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城市建设 

城市发展水平 

2009 年，中心城市龙头地位进一步凸显，制订了《中心城市规划管理规定（暂行）》；

“三大板块”建设有序推进，市博物馆、会议中心投入使用，商务营运中心、龙门物流园区、

闽西交易城二期、象屿物流园区、中高档百货商场、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加快，金融商务中心

顺利奠基，龙腾、莲东、小洋等人居板块规划建设进展顺利；“绿亮美”工程全面推进，完

成登高公园改造、旧城区滨河拓宽改造、龙岩大道一二期绿化、人民广场亮化等 49 个项目，

农贸市场、人行天桥等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交通综合整治初见成效。中心城市建成

区面积扩大到 36.3 平方公里。县域城市骨干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产业聚集、人口承载和

辐射带动能力明显提升。10 个市级中心镇建设试点稳步推进。 

城建重点项目 

龙岩市市 2008 年启动实施“绿亮美”工程，推进城市从扩张性发展向集约性、板块性

综合发展，提升城市品位，努力建设适宜创业、创新、居住的城市体系。到 2009 年底，中

心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到 35 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 1.7 平方公里。 

2009 年，全市 117 个在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03.1 亿元，比上年增加 59.6 亿元。全市

一批重大项目取得新进展，永春至永定高速公路龙岩段、上杭蛟洋至城关高速公路、上杭紫

金铜冶炼生产项目、龙岩市商务营运中心等项目实现新开工建设；永安至武平高速公路上杭

——武平段、龙岩坑口火电厂二期工程、上杭紫金山金铜矿联合开发项目、龙岩市博物馆实

现竣工或部分投产；赣龙铁路（福建段）新建工程、漳平电厂改扩建、永定金叶复烤扩建项

目、龙岩何家陂水库建设项目等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0 年，中心城市将实施建设项目 76 个，其中道路建设 29 项、园林绿化 10 项，市政

维护 9 项，环卫 5 项，公交 8 项，污水管网和其他 15 项。 

环境保护与治理 

2008 年，龙岩市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 31 个，投资 2701 万元。全市 251 家企业

办理了水污染排污申报登记，462 家企业办理了大气污染排污申报登记，122 家企业办理了

固体废物污染排污申报登记；依法取缔关闭违法企业 3 家，其中违法排污企业 3家。城市污



 

硐探 6146.6 米，新增煤 7514.8 万吨、铁 5620 万吨、钼 50.71 万吨、金 81.43 吨、石灰岩

1.95 亿吨，紫金山深部金铜矿、连城铜坑铜钼矿等项目均取得显著找矿成果。 

 

第九章 经济发展 

龙岩地区地处闽、粤、赣 3 省边界山区，山地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82.61％，群山连绵，

交通闭塞，森林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长期未能开发和利用，经济

很落后。全区人民一直在仅占土地面积 7.05％的耕地上，从事以粮食为主的单一农业生产

活动。粮食平均亩产仅 88 公斤，农民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粮食尚难自给温饱，林、牧、

副、渔诸业更无法发展。加以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区人民在坚持 20 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历

经反动派烧、杀、抢的劫难，农村经济更加凋蔽。城镇工业大都以手工业为主，现代工业基

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建国前全区经济结构一直保持农业占 96％、工业占 4％的基本格

局。直至 1949 年底，全区工农业总产值 1.55 亿元，人均产值仅 143 元。全区经济状况，不

仅工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商业、交通邮电、建筑诸业也很落后，经济基础相当薄弱；1949

年底，全区国民生产总值公 1.16 亿元，人均国民总值 108 元；全区国民收入 1.13 亿元，人

均国民收入 105 元。 

建国后，龙岩地区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重建家园。

经过 3 年恢复时期，从 1953 年开始，经过七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工业、农业、商业、

交通邮电、建筑诸业均取得显著的增长。38 年间，工业产值增长 82.2 倍，农业增长 3.6 倍，

商业增长 33.4 倍，交通邮电增长 27.2 倍，建筑业增长 132.9 倍。全区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经济水平逐步提高，社会总产值逐年上升。1950 年总产值 1.73 亿元，人均 157 元，到 1957

年总产值为 3.03 亿元。人均 239 元，增长 76％和 52％。1963 年，总产值 3.38 亿元，人均

247 元。虽陷于徘徊状态，仍略有增长。1973 年，总产值达 7.50 亿元，人均 395 元，比 1957

年增长 147％和 65％。1983 年，总产值上升为 14.48 亿元，人均 633 元，比 1973 年又分别

增长 93％和 60％。1987 年，全区社会总产值上升到 24.57 亿元，人均 1008 元，比 1950 年

分别增长 13.2 倍和 5.4 倍。随后增长更快，到 1990 年，上升到 31.63 亿元，人均 1213 元，

又比 1987 年分别增长 28％和 20％。从全区国民收入变化的状况来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逐

年提高，1950 年 107 元，1957 年 157 元，1963 年降为 138 元，1973 年达 190 元，1983 年

334 元。到 1987 年，上升到 491 元，比 1950 年增长 3.6 倍。到 1990 年，上升到 567 元，

比 1987 年又增长 15.5％。 

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经济条件逐步改善，全区以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也逐

步调整得更趋于合理完善。建国前，全区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状态，工



 

市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30.41 万人，比上年增加 2.14 万人。其中参保职工 25.57 万

人，参保的离退休人员 4.84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 17.61 万人，失业保险基金当年

支出 1859 万元；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 14.55 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支出

77.2 万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28.62 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当年支出 31564 万元；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19.57 万人，工伤保险基金当年支出 1618 万元；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14.72

万人，生育保险基金当年支出 683 万元。新建经济适用房 7．5 万平方米、廉租房 1．1 万平

方米、残疾人解困房 8850 平方米。 

2009 年 1 月 15 日下午，市、区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民生民心工程-莲东小区一

期安置房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莲东一期安置房项目于 2007 年 12 月 1 日开工，项目占地

25.9 亩，规划建设安置房 7 幢、207 套，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 2.9 万平方米。安置房居住

小区交通方便、公共设施配套齐备、社区服务用房、消防设施、水电设施、信报箱、门卫值

班室等都基本完善，是一个居住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建设期间，为确保质量，工程质量监

管严格按工程规范、强制性标准施工。同时区莲东工程协调办还聘请了九位新陂村拆迁户代

表参与工程建设的全程监督。据了解，莲东经济适用房二、三期工程也将在 2009 年开始建

设。 

 

第十章 社会事业 

教育 

2008 年度，全市“双高普九”有序推进，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面免除，农

村中小学 D级危房改造基本完成，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作有序推进。普通高考万人

上本科线人数连续七年居全省第一。闽西职业技术学院被确定为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龙

岩高级技工学校升格为龙岩技师学院并被确定为全国首批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全市各类高校招生 4000 人，在校生 13502 人，毕业生 3636 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15697 人，在校生 43377 人，毕业生 13402 人。普通高中招生 2.32 万人，在校生 7.79 万人，

毕业生 2.52 万人。初中招生 3.60 万人，在校生 11.13 万人，毕业生 4.62 万人。普通小学

招生 2.71 万人，在校生 16.60 万人，毕业生 3.50 万人。特殊教育在校生 4348 人。幼儿园

在园幼儿 8.72 万人。 



 

参加人数 4万人次。2006 年 10 月 28 日，福建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在龙岩开幕，这是福建省

首次在山区举办省运动会，也是福建省历届运动会设置项目和参赛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

次体育盛会，并首次有台、港、澳的体育代表团或观光团共同参与。龙岩代表队取得 116

枚金牌，金牌数超过前 12 届总和，排在福州、厦门、泉州之后列第四位，取得历史性突破。

2007 年，该市承办了一系列大中型赛事，办赛水平进一步提高。先后承办全国性比赛 3 项，

省级比赛 4项，举办市级比赛 6 项。 

交通 

龙岩地处闽南沿海与珠三角和闽粤赣三省结合部，是海峡西岸延伸两翼、对接两洲的重

要通道。龙岩市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航空方面，建成了龙岩冠豸山机场，已开通龙岩至

深圳、龙岩至上海航班。公路方面：龙长高速公路、古田大道建成通车；永武高速公路全线

开工；漳永高速公路的路线规划设计方案通过省内审查；永春至永定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

取得实质性进展。新增高速公路里程 136 公里、累计 174 公里。 

第十一章 景点大观 

客家之旅 

培田村古民居：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位于连城县境内、有“民间故宫”之称的培田古民

居，是客家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它以“九厅十八井”为基本特征，组成一个连片

成群，规模宏大，布局讲究，设计精美的古民居建筑群落，它厅高堂阔，雕梁画栋，纵主横

次，厅厢配套，卫生设施科学而完善，是建筑工艺与科技的完善结合。 

连城四堡：连城另一古镇四堡，是我国现今唯一活着的古代雕版印刷的见证者。四堡雕

版印刷始于宋末，鼎盛于明清，当时此地印坊栉比，书楼林立，当地书商达数百之多，有定

点经销，有流动贩卖，外地书商也络绎不绝前来批售，使四堡刊印书籍“垄断江南、行销全

国、远播海外”，成为当时全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在雕版展览馆内，一块块乌黑斑驳

的木刻印板上，“藏板所有，翻刻必究”，“本斋藏板，翻刻必究”等字标，清晰可见，足

见“版权”这个现代的时髦词汇，在当时早已有它的原始萌芽。由于此地地处偏僻山区，有

山高皇帝远之感，当时全国不少禁书如《金瓶梅》等得以在此印刷，使四堡雕版印刷更为兴

盛。四堡现列为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幸存的古书坊群也成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 

土楼民俗文化村：国家 4A 级旅游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永定客家

土楼民俗文化村景区位于福建省龙岩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内。景区内建筑独特，其中有富丽



 

而浏览龙岩全市，是个不错的路线。 

金色之旅 

紫金工业旅游区：是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城之北、汀江左岸，山中

“怪石嶙峋，耸峙天表”，素有“杭川第一名胜”之美称。山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金、铜矿，

人们形象地比喻为“铜娃娃戴金帽子”。 

紫金山金矿：于 1993 年首先进行地下开采，2000 年全部转为露天开采，整个生产场面

非常壮观。 

黄金冶炼厂：是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工厂，厂内绿树成荫、碧草悠悠、环境优美，厂

区占地面积 18800 平方米。 

 

第十二章 名人录 

邓子恢 

邓子恢)乳名邓绍箕，龙岩市白土镇邓厝村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生于中医兼塾

师家庭。1916 年他在龙岩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后，考取公费留日生，翌年正月，与魏

觉民等东渡日本，入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18 年 4 月，参与留日学生发动的抗议北洋军阀

政府与日本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军警镇压，不久与其他

留日学生罢学回国。 

这年冬天，邓子恢往江西省崇义县杰坝墟堂兄开设的杂货铺当店员，后来又在家乡白土

镇桐冈小学当教员。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与陈明等联络龙岩进步青年举办“奇山

书社”，订阅《新青年》、《向导》等革命报刊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1923 年，他

又在书社的基础上发起创办《岩声》报，并陆续在这家包涵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种内

容的综合性月报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在当时

的福建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的先导作用。1926 年 12 月，子恢在江西崇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子恢从江西潜回龙岩，秘密开展革命活

动，发展农民党员，不久，在全县 80%的乡村建立起农民协会。1928 年初，中共龙岩县委秘

密设在白土镇后田村，任县委宣传部长的邓子恢同县委组织部长郭滴人以衍新小学教员的公

开职业作掩护，暗中组织农民，准备武装起义。3 月 4 日，后田地主阴谋杀害农会负责人，

邓子恢、郭滴人立即领导农民暴动，击毙地主狗腿子，收缴地主枪支，烧毁田契债据，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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