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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县志》编审机构人员名单

一、《诏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 黄浦江(县委书记)

主任委员 陈宝钧(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主任委员 林爱珠(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曾任职人员

名誉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沈玉治

游建兴

田明辉

李宗义

(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副县长)

(副县长)

(政府办公室主任)

林幼云(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列与任职时职务标注，

姓名重复者不列)

何红孙(原县委书记)

陈武池(原县长)

沈耀喜(原县长)

郑河水(原县长)

林奕斌(原县长)

黄河俊(原县长)

周跃红(原县长)

沈汉溪(原副县长)

张木狮(原政府办公室主任)

许瑞章(原副县长)

吴建辰(原县委办公室主任)

二、《诏安县志》编辑室

主 编 周跃红 陈宝钧

副主编 沈耀喜 许瑞章 游建兴 林幼云(专职)



统稿编辑 林幼云(兼) 黄家祥 许国松

编 辑(按姓氏笔划排列)

许杰武 许柳德 许慕辉 沈达开 沈金耀 陈汝武 陈南辉

郑舜清 傅 芹 傅崇毅 谢春盛 谢继东 蒲云西 蒲福钦

工作人员沈绍乐 沈响亮 蒲福钦 谢春蛊 陈翠英 何丽权

沈玉英 沈淑婷 沈渊泉 沈晓明

三、《诏安县志》审稿、验收机构人员

(一)诏安县《诏安县志》审稿人员

周跃红 陈宝钧 陈武池 沈耀喜

沈汉溪 林爱珠 许瑞章 游建兴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象袜 田清能 江武聪 许文龙 许木辉 许仪周 许冠生

陈耀南 吴 力 吴睦坤 李志杰 张木狮 张金焕 张钦灿

张培荣 沈文生 沈如生 沈君麟 沈荣发 林幼云 林志刚

林炎生 周鼎明 徐建明 郭景福 康文光 黄顺聪 谢继东

(二)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诏安县志》稿复审人员

王炳南 郭奎光 郑美华 郭上人

(三)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诏安县志》稿审定验收人员

唐天尧 何明才 林 浩 李升荣 陈文忠



序

巍巍乌山耸立，悠悠东溪长流。这里孕育出多少可歌可泣之人和

可存可传之事!值此世纪之交，新编<诏安县志>付梓问世，这是诏

安人民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也是献给新世纪的一份厚

礼，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o

．诏安地处福建省最南端的闽粤交界处，是“福建南大门”、“漳南

第一关”，地理位置特殊，区位优势突出。诏安历史悠久，山海兼备，

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文风炽盛，素有“海滨邹鲁"、“书画之乡"、

“花果之乡"、“鱼米之乡”之美誉。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就有人类聚居。明嘉靖九年置县至今四百多年，诏安人民用汗水和智

慧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劳作生息，辛勤耕耘，历尽沧桑。解放

前，生产凋敝i文化衰落，经济落后，社会秩序混乱，人民颠沛流

离。新中国成立后，诏安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诏安人民沫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立足优

势，戮力同心，锐意进取，开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局面，1993

年摘掉了贫困县帽子，实现了历史性转变。1997年跃居全省经济发

展十佳县和小康建设先进县。社会事业亦随之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稳

定。现在，诏安人民正昂首阔步迈向新世纪。诏安的历史，就是勤劳 ．

勇敢的诏安人民自强不息、战天斗地的奋斗史o f夕

欣逢盛世修志，这是一件利于当代、惠泽后世的功德事业。其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用有三：一为存史o“欲知大道，必先知史”o新县志贯通古今，详今

略古，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诏安置县后468年的历史，聚集诏安自

然与社会全貌、古今历史之精华，是诏安社会大观的综录，诚为一方

之全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不可或缺的珍贵史册。二为资治。编史

修志，贵在资治o<诏安县志>积累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

通过修志，鉴往知来，能够借鉴前人治政之经验，为了解县情，制定

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提供科学决策的依

据。三为教化。新县志，为诏安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革命情

操，强化热爱诏安意识，激励开拓进取精神，增强振兴诏安信心。

新编《诏安县志》，数易其稿，洋洋百万言，体例完备，资料翔

实，内容丰富，。且具权威性、现实性、可读性，富有时代特点和地方

特色。编纂此志，实为不易。在此，谨向全体修志人员以及关心、支

持县志编写出版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诚望诏安人民和衷共济，再展宏

图，再铸丰碑，为建设繁荣、富强、文明的福建“南大门"而奋斗!

中共诏安县委书记

诏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九九九年冬

童汤泣

啦喀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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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沿的优良传统o

<诏安县志>。始修于明，现仅存清康熙及民国二志。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勤劳勇敢的诏

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励精图治，使诏安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值此编修县志，实为当

务之急o

1984年5月。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诏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修志人员广征博采，殚精竭虑，数度寒暑，六易其稿。上承前志精

华，下集各方卓元，终于完成了这部百余万字的传世之作。作为县当

政之一的我，“以志存绩"，欣慰之情可想而知。在此，我谨向为修志

作出贡献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表示深切的谢意o，

新县志溯源沿流，继承创新，总揽了诏安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

现状的概貌。全书纲目清楚，体例完整，资料翔实，文风谨朴，既有

昂扬的时代精神，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同一幅绚丽博大的历史画

卷，描绘出诏安县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丰硕成果。阅读此书，可以

识县情、知兴替、明得失、弘传统、勉今人、启后人，于改革开放之

千秋伟业。有莫大裨益o ，

时值世纪之交，我真诚希望“生于斯，长于斯’’的诏安人民和热

爱家乡建设的“三胞”，共同弘扬诏安的优良传统，把握机遇j携手
共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诏安县志>再续辉煌的篇章o 。

是为序。

原诏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九九八年秋

周矗幺铲

(苎’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反映诏安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努力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相统一。

二、本志主要记述县辖区内各时期发生和相关联的事物，详今略古，详异

略同。事物上限力求追溯其发端，下限截至1996年17、月。为反映改革开放成

果和一些事物的完整性，图片、概述、大事记延伸至1998年12月。

三、本志由图片、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志、人物、附录等组成，以科学

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为原则设卷，各卷首设无题概述，卷中设章、节、目、

子目等层次。

四、人物传遵循“生不入传”的原则，收入人物以本籍为空，兼收对诏安

县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外籍人物，排列以生年先后为序。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并借鉴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记述。本志以现代语体文

记述，概述采取夹叙夹议记述法。

六、历代纪年记法，清及其以前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

民国纪年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省略，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地名、政府机构、官职均按当时习惯称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

“新中国”。

八、本志统计数字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以政府统计部门数

字为准。

九、本志计量单位，除历史上不便换算或不宜换算外，均使用1984年法定

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3月流通的旧版人民币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

民币币值。

十、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年鉴、史籍、方志谱牒、报刊、专著，各有关部

门、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重要孤证难于

核实的，则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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