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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镇志》是在1 9 8 7年原《曹远乡志》未定稿的基础上，

自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继其余绪，重建篇目，经全

体修志人员的不懈努力，历时年余，终于付梓。这是曹远镇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人文科学研究的新

成果，可喜可贺。

《曹远镇志》编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较为全面、系统、

准确地记载了本地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风土、人物等概貌；绘制了曹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

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历史画卷；叙述了改革开放

2 0多年来，曹远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发展中的曹远、

奋进中的曹远、全国明星重点镇的曹远的崭新面貌如实地呈现

在人们面前，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贫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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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同

时，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我们在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

折、经验和教训。总之，它为人们了解曹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是我们宣传曹远、研究曹远、管理曹远、建设曹远的资政之书，

是对曹远人民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一部好的乡土教材。

曹远镇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和资源优势。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历届党政领导带领全镇人民改革创新、开拓奋进，使

曹远镇2 0余年经济突飞猛进、人居环境向城镇化发展。项目的

创办、开发，工业园区和水电、交通等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

更使曹远镇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并为今后经济的持续、健

康、稳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在以人为本，把握科学

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编史修

志，鉴古知今，启迪未来，《曹远镇志>>无疑是历史的明证。

值此《曹远镇志》问世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共曹远镇委员会、

曹远镇政府向一切关心、支持、指导、参与《曹远镇志》编纂

工作的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2005年8月6日



曹远镇志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曹远镇境内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溯不限，下限一般截至2004年底，个别地方到2005年初。

三、本志以志为主，辅以记、述、图、表、录，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

四、本志采用章节结构，按事物性质分类设章，章下设节、目、子目，横排纵写。

五、本志以现辖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地名、单位使用现名。

六、本志中的“解放前(后)”，以1950年1月28日永安解放为界。

七、本志历史纪年，解放前的采用中国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采用

公元纪年。

八、本志数字使用遵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o计量单位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史籍、报刊及知情者口碑材料。各项数据，以市统

计局、曹远统计站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缺的，则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十、本志立传人物只收录具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人物简介收录有突出贡献和

有影响的人物。均按生年顺序编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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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镇志

综 述

(--)

曹远镇位于永安市西北部，地理座标介于北纬26。01’57”、东经117。20’4”之间，因

地处九龙溪下游的曹溪河旁而得名，寓意曹溪源远流长。镇界东南邻燕西街道，南接洪田镇，

西北壤安砂镇，东北毗大湖镇，东西宽19．4公里，南北长23．7公里，总面积193．4平方公里，

占全市土地面积的6．57％。镇政府驻地坑边，距市区8公里。

曹远的建置历史上曾迭经变动。永安建县前，曹远属延平府沙县二十七都和三十一都。明

景泰三年(1452年)永安建县后至民国初期，属永安二十七都(坑边片)和三十一都(汶洲片、

埔头片、丰海片)。民国23年(1934年)和31年，分别隶属大湖区曹远乡和自治的曹远乡。

1950年改属安砂区曹远乡。1951—1958年，其行政区划(乡的设置)历经隶属贡川区、安砂区、

大湖区等变更。1958年坑边片、埔头片、汶洲片、丰海片属大湖公社，1959年底坑边片从大湖

公社划出，成立“国营坑边畜牧场”。1961年6月成立曹远人民公社，埔头片、汶洲片、丰海

片属曹远人民公社。1962年成立曹远、坑边、汶州3个人民公社。1966年9月，曹远、汶州、

坑边三社合一，并为坑边人民公社。1969年坑边人民公社治所从坑边迁往埔头，更名为曹远人

民公社，其所辖行政区域从此不变。1984年9月撤社建乡，曹远公社更名为曹远乡。1985年乡

政府从埔头迁往坑边。1992年10月撤乡设镇，更名为曹远镇。1994年成为国家体改委选定的

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镇。至2004年，全镇共辖22个行政村、1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27757

人，其中农业人口13417人，占48．3％，非农业人口14340人，占51．7％，具有工业小城镇和外

来人口聚居的特点。居民以汉族为主，畲、回等少数民族不到2％。汉族姓氏主要有张、黄、林、

刘、吴、廖、罗、赖、谢等39个，其中19个姓的人口居住相对集中。

曹远地处市区西北的中低山、丘陵地带。地势总体上东南低、西北高，由西北向南倾斜。

北面最高山峰为牛角岭，海拔996．3米，可俯瞰全镇；东部的霞鹤(虾蛤)村地势最低，海拔

仅160米。境内山脉纵横交错，山峦跌宕起伏，主要山峦的高度大都在海拔500—900米之间。

山中黄、红壤土层深厚，腐殖层平均深达24．1厘米，适宜于种植多种经济作物。主要溪流曹溪

位于九龙溪下游、燕江上游，流域面积785平方公里，境内流程25公里，多年平均流量247

立方米／秒，具有河床比降大、含砂量少的特点，水力开发潜力大；其它小溪、坑渠、山泉星

罗棋布，自流灌溉农田面积达15680亩，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曹远气候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少严寒，年平均气温19．2 cc，年平均日

照时数1872小时，多年平均降水量1688毫米，全年无霜期295天，能满足农作物生长对水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综 述

和阳光的需求。这里森林、矿藏、水力资源丰富，交通便捷。全镇现有林业用地面积21．89万

亩，有林地21．6万亩，森林总蓄积量71．87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2．97％，木本植物近400

种，其中经济价值和科研、观赏价值较高的就有200种左右。已查明的矿产有9种，矿藏地89

处，其中石灰石和无烟煤储量分别达3．6亿吨和1．26亿吨以上，双居永安市第一位。陶粒页岩

和水泥粘土也为优势矿种，曹远因此而成为永安乃至福建省的建材(水泥)、化纤和煤炭的生产

基地。曹溪及曹溪旁的溪流除具备得天独厚的自流灌溉体系外，大部分也能开发兴建水电站。

至2004年，境内已兴建大、中、小型水电站36座，总装机容量达7．7万千瓦，年发电量近3

亿千瓦时。全镇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07．6公里，22个行政村全部通车通邮。拥有益口一坑边、

永安一加福、坑边一化纤厂3条铁路专用线，境内铁路通车里程达26公里。这里建有华东地区

最大的乡镇企业铁路货场和多家省、市属大、中型国有企业。充裕的自然资源，匹I通八达的公

路与铁路交通网络，以及驻地国有企业的经济辐射与驱动区位优势，为曹远镇的经济腾飞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f，一、
、一，

曹远历史上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解放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实行土地改革，做到耕者有其田，全乡I'162

户领到了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同时，镇压反革命和剿匪反霸，肃清境内的土匪、恶霸，巩固新

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的安定。1953年，上墩乡成立第一个党支部。同年，樟林村始办初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全乡推广。1955年，鸬鹚乡作为全县首批山林折价人社试点乡，开展林

业互助合作，然后全县推广。由于生产关系较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至1957年，全乡粮食产量3755吨，农民人均产粮517公斤；总收入

84．6万元。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办农村公共食堂，实行“一平二调”，

抽调农村青壮劳力大办钢铁，造成资源极大浪费，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挫折。至1961年，全乡粮

食产量下降到解放以来的最低水平，总产量1876．5吨，比1957年下降50．03％，经济总收入下

降28．6％。导致部分人口非正常死亡。1962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解散农村公共

食堂，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经营管理权限下放，

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发展。至1965年，粮食产量达

2941．5吨，比1961年增长56．75％；经济总量是1961年的1．57倍；收人64．69万元，比1961

年增长7．14％。“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

到户)，农村经济又受到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相应减少。至1968年，粮食总产量下降到

1928．6吨，比1965年下降52．5％。70年代，强调“以粮为纲”，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良食产

量有所提高，1974年，达4633．7吨，其后稳定提升，至1978年，粮食产量达6128．2’吨，经

济总收入达193．37万元。但林、牧、副、渔业发展缓慢。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

席卷曹远大地。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林业生产实行“三定”(即稳定山林仅、划

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眭，粮

食总产量和经济收入逐年提高，农民造林、管林、护林的热情空前高涨，林业收益占农村经济

总收入的比重稳步增长。1985年，全乡粮食总产量达7125吨，农村经济总收入606．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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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人均纯收入453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16．3％、215％、398％。林业总产值占农业的比重从

1978年的9．5％上升到1985年的27％。步入9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在完

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土地延包30年的基础上，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以增收

为目标，实行农业结构调整，以农业产业化为目标，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作

物，拓展“公司+农户”模式，着力培育粮、菜、果、烟、食用菌、渔、畜禽、林竹等农业产

业化基地。农业结构逐渐趋向合理，农民增收逐年显效。2l世纪，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屠

宰税、乡统筹村提留、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再次激活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落实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落实林改面积186326亩，颁发林权证1055本。林改的实

施，疏通了林业产权的有序流动渠道，维护了林农利益，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健康发展。2004年，

全镇实现农业总产值10225万元，比1994年增长3倍，粮食产量7787吨，水果产量6200吨，

蔬菜产量15601吨，烤烟产量74吨，食用菌产量1590吨，水产品产量811吨，畜出栏23815

头，禽出栏67万只，肉蛋奶总产量1676吨。农民人均纯收入5040元，比1994年增长2．16

倍。农、林、牧、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0：i0：33：7。

曹远在70年代前几乎无工业可言，只有部分手工业，主要是造纸、烧石灰、烧砖瓦等。70

年代，随着福建水泥厂、福建化纤厂、丰海煤矿等国有大中型企业相继在曹远兴建、投产，给

曹远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依托这些省属企业，陆续创办了一些社(公社)队(大队)企业，

从此改变了昔日单～的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78年，已有社队企业12个(社

办8个、队办4个)，从业人员578人，社队企业总收入达102．61万元。80年代，响应“无粮

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号召，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行乡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

“四个轮子”一起转，企业规模大幅扩张，经济效益显著增长。至1989年，全乡企业总产值达

11278万元，率先成为永安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亿元的乡，成为三明市各乡镇企业的排头兵。

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曹远立足于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开展横向经济联

合，积极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大发展。1993年和1994年，曹远镇分别被省政府确定为综合改

革试点乡镇(赋予相当于沿海重点工业卫星镇的优惠政策)和国家体改委选定的城乡一体化建

设试点乡镇。永安市赋予曹远镇相当于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在用足用活政策的同时，加快了乡

镇企业的发展。至1999年，全镇实现企业总产值57931万元，工业产值40153万元。同时，贯

彻“治理、整顿、提高”的方针，按照建立现代化企业的要求，实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先是

推行企业改制，实行抓大放小，减员增效，明晰产权，盘活存量，组织清欠。随后又将产权制

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企业改制坚持“宜卖不股，能股不租，该破就破，分类指导”的原则，采

取租赁承包、拍卖、转股、托管、重组等不同措施，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形成了以水泥、煤炭、

矿石、纺织为支柱的产业，“闽燕牌”水泥成为省级名牌产品。21世纪初，狠抓工业园区建设，

大力发展私营企业，突出招商引资，强化优质服务。2002年，曹岩水泥厂获得省外经贸厅颁发

的自营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成为永安市首家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水泥企业。同年8月，曹岩水

泥厂5000吨“闽燕牌”水泥销往东非肯尼亚，率先在省内实现立窑水泥出口。至2004年，全

镇实现企业总产值82157万元，比1994年增长3倍；工业产值61205万元，比1994年增长1．96

倍；财政收入1654万元，比1994年增加1．78倍。曹远镇先后荣获省“农村工作先进单位”、

“乡镇企业工作先进单位”、“科技示范乡镇”、“十好文明乡镇”、“福建省乡镇企业百强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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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政部授予的“中国乡镇之星”称号。2004年被国家建设部等6部委评为“全国重点镇”。

(三)

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各项事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教育方面。民国27年(1938年)前，曹远没有正规小学。省会迁永后，才开始办小

学，．至民国36年(1947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仅31．9‰解放后，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各村

都创办了小学和夜校。70年代办起了初、高中。90年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98年，曹远初

级中学荣获王丹萍教育基金会福建理事会“王丹萍奖”。2003年，通过省高水平、高质量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至2004年，曹远境内有完中2所，初中1所，在校学生3177人，其

中初中入学率达97．5％；小学7所，在校学生1931人，入学率达100％；幼儿园(含学前班)15

个，在园幼儿841人，人园率达92％。共有教职员工463人。

——医疗卫生方面。解放前，曹远没有医院，只有个别村设有中药铺。解放后，医疗卫生

事业有长足进步。70年代公社有卫生院，各村有卫生医疗所，厂矿有医院。至2 004年，全镇

有医院3所、卫生所18所，医务人员146人。同时，农村还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凡住院者医疗

费合作医疗机构可予以报销15％一40％。人民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

计划生育工作已进入经常化、制度化轨道。2004年全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08％o，比70

年代下降了19．42％o。1984年和2004年，曹远乡(镇)分别荣获省计生委授予的“福建省计划

生育先进单位”称号和三明市委、市政府授予的“三明市计划生育协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邮电通讯方面。1958年前，曹远只有邮路，没有邮电所(局)。1958年创办坑边邮政代

办所，1971年成立曹远邮电所，1974年设汶洲邮电支局。至2004年，曹远有3个邮电支局，

共有邮路142公里。全镇安装程控电话8900门，移动电话11289部，宽带用户360户。其中

1994年10月全镇程控电话已达i000部，成为闽西北第一个“装机千户镇”，水尾村成为永安

第一个电话“百户村”。

——文化方面。解放后，文化事业发展很决。1963年，永安广播站架设首条通往乡村的广

播线路一汶洲、坑边，全长17公里。1972年，曹远公社设文化站、电影队。2000年，曹远有

线电视调频广播与市网联网，实现村村通闭路电视。2001年，镇文化服务中心大楼竣工，建筑

面积2800平方米，内设多功能健身房、电脑室、电子阅览室、老人活动中心、广播电视中心等。

2004年，镇政府投资180万元兴建了曹远公园。福建水泥厂、福建化纤厂、丰海煤矿均设有俱

乐部，内设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室、棋牌室、乒乓球室、录像室、舞厅、电影院、游泳池、

健身房等，设施堪称完善。

——体育方面。解放后，曹远境内的学校、厂矿、机关均有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并经常

开展体育竞赛活动。曹远学生吴丽珍2002年参加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青年女子470级奥林匹克

航线赛获第二名，2004年参加全国帆船锦标赛女子470级奥林匹克航线赛、女子470级长距离

赛均获第一名。

——村镇建设方面。70年代前，村民基本上是居住低矮破旧的平房，饮用溪水、山泉水和

地下水。80年代后至2004年，全镇建新房2111户，面积326936平方米。60．5％的农户盖了新

房，50％的农户住上了楼房；已有坑边、水尾、吴家坊、樟林、上曹、大源、东风、汶一、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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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池、张坊、霞鹤、丰海、富溪源、下早、前坪、上墩、下墩、埔头19个行政村的村民饮用

上了自来水，占全镇人口的95％；22个行政村全部通电，并实行同网同价；100％的行政村通了

公路，其中90％的公路是水泥和柏油路面。集镇建设成绩斐然，1989年至2004年，建成集镇主

干道长i000米、宽14米的水泥道路，两旁各建5米宽的人行道，沿街建住房(店面)187户(间)，

公共建筑面积35123平方米。

——社会保障方面。80年代前，对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孤儿由大队、生产队承

担“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o 80年代后至90年代初期，由乡政府和村承担

“五保”；90年代，镇办敬老院，由市、镇承担其生活；同时，对村居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线，

其家庭收入达不到保障线要求的，由政府按月发给补助金。2004年，全镇发五保户29人供养

金31006元，发低保金53户(农村37户、居民16户)133人(农村80人、居民53人)27782

元，发优抚对象抚恤金44380元，节日慰问五保户、低保户发放慰问金65000元。镇成立慈善

会，募集基金60万元，当年用于扶贫助困、扶弱助残发放慈善补助款96000元，有助于维护农

村的稳定。+

(四)

曹远这块沃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民国时期涌现了中国航空先驱刘佐成和留法博士黄曾

樾为代表的知名人士。解放后，培育出了以杨作兴、吴旭增、俞绍才等为代表的学者；荣获三

明市级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37人；培育副处级以上干部14人；中高级知识分子

70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流，面临发展

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的现实，曹远人民将继续开拓进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正视不足，致

力于解决企业生产依赖资源、产品粗放型、科技含量低，农业基础薄弱，环境污染，耕地逐年

减少等问题，并努力转变思想观念，迎难而上。以科技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

一心一意谋发展，同心同德奔小康，举全镇之力，集全镇之智，力求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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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 朝，月·别

顺治十五年(1658年)

张坊村建成曹远第一条百亩引水大圳。该圳无坝，渠道长2．5公里，灌溉面积175亩。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青水池的刘佐成被清廷选送赴日本留学，同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

年)奉召回国试制飞机。

中华民国

民国8年(1919年)

6月和10月，“江湖帮”聂标山、王灿章啸聚曹远等地，以板坑为营，烧房抢掠。甲首廖

观宝到清流县，引领粤军许崇智部两连剿灭帮匪。

民国23年(1934年)

春，中国工农红军为攻打永安城，在坑边驻扎，临时指挥部设在坑边邓钟英公尾厝。

4月，红军驻扎坑边期间，发动青年农民，组织曹远历史上第一支工农政权的武装赤卫队。

民国27年(1938年)

国民政府教育厅在大湖设立义务教育中心小学，坑边、湖峰设简易小学。此为曹远最早的

较正规的小学校。

民国29年(1940年)

3月，奉省政府令，县政府在曹远虾蛤开办煤矿，所采的无烟煤用于解决省会内迁永安后

燃料紧张的问题。

同月，由省银行和福建华侨实业公司投资兴建曹远小煤矿，由省政府供销合作处经营。

民国30年(1941年)

夏，永安师范学生数百人，因不堪饥饿到曹远河边拦截公沽局运来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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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 ⋯．

2月，安砂区区委指导员郭芳芝率工作队到曹远领导工作。

5月，曹远开始建立民兵组织。

6月6日晚，土匪围袭曹岩(樟林)村农会，经激战，击毙土匪1人，工作队阮文森英勇牺牲。

11月，永安专署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到曹远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

1951年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坑边、汶洲等地共镇压了10余名反革命分子。

1952年

8月，完成土地改革，颁发了土地证。

1953年

樟林村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 ，

夏，曹远大旱70天，受旱农田达5032亩。

1955年

1月18日，境内气温骤降至摄氏零度以下，冻死耕牛1l头。

4月，鸬鹚乡作为全县首批山林折价入社试点乡，开展林业互助合作。

1956年

7月6日至18日，省疟疾调查组到上墩乡进行调查。

1957年

7月，坑边中心小学首届18名毕业生中有4人考入永安县第一中学。

12月，在上曹兴建永安最大的小㈢型水库，也是曹远第一座大型水库。次年11月建成。

同月，上曹水库工地发现唐代陶版——陶质、黑色，呈长方形，长19．2厘米，宽11．5厘米，

正面有3个相同阴刻佛像，背面有“咸通十一年七月”(公元870年7月)字样。此版存放永安

市博物馆。

．1958年

5月，全乡开展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活动。

8月1日，曹岩矿区石灰石矿山首批石灰石运出。

同月，苏联专家潘捷列夫、阿南也夫2人到永安坑边勘测和协助选择福建水泥厂厂址。

1959年

1月，益口一坑边水泥厂铁路专用线正式动工，该路段全长7公里，总投资423．29万元。

次年6月，该铁路专用线开始使用。

7月，全长7公里的永安到坑边的公路正式通车。此为曹远境内最早修建的公路。

1960年 、

4月，坑边片的新村、水尾2个大队从福建水泥厂接来电源，成为全乡最早使用电灯照明
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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