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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荣县志》编审领导机构与人员名单

现任柘荣县地方志领导小组成员

名誉组长林坤华

组 长张林金(女)

副组长 游国璋 黄裕富林石金金振淑

成 员 张增椿郑明德王松章 林国富吴子伟

江锦声吴开秀袁宗开潘伏寿袁石连

陈兴桂黄方尧吴伏灿黄阿全袁铃华

，叶茂松袁济钏袁郑善缪芝山 黄金树

曾任柘荣县地方志领导小组成员

名誉组长钟安

组 长林阿彩龚守栋

副组长 陈中坚陈躬恩陈兴生刘康华

成 员 陈家验吴裕土刘兆壁 陆永隆 张瑞岐

朱乃宣刘公谨褚修媪林金寿李言明

陈绍平陈如促吴石金黄卫平林国钦
‘

雷连弟翁平秋陈水源刘步明魏俊瑞

吴传安
2’

柘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F j,l主任

主 任林石金

副主任黄金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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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才

金振淑

刘公谨陶孝通

陈云耕游树帜

詹廷翥张时勉

陈超吴进柳

张瑞岐

编辑室人员

黄金树

刘怀蹙

周迪仰杨鸿陈起

叶作楠 葛秀良 黄 曦

吴艳祖 张正梅刘郑福刘晓

傅熹魏诗已

李玉明

《柘荣县志》审稿验收组成员

柘荣县委、县政府《柘荣县志》审稿小组成员

林坤华张林金(女) 游国璋 张时勉 金振淑

刘公谨陶孝通林石金黄金树

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柘荣县志》复审组成员

林思翔 胡志华林立光周敦润缪品枚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柘荣县志》审定验收组成员

唐天尧何明才林浩林玲陈名实



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以朴实、严谨、科学的态度，全面、系统地记

载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准确地反映时代进程，为党政领导机关的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良好的教材。这

是一项意义重大、任务艰巨的工程。功在当代，惠及后世。

柘荣素有“闽浙咽喉"之称，自古以来，就是闽浙交界商品集散

地。解放前，革命先辈曾在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

悲壮的奋斗诗章。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柘荣县国民经济总量大

幅度增长，物质基础和后续能力大大加强。尤其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小县大城关"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7，。‘ ：

柘荣县的变迁是闽东发展的缩影，记录并挖掘其丰富内涵，对于今后

柘荣乃至全区的改革和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70年代，我曾与柘荣人民一道，为改变全县面貌而共同努力。

了≯



2 序一

柘荣人民的勤劳淳朴、诚实豁达、敢于拼搏、艰苦创业等精神气质，给

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柘荣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也深深地镌

刻于我胸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柘荣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这本无字史

。书，已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在未来的征途上，我将继续从中吸取智

。，慧、勇气和力量，努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柘荣县志》是柘荣县第一部地方志书。几经辛勤耕耘，广集资料，

多方奔走，深入研究，集思广益，认真借鉴，坚持真理，敢闯新路。其

中之甘苦不言而喻，匠心独运之处，略窥一斑。现在终于和读者见面

了，这是柘荣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喜事，我表示热烈的祝

贺!衷心希望它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也籍此寄托我

对柘荣人民的深情怀念!

是为奇。

中共宁德地委书记 陈增光

1994年1 2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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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柘荣历史，源远流长。尤其是近五十年来，民众奋发图强，除弊

兴利，革故鼎新，艰苦创业；斯人斯事，感人至深。今值柘荣首部县

志面世，正应“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之说，我们曾事柘荣，闻知倍

感欢欣! ．

．

柘荣修志起步虽较迟，时间匆促，但由于领导重视，各方支持，修

志人员努力，成效卓著。志书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柘荣的自然、

社会、经济、政治、文教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地

．方性和鲜明的时代感。《柘荣县志》的出版，对于追寻历史的经验与轨

迹，探索发展的思路与途径；对于以史育人，启迪后代，弘扬爱乡爱

国思想；对于帮助外界了解柘荣，促进柘荣的开发与建设，都具有十

分重大的意义。

柘荣山清水秀，地灵人杰。、我们深信：柘荣人民同心同德，群策

群力，认真实施“小县大城关”、“农村奔小康"的战略，柘荣的事业

弓箩



序二

一定会El益兴旺发达!

中共宁德地委委员、组织部长 钟安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龚守栋

1 995年1月



序 三

第一部《柘荣县志》问世，这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J

硕成果之一，也是值得全县人民庆贺的一件大事。

《柘荣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详今略

古、实事求是为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柘荣县的建置沿革、自然

地理、经济建设、文教事业、电讯交通、风情民俗i历史人物等概貌，
’

反映了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卜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改天换
√：

地的光辉历程。新编县志既体现全貌，又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它
’

．。。

i

的出版，填补了柘荣有县无志的空白。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系统地认识

柘荣的昨天和今天，也有助于展望柘荣的明天。
+

《柘荣县恙》的编纂工作i始于1 984年。‘1 992年4月后，充实力
， ，

量，加快了编修进度。这·浩大工程的竣工，是领导、专家、学者和
’j

‘
．

各部门热情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体编纂人员实事求是、广征
．

：

博采、不辞辛劳：笔耕不息，的结晶：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I
·

“

．．
：

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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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序三

由于我县曾经两次撤、复县，档案资料散失严重，有的事物记述

不全，敬请读者指正。

欣逢柘荣建县50周年和复县20周年的“双庆"日子，谨以这部 。

新编县志作为柘荣人民庆祝“双庆’’的献礼。祝愿柘荣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创造

出更加辉煌灿烂的业绩。

中共柘荣县委书记 林坤华

柘荣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林金

1994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柘荣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是柘荣第一部县志，上限追溯事物的发端，重点记述建

县后的史实；下限一般至1990年底。为反映改革现状，本志中“概

述"、“大事记”、“城乡建设篇”、“邮电篇"、“民政篇”和“财政税务

篇”等部分章节，以及“人物篇"中的表和录，下限延伸至1993年。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分志、人物和附录组成。概述总揽

全志；大事记纵述柘荣的大事要事；各分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按

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顺序编排，各篇之首，均设无题概述；．人

物篇，设人物传、人物表和英名录；附录，选辑历史重要文献资料。本

志记述分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全志共设30篇。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概述，夹叙夹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辅以记事本末体；分志只记史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本

志以文为主，辅以照片、图、表。

，五、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已故的有较大贡

献和有社会影响的人士为主，也载有较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在世人

物中业绩突出的，按“以事系人”的原则，-；SA．有关篇章；英名录，列

省级部门认定的烈士；人物表，收录历代官员、科举时期贡生以上人

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人和县苏维埃政权主

_钰

、



8 凡例

要负责人、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中级以上职称、地厅级以上评定的

劳模和先进人物、正职局(科)级干部以及驻外人员、知名人士等。

六、各历史时期的行政区、机关、官职和地名等，本志均按当时

名称记述，必要时加括弧注明现行名称。

七、纪年用法：民国以前，按朝代帝王年号书写，加括弧注明公

元纪年，省略“公元"和“年"等字。民国纪年，每节首次出现，则

加括注，其后可略。如用旧历月日，也括注“农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概用公元纪年。本志书写“新中国成立前(后)”，系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八、本志数字用法：按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执行。习惯用语、专用名称、叙述性语言中数字和民国以前

纪年，用汉字书写；世纪、年代和民国及其以后纪年以及表明数量的

分数、百分比，均用阿拉伯数字。本志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的

为准。该局缺项的，采用有关部门单位提供的数字，经核实考证无误

后入志。

九、度量衡和货币用法：度量衡除不便折算者外，均按国家法定

计量单位规定，以公制折算；货币，历史上均按当时货币单位记载。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至1954年10月的旧版人民币，按10000：1折成

新人民币记载。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部门单位编写的部门志、专业志、档案、统

计报表、正史、旧志、图书报刊、部分姓氏谱牒、社会调查和座谈采

访等以及省、地和邻县方志委提供的资料，经考证鉴别后入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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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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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行政区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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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1)

(3)

(5)

(7)

(1)

(7)

第二节民国时期行政区划⋯⋯⋯⋯(30)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行政区划

⋯⋯⋯⋯⋯⋯·⋯⋯···⋯⋯··⋯·⋯··(32)

第二篇乡镇概貌

双城镇⋯⋯⋯⋯⋯⋯⋯⋯⋯⋯(48)

城郊乡⋯⋯⋯⋯⋯⋯⋯⋯⋯⋯(50)

乍洋乡⋯⋯⋯⋯⋯⋯⋯⋯⋯⋯(52)

东源乡⋯⋯⋯⋯⋯⋯⋯⋯⋯⋯(54)

富溪乡⋯⋯⋯⋯⋯⋯⋯⋯⋯⋯(56)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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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中乡⋯⋯⋯⋯⋯⋯⋯⋯⋯⋯(61)

楮坪乡⋯⋯⋯⋯⋯⋯⋯⋯⋯⋯(63)

英山多⋯⋯⋯⋯⋯⋯⋯⋯⋯⋯(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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