文坛泰斗谢冰心，著名文学家郑振铎，被誉为北梅南奏的表演艺术家郑奕奏，著名电影

导演陈怀凯、陈凯歌，书画家李兆珍、黄葆钺，书画篆刻家陈子奋、潘主兰、潘懋勋、周哲

文等。

长乐文化娱乐设施日臻完善，城乡人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1995年有17个乡镇办

了文化站，建起200多个老人俱乐部和农村文化室、青少年之家、影剧院、歌舞厅、书店、

书刊出租屋、旱冰场等文化设施。1983～1998年，全市文化设施投资累计1．8亿元，总面

积19万平方米。城区建有文化馆、图书馆、文化中心、电影院、电视转播台等。到1998年

全市18个乡镇已实现有线电视光缆大联网，广播覆盖率100％。

1949年前，长乐医药卫生事业落后，广大农村群众缺医少药，血吸虫病长期为害。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医疗卫生机构相继建立，，防疫卫生工作

成效卓著。1968年全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1979年后长乐投入2000多万元，新扩建镇乡

卫生院及配套用房总面积4．14万平方米。1998年底，全市有各类医疗机构413个，床位

1175张，比1978年增长1．4倍，卫生技术人员1259人，比1978年增长93．1％，形成了市

医疗机构、镇(乡)卫生院、村卫生所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络。

长乐民间自古盛行练武术、划龙舟、耍狮、舞龙灯等体育活动，尤以武术在海内外影响

深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群众体育运动蓬勃开展，成立各种体育组织，体育队伍日益

扩大，城乡体育运动普遍开展。1992年国家体委授予长乐“武术之乡”称号。1996年国家

体委授予长乐“全国体育先进县”称号。1979--1998年长乐向国家队、省体工队及各体育

院校输送优秀体育人才297人，其中陈洪太、黄宝挺被国家体委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

号，郑茂荣、许玉官、郑荣获“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

．上
／＼

长乐建县以来，历尽沧桑，创业维艰，为今天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近半个世

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家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

康庄大道。

长乐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耕地肥沃，海域宽广。市府提出加强农业综合开发，走高

产、优质、高效发展农业的路子。引进资金、技术和优良品种，改造传统农业。抓好“三水

一牧”，建好“十大基地”，以及根据中共福州市委开发“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开发山海

资源，建立外向型农业生产体系，拓展外海捕捞、发展淡水养殖。充分发挥省企业技术改造

试点县的优势，开发具有先进水平的产品，不断改善产品和产业结构。全面发展第三产业，

配合空、海港建设，重点发展交通运输、房地产、旅游、金融保险及仓储业、饮食服务业和

社会福利业。在我们眼前展现出的将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生活宽裕、文明进步的社会主

义高级阶段远景。

长乐人民勤劳智慧，爱国爱乡，富于拼搏创新、艰苦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中创办的乡镇

企业，以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被誉为“草根工业”。市府提出乡镇企业实行跨所有制、跨行

业的兼并联合，优化企业结构，组建企业集团，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提高竞争能力。利用

地理区位优势和侨港台优势，做好引进嫁接，加速发展外向型企业。抓好科技开发，主攻



8 概 述

“新、高、大”和发展优势产品和拳头产品的目标，奏出长乐农村城市化的序曲。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长乐人民正以强烈的紧迫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满怀信一i5，以非凡的大手笔勾画出新世纪的宏伟蓝图——以城区为轴心，

依托“两港”(空港、海港)，建设两线(航漳线、龙玉线)，开发“三线”(峡漳线、福北

线、两港线)，发展“三片”(城市中一i5区、金漳经济片区、松江经济片区)，形成三足鼎立

发展格局，辐射带动全市协调发展，努力把长乐建设成闽江口经济繁荣地带战略布局。我们

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勤劳智慧、不畏艰难的长乐人民的奋力拼搏，在不久的

将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集港口工业、商贸、滨海旅游城市于一体的新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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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春 秋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

吴灭越国，尽得越地。旧志载吴王夫差曾造船于此①。

三 国

吴永安三年(260)

吴以会稽南部都尉属地设建安郡，置典船校尉，集结谪徙者在此②造船。

西 晋

泰始十年(274)

吴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造船于此③。

太康元年(280)

“杏林始祖”董奉去世。

南 朝
。

陈太建年间(569—582)

十三都人严光，舍宅为寺，人称长者寺；舍田为湖，人称严湖，溉田四百余顷。

唐

武德六年(623)

都督王义童析闽县置新宁县，县治在敦素里平川(古槐镇)，不久改名长乐县。

圣历二年(699)

析长乐县南部八乡置万安县(福清市)。

上元元年(760)

防御使董玢以原县治卑湿。移置六平吴航头。

大历五年(770)

方乐里人仓曹林鸥夫妇，舍田筑堤为湖，后称滨涧湖。

大历年间(767"779)

开辟陈塘港，外达海口，内会县东北诸水。

元和九年(814)

中国佛教南宗高僧怀海禅师圆寂。

开成三年(838)

林鸥举进士，为长乐县第一个进士。

①②③指长乐六平吴航头。



年(877)

宫于县治前。

五 代

平四年(910)

弟王想，以银青光禄大夫摄长乐县政。

化元年(911)

县为安昌县。

光元年1923)

乐县名。

兴四年(933)

称帝福州，国号大闽，改元龙启，升福州为长乐府，以闽县为长乐县，以长乐县

以侯官县为闽兴县。

泰二年(935)

侯官、长乐三县均复旧名。

福六年(941)

为长乐县，改长乐县为安昌县。

福七年(942)

县、长乐县，均属长乐府。

宋

国年间(977"984)

葺倡民筑七都大塘堤以御海潮，长3．6万余步。
’

年(985)

武军改为福建路，设六州，长乐地属福州。

年(1064)

四娘捐资巨万至莆田木兰溪，鸠工筑陂开渠。后莆田立庙祀之。

年(1088)

通作《图经》，知县袁正规为之序，是长乐最早县志(今佚)。

里人陈毅建成下橹桥。

知县袁正规首拓南山园林。

绍圣三年(1096)

始建圣寿宝塔于南山，政和七年(1117)建成。

大观元年(1107)

八月，林摅除①同知枢密院事；闰十月，除尚书左丞。

大观年间【1107"-"1110)

①除：拜官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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