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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1990年的3．5平方公里。

第一节总体规划

1959年11月，成立县城镇建设委员会，开始制订<连江县城镇规划与建设纲要意见>

(以下简称<县城规划纲要>)。1962年，根据<县城规划纲要>测绘了县城总体布局和道路

骨架平面图。“文化大革命”中，受“左”的影响。部分单位和群众违章占地盖房，背离总

体规划。盲目发展住宅，使原来就很混乱的县城建设布局更加失调，工厂、仓库、住宅混杂

在一起，环境污染严重。

1982年4月，县聘请陕西省勘察设计院测绘<连江县城地形图>，接着完成<连江县总

体规划基础资料汇编>初稿。1983年9月，县城建办与省建筑工程专科学校师生协同编制

完成<县城总体规划方案>，同年12月经县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1984年7月经福州市人

民政府批复。原则同意。

县城总体规划范围：东起造纸厂、浦下村、白沙村；西至自来水厂；北起农校及两个电

台禁区；南至江南、己古两个村。用地规模近期(1990年)为3．5平方公里，人口4．2万

人；远期(2000年)为4．38平方公里。人口5．5万人。

县城性质：大力发展以水产加工为主体的轻型的和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城市。以发

挥在福州行政经济区中的重要作用。

为实施县城总体规划，根据县内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先后编制城内小区和详细规

划，1984～1990年分期分批付诸实施，拓宽玉荷路和青年路，总长1100米；新辟文山路、

北门路、西环城路总长3200米；铺砌下水沟1100米；建造连江新大桥1座，总长426米；

县自来水厂扩建到日产万吨；征地48．59亩，投资3000万元。建设玉荷住宅小区，并建商

品房3．76万平方米；对旧城进行改造，拆除旧房新建凤城集贸市场、百货大楼、工商银行、

税务大楼、连江一中教学楼、公共厕所等建筑面积1．68万平方米，使县城面貌大有改观。

一、城 垣

第二节市政设施

连江县治始在白沙。唐天宝元年(742年)迁至今址，但未建城垣。明嘉靖三年(1524

年)参政蔡潮始建四门敌楼，嘉靖十九年(1540年)续建城垣，为条石和砖混合结构，翌

年竣工。周围900余丈，高1．5丈，广1丈，雉堞1600垛，4个城门均建有城楼，4个小城

门、4道水关，城内外有通道。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署县王汝奇开凿附城河道，自西

至东长1260米，宽3．5米。深3米。民国26年(1937年)抗El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空

袭频繁，为便于疏散，东、西、北三面城垣陆续拆毁，以后改建道路和住宅，南面城垣于

1952年经增高培厚改建为防洪堤。



第一章县城建设 72l

二、街 巷

连江县城街巷受传统城市规划形制的影响，形成平直方格网的街道布局。据民国版<连

江县志>载，县城以县公署为中心，从县公署向南延伸，中轴线长416米，为商业主街，在

城中心四街相交处，称“十字街”。十字街向南至大桥称大市街；向北至县衙，称美政街；

中轴线西侧地块，统称“上里”，有塘边西街、仙塔街、天王前街、化龙街、西上街、万石

街、仁寿街等7条街。中轴线东侧地块，统称“下里”，有塘边东街、登云桥街、上林街、

后路街、兴贤街、学前街、宏路街、院前街、务后街、王步街等10条街。街与街之间还有

18条巷、5条衙。上里有贵桥巷、寿山巷、县后巷、社坛巷、大龙津巷、小龙津巷、石桥

巷、分中巷、洗马巷、江夏巷。下里有弥陀巷、荔枝巷、孙家巷、太平巷、文山巷、郭家

巷、武巷、花锦巷。5条衙为：井衙、堂兜衙、巷里衙和2条油杭衙：

这些街巷既短且窄，路面铺砌石板或不规则的小块石，高低不平，最宽的商业街，仅7

米左右。其他街巷2～5米。新中国成立后，十字街南北向改为816南路、北路；东西向改

为816东路、西路。随着旧城改造，旧房更新，按县城建设总体规划把原有街巷进行改道或

拓宽。

三、道 路

1953年，因福汾公路纵贯城区南北，把原有7米宽的旧街拓宽为12米，南起大桥，北

至旧长途汽车站(今交通局)，总长943米，路面铺砌块石，后改为混凝土。1958年为炼铁

需要，将原有兴贤、仁寿、万石等旧街，拓宽为12米，延伸到1323米，为816东路和816

西路，东起连江一中，西至煤炭厂，于1972年、1980年改铺块石路面，后又改为混凝土。

1958年把文山巷、下水巷，从学院前至下水门道路，从2米宽拓宽为12米，长250米，块

石路面。1984年又把登云桥、上林街、小北门旧街。南起玉荷路，北至凤尾水渠，总长550

米。拓宽为7米的青年路。1984～1987年，先后拓宽和延伸原有的塘边西街和塘边东街，

新辟为玉荷路，长718米，宽21米，混凝土路面，横贯城区东西，与816北路交会处是县

城中心区。1986年新辟文山路中段，北起玉荷路，南至816东路，长200米，宽16米，混

凝土路面。与文山路南段和玉荷路东段连接起来，形成纵贯城区南北的另一条次干道。1986

年5月竣工的西环城路，北起连江新汽车站，南至魁岐村后山，全长4061米，宽9米，沥

青路面。后改为混凝土路面。1988年，将从旧车站至新车站总长716米，原属福汾公路的

路段拓宽为28米的816北路，改沥青路面为混凝土路面。经过改造和新建后形成棋盘式街

道格局。东西主干道——玉荷路，南北主干道——816南北路、西环城路；东西次干道——

816东西路．南北次干道——文山路。至1990年底止，县城新辟和拓宽的街巷道路计28

条，长16．55公里。面积13．74万平方米。其中，主干道3条。长6438米；次干道2条，

长1773米；小街巷23条，长8334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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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1990年连江县城街巷道路情况表

长度 宽度 下水道 面积
名称 起讫地点 路面结构 原街名称

(米) (米) 位置 (平方米)

816南北路 连江大桥至新车站 1659 12～28 混凝土 两旁 31724 大市街、美政街、太平桥

西环城路◆ 新车站至魁岐村 4061 9 沥青 两旁 36549

玉荷路 爱国路至水关口 718 2I 混凝土 两旁 15078 塘边街

义井街、兴贤街、白石
816东西路 连一中至煤炭厂 1323 12 石 两旁 15876

顶、锁匙巷

文山路 下水门码头至玉荷路 450 12～16 混凝土 两旁 6200 文山路、下水巷

江夏街、天皇前、花坪
爱国路 北门路至电力总站 696 2～4 混凝土 中间 2784

坊、仙塔街

青年路 玉荷路至凤尾 550 7’ 石、混凝土 中间 3850 登云桥、上林街、d、：ltf7

福星坊、西上街、西门兜
中山路 爱国路至816西路 544 2～3 石、混凝土 中间 1632

化龙街

务后街、盐仓前、壬步
建国路 816南路至一小 544 3 石 中间 1632

巷、小东门

816南路至集贸市场、
新民路 208 5 石、混凝土 中间 1040 后门塘

后门塘

仙塔路◆ 816北路至人武部 120 5 混凝土 旁 600

爱民路 文化用品厂至派出所 150 2～4 混凝土 中间 450 后路街

解放路 县塑料厂至县医院 192 2～3 混凝土 中间 576 福星坊

新连路 堤坝至816东路 232 2～4 混凝土 中间 696 宏路街、资寿巷

816北路至驻军守备
北门路◆ 350 7 混凝土 旁 2450

三团

东城路◆ 凤尾至防洪堤 818 3～7 混凝土、石 中间 4908

和平路 青年路至爱国路 220 3～3．5 混凝土、土 中间 770 公廨顶、寿山巷、战斗巷

卫民路 连江大桥至一小 544 3．5 混凝土、土 1904 南门、下水门、下坂尾

文明路◆ 凤尾至816北路 536 4 混凝土 中问 2144

东渠路◆ 县冷冻厂至凤尾 420 3 土 1260

西渠路◆ 水电招待所至仪表厂 182 2 土 364

彩云路◆ 杭下新村至堤坝 250 2 混凝土、土 500

民主巷 青年路至绿茵村 282 2．5～3 混凝土 中间 564 塔庵巷

印刷厂后门东至供销
尚武巷 408 2～3 混凝土、石 中间 1020 武边巷、油行衙、红武巷

新村，南至木器厂

经济巷 西北街居委会至市场 224 2～3 混凝土 中间 672 土地巷、太平巷、革命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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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长度 宽度 下水道 面积
名称 起讫地点 路面结构 原街名称

(米) (米) 位置 (平方米)

石桥巷、中巷、上水巷、
连理巷 上水门堤坝至中山路 400 2～2．5 石 中间 1000

先锋巷

后洋巷◆ 玉荷路至税务新村 216 2．5—3 混凝土 648

万福巷◆ 816北路至青年路 248 3 土 744

注：“◆”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开辟的道路街巷。

四、桥 梁

隋至清代，县城先后建有13座石桥。最大的1座是横跨敖江南北的通济桥。位于县城

南。隋大业三年(607年)由独觉僧募建，宋代玉泉寺真觉僧继建，、桥尾有160米系过水路

堤，遇洪仍靠舟渡。1953年改建为公路桥，改名连江大桥，长200．15米(详见<交通

篇))。其余12座为美政桥(俗称太平桥)、城隍桥、登云桥、鼓楼巷桥、仓桥、青云桥、分

司桥、贵桥、金碧桥、化龙桥(俗称魁龙桥)、福星桥、巷柄桥。均建在城内通城河上。是

城区交通便桥。民国以后，随着河道逐渐淤塞。有的陆续改建为道路。至新中国成立初。仅

剩下美政桥、登云桥、化龙桥、福星桥等。1958年后随着旧城改造，已全部拆建成道路或

房屋。 ，

1984年福汾公路(tzp 104国道)改绕县城西侧通过，在连江大桥上游约1．16公里处新

建1座连江新大桥。1983年9月动工，1986年7月竣工，钢筋混凝土结构，总长426．1米。

1990年县城有2座大桥，城内交通拥挤状况有很大改善。

五、防洪堤

县城地处敖江下游北岸，建堤前，每年夏秋台风暴雨季节，经常暴发洪水。来势凶猛。

房屋漂没。人畜溺死。民国35～36年，县政府在广大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曾两次在傅家池

至教场墩修建一段防洪堤，长300多米，高2～3米，不久即被溪洪冲毁。．

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3月开始兴建观音阁至城西防洪堤。长1581米。

1951年扩建敖江南北防洪堤，总长11公里。1964年后又多次续建加高、培厚和灌浆。部分

堤段砌石护坡。北堤从观音阁至浦下闸总长6000米，其中石堤1100米、土堤4900米。桥

头段高程12．21米。南堤从己古村至文新村，总长5000米，其中石堤1270米、土堤3730

米，桥尾段高程10．68米，使县城和城郊免受洪水侵袭。

六、排 水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署县王汝奇开凿外河——护城河道，自东至西总长1320

米，宽3．6米，深3米。清乾隆元年(1736年)知县戚瞍言首倡浚内河——通城河，总长

1402米，宽4．5--7．5米，深2．4--3．6米。外河与内河之间有涵洞沟通(俗称水关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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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宽3米，石砌，上拱下方，是内外河通水道。县城备条街巷和居民生活废水皆汇流入

通城河。分别流进附城河、鼎炉河。经杭下村、白沙洋、浦下闸排入敖江。民国26年，部

分城垣拆除，附城河也逐步填平，通城河又因无定期清淤整治，堵塞严重，流水不畅，暴雨

成灾。内涝日益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和1972年修建816东、西、南、北道路时，结合砌建下水沟，

改中央单沟为两旁双沟，流水断面100×40厘米，每距20米砌一个窨井，沟面盖上活动石

盖板。1983年城区主沟4条。总长3876米，汇集于玉荷东路水关口，再流鼎炉河，经杭下

村、白沙洋、浦下闸排入敖江。是城区地面雨水、工业废水、生活废水合流的排水沟。

1984年，根据县城总体规划分期实施排水系统建设方案，第一期工程1984年1月至

1985年2月，新建北起凤尾渠，南经青年路、玉荷路，东至玉荷路水关口排水主沟，总长

1185米，流水断面1．2×1．5米。水关口外鼎炉河为明沟，长1366米，也进行疏浚。第二

期工程1985年7月至1987年3月，新建北门路至烈士碑(今陈第公园)；南起防洪堤。东

至连江一中大门口；东起凤城集贸市场，西至爱国路；南起816东路，北至文山路北段4条

下水沟。共1325米。第三期工程1988年12月2日至1989年8月，新建816北路南起旧车

站，北至新车站下水道，总长1432米，钢筋混凝土圆形预制管，直径600～700毫米。上述

排水系统全部为封闭式阴沟，沟底倒拱形，各支沟在汇入主沟处，均设沉积检查井。

1983—1988年，还修建分支下水沟15条，总长4435米，逐步改善排水系统，减轻城

区环境污染。

七、供水

新中国成立前，连江县城居民都是饮用敖江江水和井水，每逢枯水季节就出现“水荒”。

洪涝季节，饮用水便受到污染，导致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流行，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新

中国成立后，县卫生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饮用水的消毒和管理。1965年9月由县建筑

公司开始筹建城关供水站，1966年7月投产改称连江自来水厂，日供水量94吨。1979年日

供水量增至1379吨。城内有17个供水点，居民多到供水点取水。1982年安装水管的用户

猛增到2253户，超过负荷，供水点全部拆除。1983年，水厂经改造扩建，日供水能力提高

到3000吨，仍不能满足需要。1986年7月和1990年经扩建后，日供水能力增到1．5万吨，

紧张局面才得到缓解。供水范围西起玉山村，东到浦下村；南起敖江防洪堤，北至农校；东

北至毗屯村。1990年供水量229．3万吨，其中生活用水176．8万吨占总供水量的77％，供

水人口3．7万人，用水普及率900,6，水质综合平均合格率95．34％，管道总长22公里，最

大管径500毫米。

八、照 明

民国3年以前，县城照明皆用植物油灯、蜡烛、煤油灯、马灯、汽灯等各种灯具。民国

4年才由瑁头电灯厂拉电线至县城十字街。安装一台变压器，晚上供政府、商店、路灯和少

数居民照明(只供上半夜10点)。装灯200多盏。民国5年亏本停业。民国11年后，邑人

与福州电气公司合办连瑁电灯公司，民国18年因亏损停业。民国21年继办瑁头电厂，供电

县城，民国28年亦因亏损停业。民国29年初林方铨、林步箴等接办，因日军犯境，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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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奉令将发电设备迁往三明。民国35年和民国38年，城关先后兴办连江和敖光小电厂，直

至连江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开办私营城关电灯厂。1954年创办地方国营电厂，用电户数日

渐增加。1966年装机容量增至630千瓦，照明用电从商店、机关、学校，扩大到工厂、居

民。1971年8月开始与福州联网，1990年用电量1769万千瓦时。

县城街道路灯，1984年前只安装大街，小巷未设路灯。1984年11月进行重新安排，扩

大路灯范围：主街段，自816东路的电影院至816西路的酒厂；816南路的桥头至816北路

的汽车站。每根电杆均装上250瓦钠灯。次街段，白玉荷路的集贸市场至玉荷西路的民族招

待所，每根电杆均安装250瓦汞灯。一般街道，每根电杆均安装60瓦的普通灯泡。小街巷，

根据需要安装15瓦的寄户普通灯泡。敖江南北两岸的防洪堤，每根电杆装100瓦的普通灯

泡。防洪季节才供电。新大桥首尾两端的电杆装上白玉兰装饰灯，每杆5盏，每盏60瓦，

中间桥段装汞灯。政府机关、电影院、体育场、展览馆等单位根据需要亦装有白玉兰装饰

灯。1990年县城路灯计465盏，其中汞灯38盏、钠灯31盏、普通灯泡376盏、装饰灯20

盏(不包括单位)，分布22条街巷和防洪堤，电缆线路长21395米。

九、消 防

县城原有房屋均是土木结构，防火条件极差，火患频繁。民国26年，县城才有民间自

发组织的消防队，义务消防队员120人，设备简陋。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

4月重新组建城关救火会和义务消防队队员127人。1953年经整顿扩充至228人，设水龙、

提水、拆厝3个分队、8个小组，主要使用手工操作的水枪、手龙等灭火器。1955年开始使

用12匹机动消防泵。1956年，城关救火会改称县人民救火会，有义务消防队员239人。

1959年购置60匹机动消防机。1962年组建第一支专业消防队，新添4吨消防车1辆。1965

年升格为消防中队，属县公安局。1969年归县人武部。1975年复隶县公安局。1980年后，

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连江县消防中队，为正连级建制，战士全部实行义务兵役制。城

关义务消防队继续保留，定期训练。至1990年，县消防中队消防设施逐步健全，有4吨消

防车2辆、泡沫消防车1辆、22匹消防泵4台，县城主要街道计安装消防栓42个。县直机

关和工厂企业亦多有消防设施。

十、环境卫生

民国初，县城环境卫生条件很差。城区内没有公共厕所，只有城郊农民或居民简易搭盖

的茅坑。街巷路旁随意摆放尿缸粪桶，环境污染严重。民国24年始配2名专业清扫人员，

由商店集资雇聘．仅局限一条商业主街。

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开始组织城区清道队，配清洁员4人，清扫范围扩

大到4个主街道。同时通过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拆除部分茅坑，提倡尿缸粪桶加盖，环

境卫生有所改善。1965年10月，成立城关卫生清洁管理所，职工8人，由县人委卫生科领

导。1979年11月，改属城关公社卫生院管理，街道清扫范围由50年代4条街0．6万平方

米。扩大到15条街道5．7万平方米，每日1次。1981年5月，成立凤城环境卫生管理所，

职工增至37人，由凤城镇人民政府直接领导。清扫面积扩大到9．6万平方米，每日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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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垃圾清扫量由1979年的20吨增加到40多吨。1982年后。加强县城卫生管理力度，成立

县城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指挥部，拆除所有尿缸、粪桶，改造旧茅厕。新建公共厕所，粪便由

吸粪车统一运送郊外蓄粪池或陀市林场作肥料。1987年后，随着城市商品房开发和旧城改

造，多数粪便通过“化粪池”从下水道排出。1990年，凤城环卫所职工增至86人，有4吨

自动升降垃圾车2辆，1．5吨机动垃圾车5辆、1．5吨抽粪运输车1辆、5吨喷水车1辆，

公共厕所15座、178个坑位，每日垃圾清扫量45吨。

十一、公 园

民国12年，知事张善和曾在城东郊建荷山公园。民国15年，驻连海军陆战队在县城建

小公园，规模都不大，设施简陋，民国后期均已废弃。新中国成立后，县城没有公园，只有

革命烈士陵园、体育场供居民早晚活动、休憩。1983年才在新大桥旁筹建江滨公园。计划

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由少年儿童乐园、老人活动中心和青年娱乐点三个部分组成。第一

期工程1988年9月竣工，投资10万元。用地4027平方米。后因地处防洪堤外侧。遇有特

大洪水，易被洪水淹没，后期工程没有继续进行。1990年以后，又在城区筹建陈第公园和

西郊玉泉山公园。

第三节房屋建设

一、工业用房

民国时期，县城工业只有私人碾米厂、锯木厂、酿酒作坊、酱绮行等30多家。规模小，

设备落后，厂房简陋，混杂在住宅区内。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组成手工业社

组或公私合营企业，新建部分厂房。1958年后，新建和扩建的工业企业用房逐年增加，至

1990年，城区新建工业用房总建筑面积15．28万平方米，占县城房屋总建筑面积的

10．48％。工厂布局基本上符合县城总体规划要求，规模较大的厂房，多建在城郊沿敖江东

西两侧。城西郊玉泉山麓的县机械厂，创建于1958年。经过30多年的扩建，已形成大小房

屋33幢的建筑群。总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1970年新建的县合成氨厂，有大小厂房34

幢的建筑群。总建筑面积1．56万平方米。县城东郊荷山。有1959年建的县造纸厂建筑群，

大小房屋23幢，总建筑面积6353平方米。

二、办公用房

清代以前，城内衙署机关用房不多。除县衙外。其余随时代变迁多已废圮，如税务局

署，唐建，明圮于水；主簿署，宋建，明圮于风；按察、布政分司署，曾被南逃的明唐王作

王府，唐王败逃，房屋随毁；还有教谕署、典史署、游击署、守备署、训导署等，到清末均

已破废或改建他用。唯县衙留存最久，宋代初具规模，后经历代修葺扩充。成为县内最大建

筑群，占地10余亩。民国时期仍作县公署及后来县政府、参议会等办公场所。其余机关单

位多借用祠堂庙宇办公。

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接管旧政府大院，经修缮作为县人民政府各科局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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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拆建2幢办公楼，1980年再次拆建为6层混凝土结构办公大楼，建筑面积3568平方

米。中共县委机关和群众团体，始在江南大地主房屋办公，1958年迁城内仙塔旁原实验小

学，并进行修缮扩充，1967年“文化大革命”县委机关瘫痪，改由县人民武装部(后来还

有消防中队)使用。1971年县委恢复，在原县委领导宿舍新建办公楼(今为县司法局、安

全局)。1975年在县政府后院新建4层办公楼和宿舍楼(后亦改为办公楼)2幢。80年代

后，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分工趋细，部门增多，县政府大院办公用房不敷使用，有的单位

逐渐迁出单独建房。1980～1990年办公用房建设进入高峰，10年共新建29731平方米，相

当于以往30年总和的6倍。大部分为3层以上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办公条件大有改善。

1990年，县政府大院主建筑有6幢(办公楼4幢、宿舍楼2幢)，总面积14147平方

米，为县政府系统32个科局单位及县委、人大、纪委等主要机关办公场所。另有22个政府

系统科局在大院外单独建办公楼。县城机关办公用房总面积3．74万平方米，占县城房屋总

面积的2．57％。

三、商业用房

1949年以前。县城商店集中在南门兜至县政府一条直街上，总长416米，街道狭窄，

市容不整。1953年县城商业街结合福汾公路的修筑，贯穿城区南北，拓宽街道为12米，两

旁商店按统一规格后退改建，采用板条墙和鱼鳞板墙粉饰，经过刷新，街景尚较整齐。1955

～1965年，新建百货、饮食、五金、交电等国营商店和机关单位，商业街景进一步改善。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区建设处于低潮。1978年以后，城区经济进入新

的繁荣时期，不但把原有商业街住房改建为商业营业门面，而且新建不少商业网点，向东、

西、北3个方向延伸j至1990年底，县城商业服务用房总建筑面积10．75万平方米，占县

城房屋总建筑面积的7．37％。其中凤城集贸市场第一期工程于1985年竣工，3层框架结构，

建筑面积7524平方米，是县内最大农产品交易中心。

四、教育用房

清代及以前县学，均设孔庙明伦堂内，书院多以祠庙为院址，私塾多设民房。民国时期

学校仍多沿用旧祠庙或废置衙署，新建极少。民国14年(1925年)，县立初级中学在游击

署旧址(今人武部)新建校舍1幢、8间。民国24年，华侨胡文虎捐建敖江小学文虎学楼1

幢。抗日战争时期，连江两度沦陷，县城几次遭日机轰炸，大部分学校被炸成断垣残壁。初

级中学内迁山区，小学停办。到民国38年8月连江解放前夕，县城中小学校仍大部设在破

烂不堪的祠庙之中。初级中学在泰山庙、龙兴观内，公立敖江小学在仙塔街原县中校舍，敖

西小学在化龙桥临水富，私立类思小学在东门基督教会侧，陶英小学在西门外。规模均很

小。

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相继接管公私立中小学校，对破旧校舍进行大面积修缮和更

新。1950年开始，连江初中(后改连江一中)相继新建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体育馆

等。1954—1958年，将化龙桥原敖西小学扩建为县实验小学，原类思小学扩建为城关第一

小学，在江南创办华侨中学(后改县第六中学)。1960～1962年，先后在西门兜新办八一小

学。在城西创办民办中学(后改县第九中学)。1975～1989年，相继在假山里改建创办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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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学，在东门连江一中北侧新办县中，C,-幼儿园，在城东浦下新办荷山中学等。至1990

年。县城中小学用房建筑面积计3．98万平方米，占县城房屋总面积的2．73％，学校布局基

本合理。

五、医疗卫生用房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传教士在县城西门外建医馆，民国7年改名圣教医院，

民国13年增建病房1幢。民国38年6月停办。民国38年8月前，县城有16家西医私人诊

所和1家卫生院，设备简陋，规模很小。中医诊所一部分设在中医寓所，一部分设在中药铺

门诊。连江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接管县卫生院，1950年在中山路陈氏宗祠修建门诊部。

1958年在西门兜福星坊新建门诊部和病房、办公楼。1960年后陆续兴建门诊大楼、综合楼、

病房、手术室等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13846平方米。1964年5月在西门外玉泉寺旧址建

职工疗养院1幢，1971年驻军守备三团在青年路林氏宗祠旧址拆建3层混合结构卫生院1

幢。1978年敖江卫生院在北门东渠路建门诊和病房各1幢，1985年凤城镇卫生院在新连路

建综合楼1幢。至1990年底，县城医院总建筑面积2．25万平方米，占县城房屋总建筑面积

的1．54％。

六、文化体育用房

民国时期，县城无影剧院。虽有县图书馆一所，亦借用陈氏宗祠为馆址，藏书很少。体

育场一处，场地不大，设备简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场所的建设主要有：

1956年6月竣工的电影院1幢，1360个座位；1959年9月竣工的展览馆3幢，建筑面积

3260平方米；1964年建体育场1处，占地面积12210平方米；1987年建体育馆1幢；1979

年竣工的文化馆l幢，6层框架结构。1990年，县城文化体育建筑面积计3．17万平方米，

占县城总建筑面积的2．18％。

七、仓 厍

民国时期，县城私人工商业虽有储存粮食和黄酒的仓库，但面积很小，储量不大。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仓储发展很快。基本可分两大类：一是工厂企业自用的材料和

产品仓库；一是商业、粮食部门储藏商品物资的仓库。至1990年底，城区计有大小仓库87

处，建筑面积9．74万平方米。占县城房屋总建筑面积的6．68％。

八、住 宅

县城现存的古住宅。大部分建于明、清，土木结构为主，六扇五间或四扇三间，大小厅

堂、前后书院、天井游廊、围墙夹衙。民国时期新建的不多，建筑风格基本沿袭明清。据民

国38年统计，县城留存的建筑有祠堂53幢，庙宇44幢，明清庭院或住宅计48幢，多系富

殷豪门之家。一般居民多旁街背巷而居，房屋简陋破旧。旧社会由于建房无统一规划，各选

朝向，杂乱无章。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灾荒频仍，城区住宅不断遭受严重破坏。清代县

城遭大火灾8次，民国5～19年火灾4次，烧毁房屋130多家。民国29～33年，县城7次

遭日军飞机轰炸，尤其第一次沦陷，县城被目军轰炸、烧毁房屋五六百家。第二次沦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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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拆毁民房37家。到民国38年8月连江解放前夕，县城住宅区尽是颓垣断壁，满目疮

痍，部分贫民仍住在祠堂和宫庙。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城区住宅建设开始转机。

1950--1969年20年间，私人新建住宅面积18．51万平方米。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住房

状况日益紧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占地抢建私人住宅非常突出。改革开放后，县城建部

门在住宅建设上认真贯彻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同步进行的原则，逐步解决居民住宅紧张困

难。在县城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支持私人拆低层旧房、危房，建造2层以上实用住宅，提高

土地利用率。提倡机关、企事业单位筹建职工宿舍，解决所在单位职工家属住房问题，房地

产管理部门筹集资金建造商品房，解决无房户住房问题。1987年在玉荷路北侧征地48．59

亩，开发住宅小区。1984～1990年，在旧城改造中总计拆迁安置89户，建筑面积5156平

方米。至1990年底止，县城住宅总建筑面积96．54万平方米，占县城总建筑面积的

66．21％。其中私房70．53万平方米，公房12．63万平方米，单位建房10．64万平方米，商

品房2．74万平方米。

其他房屋0．35万平方米，占县城总建筑面积的0．24％。至1990年，县城房屋建筑面

积总计145．8万平方米。

第二章集镇村庄建设

第一节镇(乡)驻地建设

县内集镇随历史发展逐渐形成。多分布沿海港湾和内陆交通枢纽，至民国后期，全县

18个乡镇。有6个列为镇建制：敖江镇(即今凤城)、东澳镇(含东岱和晓澳)、筱定镇

(含筱埕、定海)、瑁头镇、丹阳镇、黄苔镇(含黄岐、苔幕)。集镇规模都不大，基础设施

很差。

新中国成立后，集镇规模逐渐扩大，基础设施日益改善。到1990年，全县21个乡镇

(含待统一的马祖乡)，有凤城、浦El、东岱、晓澳、瑭头、丹阳、黄岐7个为镇建制，其余

14个为乡建制。除凤城镇和敖江乡设在县城已在县城建设中记述外。其余乡镇驻地建设简

介如下：

东湖乡 在县城北5公里，历史上仅为小村庄。新中国成立后，104国道和13—104省

道贯穿全境。成为交通枢纽，经济迅速发展，乡址规模不断扩大。国道线两侧建成宽敞的商

业街及影剧院、中小学、卫生院、农贸市场、信用社、粮站等公共建筑，用地面积5．5万平

方米。有日产600吨自来水厂1座，程控电话100门，电力网布各村。居住住宅过去多为土

木结构，低矮阴暗。改革开放后改建或新建的多是砖混楼房，居住条件大为改善。1990年

后。因104国道拓宽，沿路有300多户拆迁，安排在五角溪新建住宅小区，已建130户。居

民住宅用地面积扩展到21．4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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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镇镇区入口稠密，建筑物密度大，旧主街仅200米长，2～3米宽，狭小拥挤。

50年代修建的福州至北茭省道贯穿镇区北侧。1980年对旧街进行改造，拓宽10米，长延伸

2000米，南通货运码头，北接省道，铺筑混凝土路面。省道两侧亦逐渐形成新街市。公共

建筑用地面积扩大到6．94万平方米，有自来水厂2座，日供水能力1000吨，35千伏变电

站1座，与县联网，程控电话45门，还有停车场、农贸市场、木材市场、中小学、医院、

影剧院、游乐园等。居民住房较紧缺。改革开放后快速增加，1980年由镇统一规划，安排

133亩给1159户危房或缺房户建设新居。1990年居住用地扩大到59．9万平方米，比1985

年增加1．26倍。

东岱镇清代曾设巡检司、守备署、海关分卡，商贸繁荣，但镇区街道狭小，仅有1条

3米宽、200米长商业街，民国38年(1949年)1月和1955年10月两次大火灾，几乎烧成

一片平地，在重建时拓宽到9米，长延伸为585米，石块路面。1988年新辟东兴街，长550

米，宽14米，水泥路面，还修镇郊路4．5公里。公共建筑用地面积11．4万平方米。有El产

850吨水厂1座，35千伏变电站1座，已装程控电话150门，还有农贸市场、银行、保险、

中小学、医院、电影院、文化中心活动室、老人乐园等。居民住宅较拥挤，路网不完善，

1988年加强镇区建设总体规划，开发住宅新区和商品房，居住条件大有改善。1990年居民

住宅建设用地扩大到44．9万平方米。

晓澳镇镇区主街长1500米，宽3～6米，支道长1000米，宽2～3米。1990年经过

整修普遍改铺混凝土路面。公用建筑用地面积5．3万平方米，有镇政府和3个居委会、中小

学、医院、商业服务、金融、邮电等单位。有日产500吨水厂1座，程控电话110门，电力

网布各村。镇区住宅本来就很拥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旧房改建、扩建逐年增

加，但缺乏总体规划指导，布局杂乱，密度过高，交通、消防、卫生等条件较差。1982年

开辟沙塘里新区，至1990年已建新房253幢，。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镇区总计居住用地

面积43．5万平方米。

瑭头镇为港口、渔区、旅游区和华侨区集镇，原有镇区商业主街仅300米长，宽3～

4米，石板路面。新中国成立后，104国道横跨镇区，逐渐形成新街，两侧新建4～6层商住

混合楼。1990年从新街中心新辟1条开放路300米，宽7．5米，与改线后的104国道相接，

镇容大为改观，新旧街巷先后均改为混凝土路面，修下水道1000米，改变了以往污水溢流

状况。1990年镇区公共建筑用地面积11．12万平方米，有码头13座，靠泊能力2410吨，

110干伏变电站与县联网，日产1800吨水厂1座，程控电话500 f-j，集贸市场3850平方

米，商业网点密布，海关、港务、港监、金融、保险、邮电等机构和医院、学校、文化设施

等。居民住宅密度较大，改革开放后，旧区逐步改造为高层商住房，国道两侧新区为华侨别

墅和商住房。1990年居民住宅用地面积扩大到31．91万平方米。

潘渡乡 原有街市规模很小。只有几间商铺和小客栈。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福飞公路修

通，经济逐渐活跃，街容有所改观。改革开放后把旧街土路拓宽4～6米，并延伸750米，

与13一104省道相接，路面铺砌块石或混凝土，小街巷长600米，也改铺混凝土路面。公共

建筑有乡政府办公楼、农行营业所、供销社、税务所、食品站、粮站、邮电所、工商所、中

小学、医院、文化站等，用地面积2．88万平方米，电力与县联网，磁石电话30门。居民住

宅多土木结构，布局比较分散、零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建、扩建、加层和新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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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大有改善。1990年居住用地面积为8．03万平方米。

小沧畲族乡是个偏僻的山区集镇，以往交通闭塞，商品经济不发达。1980年修通蓼

沿溪西至小沧公路。森林资源得到开发利用。1985年建成湖山水电站，各村农户都用电照

明。1986～1990年，经过各级政府扶贫支持，农民收入有所增加。1990年因建设山仔水利

枢纽工程。乡址全部为淹没区：应拆迁的公有房屋1．3万平方米，居民住房5．38万平方米。

政府拨1480万元补偿费，在附近的利洋坪建设新乡址，安置淹没区居民。

丹阳镇原有镇中心人口不多，街市长200多米，宽3～4米，石块铺砌、崎岖不平。

1954年104国道通车后，镇区规模不断扩大。1985年旧街改造为水泥路，宽6米，长延伸

至460米。1986年新辟镇政府到104国道的丹凤路300米，宽8米，两侧多为新建的商住

混合楼房。104国道两旁新建有商店、旅馆、酒家、千军井公园等，并逐渐扩展到丹阳至蓼

沿公路两侧。长达1000米。公共建筑用地6．84万平方米。主要有35千伏变电站、日产

600吨水厂，占地44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程控电话装机容量488 f-j，设有银行、邮电、

法庭等机构和电影院、医院、中小学等文化教育设施。1990年居民住宅用地面积23．18万

平方米，旧房多土木结构，新建多砖混结构。

蓼沿乡 为山区集镇。旧主街长170米，宽4米，商铺、客栈规模很小。1958年丹阳

至罗源县寿桥公路纵贯乡境，商贸逐渐兴旺。1967年旧街整修拓宽为6米。1985年延伸

200米与丹寿公路交会，并在公路两侧逐渐形成新街。长400米，宽12米。统建商店56

间，农贸市场1座，商品房12套。公共建筑用地1．94万平方米。有乡政府、医院、电影

院、中小学、供销社、粮站、邮电、银行、税务等单位。建有兰水一、二级水电站2座，与

县并网。居住用地比较分散，住房多数为土木结构，比较破旧。改革开放后开始改建和新建

砖混结构楼房，并开发商品房。1990年住宅用地增加到18．47万平方米，居住条件大有改

善。

长龙乡 乡驻地原是荒凉山坡，只有古道旁的几家茅屋小客栈。1958年修通飞石至长

龙公路。1973年续修至马鼻。各村修有简易公路相通。乡政府南面已形成200米长的商业

主街。宽6米，1988年浇注混凝土路面，1990年后又延伸至1000米。有35千伏变电站1

座。与县联网，日产200吨自来水厂1座，磁石电话30门，乡公共建筑面积3．21万平方

米。居民住宅点较为分散，1962年3月为接待和安置印尼回国华侨，在长龙设华侨农场，

统建住宅1．44万平方米。改革开放后，对旧住宅逐步进行改造，并新建统建一些住宅，市

容面貌有较大改观。1990年，居住用地面积增加到9．25万平方米，居住条件大有改善。

马鼻乡 原有商业街长600米，宽3—4米，石块铺砌。经1965年和1986年两次整修，

拓宽至4～5米。路面改铺混凝土。改革开放后，旧街已向文马公路伸延700米，宽6米，

混凝土路面。建有电站并同县联网，1981年新建日产1600吨自来水厂，使3万人口解决饮

水困难。公用建筑用地5．41万平方米，有镇政府、供销社、粮站、水产站、税务所、农行

营业所、中小学等单位。居民住宅60年代前以木或土木结构为主，70年代后，已逐步改建

为砖木和砖混结构。1990年居民住宅用地51．5万平方米。

透堡乡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区委驻地，后属马鼻乡，1990年9月成立透堡乡。该乡

村落集中，人El稠密。建乡前已有中学、电影院、医院、自来水、电力、电信等公共建筑设

施。建乡后，新建乡政府大楼，修环城路120米，宽12米。原有旧街狭小，后在长马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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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形成新街，并逐渐向马鼻拱头延伸。居民住宅以土木结构为主，密度较大，布局零乱。

1990年制订建设总体规划，逐步改造旧住宅区。拓展新住宅区，面貌大有改观。

官坂乡 原有小街巷弯曲窄小，商铺不多。1958年文(山)马(鼻)公路修通后，路

旁两侧逐渐成为新商业街，长400米，宽7．4米。1989年改铺混凝土路面。小街巷600米，

经过整修、浇注混凝土路面，面貌大有改观。公用建筑4．48万平方米，有乡政府、影剧院、

农行营业所、信用社、中小学、邮电所、供销社、粮站等单位。供电线路与县联网。安装载

波电话60门，1987年建成日产600吨水厂1座。居民住宅多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1980年

后，新建的住宅多砖混结构。住宅区逐渐向新商业街两侧扩展，在文山油库、变电站对面已

成为新村小区。1990年居住用地21．62万平方米。

坑园乡 旧主街仅150米长，3米宽，50年代修的福州至北茭省道由乡北侧通过，主街

店铺逐渐向公路两侧延伸，形成500米长的新街。公用建筑面积9．28万平方米。主要有乡

政府、渔业中学、小学、税务所、供销社、信用社、粮站、食品站、医院、水产站等单位。

1978年建成日产600吨自来水厂，电力与县联网，有磁石电话60门。1980年4万多亩的大

官坂围垦竣工后，成为县内鱼虾等水产养殖基地。居民住宅主要集中在乡中心成圆状布局，

新开辟的宏达小区面积26亩，正在建设中。1990年居民住宅用地面积16．03万平方米。

筱埕乡是港口集镇。主街临海，原只有160米长，2米宽。1962年后，经拓宽改造。

延伸到410米长，8—10米宽。改革开放后新辟龙舟路长327米，宽14米，混凝土路面。

1979年建成日产1500吨水厂，供电线路与县联网，磁石电话46门。1990年公共建筑用地

面积2．94万平方米，主要有乡政府、村委会、卫生院、银行、邮电所、中小学等单位。居

民住宅历史上以石木结构为主。改革开放后改建和新建的多为砖混结构楼房。1990年启动

旧区改造工程，在建的永安楼、保定楼、朝阳楼均6层框架结构，已竣工65套。1990年居

住用地面积发展到33．66万平方米。

安凯乡 依山面海，原有街市极小。50年代修通的福州至北茭省道横贯乡境，逐渐形

成新街。60年代建有容量427万立方米的郭婆水库，1987年建成日产5000吨水厂1座，除

供应本乡外，还供应黄岐和苔蒹2个乡镇。新修街区道路1条，长300米，宽4～7米，石

砌路面，连接避风港码头和省道。有35千伏变电站1座。磁石电话60门。主要有乡政府、

村委会、供销社、卫生院、水产站、中小学、商业服务等单位。居民住宅以石木结构为主。

依山临海而建，布局杂乱，巷道窄小。改革开放后，居住条件有所改善，新建的多为砖混结

构楼房。1990年居住用地面积10．59万平方米。

黄岐镇为港口集镇。原有主街400米长，宽2．5米。石块路面。1984年拓宽至8米，

改铺混凝士路面。同年围海造地1．2万平方米，新辟商业街480米，宽10米，还整修小街

巷1300米。新建对台贸易码头1座，有200吨2个泊位。自来水由黄岐半岛水厂供应：电

力与县联网，程控电话已开通。有镇政府和4个居委会、学校、医院、供销社、粮站、银

行、邮电所等单位。公共建筑面积6．16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以石木结构为主，改革开放后

新建的多砖混结构。1986年开始按照村镇规划，开拓新区建筑面积2．24万平方米。1990年

居住用地面积达31．87万平方米。

苔蓑乡为港口集镇。有古城堡。居民房屋稠密，原有2条小街，弯曲狭小。50年代

修通公路，逐渐形成新街。1983年建成后港驳岸码头和避风港，港旁300米长道路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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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街，并与公路相接，初具集镇规模。镇区公共建筑用地4．4l万平方米。除乡政府建在

公路南侧外。其余公共建筑多在后港附近。商业、文化、教育等设施布置各村中心地带。居

民住宅依丘陵地势而建，以石木结构为主。改革开放后有1200多户渔民改建或新建住宅，

多2层以上砖混结构。1990年，开始开发后港新区16万平方米，已建1万平方米，居住建

筑用地面积扩展到49．54万平方米。

马祖乡待统一。在县境东部，由南竿、北竿、高登、东引等19个大小岛屿组成。民

国时期为县内一个乡。连江解放后被台湾当局军队盘据。岛上集镇建设发展较快。有火力发

电厂、自来水、码头、环岛公路等设施及军政办公场所、中小学、医院、图书馆、商场等建

筑。据马祖资料载，1978年居民住宅共2733幢，其中南竿1252幢、北竿915幢、白犬岛

449幢、东引岛117幢。后随人I：I逐渐向台湾等地迁移，住房相对宽裕。

第二节村庄建设

境内历史形成的村庄多傍溪临海。平原和沿海人口稠密，村庄较大，山区地广人稀，村

庄较小。由于战乱、匪患、灾荒等原因，随入口迁徙，村庄时有兴废。清初迁界，连江离海

30里之内居民悉迁内地，村庄堡寨皆毁，历20余年才返迁重建家园。乾隆二年(1737年)．

全县5364户．分布420个村庄，平均每村仅12．77户。嘉庆十年(1805年)有508个村

庄。民国18年(1929年)，全县32011户，分布149个主村(设乡镇)、396个小自然村

(设附乡)，平均每村58．7户。小沧乡有25个附乡，有的附乡仅一二户人家。居民房屋依地

形而建。多数为单层木结构，部分有外墙，山区筑土为墙，沿海结石为墙。不少住房与禽畜

舍、柴草间连在一起，有的甚至人畜混居。瑭头、东岱、筱埕等部分沿海渔民则居住在连家

船上。少数富户官绅宅第，才有二进或三进院落，四周有高大风火墙，有的门前还有竖旗

处。俗称“旗杆厝”。民国26年芦沟桥事变后，县属马祖列岛、川石岛、壶江岛等先后被日

本侵略军占领。城乡遭日军轰炸炮击，县城和部分乡村两度沦陷。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炸

毁房屋926座、数万间，苔菜和定海村几乎被炸为平地。全县3万多灾民流离失所。多数村

庄呈现破败惨象，到连江解放时仍满目疮痍。

新中国成立后，经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农村经济很快恢复发展，村庄建设逐渐发

展。50年代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251．7公里，有近一半大队通汽车，多数村庄有供销社

或分销处、代售店、学校、大队办公场所、生产队队址、仓库及厂场。人口较集中的一些大

村庄。还兴建运动场、篮球场、敬老院、礼堂、电影院等公共文体设施。县人民政府还重点

帮助革命老区重建家园，1952--1965年，共帮助修建住房1657间．农村居住条件和环境卫

生有初步改善。但由于人口增长较快，住房依然紧张。“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群众乘乱

占地抢建房屋，影响建设规划，浪费土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村庄建设出现崭新局面。建设部门加

强村庄规划制定和管理工作，逐步改造旧村，建设新村。经济较富裕的村，投入大量资金，

改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户，建造混合结构的多层楼房，并讲究室内

装修和环境绿化；瑁头镇东升村和东岱镇东水村，在政府的支持下，统一征地和规划，建设

渔民新村，结束了世代以船为家漂泊不定的历史；许多海外华侨、港澳台胞关心家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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