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城市特产 

  宁德山青水秀，广阔的山地盛产林、茶、果、竹等经济作物，茶叶、食用菌、四季柚、

槟榔芋、晚熟荔枝、晚熟龙眼、油柰、无核柿、板栗等畅销海内外，是发展名优特稀农副产

品的好基地。宁德还盛产大黄鱼、石斑鱼、对虾、二都蚶、剑蛏等海珍品。 

芙蓉李 

  芙蓉李：福安市是芙蓉李之乡，芙蓉李面积、产量居全国之冠。福安芙蓉李具有颗粒大、

肉厚核小，甜酸适中，不粘核等特点，不仅可以鲜食，更是加工供出口的上乘蜜饯原料。以

芙蓉李为坯制作的加应子、玫瑰李、芙蓉李干等系列蜜饯，口味独特、具有原果鲜味，是颇

受欢迎的都市消闲食品。 

古田油木奈、古田竹编、霞浦贝雕和软木画 

  古田油木奈：皮薄油亮,核小肉丰,甘甜可口。 

  古田竹编：为闽东特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尤以古田竹枕为最。 

  霞浦贝雕和软木画：为旅游工艺品，制作精美，极具特色。 

茶叶 

  闽东各县普遍栽培，历史悠久。红茶、绿茶、白茶、花茶，质地优良，名茶甚多。“坦

洋工夫”、“白琳工功夫”占福建三大功夫茶之二。福安“坦洋工夫”生产的红茶，香味浓，

以“条索紧细，略有白毫，叶色油润，叶底明亮，汤色棕红，滋味清醇”著称。远在明末，

就打入国外市场，福安现年均产量 4 万多担，居全省第二位，是全国茶叶生产基地之一。宁

德天山绿茶，以香高、味浓、色翠、耐泡四大特点著称，1982 年评为 30 种名茶之一，获烘

青绿茶第三名。福鼎的“毫银针”清代就闻名国内外，1982 年全国名茶评选获白茶第一名，

以 98.6 分的成绩居全国第二位，“香云”、“大白毫”也有盛誉，1983 年获省优质品奖，

现年产达 5万担，为全省五大茶叶基地之一。闽东茉莉花茶、泽三绿、香味三优，有“天山

银毫”、“毛蟹”、“香云”等 4种获省优产品，其中“茉莉花茶”、“毛蟹”曾获商业部

优质奖，在国内外享有声誉，是外贸出口的主要产品。 

绿竹笋 

  又称马蹄笋：主产地福安、赛岐，产于夏季，质嫩味美，甜脆可口，清暑解渴，是盛夏

酒筵的八闽山珍之一。已有 400 多年栽培历史，年产量达 4000 多担，名列全省首位，独创



 

有芹后布道所。1981 年恢复开放。 

  东山祈福堂：位于洋中镇东山村。同治十年基督教传入,光绪十九年建成祈福堂。1981

年恢复开放。祈福堂下属有凤田布道所及溪源、林坂、代都、上坎、北洋、石堂等布道点。 

  天湖天福堂：位于洋中镇天湖村。宣统二年基督教传入,民国 21 年建成天福堂,因年久

失修,1986 年在上湖村新建教堂,仍名天福堂。 

七都志天堂：位于七都镇。同治十一年基督教传入,光绪二十九年建成志天堂。1957 年,

恢复开放。志天堂是东部牧区总堂,管辖下汐、六都、闽坑各堂。 

  下汐真源堂：位于八都镇下汐岛。光绪十六年基督教传入,光绪二十九年建成真源堂。

1982 年重建可容纳 200 多人的新教堂。 

霍童福音堂：位于霍童镇。光绪十二年基督教传入,光绪十六年建成“福音堂”。光绪二

十八年堂内办有“女子学习斋”,并在霍童安定巷尾建一座“师姑楼”,楼下设立女子学经班。

1957 年失火被毁,此后没有再建,教徒活动改在私人住宅。1986 年恢复开放。 

第十二章 宁德教育 

宁德教育事业历史悠久。宋嘉祐三年(1058 年)创建学宫、兴办县学。南宋嘉定五年(1212

年)改县学讲堂为明伦堂，增建四斋,学宫初具规模，加之迁都临安(杭州)，地近京城，更促

进了宁德教育事业的发展。书院、社学、私塾遍布城区。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曾到宁德书院

讲学，县人杨复、郑思孟、陈骏、龚郯等都受业于朱门，学有所成。杨复被誉为“朱门首选”、

“闽海儒宗”。宁德两状元余复、阮登炳就是宋代教育发展的结果。 

  明嘉靖四十年(1561 年)宁德受倭寇骚扰，学宫及城内两所社学被焚毁殆尽。嘉靖四十

四年(1565 年)县令林时芳兴文立教，重建学宫(文庙、明伦堂)，各地书院、私塾也都复原，

教育事业又一度复苏。清代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村镇私塾遍布。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教会传入宁德县，严重冲击封建旧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英国圣公会在城关首先办起毓秀女校，后幼儿园、小学、卫校等随之而起，为宁德传播西方

文化、改变旧教育观念起了一定作用。光绪三十一年，宁德县立莲峰高等小学堂、霍童兴文

小学堂等相继成立，热心教育的邑人林理斋(曾任罗源县教谕)，为家乡创办起碧山小学堂，

分科教学。至此，封建教育旧体制开始分崩离析，宁德的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民国肇基，改学堂为学校，宁德小学教育又有了新的发展。民国 2 年(1913 年)，全县共办

了 27 所小学。民国 25 年，国民政府推行民众教育。民国 29 年改民众学校为国民学校，各

乡镇设立中心国民学校，各保设立国民学校。同年成立宁德县初级中学。民国 38 年，宁德

全县计有中心国民学校 13 所，国民学校 36 所，私立小学 1 所，在校小学生 3980 人，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