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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悉新编<料滩镇志)即将成书并公开出版，特向镇人民政府

及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衷心祝贺!

乡梓斜滩，虽居山峨，山清水秀，地灵人杰。自建置以来．历朝

历代，名人辈出。名闻遐尔。入清以后．商业兴盛，文化发达，经久

不衰。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日新月异，古镇旧貌换

新颜，树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形象。新编<斜滩镇志)本着详今略古

的原则，把它记载下来，留存于后世，用于激励今人．启迪后代，实

为一件大好事。

作为一个长期在外地工作的子民，愿借此机会向斜滩镇的父

老乡亲表达我的一点心愿：愿全镇人民在中共斜滩镇党委、斜滩镇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勘劳淳朴、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努力奔

小康；祝斜滩早日成为繁荣昌盛的小康集镇，祝乡里群众早日过上

美满幸福的小康生活。

宁德地区行署副专员 龚守栋

19粥年lO月



2 序

序 二

斜滩是闽东四大古镇之一，地灵入杰，互为条件。历史上以

。溪流稍阔少石。，可通小船的优势，一度成为寿宁县的物资集散地

和本省的政和、周宁，浙江省的庆元、景宁、泰顺等县的土特产、日

用品转运埠。早在清末民初便巴相当繁荣，民国时期的福建省银

行寿宁营业所、解放初的国营贸易公司寿宁营业处均设斜滩。镇

内诸景如龙舟竞渡、狮潭映月、屏峰泼翠、虎口涛声，皆各具特色，

名人啸咏代代相传。境内人才济济．誉满八闽，仅民国至今，全镇

就有36位博士和硕士。

<斜滩镇志)开始修纂至成书，历经八年，数易其稿。终于付诸

出版。颇为不易。这本洋洋20多万字的志书，记载了从明景泰六

年寿宁建县至今540多年来斜滩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社会事业

以及人物传记等方面的史料．内容详实、丰富，尤其是比较全面地

叙述了斜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

面貌，也凝聚着斜滩籍在县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的心血和汗水。

镇志的问世，是寿宁修志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填补了寿宁县

乡镇志的空白。在存史、传世、教化、致用方面都有其特定的作用。

我相信，一花引来百花开，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乡镇志展现

在世人的面前。 ‘

丙子年春节，<斜滩镇志>主编王道亨要我写序，我素爱文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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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更留心乡土文化，在镇志印将出版之际，谨表衷心的祝贺，并希望

斜潍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奋力拼搏，用自己

的双手描绘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连德仁

1998年lO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原

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斜滩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迄1994年12月底止。

为突出反映改革开放成果及照顾某些事物的完整性，个别地方下

限延至1998年。 ．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卷和附录组成。按地理、经济、政

治、文化、人物的顺序，设卷、章、节、目，横排竖写，突出地方特色、

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

四，立传人物为巳故的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斜滩籍人士；人物

表收录斜滩籍的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副科级以

上职务者，中级以上技术职务者，大专毕业以上学历者(含历代举

人、进士)；烈士英名录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认定的斜潍籍

革命烈士。

五，本志的行文规则：

1．采用语体文表述，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

2．数字书写以国家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为准。



2 凡 例

3．地名书写以<寿宁地名录>为准。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4．统一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历史资料按当时计量)。

5．本志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7月14日斜滩镇解放

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
’

6．本志资料来源于寿宁县各类新旧志稿，省、地、县、镇馆

(室)藏档案资料。有关数据以寿宁县统计局资料为准，不足部分．

取自考证后的正史、谱牒、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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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斜滩镇位于寿宁县偏南部，为历史上的闽东四大镇之一。镇

人民政府驻地斜滩村，位于东经11903l’、北纬27。3l’的交点附近。

距寿宁县城38千米，距行署驻地宁德市122千米，距省城福州市

246千米。
。

全镇总面积18．60平方千米。现辖15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

114个自然村．192个村民小组。1994年，全镇总户数4727户，总

人口20214人，其中男10693人，女9521人。非农业人口1493人。

境内山峦起伏，地势西北倾向东南，平均高度在80～1000米

之间(属中亚热带农业气候区)。镇驻地海拔87米。年平均气温

19．8度，最高月份(7月)平均为28．8度，最低月份(1月)平均为

9．0度。无霜期约274天。降雨日数为161天，年平均雨量1640．3

毫米。土壤以黄土为主，伴有少量黑灰土和白沙土。植被良好。

镇域物产丰富，已探明金属矿和非金属矿有12种，分布于7

处。境内常见的野生动物有120多种，其中，脊椎动物约50多种，

无脊椎动物约70多种。野生植物有260多种，其中，藻类植物约

40多种，蕨类植物约50多种，裸子植物约20多种，被子植物约150

多种。 ，

境内的长溪(又称斜滩溪)，全长56．5千米，为寿宁县最大的

河流。溪流至镇所在地后，稍阔少石，可通小船。早在明代，即有

Z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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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始运用。斜滩槽”(又称。溪溜。．一种载货木槽船)贩运食盐．从

事商业活动。斜滩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使得该镇从清乾隆时

(173卜1795)起至解放后的1957年这一时期内，成为全县商品
贸易中心和物资集散地。作为邻近政和、周宁和浙江省的庆元、景

宁、泰顺等县的土特产和日用品转运埠。与福安、赛岐、宁德、福州、

温州和香港等地都有贸易往来。1929年，商号即达百多家，从业

人员上千人。制茶业亦十分发达．鼎盛时期，乡镇所在地即有茶行

18家，年产箱茶1000多箱(每箱25千克)经由三都海关出口，畅销

香港及东南亚一带。

1958年，福(安)寿(宁)公路通车后，水运衰落，陆运兴起。

1959至1978年．先后建成斜(滩)印(潭)公路，芦(时岔)凤(阳)公

路；尔后，又续建了镇所在地至山田、后井、下东溪、景山林场等几

条公路，开通了镇所在地至渡船头、石井、钱塘、河坑、奖六等村的

机耕路(累计长约12千米)。1978年，日经斜滩的各类大、小车辆

达560多辆，1994年．升至上千辆。1978年起，全镇货运日吞吐量

达13908吨，1994年，升至2万多吨。

早在1918年，斜滩就设立了邮电代办所。1958年。邮电所改

为邮电支局，添置了现代化的邮电设备并通了电话。80年代起，

私人电话开始出现。1988年．全镇邮政、通讯营业额达5．5万元，

1994年升至13万元。邮电事业的发展，沟通了镇与外界的联系，

对城乡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斜滩镇经济以农为主，全镇现有耕地面积13289亩(其中，水

田10723亩)。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甘薯、小麦、马铃薯、大豆；主

要经济作物有茶叶、油茶、油桐、甘蔗、板栗、烟叶、香菇、蘑菇等。

解放前，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和传统落后的耕作技术，镇农

业发展十分缓慢。尤其是1949年前，官府的苛捐杂税，豪绅的高

利贷盘剥，导致农民相继破产，田地大量荒芜，粮食产量低，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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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十分贫困。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农业

生产获得发展。此后受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度停

滞不前。1978年以后，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科学种田

及种植杂交水稻，农业生产获得长足发展。1988年，全镇产粮

1900吨．平均亩产300多公斤；种茶5091亩，产茶叶95吨。产值76

万元；栽培蘑菇41万平方尺．产蘑菇42．18吨．产值69．6万元。当

年全镇农业总产值为506．4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下同)。1994

年．全镇农业总产值达3038．4元，为1988年的6倍，1978年的14

倍。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林、牧、副、渔各业亦获得发展。1994年，

全镇林业产值2900万元，牧业产值937万元，副业产值267万元，

渔业产值25万元，分别为1988年的85．2倍、12．5倍、1．4倍．I l倍

与1978年的114倍、26．8倍、2．1倍、45．2倍。全镇有各种专业户

938户．其中纯收入在I万元以上的有625户。

现全镇共兴修水利8条，流程20多千米，灌溉面积6118亩；

兴建山塘水库4处，总蓄水量达31．5万立方米，使三分之一的水

田实现了旱涝保收。水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车岭一、二级电

站及三关底电站的建成，为全县及全镇提供了254．2万千瓦的电

力．有力地促进了寿宁县与斜滩镇经济的腾飞。

镇域内的国营企业主要有纸厂、酒厂与景山林场，均创办于

50、60年代；镇、村企业主要有农械厂、铁合金厂、茶叶初制厂、榨

油厂、林场、茶场。最高年份总产值约在1200万元左右，创利税约

45万元。∞年代起，个体与联营企业异军突起，1994年，全镇有石

板材厂、木雕厂、茶叶初制与精制厂、箭砖厂等个体联营企业275

家：年创产值5873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利税57万元。

斜滩地灵人杰，文人名士辈出，1949年以前，有卢金铸、卢赞

虞；1949年前，有何隽、何修、周孝培、郭公木、卢少洲等，曾名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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