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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蒂安文史·

潮安新县城迁址庵埠镇纪略

郑锦声

新恢复的海安县人民政府驻地(也即县城)迁至患埠镇，
是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经历了一个"科学
决策、民主决策、慎重决策"的过程。

缘起

潮安县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晋威和六年(公元331 年)，
置海陆县(渐安县的前身)直至中华民国三年(公元1914
年)，因与山东省海阳县闰名而由内政部费令更名为潮安县。
吉设置海阳县以来，县政权驻所也即县城，就一直在现在的潮
州市旺。 1953 年7 月至 1958 年 11 月， 1980 年 1 月至 1983
年7 月，潮安县、潜州市虽两次分开建髓，住潮安县县城都仍
在潮州市区。 1983 年7 月，撤消潮安县建制，潮安县并入渐
如i市。至此，潜安县县城在潮州市区的历史，经历了 1652 年
的漫长岁丹。

1991 年10 月 18 日，根据上级准备资整潮汕地区行政区
划的有关精神，当时的潮州市人民政府在上报给省政府的《关
于要求潮所市升格为地级市及其这边调整的请示》中，要求新
恢复的潮安县人民政蔚驻枫溪镇。该年12 月 7 日，罢务院发
出调整潮油地IR行政区划的文件，决定新技复建制的潮安县人
民政蔚驻枫溪镇。



·黯安黯县城迂址庵埠镇纪略·

潮州市升格前，枫溪镇的面积为49.6 平方公里， 34 个行
政村，约12 万人口，其中非农业人口3.3万人。在潮州市升
格的过程中，极溪镇"一分为二"，即从枫溪镇中分挤出 13 个
行政村31.9 平方公里面积，归属薪设置的溜桥区凤新街道。
这样，将作为潮安新县城的枫溪镇，实际上就只有17.7 平方
公里E积， 8 万多人口。

1992 年元旦后，负责统一领导升格扩大军域工作的潮州
市领导小组刑合运作，立即着手进行市区建设的规划。鉴于枫
溪镇的这种现实情况，市领导小组及其办事轧构这域规划满查
组，经多次到枫溪续实地踏勘，认为潮安新县城不宜建在枫溪
镇。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县城建在枫溪会限制市区的发展。
潮州市升格后，规划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中等城市，需要扩大
市这芫嚣。棋溪镇紧靠市区，自然列入市区的扩大莲瞿之内
(是年4 月，市政府正式决定，把枫溪镇现有的21 个有政村中
的20 个划入市区建设控制区)，潮安县城如建在枫溪，势必摄
制市区的发晨;其二，枫溪镇没有足够的地方可建县城。棋溪
镇仅有的17.7 平方公里面积，人口和住宅窑集，乡镇企韭星
罗棋布，加上广梅汕铁路要在该镇境内建一个较大规模的火车
站，需占用大量土地，枫溪镇这域内已没有足够可供建县城的
成片土地。潮安新县城不宜建于枫溪，那应建于哪里?市领导
小组曾设想建于浮洋镇界内乌洋出陪近。但经过察看现场和认
真讨论，觉得这一方案也不够理想。因雨市领导牛纽于2 月底
决定，铁潮安县挂牌杰公活，由县委、县政府对县城选址问题
进行研究，作出决靡，逐级上报。

这样，潮安新县城应重新选址，就势在必衍，这项工作也
就由然摆在新潮安领导班子的面前。

. 2 . 



-j朝安文史·

论证

1992 年2 月 22 8 ，市领导小组宣布成立潮安县筹备组，
组长秦昌犬，副组长潘春青，组员柯焕波、林舜煌、苏停钦、
陈金瑞、张益群。 3 月初，县筹备组及其办事枉持共34 人到
位并开始工作。

潮安县恢复之拐，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有县无城"一
没有县城。这成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热点自题，也成为
开展各项工作的一大障碍。因此，尽管筹备工非纷繁复杂，千
头万绪，县筹备组还是从一开始就纪县城选:iJtl可题摆上了重要
议事日程。 4 月 8 日，在筹备组召开的第一次县直机关干部大
会上，秦昌大雨志首次公开提出了县坡选址的问题，指出县城
选址事关重大，必须"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慎重决策"。 4 月
16 8. 县筹备组举行全体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县城选址问题。
会议决定要立即挖县城选址摆上重要工作 B程，选址过程中应
切实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慎重决策"的原则，并认真
考虑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离地条件、水源、能蒜、社会基
础、城市基础及对外联系等七个因素。为此，决定以县建委、
城建局为主体组成一个工作班子，作好前期准备工作，尽快邀
请在城市规划建设方事较有权成的专家到潮安来实地勘查，科
学论证。

4 月 23 日，县委、县政府挂牌办公后，立即把县城选址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扭。 4 月 25 8 至29 8 ，先邀请了广东省
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四位专家到潮安进行实地勘查。 他幻是:特
区研究室主任蔡人群、吉然地理室主任陈朝辉、地貌第四纪研
究室斟主任方国程、风景族潜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俊鸿。 他盯着
重从地形地貌、地理结莉的角度选择县城地址，提出了可供选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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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新县城迂址庵埠镇纪路·

择的官塘一-4失铺、极芙一-i手洋、庵埠一一彩塘三个初步方
案。 5 月 12 日，时任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主要失责人的潘春
青同志，主持召开县政府负责人办公会议，对这三个方案进行
比较、第选，确定主要以极溪一一浮洋、庵埠一一彩塘两个方
案，提供给下一拉专家进行论证。

5 月 24 E 至29 日，县委、县政府又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吕际地理学会副主漳吴传钧博
士，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嚣行政区划研究会军事、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陈传康教授，城市与这域规划研究所所
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魏心镇教授等三位专家到潮安，
就县城选址问题进行再次论证(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高级工程炜蔡学锐因事未能到潮，只是提供了书面意
见)。他们实地考察了枫溪、浮洋、建埠等三镇的地形地貌、
基础设施、经济状况、人文风情以及人们的患想观念等等方富
的情况，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并利用有关资料进行综合评价。

5 月 28 E ，在满州宾馆召开"潮安县城选址专家考察意
见座谈会"，潮州市的部分领导和潮安县委、县政府、县人
大、县政协的领导成员出痛了座谈会。会上，三住专家分别作
了长第发言。他们联系到吕际自内在诸如首都、县城之类的城
市在选址上的不少经验教训，强调潮安县委、县政月号提出的县
城选址应考虑的七个因素是非常险当的:新时费的县城选址应
倒重于能尽快形成经济中心，不能单独考虑凡何中心;县城选
址必续树立强立发展的思想，不能过分靠近和最附属于言己行
政上级的城市。 她们都详细分析了县城建于枫溪、浮洋、庵埠
的利弊，认为:建于极溪镇，优点是接近凡何中心，有市区的
基础设施作依托，群众到县城办事和机关干部上下班比较方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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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文史·

便，但有突出的缺点，第一是太靠近市运，雨且整千镇已大体
上划入市区控制这 县城如建在枫溪，势必既摄制市区的发展
又不利于潮安的拉立发展;第二是可供县城建设的土地不多;
第三是到处熔囱林立，陶瓷工业污染严重(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枫溪陶瓷工业的燃料大多数用煤，污染较严重)，建县城
不适直。如建于浮洋镇，虽能克服极溪镇的这些缺点，但基本
上是白手起家，一切基础设施帮必须从零开始，技资多，建成
时间长，而且难以形成经济中心。如建于患埠镇，优点较多:
一是区位住势明显，毗邻油头经济特区，靠近浩头港口、机
场，交通方便，易受特区和沿海辐射;二是具备县城的基本依
托，水、电、适信等基础设拖和各种金融分支机构、重疗卫生
设施已有一定规模，不但已有5 万非农居民，再旦东北倒和茵
茵甜地域相对开阔，可规划建10 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区;三是
经济基硅较好，能保证潮安桂立发展和更快发展。庵埠食品等
工业发达，知名度高，全镇的工商筑技占全县的近一半，县城
建于运埠，将会带动局边彩塘、东凤的经济发展，形成区域经
济g 这三镇人口共有26 万多人，乡镇企业及总牧入均占全县
的1/3 强;因是干部群众的商品意识和改革开放意识较强，高
且华侨众多，放潜资漂丰富。

总之，三位专家都认为县城如建于庵埠，投入的资金少，
建成的速度快，虽不是几何中心，但能较快形成全县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确保溺安的稳立发展和更快发展。因此，他
们都建议潜安新县城应建在庵埠镇(蔡学锐高工在其书亘意见
中也提出此建议)。同时，他们指出，县城建于庵埠也有一些
缺点，如:软土质多，给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较大自难;有些地
方有自涝:群众到县城办事和县直机关上下班不太方便。

. 5 . 



·;韩安新县城迂址庵埠镇纪略·

参加座谈会的市、县领导共有八人在会上发言，他，1fJ都表
示赞司三位专家的分析，赞同潮安新县城选址庵埠镇。

专11 !H 
专家论证之后不久，县委、县政府先后召开了曾任潮安副

县长以上职务的真退休老干部座谈会、乡镇场党政一把手和县
直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J1l[谈会、民主党激和各阶层代表人士座
谈会，全茵通摄专家对县域选址的论近情况，征求各方面意
见。参加这些座谈会的同志，发言时都表示拥护县城建于是埠
镇c

在请专家科学论证、发扬民主广桂意见的基蓓上， 6 月 3
日，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在东山湖温泉宾馆举行联
席会议，专题讨论县城选址问题。 18 名领导成员除一人丹出，
余都出窍了会议，县委办、县府井、、县建委、民政局的主要负
责人列席了会议。与会的县领寻同志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一致同意新县城建于庵埠镇。会议还就县城建
于庵埠镇出现的问题和缺点，研究了一些解决办法。会议指定
由我(时任县委办主任)和时任县蔚办主要负责人的陈汉为自
志为县委、县政府起草一个关于要求将县人民政府驻地从枫溪
镇迁至庵埠镇的请示，尽快报上级抗准。为1民重起见，会议还
明确规定请示件应由县委三位正副书记审定，如有必要，黯召
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研究。

6 月 3 自的联席会议结束不久，我即板据联席会议的精神
和专家论证的意见，执笔起草了《关于迁移潮安县人民政府驻
地的请示立经县委三位正副书记审定签署后，作为县政府文
制安月咐:现]9 号) ，按照《自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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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精神，于 6 月 10 日上报潮卦!市人民政府。
7 另 15 自，市五套班子举有联席扩大会议，会议由市委

书记睬远睦同志主持，专题听取和审议潮安县关于县址迁移的
请示汇报。通过反复讨论，充分发杨民主，到会36 人，绝大
多数人都认为潮安县的请示意见和论证材料是客现的，符合实
际的，因而会议决定同意潮安县的请示意见并上报省政府。次
El ，市政府即向省政府上报了《关于要求迁移我市潮安县人民
政蔚驻地的请示}(潜府报 [199习新 20 号 L

8 月 20 日，省政蔚向国务院上我《关于潮安县人民政府
驻地迁至在埠镇的请示兑当年9 月 21 日，国家民政部作出
《关于广东省潮安县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的提复》并行X( 民行
批[1992]107 号)给广东省人民政府。该文说:"经国务院拉
道，同意潮安县人民政府驻地由极溪镇迁至庵埠镇。"至此，
潮安新县城的选址工作，就全部完成了法定的审拉程序。

1993 年4 月 25 El，潮安县委、县政月号以及大部分县直机
关，搬迁至庵埠镇办公。这标志着县城的迁移工作已经完成，
也标志着新县城的全面建设拉开了序幕。

2∞3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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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朝安芸芸城选址考察报告〈要点) • 

i 陪件-]

潮安县县城选址警察报告要点)

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理学
会副主席吴传钧教授(博士)

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理事、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陈传康教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班长魏
心镇教授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蔡学锐高级工程师

应广东省潮安县委、县政府邀请，我们一行三人(蔡学锐
高级工程姆国事未能前往，但有相应书亘意见)于一九九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三十 8 ，对潮安县县址进行实地考察，广
征各方面意见，并利用有关资料进行综合评价，现提出如下考
察意见:

一、海安县委、县政庭提出的县茬选址应考虑七个因素，
昂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用地条件、水源能蒜、社会基础、城
市基础以及对升联系等是非常客观的，南且不带领向性。

二、县城的选址必须做到: 1、优化决策，慎重对待，不
能采取括中主义的办法。图内外有不少例子可借鉴，如澳大利
亚，选首都时，原两个较发达的城市悉尼、墨尔本都在争束作
为首都，结果无办法，选择中间堪培拉，但发展至今只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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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文史·

单一政治中心。 2、县城选址必须是县域内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新时期的城市选址应倒重以经济为中心。应当把发展
经济作为主要职能，要选择一个"生长极"，能迅逗发展又能
带动其它地方发展，要用现实的眼光对待可行性问题，有一定
依花和基础，脱离经济基础，平地起家不现实，必须从全县经
济发展战略和核心考虑，从经济职能出发，不能单独考虑凡何
中心。如巴西原来的首都在沿海大城市里约热内卢，为了开发
落后的内地，挖苦都迁到高原内黠巴吉利豆，由于干旱，交道
不方便，结果搞了三十年仍只是仔政中心，没有发展为经济中
心。 1 县城选址必须树立独立发展患想，不宣过分靠近和依
附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如江苏省苏州市属下九个县，国吴县附
设于市区，发展受摄制，目前落后于张家港和常熟。 4 、要放
宽思路，不能仅就海安县论潮安县，要将潜安县城选址放到宏
观位置上，放到整个粤东地区，至少是在韩江中下潜地区去考
虑，应考虑油头经济特区对韩江内地辐封作用，要考虑和汕头
特区联接得更好，使之成为汕头和潮州的联接点。 5、必须有
远、中、远期结合的观点，不能因陋就篱，要用现代观念考虑
城市规划。 6、选址要镇重，但要抓住时机、当机立断，邓小
平同志窝边谈话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于快上的大好局00 ，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加快建设，争取在勇三年内发展起
来，以带动全县经济和工作发展。

三、潮安县的县城原定是在枫溪镇，但我们经过认真考
察，认为县城设在枫溪镇无法适应潮安县和潮判市的经济建
设。这是国为潜州市区与枫溪连在一起， El前，棋溪镇已纳入
城区兢划中，在枫溪镇建设县城就等于把县城设在市区之内，
这对市、县、区的建设和今后发展是不科的，潮州市升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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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芸芸城选址考察报告·

将原枫溪镇的13 个管理这边归潮桥IR管理。枫溪镇剩下20 个
管理区，人口7 万多人，面看R20 多平方公里，由于这域内各
类企业星罗棋布，人白、住宅密集，再加上规划建设中的潮州
市火车站就在该这域内并将占用大量土地，基本上没有成片可
j有来规划建设县城;与地离时，枫溪镇区域内烟由林立， 260 
多条"乌龙"的污染对新县城的环境构成巨大的威胁，不利于
吸驻外资发展外向墨经济。经过反复讨论，大家都认为在枫溪
镇建县城是不合适的。ßJ此，县政府提出了每洋由以甫的枫溪
一一并洋方案和庵埠一一彩塘方案等两个预选方案。我们在深
入到两个点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反复比较，认为:潮安县城
选址于庵埠比较合适。选址庵埠有如下优势和优点:

一是从地理住置和交通条件看，区位能势明呈。患埠地处
潮安县南部，位韩江下游，靠近沿海，以平勇为主，历来水陆
交通方便，是三县一市交汇点，毗邻汕头经济特区，紧接港
口、机场，并且规划的广梅铁路在此配有火车站，易受特区、
沿海辐射，便于承接、消f仁和引进特区的经济技术扩散和转
移。同时，吉古有"岭海文明"之誉，旅游和文物景点较多，
易于吸引族潜观光和开展离贸。

二是有一定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大大节省投资。有较大型
变电站，水、电、道路、电讯、教育等设雄基本达到县城要
求，现已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达1. 2 亿元，而且从建城的方位
来看，庵埠镇东北倒和西南倒地域相对开阔，连同现有城区可
规划建设十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区。

三是具备县城的基本依托和经济基础。有五万多居民。各
类企业以却多家。产值5 亿多元。初具牛城市规模;而且侨
肆较多，侨乡优势明呈，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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