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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恰逢十二五开局之年， 《汤头乡志》付梓面世了，这实在是汤

头全乡人民的一大盛事。

“展一卷而知一方”。一志在手，洞烛乡情；一志相传，教益后

代。一部乡志，既要反映不同时代的真实状况，又要记录当今社会

活动的人和进行中的重大事件，使之彪炳于千秋万代，彰往昭来。

最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门别类、探本求源，使之资料翔实、

立意新颖，体例完备、结构严谨，文字简炼、图文并茂，将思想性、

资料性和科学性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

汤头乡位于德化西北部，与大田、尤溪两县毗邻，因这里地处

岭脚、汤按等多个有温泉村子通往县城的首冲，故名“汤头”。乡人

民政府所在地汤头村，距县城5l公里。全乡土地总面积125．1平方公

里，下辖汤头、汤缕、岭脚、格中、草村、吉山、福山7个行政村，

林、水、矿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汤头开发较早，宋代先民已在今

岭脚设汤尾关。明至清代中叶渐次繁荣。近年来，汤头乡按照

“12345”发展思路，即围绕一个主题：构建和谐汤头；突出二个重

点：发展和惠民；做强三大产业：矿、林、果；抓好四项工程：社

会主义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生态保护；实施五大策

略：特色富乡、矿业强乡、生态立乡、科教兴乡、依法治乡的发展

思露，立足实际、发挥优势，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和矿产资源开发

舌L世操戈，盛世修志。时逢盛世i j净日汤头，百监俱兴，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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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民安居乐业，这一重大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和时代风貌

当永载志乘，传颂后世，故汤头乡党委、政府于2006年筹建乡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召集有识之士，组织从事乡志编纂工作。历数五个

春秋，终于完成这一浩瀚的文化建设工程，填补了当代汤头修志的

空白，为汤头人民的子孙后代留下一部珍贵的文化遗产。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 《汤头乡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载事严谨，继承创新，使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相统一，是一部具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汤头乡志》的出版，将使汤头历史前有所稽，后有所鉴，鉴古知

今，继往开来。这志书既可为警世之作，启迪后生奋发向上，又可

作辅政之用，鞭策为政者勤政为民。愿汤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同心同德，振奋精神，锐意改革，再展宏图，创造出既无愧前

人又无愧来者的光辉业绩。

编史修志是一项浩繁的社会工程o《汤头乡志》的出版，全赖

编纂人员实事求是，广征博采，笔耕不息，案牍劳形，凝聚着各级

领导、各方专家、各界人士的心血，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愿汤头乡百业亨通，财源

广进，世泽兴昌，是以为序。

黑瓮嚣萎皇毳颜全胜《汤头乡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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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寒暑． 《汤头乡志》终于问世了。这部乡志的编纂成功，

为尘封的历史注入了时代活力。是汤头人民政治、生活、文化中的

一件喜事、盛事，可庆、可贺。

汤头乡虽地处偏僻，山高水远，但却有风光秀丽的迷人景观。

境内群峰叠嶂，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使人流连忘返。从唐代起，

就有人类在这里开发生息。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

文明，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传奇般的故事。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汤头乡人民创造的业绩，更象一座璀璨的历史丰碑，令人

瞩目仰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汤头乡人民充分发挥林、电、矿

等资源优势，造福子孙，把汤头乡各项事业推向新的台阶。

“志属信史”．是辅治之书、致用之书。为了让汤头乡的历史风

貌和时代精神永栽志乘，汤头乡人民政府自2006年召集有识之士着

手《汤头乡志》的编纂工作。本人有幸任汤头乡长职务后，深感完

成这项文化建设系统工程意义深远，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也是

汤头人民的愿望，遂与乡党政诸领导同志顺应民心，组建《汤头乡

志》编委会及其工作班子，同心协力，促成《汤头乡勘这项系统
工程终于竣工。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地方志素有“鉴

往”、“识今”、“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汤头乡勘
也一样。它将成为一部了解汤头、认识汤头、研究汤头的“熔百科

为一炉，集万卷为一册”的“百科全书”，又是一部为各级领导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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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的“辅治之书”，更是一部对广大群众尤

其是青少年进行热爱家乡和传统教育的“教科书”。

编纂乡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综合工程，志书的出版是各方通力

合作的结果，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借出版之机，对各部门、各单

位提供各种资料，对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著述，对各级

领导、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热心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但由于

历史和现实中乃由一些无法回避的原因，难免错、漏之处，敬请慧

眼之士雅正。

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了开来。前人已写下光辉而自豪的一页，

正处在赶超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汤头人，更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

观，励精图治、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地建设经济繁荣、社会和谐、

开明开放的新汤头，谱写出无愧前人、造福今人、惠及后人的壮丽

诗篇。

汤头乡人民政府

彻头乡志》编委会
之苎 林金雪
主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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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汤头自然与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以因事溯源为原则，重大

事件适当追述至发端，主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下限至2008年底。

重要者适当延至定稿前。

三、本志正文以现代汉语行文，志、记、传、图、表、录分别

运用。分门别类，设地理、政治、经济、乡村建设、文教卫生、社

会、宗教、民俗、古迹、人物等篇，以类系事、事以类从。

四、本志置篇、章、节、目，个别内容设置细目。

五、概述及各篇无题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个别事件为叙述方便，采用纪事本末体。其余采用记叙

文体、一般不作评议、寓观点于叙述之中。

六、本志立传人物遵循“生不入传”的原则，其立传人物以

汤头乡籍为主，以及在汤头乡社会、历史上有突出贡献或较大影

响的已故知名人士。正科级、副教授级以上在世人物予以简介，

副科级分类列表，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分类列表，寿星八十岁以

上分类列表。 ．

七、历史纪年，采用“双轨制”，民国以前用朝代纪年，括注公

元纪年(略去公元)；民国时期依习惯采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则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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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古代官方机构和职官名称，采用当时的称谓。地名一般使

凡l 用本志下限时的标准地名，特殊情况使用古代地名括注现地名。

例{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汤头乡和上下级机关的档案及各部门、各

l銎 村的史料、旧志书、族谱、统计年鉴、以及实地调查、采访，并加

；乏 以校正、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

； 九、本志采用的计量单位，除个别旧制单位不宜换算外，一律

； 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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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古道⋯⋯⋯⋯⋯⋯⋯⋯⋯⋯⋯⋯⋯⋯⋯⋯⋯⋯

目； 第二节公路⋯⋯⋯⋯⋯⋯⋯⋯⋯⋯⋯⋯⋯⋯⋯⋯⋯⋯

录l 第三节桥梁⋯⋯⋯⋯⋯⋯⋯⋯⋯⋯⋯⋯⋯⋯⋯⋯⋯⋯

；蔫 第三章新农村建设⋯⋯⋯⋯⋯⋯⋯⋯⋯⋯⋯⋯⋯⋯⋯⋯⋯

l冬 第一节街道⋯⋯⋯⋯⋯⋯⋯⋯⋯⋯⋯⋯⋯⋯⋯⋯⋯⋯

| 第二节村容村貌整治⋯⋯⋯⋯⋯⋯⋯⋯⋯⋯⋯⋯⋯⋯

； 第三节农村住房⋯⋯⋯⋯⋯⋯⋯⋯⋯⋯⋯⋯⋯⋯⋯⋯

第互篇教育、文了匕、卫生、俸育

第一章教育⋯⋯⋯⋯⋯⋯⋯⋯⋯⋯⋯⋯⋯⋯⋯⋯⋯⋯⋯⋯

第一节幼儿教育⋯⋯⋯⋯⋯⋯⋯⋯⋯⋯⋯⋯⋯⋯⋯⋯

第二节小学教育⋯⋯⋯⋯⋯⋯⋯⋯⋯⋯⋯⋯⋯⋯⋯⋯

第三节中学教育⋯⋯⋯⋯⋯⋯⋯⋯⋯⋯⋯⋯⋯⋯⋯⋯

第四节成人教育⋯⋯⋯⋯⋯⋯⋯⋯⋯⋯⋯⋯⋯⋯⋯⋯

第五节老人教育⋯⋯⋯⋯⋯⋯⋯⋯⋯⋯⋯⋯⋯⋯⋯⋯

第六节教师队伍及工资待遇⋯⋯⋯⋯⋯⋯⋯⋯⋯⋯⋯

第二章文化⋯⋯⋯⋯⋯⋯⋯⋯⋯⋯⋯⋯⋯⋯⋯⋯⋯⋯⋯⋯

第一节文化站⋯⋯⋯⋯⋯⋯⋯⋯⋯⋯⋯⋯⋯⋯⋯⋯⋯

第二节广播⋯⋯⋯⋯⋯⋯⋯⋯⋯⋯⋯⋯⋯⋯⋯⋯⋯⋯

第三节电影、电视、录像⋯⋯⋯⋯⋯⋯⋯⋯⋯⋯⋯⋯

第四节舞蹈、歌谣、音乐⋯⋯⋯⋯⋯⋯⋯⋯⋯⋯⋯⋯

第三章体育⋯⋯⋯⋯⋯⋯⋯⋯⋯⋯⋯⋯⋯⋯⋯⋯⋯⋯⋯⋯

第一节民间体育⋯⋯⋯⋯⋯⋯⋯⋯⋯⋯⋯⋯⋯⋯⋯⋯

一、武术⋯⋯⋯⋯⋯⋯⋯⋯⋯⋯⋯⋯⋯⋯⋯⋯⋯⋯

二、舞狮⋯⋯⋯⋯⋯⋯⋯⋯⋯⋯⋯⋯⋯⋯⋯⋯⋯⋯

三、舞龙⋯⋯⋯⋯⋯⋯⋯⋯⋯⋯⋯⋯⋯⋯⋯⋯⋯⋯

四、中国象棋⋯⋯⋯⋯⋯⋯⋯⋯⋯⋯⋯⋯⋯⋯⋯⋯



第二节学校体育⋯⋯⋯⋯⋯⋯⋯⋯⋯⋯⋯⋯⋯⋯⋯⋯
J

一、幼儿体育⋯⋯⋯⋯⋯⋯⋯⋯⋯⋯⋯⋯⋯⋯⋯⋯

二、小学体育⋯⋯⋯⋯⋯⋯⋯⋯⋯⋯⋯⋯⋯⋯⋯⋯

三、中学体育⋯⋯⋯⋯⋯⋯⋯⋯⋯⋯⋯⋯⋯⋯⋯⋯

第四章医药卫生⋯⋯⋯⋯⋯⋯⋯⋯⋯⋯⋯⋯⋯⋯⋯⋯⋯⋯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医疗水平⋯⋯⋯⋯⋯⋯⋯⋯⋯⋯⋯⋯⋯⋯⋯⋯

一、中医⋯⋯⋯⋯⋯⋯⋯⋯⋯⋯⋯⋯⋯⋯⋯⋯⋯⋯

二、西医⋯⋯⋯⋯⋯⋯⋯⋯⋯⋯⋯⋯⋯⋯⋯⋯⋯⋯

第三节卫生防疫⋯⋯⋯⋯⋯⋯⋯⋯⋯⋯⋯⋯⋯⋯⋯⋯

一、爱国卫生运动⋯⋯⋯⋯⋯⋯⋯⋯⋯⋯⋯⋯⋯⋯

二、传染病防治⋯⋯⋯⋯⋯⋯⋯⋯⋯⋯⋯⋯⋯⋯⋯

三、地方病防治⋯⋯⋯⋯⋯⋯⋯⋯⋯⋯⋯⋯⋯⋯⋯

四、寄生病防治⋯⋯⋯⋯⋯⋯⋯⋯⋯⋯⋯⋯⋯⋯⋯

第四节妇幼保健⋯⋯⋯⋯⋯⋯⋯⋯⋯⋯⋯⋯⋯⋯⋯⋯

一、妇女保健⋯⋯⋯⋯⋯⋯⋯⋯⋯⋯⋯⋯⋯⋯⋯⋯

二、儿童保健⋯⋯⋯⋯⋯⋯⋯⋯⋯⋯⋯⋯⋯⋯⋯⋯

第五节医药⋯⋯⋯⋯⋯⋯⋯⋯⋯⋯⋯⋯⋯⋯⋯⋯⋯⋯

第六篇社会

第一章人口与计划生育⋯⋯⋯⋯⋯⋯⋯⋯⋯⋯⋯⋯⋯⋯⋯

第一节姓氏渊源⋯⋯⋯⋯⋯⋯⋯⋯⋯⋯⋯⋯⋯⋯⋯⋯

第二节计划生育⋯⋯⋯⋯⋯⋯⋯⋯⋯⋯⋯⋯⋯⋯⋯⋯

第三节人口变动迁移⋯⋯⋯⋯⋯⋯⋯⋯⋯⋯⋯⋯⋯⋯

第二章民政⋯⋯⋯⋯⋯⋯⋯⋯⋯⋯⋯⋯⋯⋯⋯⋯⋯⋯⋯⋯

第一节婚姻登记⋯⋯⋯⋯⋯⋯⋯⋯⋯⋯⋯⋯⋯⋯⋯⋯

第二节优抚安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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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救灾拥军优属⋯⋯⋯⋯⋯⋯⋯⋯⋯⋯⋯⋯⋯

第三章人民生活⋯⋯⋯⋯⋯⋯⋯⋯⋯⋯⋯⋯⋯⋯⋯⋯⋯⋯

第二章文物古迹⋯⋯⋯⋯⋯⋯⋯⋯⋯⋯⋯⋯⋯⋯⋯⋯⋯⋯

第一节古窑址⋯⋯⋯⋯⋯⋯⋯⋯⋯⋯⋯⋯⋯⋯⋯⋯⋯

第二节冶炼遗址⋯⋯⋯⋯⋯⋯⋯⋯⋯⋯⋯⋯⋯⋯⋯⋯

第三节古寨⋯⋯⋯⋯⋯⋯⋯⋯⋯⋯⋯⋯⋯⋯⋯⋯⋯⋯

第四节古桥⋯⋯⋯⋯⋯⋯⋯⋯⋯⋯⋯⋯⋯⋯⋯⋯⋯⋯

第三章民俗⋯⋯⋯⋯⋯⋯⋯⋯⋯⋯⋯⋯⋯⋯⋯⋯⋯⋯⋯⋯

第一节传统节日⋯⋯⋯⋯⋯⋯⋯⋯⋯⋯⋯⋯⋯⋯⋯⋯

第二节人生礼俗⋯⋯⋯⋯⋯⋯⋯⋯⋯⋯⋯⋯⋯⋯⋯⋯

第三节生活习俗⋯⋯⋯⋯⋯⋯⋯⋯⋯⋯⋯⋯⋯⋯⋯⋯

第四节民间风俗⋯⋯⋯⋯⋯⋯⋯⋯⋯⋯⋯⋯⋯⋯⋯⋯

第四章故事、歌谣、民谚⋯⋯⋯⋯⋯⋯⋯⋯⋯⋯⋯⋯⋯⋯

第一节民间故事⋯⋯⋯⋯⋯⋯⋯⋯⋯⋯⋯⋯⋯⋯⋯⋯

第二节俗语、谚语⋯⋯⋯⋯⋯⋯⋯⋯⋯⋯⋯⋯⋯⋯⋯

第八篇人物

第一章明至清科举人物及九品以上职官⋯⋯⋯⋯⋯⋯⋯⋯

第二章民国时期副科(营)以上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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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物⋯⋯⋯⋯⋯⋯⋯⋯⋯⋯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副科级以上干部⋯⋯⋯

第二节技术人员⋯⋯⋯⋯⋯⋯⋯⋯⋯⋯⋯⋯⋯⋯⋯⋯

第三节获市级以上表彰名单⋯⋯⋯⋯⋯⋯⋯⋯⋯⋯⋯

第四节感动乡村民众人物⋯⋯⋯⋯⋯⋯⋯⋯⋯⋯⋯⋯

第五节艺人⋯⋯⋯⋯⋯⋯⋯⋯⋯⋯⋯⋯⋯⋯⋯⋯⋯⋯

第六节革命烈士⋯⋯⋯⋯⋯⋯⋯⋯⋯⋯⋯⋯⋯⋯⋯⋯

第七节寿星⋯⋯⋯⋯⋯⋯⋯⋯⋯⋯⋯⋯⋯⋯⋯⋯⋯⋯

汤
头
乡
志

；目

；录

≥l
C}
卜-：

C i

●



概 述

汤头位于德化西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180 0’至1180 11’，

北纬250 45’至250 53’。与大田、尤溪两县毗邻，乡人民政府所

在地汤头村，距县城5l公里。全乡土地总面积125．1平方公里，下

辖汤头、汤坡、岭脚、格中、草村、吉山、福山7个行政村，60个

村民小组。2008年底全乡2154户，9459人。均系汉族，惯用闽南
—-，一1苎：I

力商。

汤头一名始出于清代建汤头社，因该地石公格内有一汤泉，与

附近一带的岭脚(汤岭)、汤墙均有汤泉(温泉)，故名“汤头”。宋

代先民已在今岭脚设汤尾关，明至清代中叶已经繁荣，明宣德7年

(1432年)至正德1 1年(1516年)曾在汤头桥亭尾建炉炼铁。已发

现汤头有明、清时代古窑址13处。

宋、明时代属进城乡汤泉上团和汤泉下团，清代属梅上里(部

分属汤泉里)o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属葛岭乡，1950年属

第四区(上涌)，1951年属第六区(葛坑)，1956年改属上涌区，

1958年再属葛坑区；1958年10月岭脚、格中属葛坑公社，吉山、

汤头、福山属上涌公社；1961年从上涌公社拆出汤头、吉山、福山，

从葛坑公社拆出岭脚、格中、草村，并从岭脚拆出增设汤埂大队，

建立汤头人民公社；1984年改为汤头乡。

汤头境内崇山峻岭，重峦叠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千米以

上高山均在南部。南部的吉山村海拔在900～950米之间，西北部的

岭脚和汤坟海拔仅在330400米之间，政府所在地汤头海拔8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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