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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地方志工作领导机构和
市志编审人员名单

三明市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苍震华

副组长 叶继革

成 员 吕少郎 庄奕贤 徐 铮 陈刚挺 张运祥 吴根发

丁 瑜

三明市人民政府分管地方志编纂工作历任领导

周 申 陈世泽 毛忠勤 严凤英 丁 瑜

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专职副主任 孙海平(2001．11～)

陈盛美(1993．8～)

兼职副主任 陈上龙 李福蕙 林美金 张鸿飞 陈兴万

委 员 陈幼辉 陈大猷 杨庆斌’杨国风 郭德华

郑新聪 阙维林 施晓敏 范晓京 汪震国

陈元浩 陈从贤 陈凤珠 李登熙 李广建

刘少斌 詹生光 杨长岩 杜元会

曾任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周 申 黄文述

刘祖展(专职，1996．9--2001．4)

副主任 陈孝华(专职，1986．6-1993．8)

王育忠(专职，2000．9-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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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承编单位及提供资料部门

(按志书篇目顺序排列，不重复列名)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区域地质调查队

市统计局

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市计划委员会

市建设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

市土地管理局

市农业委员会

市农业局

市畜牧水产局

市林业委员会

市水利水电局

市经济委员会

三明钢铁厂

市矿管办

闽西地质大队

市电业局 ，

市化学工业局

市机械电子工业局

市建材工业公司

市煤炭工业公司

市轻纺工业局

．市二轻工业局

市乡镇企业局

市交通局

市邮电局

市商业局

市医药公司

市供销合作社联社

市粮食局

市烟草专卖局

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市商检局

三明海关

市外贸公司

市财政局

市国家税务局

市地方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三明市中心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三明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三明分行

中国银行三明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三明分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三明分公司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部毒诗确

市物资局

市物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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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明市委办公室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共三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三明市政法委员会

中共三明市委组织部 市公安局

中共三明市委宣传部 市人民检察院

中共三明市委统战部 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司法局

中共三明市委政策研究室 市民政局

中共三明市委党校 市编制委员会

市信访局 市人事局

中国农工民主党三明市委员会 市劳动局

中国民主同盟三明市委员会 中共三明市委老干局

九三学社三明市委员会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明市委员会 市教育委员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明市委员会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文化局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政协三明市委员会办公室 市广播电视局

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三明日报社

市总2T_会 市档案局

共青团三明市委员会 市图书馆

市妇女联合会 市新华书店

市科学技术协会 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市工商业联合会 市卫生局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市旅游局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

三明军分区



序

三明历史上第一部《三明市志》终于出版，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全市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值得庆贺。

三明是一座在共和国的摇篮中诞生的工业城市。四十多年来，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

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三明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新编《三明市志》是一部全面系统记述三明自然、人文、社会、

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o《三明市

志》的出版，为三明走向世界和让世界了解三明，将发挥其他著作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它又以翔实可靠的地情资料，为各级领导

制定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还为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提供良好的乡土教材。可谓功在当代，惠及千秋。

新编《三明市志》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全体

修志人员历经十四个春秋，知难而进，通力协作，集思广益，博采众

长，精心编纂成书。值此，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地方志工作和为《三

明市志》默默笔耕、无私奉献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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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在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

务。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三明经济社会发展宏伟目标，这是全

市人民的共同愿望。我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市

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三明各项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三明，

这颗镶嵌在闽西北苍茫林海中的明珠将会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中共三明市委书记苍震华

2001年元月7日



序 二

新编《三明市志》历经十四寒暑，数易其稿，终于付梓，可喜可

贺!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三明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的修志人员，

向关心支持我市方志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方志修纂是再现历史、继往开来、经世致用、辅治资政的千秋大

业，历来为世人所重视。三明物阜民康，人杰地灵，境内素有修志传

统，从宋、元、明、清到民国时期共编纂志书62部。其江河旧貌、

典章文物、风土人情无不历历在目，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世

易时移，沧桑巨变。民国至今近百年，弹指一挥间，三明社会面貌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经社会主义改

造、重_r-,_lk基地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社会变革，三明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三明市从一个山区小镇发展成

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成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园林城市，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国泰文

兴，盛世修志。无论是从保持方志编修的连续性，展示时代风貌，还

是从满足人民群众EI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出发，都要求我们必须尽

快修纂一部完整的《三明市志》。基于此，三明市于1985年筹备修

志，1986年成立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十四年来，在中共三明



、三明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乘众智者议修志，

撰稿谱新篇”，参加修志的600多人，呕心沥血，辛勤耕耘，集

裘，聚沙成塔，终于完成了新编《三明市志》这一卷帙浩繁的文

统工程。

新编《三明市志》追本溯源，稽古明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然和社会为一体，集历史与现状于一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

翔实，体例完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为了解三明

，把握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脉络，借鉴历史经验，提供了比较

、系统、翔实的资料；为开展爱国、爱乡和革命光荣传统教育，

了良好的素材；对提高三明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振兴三明经

都将起到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

人类已经迈入新的世纪，我们又面临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展望三

未来，前景光明，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更加发奋努力，团结一

乘胜前进。我们将不负时代厚望，不负人民重托，传承文明，开

新，把三明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美丽、富强、繁荣的现代化城市。

三明市人民政府市长 叶继革

2001年元月10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地

记述三明市境内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不限，即力争从事物的发端开始记述；下限一般截

至1992年底， 《大事记》下延至2000年。为了全面反映“八五"、

“九五”时期三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概貌，在志书下限之外，特编

写《限外辑要》卷，下限为2000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辅以图表和照片。除《总述》、《大事记》、《人物》、《附录》外，各专

业分志采取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办法，制订篇目，卷下设

章、节、目等层次，横排竖写，纵横结合j

四、本志以现辖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地名使用现名，历史古地

名括注今名。

五、历史纪年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除公元前外一律省

略“公元"两字。民国纪年则在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中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乃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本志所写年代系指20世纪

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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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数字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均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民国时期及其以前使用的旧计量

单位仍照实记载。

七、数据采用市统计局历年汇编资料，个别采用部门和有关单位

提供的确切数字。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除《总

述》、《经济综述》按1990年不变价折算外，其他一律采用各个时期

的不变价计算。

八、本志人物立传者，根据“生不入传"的原则，收录具有影响

的已故人物，并按生年为序。

人物表收录范围：历代科举功名的收录进士以上，唐至清代的官

吏收录仕外五品以上，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收录地、

厅(师)级及其以上，并收录老红军名录，三明市籍在外地、本地任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名表，三明市籍在外工作博士，功臣、劳模名表

等。

九、货币计量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3年3月1日旧人民

币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历史上各时代使用的货币沿用原称。

十、本志所采用的资料，以三明市及外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各

部门文书、有关书籍、报刊、口碑等资料为据，入志资料均经核实后

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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