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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泉州市水土保持志》是泉州市历史上第一部水土保持专志。它根据新编地方志的要求，从

水土保持机构延革、预防监督、综合治理、宣传教育、科技监测等方面对泉州市水土保持发展的

历史进行系统记述，基本体现了泉州市水土保持事业的整体延革和发展现状，是一部提供泉州

市水土保持发展详情的史料专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可为今后泉州市水土保持发展提供历

史借鉴。

泉州市水土保持历史悠久，它伴随着生产建设活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积极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植树造林、绿化

大地，平整土地、修筑梯田，砌筑谷坊、拦沙坝等治山治水活动，水土保持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把它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全面展开，水土保持法制体系逐步完善，水土保持机构队伍日渐壮大，水

土流失防治技术不断提高，使泉州市水土保持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泉州市水土保持志》的出

版，对探索和研究泉州水土保持发展规律，推动泉州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作用。

《泉州市水土保持志》的编撰，集思广益，资料翔实，文字简练，详今略古，通畅可读。但因首

次编撰，没有现成版本借鉴，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档案资料散失较多，这给修志带来很多

困难。同时，由于我们缺乏修志经验，水平有限，志书错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编纂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提供大量资料、提出宝贵的意见，使修

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谨表谢意。

苏杭生

2010年6月



凡 例

一、《泉州市水土保持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地记述泉州市水土保持事业发展的历史状况，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记述时限，上溯1953年事物发端，即泉州市开始有水土保持机构，下限至2008年
●-L‘

J氐。

三、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编写，文字、数字用法、书写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五、本志横排竖写，尽量做到纵横兼顾。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正

文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六、本志计量单位均换算成标准计量单位(平方公里、公顷、公里、米、厘米、吨、公斤)，个别

地方保留“亩”。

七、本志凡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县委”、“市委”、“省委”均指中国共产党县、市、省

组织；凡称“政府”均指“人民政府”；“水土办”指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泉州市档案局、泉州市党史研究办公室、泉州市水土保持委员会

办公室资料室、各县(市、区)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和经核实的口碑材料。

九、本志除概述、大事记、编后记外，正文共9章35节，随文配表、照片，力求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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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是福建省三人中心城市之一。北承省会福州，南接厦门特区．东

望台湾宝岛，两毗漳州、龙岩、三明。现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个区，晋江、石狮、南安3个县

级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统一)5个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市土地总面积

10865 77平方公里(未含金门县下同)，2008年有163个乡、镇、街道办事处，392个社区、居委

会，2060个村委会。户籍人口677 73万人，常住人151 779万人。汉族占人口总数的97 81％，少数

民族占219％。少数民族有48个，以回族、畲族、苗族和蒙古族居多。方言以闽南话为主，通用语

言为普通话。

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义化名城之一，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处．

省级40处，县(市)级600多处。

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旅居世界各地的泉州籍华侨、华人620

多万人．旅居港澳同胞70多万人、台湾同胞约900多万人，占台湾汉族同胞的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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