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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福州市社会主

福州，简称榕城，别称“三山"(于山、鸟山、屏山)。全市辖八

县(市)五区，总人口560多万人。境内山川秀丽，人文荟萃，胜景

夺目，古迹繁多。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南台留下“九轨徐行怒涛上，

千艘横系大江心"的名句，以赞颂宋代福州闽江浮桥的雄奇；理学名

家朱熹在鼓山绝顶峰摩崖石刻上题有“天风海涛”，以称赞福州城的

雄浑；近现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林则徐、严复、林纾均生于

斯、长于斯。福州文化教育事业历来发达，宋时就被称为“海滨邹

鲁”。编史修志已有千年历史。现存第一部的福州史志——<三山

志》，修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共42卷、30余万字。明正德、万

历和清乾隆等年间，曾多次修《福州府志>o尤其是清乾隆十九年

(1754年)的《福州府志>，达76卷50余万字。又如《闽都记：》、

《榕郡名胜辑鳓、《榕城志>、《榕城考古略>、《鼓山志>、《西湖志>、
《福州地方志>(简编)等，作为参考史料，都具有一定价值。加上市

辖各县(市)区志，全市现存志书多达84种500余卷。我们只要拂

去历史尘封，江山旧貌、典章文物、衣香人影，莫不历历在目。自

然，其中的历史糟粕也不容忽视。

自清乾隆至今的200多年间，福州尚未有新志。其间正是福州发

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时期，有多少悲壮激烈的事件给世人以启

示，有多少辉耀日星的名字让人们去记取，有多少泣鬼惊神的业绩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

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

系统地记载境内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贯通古今。志中上限

不限，尽可能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4年12月。

三、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历史上曾隶属于本行政区

域今已划出的，除建置外，一般不作记述。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全志分8册、78篇，各分篇一般设章、节、目等层次。

五、本志篇目设置，以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为原则，横排门类，

纵写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专业特

色。

六、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以反映福州地

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o

七、本志人物篇分别用传、录、表记述。人物传按“生不立传”

的原则，收入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去世人物，以福州

籍人物为主，兼收对福州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物。同时，也适

当收入少数影响大的反面人物，以儆戒后人。

八、本志历史纪年用法：凡清及其以前的朝代，采用年号记述，

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i其后省略；1949年8月17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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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农 业

福州市土地面积12152．5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20万亩。农耕历史悠久。据考古，距

今5000年的闽侯县甘蔗镇恒心村昙石山贝丘遗迹，挖掘出大量石锛、石斧、石镰、石刀、

陶网坠等，充分证实当时先民已从事农耕渔猎。到商代则以农耕为主，春秋时期出现铁器和

牛耕。先民筑堤固岸，平坡填洼，垦造方田。舀江水以灌溉，畜水牛以耕耘。汉灭闽越，闽

越遗民内逃山区，促进了山田开垦。西晋建兴五年(317年)，“东晋南渡”，福州农业又有

发展。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和后来的“安史之乱”，不少北方农民避乱南逃，带来北方

耕作技术、农具和牲畜，先云集晋安河一带，后逐渐繁衍迁徙周围十邑。

福州市有轮作复种的优良传统。唐宋时期已有年二熟、三熟轮作制。明万历二十·年

(1593年)，旅居吕宋的长乐县商人陈振龙父子从吕宋引进甘薯。先在福州试种推广，后传

漳州、泉州、汀州，继而传到全国各地，成为主要的渡荒粮食作物。“五口通商”之后，福

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城郊农业独具特色。蔬菜、水果、茶叶、花卉等经济作物发展

较快，福桔、李干、茉莉花茶远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建福

州农校，开福建省农业教育之先河。民国时期，省在福州设农业改进处。长乐等县设种子繁

殖站。但是，封建时代福州诸县农民承受“地有赋，田有租、丁有役、产有贡、物有税”的

沉重负担。遇上自然灾害，稻薯绝收、田地荒芜。加上兵荒马乱，则土地抛荒，卖妻鬻子，

流离失所。民国后期农村经济仍很萧条，“盖因农家经济之日趋低劣而流落外地”。

1949年末，中共福州市委派组织部长郑重到市郊鼓山区远洋乡搞减租反霸试点。随后，

郊区与各县相继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0年8月，福州开始土地改革，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全市征收土地数量约占耕地

总面积的43％。占农村总户数83．4％的无地或少地的雇农、贫农、中农分得了占征收耕地

90％以上的耕地。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积极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选用良种，取得了

丰收。当年粮食总产量47．61万吨，比上年增长8．8％。生猪存栏17．02万头，比增
，

36．38％。

1951年1月，福州地区农业生产互助组发展迅速。互助合作有效地调剂劳力、农具、

耕畜的余缺，保证及时播种，改革耕作制度，单位面积产量有很大提高。

经过1949～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

2．65亿元，比1949年(1．79亿元)增长48％。

1952～1953年，部分骨干互助组转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

初级社有很大发展。同时政府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传统耕作方式，促进了农业生产。1954

年全市粮食总产59．09万吨。1954年10月，试办红星、连坂、溪下三个高级社。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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