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德市（英文名：NingDeCity）别称：闽东、蕉城地理位置：宁德市位于东经 118°32'～

120°44'、北纬 26°18'～27°4'之间，属于福建省，南连福州，北接浙江，西邻南平，东

面与台湾省隔海相望，是福建离“长三角”和日本、韩国最近的中心城市。全市现辖蕉城区、

福安、福鼎两市和霞浦、柘荣、寿宁、古田、屏南、周宁六县。土地面积 1.34 万平方公里，

直接相邻的海域面积 4.46 万平方公里。地形以丘陵山地兼沿海小平原相结合为特点,属中亚

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3.4℃～20.2℃，年平均降雨量在 1250～2350 毫米，无

霜期 235～300 天。 

 

第一章 城市概况 

宁德市地处闽东北的鹫峰山南麓、三都澳之滨,东与霞浦隔海相望,东北与福安相连,北

接周宁,西倚屏南、古田,南邻罗源。处于东经 119°8′30″～119°20″、北纬 26°30′36

″～26°58′之间,东西宽 70 公里,南北长 50 公里,总面积 1664.53 平方公里。这里雨量充

沛,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出土文物表明,早在新石器石时代,就已有先民在宁德境内繁衍生息。隋朝开皇元年(589

年)以前,这里属古温麻辖地。唐武德六年(623 年),以温麻度县。唐开成年间(836～840 年),

析长溪县之宁川及古田县之东北地,置感德场;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升场为县,以宁川之

“宁”与感德之“德”合而名为宁德。宁德县原属长乐府,后属东都、彰武军;宋淳祐五年(1245

年)属福州;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长溪县升为福宁州,宁德属之;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福宁州升为府,宁德复属之;民国元年(1912 年)废府,宁德属东路道。民国 14 年废道,宁

德直属福建省辖。民国 24 年,宁德西北部析出,成立周墩特种区(后升区为县)。1949 年 8 月

15 日,宁德解放,属福建省第三行政督察区(1950 年 3 月改称福安专区)。1970 年福安专区革

命委员会驻地迁来宁德,次年遂改称宁德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10月改称宁德地区行政公

署),宁德县属之。1988 年 10 月 4 日,国务院批准,宁德撤销县建制,设立县级市。 

  宁德市人民政府驻地在蕉城。1992 年,全市辖 10 镇、4 乡、2 个街道办事处、1 个国营

华侨农场、291 个村(居)民委员会,总人口 37.1 万,有汉、畲、苗、回、壮、京、满、维吾

尔、土家、傣、黎、白、瑶、高山等 14 个民族,其中汉族约占总人口的 94.56%,畲族约占总



 

人口的 5.38%。 

  宁德背山面海,地势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下降,地貌类型齐备,资源丰富。全市陆地总面积

1491.57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23.54 万亩,草坡 39.4 万亩,林地 149.39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47.15%,木材蓄积量 109.41 万立方米。可供养殖的湖、塘、水库面积 2 万亩。境内海域辽阔,

海岸线总长 211.04 公里,海域面积 172.96 平方公里。其中浅海滩涂 13.9 万亩,大小岛屿 27

个,三都澳、官井洋都在其内。 

  境内溪河纵横,河流总长179.65公里,河网密度110米/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32亿立

方米,流域面积 10 平方公里以上单独入海的溪河有 8 条。全市水能理论蕴藏量 21 万千瓦,

可供开发的 14.85 万千瓦。目前仅开发 8.9%。 

  市内已知的矿产资源有 20 多种。其中,非金属矿“三石”(花岗石、硅石、石英石)、“三

土”(高岭土、紫砂土、泥炭土)具有一定的优势。这里的花岗石品种多、质地好、分布广、

开采方便。这里的紫砂土独具特色、单一配方即可成型烧制。 

  宁德土特产品种繁多。芳香的茉莉花茶畅销东南亚各地;曾为古代宫廷贡品的晚熟龙眼、

荔枝享誉八方;味道鲜美的二都珠蚶驰名中外;色佳味美的官井洋大黄鱼更是远近皆知。地方

工艺品中的宁德陶瓷、马记竹枕、仁记剪刀、黄家蒸笼同样素负盛名。 

  这里的名山胜景,声闻遐迩。天然良港三都澳,令人襟怀浩荡,流连忘返。省级风景名胜

区霍童支提山,道家尊之为“第一洞天”,释子奉之为“菩萨道场”,故有“佛巢仙窟”之说。

城郊的南漈公园,瀑布寒潭,迤逶相接,　岩怪石,岑　连属,苍松翠竹,青翠欲滴。 

  宁德历史上名人辈出,灿若群星。从宋代至今,良将贤相,英雄豪杰,文人墨客,革命志士,

指不胜屈。他们留下许多胜迹,供后人凭吊。 

  宁德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元至正七年(1347 年),七都农民李六揭竿而起。明洪武

二年(1369 年),李七率众与官兵血战于八都红门。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宁德人民武装自卫,

誓死不屈。清至民国时期,政治腐败,外患重重,兵燹不绝,满目疮痍。宁德人民于艰难竭蹶之

中,不屈不挠,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近、现代革命史上,宁德人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为革命的斗争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民国 15 年(1926 年),共产党人郑长璋、蔡威在宁德开展革命活动。民国 20 年春,颜阿兰在

霍童建立县内第一个中共党小组,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斗争。民国

22 年 4 月,中共宁德特别支部成立。同年 5 月,叶飞、颜阿兰等领导群众举行“霍童暴动”,

建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8 月,中共宁德特别支部升格为县委。民国 24 年,县、乡、村

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是年 8 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赤溪与工农红军闽东独立二团

会师。9 月,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支提寺成立。境内安德地区和桃花溪地区都成了革



 

命根据地。民国 25 年,县内有 5 个区委、14 个中心支部和 117 个农村支部,中共党员 222 人。

民国 27 年,县内近 500 名游击队员加入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摧残

革命力量,袭击新四军六团宁德留守处;武力解散七都农民协会;摧毁三都中共地下联络站;

焚烧白岩红军医院、兵工厂;杀害林秋光、张云腾等一批共产党人和新四军战士;民国 31 年,

竟然在“合作抗日”的幌子下,制造“霍童惨案”,捕杀闽东游击纵队员 70 多人;还调兵遣将,

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清剿”。在民主革命时期,全县有 1485 人遭杀害,93 个村庄 4544 间

房屋被焚毁。但宁德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宁德的革命红旗始终不倒。民国 35 年后,

中共宁德党组织恢复,革命武装蓬勃发展。宁古罗蔡洋山游击队、宁周游击队、连罗宁边区

游击队不断给反动武装以打击。民国 38 年 8 月 15 日,各游击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 188 团

解放宁德县城。9 月 22 日,中共宁德县委成立,10 月 1 日,宁德县人民政府成立。从此,宁德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宁德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经过了曲折的历程,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解放初期,通过剿匪、减租、反霸、土改、镇压反革命和民主建政,整顿金融秩序,解决

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的产、供、销问题,全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

发展。1952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2510.1 万元(按 1980 年不变价,下同)。1953～1957 年,

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农业、轻工业、

重工业得到协调发展。1957 年底,工农业总产值 3848.83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53.3%,基本完

成“一五”计划。在 1958～1962 年的“二五”计划期间,由于“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

和瞎指挥错误,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在三年困难期间,大量土地抛荒,群众出现非正常死

亡和外逃的情况。1962 年,工农业总产值 2449.34 万元,比 1957 年下降 36.37%。1963～1965

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全面回升。1965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 3817.17 万元,比 1962

年增长 55.84%。1966～1975 年(“三五”、“四五”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党政机关瘫

痪,群众思想混乱。农业生产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工业企业

中,批判“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视为“管、卡、压”而废除,

导致生产纪律松弛,工效低下。“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广大群众抵制错误作法,积极生产,1972 年后,经济开始缓慢回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1976～1980 年　的“五

五”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80 年,工农业总产值 10655.16 万元。1981～1985

年,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各种经济联

合体,劳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工业方面,通过体制改革,企业活力增强,“六五”计划



 

各项目标得以完成和超额完成。1985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1.936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

8184.40 万元,超过了农业产值。1986～1990 年,以撤县建市为契机,突出重点,巩固基础,改

善环境,发挥优势,经济面貌焕然一新。1992 年,工农业总产值 3.46 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

2.43 亿元,农业总产值 1.03 亿元,分别比 1949 年增长 19.1 倍 66.5 倍和 6.6 倍。 

  解放后,宁德的工业、农业、乡镇企业、商业、交通邮电、城建、金融都取得了巨大的

发展和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工业：宁德的工业基础薄弱。宋时始采矿,元代有陶瓷、采冶、制茶、造纸等手工业。

明代,印染、制盐、陶瓷业开始兴盛。清代,虽有仁字剪刀、马记竹枕、黄家蒸笼等名牌产品,

但仍然限于手工作坊生产。50 年代中期,组建食品、酿造、陶瓷、造纸等企业,开始形成地

方工业体系。70 年代后,地区在宁德投资兴办茶厂、罐头厂、造纸厂、无线电厂等大中型企

业,地方工业比重增加。改革开放后,宁德坚持国营、集体、乡镇、“三资”、私营“五个轮子”

一起转动的方针,改造国营企业、扶持乡镇企业、创办“三资”企业,工业迅速发展。1992

年,境内有食品饮料、陶瓷建材、纺织服装鞋类、机械电子电力、造纸装潢印刷等各类工厂

1447 家、职工 31973 人,企业固定资产(原值)5923 万元。当年工业总产值 2.43 亿元。 

  农业：境内农业向以自然经济为主。宋代,农业已初具规模。元代,农业有所发展。明代,

引进番薯种植、缓解粮食困难。清代,茶叶生产增长较快。1949 年,全县粮食总产 3.48 万吨;

有林地面积约 20 万亩;产茶 444.8 吨;渔业捕捞 1214 吨;产鲜果 247 吨。解放后,农业生产发

展较快。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单一农业向多元农业发展,

建立粮食、林业、水产、茶叶、水果、食用菌等商品基地,农业经济迅速发展。1992 年,全

市农业总产值 1.03 亿元;粮食总产量 9.23 万吨;林地面积 149.39 万亩;香菇产量 618 吨;茶

叶产量 1700 吨;水产品产量 13727 吨;水果产量 7540 吨;存栏生猪 71461 头、羊 31923 头、

牛 4731 头、各种家禽 24.36 万只,年提供各种肉类 5818 吨、鲜牛奶 182 吨、蛋品 766 吨。 

  乡镇企业：80 年代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1987 年,有企业 4824 家,从业 17136 人,总产

值 6483 万元,1988 年达 1.02 亿元。90 年代后,政府对之加强领导,推行股份合作制,外出招

商,内引外联,乡镇企业更为活跃。1992 年,有企业 5580 家,从业 22795 人,年总产值 3.05 亿

元,成为宁德经济一大支柱。 

  商业：宁德商业向来发达。唐有墟市、宋辟官市。明清时代,市场星罗,“卖浆小业而至

万千”。全县有 26 个集市,城关、三都、霍童的商业贸易尤为繁荣,霍童署前街即“列肆二百

余”。民国时期,形成颇具规模的棉布、京果、茶叶、海产及酒、陶瓷批发市场。1950 年,境

内有私商 850 家,从业 1400 人,社会商品销售总额 480 万元。50 年代,改造私营商业,在农村

组织供销合作社,形成国营、集体、供销合作社的商贸网络。国营商业掌握了主要商品货源、



 

成为市场主体,供销合作社成为农村经济综合服务中心。私人商业受到限制。从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日用工业品统购包销,市场萎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市场逐步放开,实行多种经营,多种流通渠道并存,个体商业活跃,社会商品销售量剧增。

1992 年,全市有零售网点 4405 个,社会商品销售总额 7.08 亿元,外贸出口供货总额 6269 万

元。 

  交通邮电：解放前,宁德的交通邮电十分落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在三都澳设

邮政局。光绪三十一年,开辟电报线路,该局成为福建省最早的邮电服务机构之一。民国初,

三都澳成为闽东各县与福州邮件往来的转运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邮电局内迁飞鸾。民国

时期,县内有邮路 4 条,由人工传递和委托民船办理;有通县外的电报线路 1 条,电话线路 2

条。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交通邮电事业。1956 年,福(州)分(福鼎分水关)公路通车后,

改善了交通邮电的落后状况。1992 年,以国道、省道为干线,从市区到各乡镇村的道路网络

初步形成,公路通车里程481.21公里,有永久式公路桥53座2384米,新置1.2万吨级远洋货

轮1艘。全年水陆货物总运量50.3万吨,货物周转量17072万吨公里;客运总量1033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41694 万人/公里。现在,宁德成为闽东的邮电枢纽,实现“两化”(市话程控化、

传输光缆数字化),建成“两网”(无线自动寻呼网、移动通信网),开通 3 条二级光缆。市内

电话交换机容量 7000 门,电话机 5239 部,电缆皮长 25.3 公里;农村电话交换机容量 20 部

1842门,杆路长度 591公里,明线长度1235对公里,电缆皮长 274.5公里;长途电话对端设备

48路;电报载波机 4部,插报机 6部,五单位自动发报机 4部,短波发信机 6部,发信机输出功

率 480 瓦,农村邮路 1363 公里,通邮率 87.9%。 

  城市建设：解放前,宁德城区面积不足 1 平方公里,街道是凹凸不平的石径小道,没有供

水、供电和环卫设施。解放后,国家不断投资兴建电站、水厂,增设环卫设施,修建城区街道,

改造旧城,扩大城区面积。至1992年,市区面积5.6平方公里,有混凝土街道18条14.7公里,

形成3条主要商业街,改造乡村公路9条23公里。全市有112座中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2.08

万千瓦,年发电量 6846 万千瓦/时,通电覆盖率 90%,户均生活用电 120 千瓦/时。市区日供水

量 2 万吨,供水普及率 71.2%。乡镇供水普及率达 75%以上。改造拆迁旧城 7 片,占地 41 亩,

建筑面积 4万多平方米。市郊建公园两处,占地约 5 平方公里。市区园林绿化总面积 124.74

公顷,人均占有绿地 5.7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21%。 

  金融：解放前,宁德县有 4 家金融机构和为数极少的当铺、钱庄。业务量甚少,地方财政

拮据,入不敷出。1950 年,各项存款余额 4 万元,财政收入 78.34 万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金融业不断发展。1992 年,全市有金融保险机构 133 个,储蓄网络遍布城乡;各项存款余额

3.19 亿元(其中城乡储蓄 1.23 亿元);各项贷款总额 3.91 亿元,存贷基本平衡。全年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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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903万元(理赔款741万元,占保费的82.07%)。是年,财政收入4268.6万元,支出5721.2

万元,经过清理收入和向地区财政结算后,实现财政收支自求平衡。 

  人民生活：解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环境日益改善。1992 年,城镇职工家

庭人均收入 1578 元,比 1978 年的 257.55 元增长 5.13 倍。人均居住面积 13.67 平方米,比

1949 年增加了 3 倍多。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736 元,扣除物价指数 8.9%外,比 1978 年的 76.9

元增长 2.18 倍,90%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向着小康生活迈进。不少沿海乡镇富裕农民建房的

建筑规格,都赶上甚至超过了市区。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宁德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也都有了长

足的发展。 

  教育：宁德人民向来重视教育。自设县始即建学宫。至宋代已是“十里一书斋”。明嘉

靖末倭患后,县令林时芳重建县城,首事即恢复书院学宫,清代,村镇私塾更多。在封建时代,

宁德出现过 2 名状元、91 名进士、117 名举人、507 名乡贡。清末,随着基督教、天主教的

传入,新学渐兴,光绪二十四年,英国圣公会在城关创办毓秀女校,幼儿园、小学、卫校等随之

办起。光绪三十一年,县里创办县立莲峰小学堂、碧山小学堂、霍童兴文小学堂。民国期间,

教育有较大发展。民国 38 年,全县有中心国民学校 13 所。国民学校 36 所、私立小学 1 所,

小学在校生 3980 人,教职员 181 名;普通中学 2 所,在校生 688 人,教职员工 51 人。解放后,

宁德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教育受到影响。1970 年,

福安专区迁来宁德后,陆续办起一批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幼教、初

教、中教、职教、成人教育齐头并进。1987 年宁德“四率”达省颁一类标准。1989 年,实现

“一无(无危房)二有(有教室、有课桌凳)”。1992 年,境内有:高等学校 5 所,中专 9 所。普

通中学 19 所(含 3 所附设职业学校)260 个教学班,在校生 13248 人,教职员工 1042 人(专任

教师 811 人)。职业高级中学 1 所,在校生 926 人,教师 99 人。小学 651 所 1758 个教学班,

在校生 47499 人,教职员工 2238 人(专任教师 2049 人,民办、代课教师 1221 人)。幼儿园 46

所 286 个教学班,在园幼儿 10895 人,教职工 453 人(专任教师 401 人)。还有各种层次的文化

班、业余初中班、文化技术学校等成人学校。 

  科技：1959 年,成立县农业科学研究所,1963 年后建立各区农技站,形成四级农科网,全

面落实农业“八字宪法”、提高单产指数。1964 年,在全县的 28 个公社 837 个生产队建立试

验田、丰产片 1.51 万亩。这些地里的水稻亩产超过千斤。70 年代末,成立县农业机械研究

所。80 年代后,陆续成立科技情报所,水产、工业、林业科学、医药、食用菌、果树、化建

工艺等公立和民办的研究所以及各种科普协会、学会,展开多项目、多层次的科研活动。至

1992 年,全市有科研机构 12 个,科研团体 13 个,会员 1500 人。全市科技人员共 2849 人,其



 

中高级职称的 50 多人,中级职称的 593 人。有 164 项科研科普成果获地区级以上奖励,有 36

项产品获部级以上奖励,其中玻璃钢旋转螺旋溜槽获冶金部 1981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天山

银毫”茉莉花茶获 1990 年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 

  文化事业：民国时期,全县只有一个民众教育馆。1950 年后,县文化馆、有线广播站、

闽剧团、电影事业管理站,乡镇文化站等,相继成立,城乡文化网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后,除了

国家投资外,群众也集资兴办一批文化娱乐设施,多元文化网络开始形成。1992 年,境内有电

视台1家,卫星地面接收站10个,电视转播(差转)台 23座,广播电台1家,乡镇广播站16个,

村广播室 150 个,农村通播率达 89.6%,乡镇文化站 16 个。市区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

闽剧团、影剧院、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南漈公园、戚继光公园、歌舞厅、卡拉 OK 演唱

厅、电子游艺室等文化娱乐设施,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卫生：传统的中医中药向来是境内群众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

教会医院创办后,西医西药始传入宁德。但由于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缺医少药情况严重。

解放后,建立健全了县、乡(镇)、村医疗保健网,改变了缺医少药的情况,消灭和控制了多种

传染病。70 年代后,随着地区行署机关搬来市内,建立了地区第二医院、地区中医院、地区

精神病院、地区防疫站等医疗保健机构。改革开放后,个体开业医生不断增加、城乡医疗网

点密布。1992 年,境内有市级以上医疗保健单位 7 家,乡镇卫生院 14 家,乡村医疗点和个体

开业医 331 家,群众的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体育：宁德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有登山、海马(土撬)、龙舟竞渡、拔河、高跷、风筝、

曳石、棋类等。明嘉靖间武术兴起,清乾隆间设武科学堂,建演武厅。民国后,学校开设体育

课,有国术(武术)、体操、田径、球类等项目。民国 30 年,县政府规定每年 9 月 9 日为体育

节,届时举行各种体育竞赛。解放后,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方针,形成群众性

体育锻炼活动。1952～1965 年,篮球活动遍及城乡,各行各业纷纷成立篮球协会。80 年代后,

体育运动又有新的发展:传统体育生机蓬勃,职工体育十分活跃,篮球足球比翼齐飞,学校体

育更加深入,畲族体育异军突起,老年体育普遍开展。1992 年,境内有田径运动场 7 个(其中

400 米标准场 4 个)、篮球场 96 个(其中灯光球场 7 个)、排球场 10 个、旱冰场 7 个、游泳

池 3 个、乒乓球室 18 个、棋类室 15 个。近年来,宁德市运动员在省、地比赛中获得奖牌 295

枚(其中金牌 127 枚),有 28 名运动员在省、全国及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市体校向上级

运动队输送运动员 163 名,向高校体育专业输送新生 85 人。 

  解放以后,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宁德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抓紧了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 90 年代初实施精

神文明建设“十大工程”以来,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到 1992 年,全市建



 

立 82 个军民共建点,形成十大文明片区,创办 236 所文明市(村)民学校。通过一系列创建文

明集体的活动,在全市基本形成有利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为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回首往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宁德人民无愧于自己的祖先,

在短短的 40 多年里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成绩,在昔日的废墟上建起海滨新城;在我们展望未来

的时候,我们信心满怀,勇敢的宁德人民必将坚定不移地行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以非凡的气

魄、毅力和胆略,书写宁德历史的更加光辉灿烂的篇章。 

 

第二章 历史沿革 

晋 

  太康三年(282 年) 

  析侯官地置温麻县，宁德属温麻县地。 

南朝 

  大通二年(528 年) 

  建鹤林宫道观于霍童山。 

唐 

  开成年间(836～840 年) 

  析长溪之宁川及古田县之东北地，置感德场，隶长溪县。 

后唐 

  长兴四年(933 年) 

  升长溪县感德场为宁德县，隶长乐郡。 

宋 

  开宝四年(971 年) 

  支提山建寺，御赐"华严禅寺"匾。 

  咸平三年(1000 年) 

  析宁德关隶镇置关隶县(今政和县)。 

  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 

  支提山产紫灵芝 15 株。 

  天圣六年(1028 年) 

  十一月，废宁德等地官办盐场。盐田归民经营。 

  景祐三年(103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