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嘲√
，：‘瀚／

＼

#——’乞’，再r

_‘_·—}，，_-_

．一篓。弱

象誊赛蜜爹!荔肇毒囊辫攀
1- 。，。，．_’一o‘，‘j≥?

o、r一蠢毙荛蓼蠢嚣-“11．1 j‘

纛黪一～囊



．!，

‘一!-t!-
-。，，瞄

永安市安砂镇镇志编纂委员会

·九九九年六月

知}0匈}^J

安砂．镇



安砂镇行政区图

：，
。l，

舞，
：_+

j≥



安砂镇区鸟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安砂的历史

与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各专章节组成、详今略古、横列门类、纵述史实。全志以文为主、辅以

图、表和照片。

三、本志上溯公元998年，下限1995年，个别事物作了适当延伸，以保持事物的连续性、延至

1996年。

四、本志记事范围为现行安砂镇辖区，个别史事记到原永安第四区(安砂区)辖境。

五、本志纪年、解放前均用中国纪年，在各节首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均用公元纪年。

“解放后”系指1950年1月30日解放之后。

六、本志使用货币名称金额，均以当时货币为准；度量计量名称单位，文中未注者，均以当时俗

称(市制)。 ，

七、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记述对安砂历史有影响的人物。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以生年

为序排列。
j

7 一

八、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志书、报刊、口碑及有关部门史料等。避免文字冗长，文中一般不注出

处。所有各项数据，根据有关单位提供综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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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砂镇志>于今问世，初次修志，顺利完成，诚为欣喜。 ，· ‘。 ·．

安砂是历史古镇、有史载已近千年。解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

项事业突飞猛进，由封闭自给经济，步人比较发达的现代经济，成为永安市的黄金地带之一。其粮

食、水果、水产、煤炭等产品在省、市享有盛誉。<安砂镇志>本着详今略古，保存史料和古为今用的

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它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地方特色，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新志要求，

在内容取舍和文字表达上，就如何做到既不枯燥、又较简洁；既具有科学性，又有可读性作了初步的

尝试。因初次修志，加上历史资料缺失，有些章节该书无法书，应详无法详，难免有捉襟见肘、顾此

失彼，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 _-
‘

认识过去，服务当今，开拓未来。<安砂镇志>是安砂镇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它的问世，对安砂镇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振兴安砂、无疑将发挥应有作用，大业千秋，意义深远。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编志办的同志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子孙后代也会感谢你们。
’

应编委会嘱，作此为序。 ?
；。

。

。’ 一一

中共安砂镇委员会书记 李为

安砂镇人民政府镇长r 李盛祝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El



概’．_述

安砂镇(史称龙江镇)，位于永安市西北部九龙溪下游。‘东经117"(2、北伟26℃。东、南、西、北

分别与曹远乡，罗坊乡，清流县沙芜乡和明溪胡坊乡接垠。镇所在地距市区43．2公里，全镇总面积

300，6平方公里。 j．?：，，．：、：

。’．1安砂古镇，于商周时期已有先民居住，唐代已成商业码头。北宋真宗年间；陈世昆(998)随一子

迁安砂。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虔卅龙南县尹陈大易辞官不回贡川而定居安砂。明、清两代设

有巡检司。’鼎盛时期“安砂安砂、三千八万家”的传说广流至今。明万历三十二年(1640年)安砂人

陈源湛(举人、高、梧两州通判)辞官返里、开辟永安“桃源洞”风景区。矗立于九龙溪两岸山头的步

云塔仰山塔，建予明崇祯七年(1634年)，重修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安砂钱廪山石头城，石碧盘

山寨岩是安砂兵匪战乱的历史写照。由于九龙溪是历史上的重要通道，安砂是中央苏区的边陲要

津，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三次解放安砂、建立过区、乡苏雏埃政府，进行土地革命。

1977年修建的“安砂革命烈士纪念碑”铭刻了当年先烈的英名业绩。·7 一 t，-

安砂历史上明景泰三年前属汀州府辖，永安建县后，属延平府沙县三十二都；民国时期为安砂

乡、解放后设安砂区(第四区)、1958年设安砂公社，1984年为安砂镇建制。

本镇共126个自然村、19个村民委员会、1个居民委员会，还有2个省属厂矿。据1995年统

计，全镇共4758户(其中非农业户1559户)，总人口19141人(其中非农业人El 5843人)，多属汉

族、少数回、苗、壮、侗、瑶、畲、水族。通用安砂方言和普通话、杂以永安话，客家话、宁化话、闽南话

和江西话。j， j ’

一

本镇地形：四周高山，中间山谷盆地，从曹田到石碧，江坊至水南有7000亩连片洋面田，九龙溪

自西向东贯穿其问，流入燕江。拔溪、苔溪、罗丰溪(1975年水库所淹)境内流入九龙溪。全镇气候

温和，属中亚热带，温热湿润。全年无霜期约315天，年均气温19．2℃，年均降雨量1645．7毫米。

春夏主导风向西南，南风，秋冬主导风向西北风。镇驻地海拔215米，境内最高峰双百贵海拔1214

米。

安砂为永安西北部的重要林区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全镇有林地面积37．47万亩，其中用材林

57％、防护林33％、经济林6％、余为毛竹、特种用材林等。木材蓄积量176．5万立方米。主要树种

杉、松、杂。森林复盖率70．1％，年采伐量约1．5万立方米。主要林产品有木材、毛竹、松脂、油桐

籽、笋干、山苍子、香菇、红菇、板粟，黑木耳及棕片。随着农林实用技术的发展，近来食用菌生产的

袋装香菇，竹制凉席等产品畅销各地。全镇现有耕地1．63万亩。1975年前后进行了大型农田基

本建设：截弯取直玲珑溪7公里；平整出5亩一蚯方格田3600多亩；修建了流量1立方缈环山水
渠8．8公里；实现了排灌自流、桥路交错的山、水、fEf、林、路的综合治理，把永安原有名的四大旱片

之一的安砂洋、建成旱涝保保收的产粮基地和社会区划农业的典范。

1978年以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迄今全镇有1．7万余亩茶果，千余亩渔塘和千余亩

烤烟的生产基地。还有黄豆、花生、红菇、香菇、苦菜、红菜头、小薯等名特产品。安砂云峰茶厂生产

的“眉炎”、“毛峰”、“螺毫”等精制名茶曾获全国食品展览会铜奖和全省茶叶评比第一名，堪称“茶果

之乡”。 ．

安砂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查明有大量原煤、石灰石、还有大理石、石英石、钨、锰、铁、硅等

矿。省属永安矿务局在此建立煤炭生产基地，已投产的加福、东坑仔，丰罗山煤矿，年产近百万吨。

1978年竣工的省安砂水力发电厂，投资近亿元，整个工程实现发电、灌溉、水产、航运综合利用，装

2



机容量11．5万千瓦、年发电6．5亿度。水库面积33平方公里，为安砂渔场所利用，年投苗250万。

尾，捕捞约20万斤。九龙溪自安砂以上有“九龙十八滩、十船九船翻”之说，随着水库建成，“险滩没

水底、高峡出平湖、舟在空中泛、人在镜中游”，不但开辟了上游50公里航道，还形成旅游观光的风

景区，凡到安砂的人们总爱去遨湖、赏识这湖光山色美如画的九龙湖。

永安至安砂，公路干线于1972年通车，属二级柏油公路。日往返客车40多班次，有两条主要

公路支线，一是从曹田经石碧通往明溪县胡坊；一是从加福经官岩通往罗坊、小陶镇。铁路有加福

通益口纳入鹰厦线的煤炭专运线、附设有企业专用加福站台。1992年热水大桥建成后，继又修了

大桥延伸公路。现全镇有公路175公里(其中村建水泥，柏油公路8．9公里)。8座镇、村电站、装

机容量1778千瓦。实现了村村通公路、通水电、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户饮卫生自来水。1

由于交通、水电的改善、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乡镇企业有较快的发展。据1995年统计，全镇有

大小企业881家，从业人员4759人(占农村劳力的65％)，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6298万元(按当年

’不变价、下同)，比1978年增长12．5倍C以下简称比增)，其中工业总产值15606．5万元、农民纯收

入2700元。分别比增20倍、40倍和16倍。 ，j，．

1984年建镇以来，按“想长远，高标准”要求，制定了<安砂镇1984--2000年村镇建设规划>，经

历届政府坚持完善，多种形式集资，逐年分段实施，已新建和拓宽龙江路1520M×24M混凝土街

道，兴建了安砂、热水、加福、水东四个农贸市场和水东工业小区。从加福至安砂10公里干线两旁

的主要新建点，已拆除不规范的旧矮建筑、200多家混凝土楼房、商店按规划拔地而起，高六层、安

装程控通讯的安砂邮电大楼和镇政府综合办公大楼于1994年竣工。上个带状、集政治、经济集镇

中心已呈雏形，并将进一步提高和发挥整体幅射功能。

本镇境内有中小学32所(含矿务局中小学)，在校学生3700多人(含高、初中生900多人)。有

2个医院和15个医疗站、其中矿务局医院是拥有130多个床位的综合医院。镇文化中心，有电影、

电视、广播、图书、阅览室、球室、舞厅和科技传授中心等设施，拥有图书4千多册，报刊120多种。

镇内有8个电影院。二个放映队，17个放映点，7个电视差转台，4千多台电视机。镇所在地有200

多户安装了闭路电视。歌目众多，音律委婉的安砂山歌、是安砂历史悠久的特色文化。1992年安

砂文化站被福建省文化厅评为省特级文化站。安砂镇电化教育被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评为先进单

位。建镇以来，兴办了镇敬老院、镇、村老人协会，开展养老、救灾等各种保险，社会福利事业有较大

发展。 ，
‘‘

1994年度评为省明星乡镇、1995年评为省文明乡镇。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过去，尤其在共产党领导下，安砂人民用自已的智慧，勤劳和勇敢写下

了光辉的史诗，今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为安砂谱写着更新

更美的社会主义篇章。
‘

一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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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记

古代时期
}。

唐代

九龙溪已成为重要通道、安砂居民已有从事商业活动。中唐著名诗人张籍(765—_830)，曾经九
龙十八滩下安砂。

’

宋代 r，

后周显德四年(998)陈世昆(曾任助教)，后一支迁安砂。‘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 。

虔州(今赣州)龙南县尹陈大易辞官返闽、他故里是贡川，但他在安砂停留时。看到安砂山水优

美，就定居安砂横矶台。

嘉定三年(1210)

吴南椿从江西南丰县金斗窠牛栏阁迁入安砂石碧，为吴姓始祖。

嘉定五年

石碧吴氏三子分居于田边、邓家弯、吴舍乾。

安砂人陈仲儒(1195—1277)，建书舍二室，左联额“了轩”、右联额“默轩”、供子孙读书。

元至正三年(1343) 。。
，5 、，·

吴福全入赘将乐坑邓氏家、为该村吴姓始祖。。、 t‘ 一

明景泰三年(1452) 一 ·

设安砂巡检司。
“

， 1：，

嘉靖三十五年(1556)
。

j

农历四月廿四日安砂洪水成灾，损失惨重。 。‘

：：

嘉靖四十年 ’+ o

农历十二月、农民起义军尤溪县人苏阿普、傅绍五、和连城朗村黄张辉部，从连城来安砂等地活动。

明万历廿二年(1594) 一

安砂举人陈源湛参与纂修永安县第一部县志完成。。

万历廿八年 ．

安砂将私塾社学<两望斋>、“拔翠斋”合并办成龙江书院。 ．

万历卅三年

安砂举人陈源湛开辟“桃源洞”风景区，书写每字2米见方的“桃源洞口”四个大字，并赋诗由匠

人镌刻于36米高悬崖石壁上，至今清晰可见。

崇祯七年(1634)

安砂建成步云塔、仰山塔。

康熙三十一年(1692)

关岩、小苔溪有人开炉炼铁，被县衙禁止。

雍正二年(1724)

安砂在钱廪山建成七贤祠、(后改为七贤书院)，杞杨时(龟山)、罗从彦(豫章)、李侗(延平)、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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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熹(紫阳)、邓肃(拼榈)、陈(了斋)、陈渊(默堂)七位先贤。
1’

’．雍正四年 ，

修建安砂钱廪山石头城。
’

．’

乾隆十年(1745)
“ 一 ；

重修安砂步云塔、仰山塔。
+‘

乾隆十八年 、

：

重修安砂凉坑桥。

乾隆十九年 ．，

安砂始有弓兵15名。

乾隆廿九年 “

安砂洪灾、损失重大。

乾隆五十五年。
⋯

。‘

安砂洪水、造成大灾。 t—

乾隆五十八年

食盐由官运的商人认课运卖、安砂设子埠一处，盐仓一问，县拨秤一杆。盐价每斤九枚钱。

嘉庆五年(1800) ．

农历七月十七日洪水猛涨、洪水位215米、钱廪山成帽状浮于洪水之中，水过安砂摆I'-Ij5、热水

后山甲、巡检司房屋冲毁，乡民损失惨重。热水村300多户房产冲毁，大部灾民外出逃荒谋生。

道光二年(1822)
’

。 ，．

汀州木商将木筒流放于九龙溪下，阻碍行船、经安砂陈土松等，于次年呈请永安知县示禁，不许

扎坝。

道光三年 ’+

石碧吴天铭建造张坊木桥(石碧至江后木板桥、长12板、48米)。

咸丰三年(1853) _ 一‘5

以大枫坑罗昌发为首数百人，响应红钱会反清起义，聚于青村狮子岩、高悬大红旗，竖写“身背

宝剑游天下，手执木棍打江山”大字标语、传唱“各家各户入红钱、打倒清兵太平年，八月十五齐攻

城、打到沙县坐延平”的歌谣，饮血为盟誓师造反。 ．

同年，在青村大抚山、罗丰老虎窠，小伙释加山，坑口马岩寨有起义农民相互呼应。
‘’’

四月十九日黄有使为首的红钱会攻克永安县城，安砂。路农民聚众响应，配合作战，聚于苔茹

南院清风寨，遭清兵刘璋部镇压。

A．fl、红钱会复聚三千余人于苔茹蔡地南民堡，遭清兵魏玉树部攻击，激战20余天，红钱会被

击散。 1·

咸丰四年 。 ，t

夏五月，清官兵驻札安砂。端午节日，红钱会复聚苔茹加福，遭驻安砂清官兵围击，义军捐躯四

十余人。

咸丰七年、 ：，

石碧吴少玉倡议聚资建造石碧盘山寨防御匪患。

同年安砂加高钱廪山石头城，劳工资三枚钱。． ，

清成丰八年 ，

太平军一部来青村等地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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