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髅



吾IJ主
主
编编

庄陈
维
坤苗

江

海瘟
=力

似编
联攀
．委
书贯

店编⋯

．∑U￡▲

日

江冱．

市
士
j I、l、

下‘

碣中
建华
省人

民
4-I-
／、

和
国
地

‘

方
：}
，L!^



编纂机构与工作

一、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施永康

第一副主任：何锦龙

副主任：吴良良许仲谋郑建树陈苗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明华王远东王珊珊王瑞强方玉銮朱金锭庄子鹤庄冰心许文兴

许长局许平力许加斗许自前许明华许诗决许猛义许源国许锦标

杨子经李天赐李金彩李悌民李铭章李鸿益吴义月 吴文棋吴式论

吴继辉陈幼清陈启初陈金兰陈培碧张子祥张金钩张贻拔林树榜．

洪飞跃洪伟阅侯吾杉施性西施能通姚嘉潭留有利郭国票黄世春

彭国胜谢加桢曾国华蔡天赞蔡庆鸿蔡芳扬蔡尚锄蔡谋溪颜才敬

由于人事变动原因，曾任过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的有吴彦南；副主任：吴乌秀、

薛典元、施性镜、黄建国、陈文敬、陈万里；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志泉、王金战、王培琨、

王敦余、吕明义、朱振建、刘正典、刘朝直、庄坤元、庄垂强、许民权、许志茂、许炳煌、杨式城、

李孝界、吴序贡、吴资友、吴凯南、沈家瑶、l何扬明l、陈永钦、I陈立察I、林金树、柳家仁、洪肇
战、施学长、施培澈、姚贻持、蔡庆宗、蔡丽枝、蔡泉州、蔡维狮。

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主任：陈苗

副主任：庄维坤

成员s

陈小真林莉莉柯娜娜黄福安庄雨集黄国梁庄丽娅赖安安洪建明

二、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大陆顾问：

王汉杰朱义振朱义斌朱江水庄云潮匡囫许良枫许集美吴宣恭
柯贤伟洪肇服施宣圆施能鹤匮圃匿圈蔡其矫蔡载经蔡清河

“三胞”顾问：



宣许维新杨振殊吴永年吴永源

春蔡友铁蔡承宗蔡琼霞蔡笃彬

余I王善源I叶海山
尚许自远许良晓

昆李金科李品川

真陈文敬陈方圆

生陈景松陈增荣

星施东阳施明奕

沪 曾金铮谢陆伟

征

聘

泽

李铭章连远辉吴永胜吴身谋吴明哲

邹茂盈陈辉陈进聪陈顺星陈涌源

张丽卿张建象张谋场张新义林伯南

周曼妮郑应郑兰馨郑丽玲郑福钟

姚聪涯高玉萱高尚侯黄文陈黄天桥

董群礼 曾华衡 曾焕阅 曾焕殊曾焕镖

蔡尤资蔡庆鸿蔡清良 蔡碧儿

(--)《晋江市志》纂修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文字纂修：

庄雨集庄维坤 陈苗陈文敬陈龙琪

曾平辉

照片制作： 张苏予黄世春黄鹭旋

地图绘制： 王锋印张苏予蔡健康

数字核校： 陆文杰

资料校对： 陈小真林莉莉柯娜娜黄国梁

电脑文印： 庄丽娅庄雪凤郑丽婷洪建明

四、《晋江市志》评稿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水应

许宏程

李祖论

吴金乌

陈瑞成

林春火

郑锦良

黄龙泉

曾智良

叶建章

许金界

李金祥

吴松茂

陈增芳

林莉莉

柯娜娜

黄明温

谢培义

刘浩然

许显荣

李振烈

陈龙琪

张文顶

施经伦

蔡文良

刘炳火

许雄飞

李建宁

吴哲生

陈德生

林瑞发

洪荣铨

黄国梁

鲍振典

刘森森

许炳煌

李慷慨

陈仲初

张纯清

高增荣

蔡尔辇

吕长默

杨振平

李转生

吴福来

陈德贤

周绍安

洪源来

黄福安

蔡长安

陆文杰杨清毓卓金木曾沪

黄福安

彭志颖赖安安

丁祥焕 王建设 叶亚廉朱义振朱义斌朱立明 刘祖陛许长安许书纪



许伙努何惠明吴幼恭陈达节张洪怡张维义林文龙林瑞峰林辉标

周宗禧洪淑惠施宣圆俞宏业姚金祥唐天尧黄公勉黄华开黄宝玲

{ 黄绵煦I傅塑德J谢在团詹礼灶蔡尤等蔡载经潘跃金
： ．·

五、《晋江市志》审稿、验收人员
{

《

； (一)中共晋江市委员会《晋江市志》审稿委员会

主任：施永康

副主任：许仲谋王永裕陈苗

委员：

陈长庚陈文敬陈万里黄建国刘肇直施天福姚贻持王敦余黄呈珍

下设办公室：

主任：陈苗

副主任：庄维坤

(二)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晋江市志》审稿组
一

黄安全杨清江陈星才林龙海张海珠李黎薇傅金星沈玉水

(三)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晋江市志》审查验收组

陈肇胜汤弘庆何明才王文铿林浩张贵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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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六年(718)晋江建县后，古代封建政制虽经改朝换代，但大致相沿承袭。

唐代晋江县署设县令，宋代没知县事，元代设达鲁花赤、县尹，明清时期均设知县。

民国初，晋江改县署为县公署，设知事。民国1 6年(1927)，改县公署为县政府，改知事

为县长。民国24年设立县议会。民国33年成立临时参议会。

新中国成立后，县权力机关为县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为县人民政府。1955年J 2月，

改县人民政府为县人民委员会。1968年l 0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1980年】2月又恢复为

县人民政府。

1 949年1 0月至1953年10月，晋江县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共举行两届1 4次

会议。从1954年开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1987年共举行十届18次会议。县人大常

务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常务委员，县人民政府、县人民委员会设正副县长，均由县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晋江县委员会于1956年9月正式成立，至1987年共举行六届

12次会议。县政协常务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常务委员。

第一章民国及其以前政权

第一节 县 衙

晋江于唐开元六年(718)建县，列为上县。县署官制为县令、县丞、主簿各1人，县尉2

人，经学博士、助教各1人。

宋代晋江列为望县。县署设知县事、县丞、主簿、县尉各1人、石湖四县巡检、石井镇巡

检、监石井镇各1人。

元至正二十年(1360)，晋江列为中县。县署设达鲁花赤(掌握实权的长官，由蒙古人担

任)、县尹(由汉人担任)、县丞、主簿、县尉、典史、儒学教谕各1人，巡检(员数未详)。盐场

司：浔美、涌洲二场没司令、司丞、管勾、典史各1人。

明代，晋江县署设知县、县丞、主簿、典更各1人，儒学教谕1人，训导2人；祥芝、深沪、

围头、乌浔4个巡检司巡检各1人，税课局大使(后裁)、福全仓副使、河}自所河泊官各1人；

附治浔美、涌洲2场盐课司大使各1人、副使各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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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县署设知县、县丞、典史、儒学教渝、训导(康熙四年裁，二十一年复设)各1人，鹧鸪

巡检司巡检(原在祥芝，康熙十九年改驻此)、洛阳巡检司巡检(原在深沪，康熙十九年改驻

此)、浦边巡检司巡检(道光年间裁)、庵上巡检司巡检(道光年问裁)各1人，福全仓副使(道

光年间裁)、河泊所官员(道光年间裁)各1人。还有僧会司、道会司、阴阳学训术、医学训科。

第二节县公署、县政府

民国元年(1912)，帝制废，改县署为县公署，改知县为县知事。县公署设刑名和钱谷两科

(后科改为局)，各设科长1人。同时设有晋江劝学所，7月改为教育公所，6年又复为劝学

所。

民国15年】1月，北伐军东路军进入泉州，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下设4

科，17年改为2科、4局。其后，科局屡有变动。

民国24年推行“新县制”后，机构较固定，一般设有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社会6

科及会计室等。

民国25年，省府颁定晋江为一等甲种县，县长之下设秘书和一科、二科、三科，各设科长

1人，警佐、技士、督学、统计员、记帐各1人，科员5人，事务员3人，雇员9人，政务警察12

人，勤务10人。还有独立保安中队，官兵107人，县政府直属警察分驻所，警员194人。

民国26年4月，县设禁烟科，12月裁撤。 ．

民国29年1月，县警察所改为警察局。

民国32年，县政府设有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军事科(后废，35年9

月重设)、会计科、军法室等。

民国34年1月，设立县经征处。

民国38年1月，县设地政处，3月，县政府电话室改为电话局。7月为适应“剿匪清乡等

工作之实际需要起见”，在石狮设立晋江县政府石狮办事处，辖石狮、复兴、至善、永宁、霞坡、

英林、金井及深沪等8个乡镇。办事处设正主任1人，副主任2人，下分设军事及政治2组。

第三节基层政权

唐宋时期，晋江县县署之下的建制为乡，乡设耆老；乡以下为里，里设里正。唐代乡、里数

无考。宋代设5乡、23里。

元明时代，晋江城内设3隅，城外设43都，共统135图，实行隅、都、图、甲的建置。

清代初期，沿袭隅、都、图、甲建制。道光(1821～1850)后，废图甲为保甲。保设保长，甲

设甲长。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县以下建制时常变更。民国元年在安海设立分县，4年改为县佐。8

年10月，晋江民军(许卓然部)以安海为中心，在晋南另立安海县；9年9月取消安海县。

民国3年，县以下建制为区，设区长。

民国25年，晋江县以下设4个区、1 20联保、1167保、12142甲。各区设警察所，共有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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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111人，由区长指挥。

民国25年区署和保甲组织概况表

员 额 区警察所
区别 区所在地 联保数 保数 甲数

区长 区员 雇员 合计 警员数

第一区 县城 1 4 4 9 42 474 4645 12

第二区 安海 l 4 4 9 23 223 2005 27

第三区 石狮 1 4 4 9 45 387 4691 56

第四区 河市 1 4 4 9 lO 83 801 16

全县 4 16 16 36 120 1167 12142 11l

民国35年5月以后，县以下建制为乡镇，设乡镇长。晋江县共设24个乡镇。(基层建置

详见《建置》卷)

一、唐至清代

第四节政务纪要

唐乾元元年(758)，县令赵颐正，组织县民开通晋江，凿沟引水，通舟楫于城下。太和三年

(829)，泉州刺史赵綮，在泉州通淮门外滨海围垦大片埭田，但常年雨水少而受旱咸之害。赵

綮招集农民开凿沟渠36条，筑天水淮引晋江水入埭，使180顷农田不再受旱咸之害。

五代周显德七年(960)，泉南节度使陈洪进，倡导族人家丁在泉州城南围海造田，用石垒

成长达一二十里的锁海长堤。堤间建有7个闸门，古称七星埭。后历代均有新垦，使埭田层

层向外延伸，巨堤长达20余里。因埭为陈洪进始筑，故又称“陈埭”，今陈埭尚保存陈氏祠

堂。

宋熙宁间，知县事危雍筑烟波埭以御海潮，又筑清洋坡，使南安九溪至高溪合流，浇灌

8000多顷田地，后人为之建祠。绍兴六年(1136)知县事洪元英与邑人李密、李国表修郡南六

里坡水利。

南宋全县建石桥50余座，仅绍兴年间就建石桥13座。最为著名的是由僧祖派于绍兴

八年倡建、泉州知州事赵令衿继建而成的安平桥和宋绍兴三十年僧文会在临漳门外建的石

笋桥(今浮桥)。

淳熙年间，知县事林浞重视海上防御，大力营造战船。

明代万历八年(1580)知县彭国光，奉命进行田地普查，查出隐报田地1480顷，使地主豪

强无从偷漏粮税。

嘉靖年间，知县钱梗，抑豪强、除积弊，严惩盗贼，一时社会安定。民族英雄戚继光和俞大

猷先后率兵剿倭，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基本平息倭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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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九年(1601)蝗、旱成灾，知县顾士琦力赈救民。

万历三十五年，知县李侍问因灾向上请免赋税银1500两，开晋江县请免钱税之先例。

并致力修城、造桥。

天启年间，知县薛邦瑞、戈简倡兴文教，勉励学子科考仕进。

清初，泉州为明清王朝争夺之地，百姓深受战祸之苦。顺治年问，军旅频仍，赋重民困。知

县丛荫坤令粮长胪列花名清册及应纳粮额，以减轻百姓负担。知县沈朝聘筑灵水、前埔、日

湖、东石、围头五寨，修新桥、浮桥。大军所至，军需无误。

康熙年间，晋邑人文昌盛。知县张召华，设试选才，一时人才济济。

雍正年间，知县胡格，历时7年筑东山坡，清}伏田塘。

乾隆年间，黄昌遇振兴学校，兴办一峰书院。

道光二十四年(1844)，知县叶祖烈支持安海创建育婴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教育界前辈林登滨在永宁创办全县最早的民办新式学堂。光绪三

十年，陈檠仁、黄谋烈等倡办泉州府官办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又将原县学改为官办两等小

学堂。至宣统三年(1911)全县共举办新式小学堂31所，中学堂l所。

在封建统治时期，虽然晋江县一些封建官吏在政务活动中，兴水利、设交通、重舶贸、办

教育、设海防、建城池等，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但是，由于封建政权总是维护封建地主阶

级的利益，因而政治腐败，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不安，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

剥削，生活困苦不堪。

二、民国时期

教育事业：

民国元年(1912)“壬子学制”颁布，政府鼓励民办教育，规定女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并鼓

励华侨投资办学。至民国11年，全县共办私立中学l所、小学35所(其中女子学校16所)。

民国11年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办起不少初等师范学校，普通中小学也有所发展。

抗战初期，县政府提倡实施民办教育，大办战时民校，把民办与公立小学、简易小学合并称为

中心国民学校或国民学校。

但民国时期晋江县教育事业的兴办，地方政府投资少，鼓励民间筹资自办多。如民国16

年全县支出教育费16．7万元，其中政府拨款不到5万元。40年代末期，县政府投入教育的

经费所占不到全部教育经费的5％。

医疗卫生：

民国8年，创办公立医院。

民国21年，创办公立平民医院，内设戒烟所、防疫所。

民国25所，创办县立卫生院，并先后在河市、石狮、安海、城区、东石、青阳、内坑、碧山、

大同等地设立简陋卫生所。

鉴于清末鼠疫为害16年之久，全县死于鼠疫、霍乱者达14．6万人，晋江县先后在县治

成立闽南防疫所与福建防疫总所、中央卫生署闽南鼠疫防治处闽南临时办事处、卫生署医疗

防疫总队第十六巡回医疗队、晋江防疫所等。同时经常发动民众开展清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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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邮电：

晋江县最早建造的公路桥——清机桥，民国8年7月动工兴建，素有“闽南公路第一桥”

之美称。

继民国11年，安海旅日侨胞陈清机(民同18年曾任晋江县县长)等首创民办汽车公司

兴建公路以后，官方开始插手办公路，并进行路政整顿，从分散的自营自筑趋向联合统一。抗

日战争初期，为阻止日军快速部队入侵，奉命对公路全面自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以华侨为

主奋起抢修恢复公路。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邮电通信处于停顿状态。民国12年，经济复苏，邮电通

讯略有发展，增设石狮、金井、东石、衙口4个邮局及15个代办所。同时由于公路日趋发达，

邮运亦从原来的水路为主改为委办汽车邮路为主。民国22年，县政府架没线路安装电话

机。民国24年，开设安海电报局和晋汀电话局，首次开放长途电话。民国37年，晋江邮电局

成为国际邮件互换局。

慈善福利：

民国初期和中期，县政府在城区设立救济机构9处。

民国I 4年，在开元寺内设立慈)LI冼，就学儿童200余人。经费由董事会筹募。

民国21年，创办平民救济处，收容人数36人，职员12人。全年经费预算5000元，由县

政府补助3000元，其余由董事会筹募。

民国23年，创立温陵养老院(址在原山丛竹书院)，赡养老翁29人。

其他还有泉州花桥亭施药局、泉州慈善施棺局、泉州慈善堂。各区慈善机构有安海育婴

堂、安海好善堂、安海明善堂、安海普济社、青阳平民义善堂、石狮慈善堂和民众医院等。

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混战，匪乱如毛，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上国民党政府

乱派款、抓壮丁，官吏压迫敲诈、鱼肉人民，贪污成风，人民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如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中有《泉州米亦贵》一则讲到泉州时云：“记者多人来访，咸以各种苛政，害民凄

惨，及贪官污吏火上添油为言”，“泉州米每市斤仅十三两，兑一元”等。

附：民国参议会

民国33年(1944)，晋江县成立临时参议会。全县选出参议员81名，候补参议员9名。

47个乡镇各选出参议员1名(区域代表)，其余名额由职业团体选出及由上级特邀当地士绅

充任。

临时参议会举行过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民国33年6月26日，议员出席很少，会议

流产。第二次会议为民国34年3月6日，议员出席不足法定人数，后由候补的议员递补列

席。会议中，地方派系因席位争夺不休。

民国35年4月8日正式成立参议会。经过一番调整，全县参议员缩为34名(全县乡镇

公所缩编为24个)，除每个乡镇按规定选出区域代表1名，全县24名外，其余10名由各职

业团体选出，即工会代表3名，农会代表3名，商业代表1名，教育代表1名，自由职业代表

1名(包括医师、律师在内)。另选候补议员4名。

参议会第一届大会，举行过9次会议。第一次于民国35年4月8日举行；第二次于I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年10月4日举行；第三次于同年12月25日举行；第四次于民国36年5月4日举行；第五

次于同年8月14日举行；第六次于同年12月1日举行；第七次于民国37年3月25 El举

行；第八次于同年9月26日举行(上述八次会议，延续缺席的计有3次)；第九次会议于民国

38年4月ii日举行，时值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到会议员仅10余名，不合法定人数而流

产。1949年8月31日晋江解放，县参议会解体。

晋江县参议会在民国36年5月4日召开首届第四次会议闭幕后(到会议员尚未离开之

前)，召开一次反共会议，决定组织晋江县反共大同盟委员会，会址附设于泉州城(今鲤城区)

中区府学明伦堂内。该组织推举参议长许文波为主席(许为晋江县党部监察委员)。许任职

后，不断到农村作反共宣传，后被中共地下武工队处决。

第二章人民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

级人民政府。50年代初期，由于还不具备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根据共同纲领

的规定，由协商产生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从1949年10

月至1953年10月，晋江县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共举行过两届14次会议。从1954

年开始，改晋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晋江县人民代表大会，各届代表经普选产生。1966年

四五月间，晋江县着手筹备召开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由于开始“文化大革命”，会议没有召

开。直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于1978年3月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1 954—1988

年，晋江县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十届18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一3月5日，中共安海桐

林大队支部书记黄宝礼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8年3月25日一4月13日，中

共磁灶岭畔村支部书记吴孝凯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

发展，虽然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但在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1949年11月在泉州培元中学举行，出席代表300多人。会议议题是动员

各方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漳州、厦门等地；接管国民党基层政权和公立学校；建立

县、区人民政府。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郭良致开幕词，泉州军管会主任张慧如作《关于

军管会接管工作》报告，晋江县长许集美作《关于两个半月施政报告》，中共晋江县委书记张

格心作《关于晋江今后工作任务建议报告》。会议通过以上3个报告的决议，通过《关于群众

运动与农村建设决议案》、《关于治安方面决议案》、《关于支前合理负担方面决议案》、《关于

文化教育方面决议案》、《关于华侨问题决议案》、《关于城市建设及职工问题决议案》。会议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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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27人，常委会主席庄秋心(华侨代表)，副主席

黄书麟(工人代表)、蔡载经(工商界代表)。

第二次会议。1950年4月26日至28日在县城泉州举行，出席代表416人。会议议题是

布置生产备荒和恢复城市工商业；支前和剿匪反特；巩固扩大群众组织，废除旧保甲制度，建

立基层政权。会议听取并通过晋江县县长许集美《关于五个月施政工作报告》和决议、中共晋

江县委第二书记黄仁伟《关于今后工作的建议报告》和决议，通过《关于生产救灾决议案》、

《关于劳动工商决议案》、《关于村政组织问题决议案》、《关于合理负担决议案》、《关于妇女问

题决议案》、《关于华侨问题决议案》。会议选举常务委员35人，常务委员会主席庄秋心、副

主席蔡载经、尤芳耠(农民代表)、贾炳洲(工人代表)，秘书长廖博厚。

第三次会议。1950年7月在县城泉州举行，出席代表人数(缺)。会议议题是以夏季粮油

征购为中心，继续发动群众，贯彻支前、剿匪、生产备荒和救灾、减租、建政工作。会议听取并

通过副县长宁殿魁《关于过去三个月施政工作及今后二个月工作计划报告》、《关于夏征工作

报告》和决议，通过《关于支前问题的决议案》、《关于救济失业工人决议案》、《关于生产备荒

决议案》、《关于建政问题决议案》、《关于减租问题决议案》。会议选举常务委员36人，主席

庄秋心、副主席尤芳糌、蔡波(工人代表)、蔡载经。

第四次会议。1950年10月在县城泉州举行，出席代表479人。会议议题是布置开展生

产备荒、剿匪反特、减租、夏征、支前、税收、文化教育等任务。会议听取并通过县长许集美《关

于三个月来施政及今后主要任务工作报告》和决议。通过《评产意见案》、《关于生产案》、《关

于巩固治安案》、《关于工商问题案》、《关于文化教育案》。会议选举常务委员35人。主席庄

秋心，副主席蔡波、林统领(农民代表)、蔡载经。

第五次会议。1950年12月在县城泉州举行，出席代表413人。会议议题是土地改革、劳

资问题。会议听取并通过县委书记张平《关于晋江全县土地改革的报告》、《关于今后三个月

工作的意见》和决议，通过《关于劳资问题案》。会议选举常务委员42人，主席庄秋心，副主

席蔡波、林统领、蔡载经。

第六次会议。1951年4月2日至4日在青阳召开，代表429人，出席414人，列席7

人。会议议题是部署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进行土地改革检查；贯彻华东军政委员会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会议由县长高霆致开幕词并作《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计

划及今后三个月的工作任务报告》，听取晋江地委副书记常化知《关于时事报告》、县委书记

张平《关于三个月来工作报告》，常委会主席庄秋心致闭幕词。会议通过《向毛泽东主席、朱德

总司令致敬电》、《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暨朝鲜人民致慰问电》和《向东南亚华侨致电呼吁反对

美帝重新武装日本》的决议。会议选举常务委员33人，主席庄秋心，副主席蔡波、林统领。

第七次会议。1951年7月14日至17日在青阳举行，出席代表466人，列席11人。会

议由副县长许东汉致开幕词，全体代表听取并通过县委宣传部长、抗美援朝分会主任张若晨

《关于晋江县开展抗美援朝的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和决议、县委书记张平《关于晋江县第三

期土改工作报告》和决议、县公安局长张鸿禧《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报告》和决议、县长高霆

《关于几项工作报告》和《关于今后三个月工作意见报告》和决议。会议选举常务委员25人，

主席高霆(政府代表)，副主席尤智生(工人代表)、黄广(劳动模范)、赵炯勋(工商界代表)、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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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仁(华侨代表)。

第八次会议。1951年11月4日至8日在青阳举行，代表477人，出席470人，列席16

人。会议议题是贯彻新婚姻法，总结土改、抗美援朝、清匪、海防保卫、生产救灾等工作，布置

完成土改、秋征、民主建设等。会议由县长高霆致开幕词，听取并通过县长高霆《关于三个月

来工作检查报告》和决议、县委书记张平《关于今后三个月工作意见报告》和决议、县民主妇

联委员会主席王经贤《关于新婚姻法报告》和决议。会议通过《向毛主席暨政协全国委员会全

体委员致敬电》、《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慰问电》。县委书记张平致闭幕词。会议选

举常务委员23人，主席张平(中共代表)，副主席王光远(农民代表)、洪礼纯(工商界代表)、

秘书长王安庸、原鲁山、周绍龄。选举出席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宁殿魁、王雪仪(女)等8

人、列席代表2人。

第九次会议。1952年3月20日至23日在青阳举行。代表377人，出席332人，列席34

人。会议议题是继续开展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开展爱国增产节约、思想改

造和“三反”运动。会议由县委书记张平致开幕词，听取并通过县委书记张平《关于“三反”运

动报告》和决议、县长高霆《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增产计划及今后三个月工作任务意见》的报

告和决议、副县长许东汉《关于上次人代会议议案执行情况报告》和决议，通过《对美国侵略

者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会议收到20个提案并通过《各阶层代表提案》的决议案。

会议选举常务委员27人，主席张平，副主席潘志讯(工人代表)、黄广(劳动模范)。

二、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1952年7月3日至8日在青阳举行。代表455人，出席436人。会议议题

是继续开展爱国增产运动，部署发展巩固互助组、发展合作社工作，优抚代耕工作，大力开展

城乡物资交流，加强海防、巩固治安、反对帝国主义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保证人民身

体健康。会议听取和通过代县长宁殿魁《关于三个月来政府工作报告》、县委书记尚书翰《关

于今后三个月工作报告》，听取县合作总社主任温秀山《关于开展合作社工作的发言》和县粮

食局长王福起《关于1952年征收农业税问题的发言》。会议收到提案1072件，并通过《提案

审查报告》。会议选举宁殿魁为县长、刘基固为副县长，选举常务委员34人，主席尚书翰(中

共代表)，副主席宁殿魁(政府代表)、王光远(农民代表)、陈启紫(华侨代表)、秘书长周绍龄。

(第二次至第五次各界人代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名录同)。

第二次会议。1952年11月7日至10日在青阳举行，代表458人，出席399人。会议议

题是检查总结爱国增产运动，部署秋收及冬种、准备明年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加强海防工作，

结合做好物资交流及秋征工作。会议听取并通过县长宁殿魁《关于晋江县人民政府四个月来

的工作报告》、县委书记尚书翰《关于晋江县秋、冬两季工作意见的报告》、副县长刘基固《关

于上次会议提案执行情况的报告》、县公安局长梁子新《关于禁毒工作的报告》。会议收到提

案595件，并通过《关于提案审查报告的决议》。会议还补选2名出席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和补选4名常务委员。

第三次会议。1953年3月25日至28日在青阳举行。代表460人，出席400人。会议议

题是继续开展抗美援朝斗争，加强海防治安，贯彻1953年生产计划及动员春耕生产，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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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姻法，宣传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会议议程：听取和通过县委书记尚书翰

《关于今后工作建议》的报告、县长宁殿魁《关于婚姻法的报告》、副县长刘基固《关于晋江县

人民政府四个月的工作报告》、《关于第二届第二次会议提案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收到提

案764件，并通过《关于提案审查报告》。会议还补选3名常务委员。

第四次会议。1953年7月5日至7日在青阳举行，代表460人，出席351人。会议议题

是以夏收、夏种、夏征为中心，结合普选工作。会议听取并通过县长宁殿魁《关于普选工作报

告》、县委书记尚书翰《关于今后工作建}义的报告》、副县长刘基固《关于三个月的工作及提案

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收到提案585件，并通过《关于提案审查及审查处理意见的报告》。

会议还补选1名常务委员。

第五次会议。1953年l 0月26日至28日在青阳举行。代表460人，出席3,1：-人。会议

议题是以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超额完成I玉J家建设汁划为巾心，结合普

选工作和海防治安]：作。会议听取并通过副县长刘基固《关于晋江县人民政府三个月的施政

工作报告》及《第二届第四次会议提案执行情况报告》、县委书记尚书翰《关于秋冬工作建议

报告》、《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收到提案517件，并通过《关于提案审查报告》的决议。

第二节人民代表选举

1953—1987年，晋江县共进行9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选举。第一次至第六次县

人大代表实行分级选举产生；第七次至第九次实行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代表选举工作过程：

成立县选举委员会和各乡镇选举委员会，分别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工作；

制定和通过《晋江县、乡镇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实施方案》，对县、乡镇两

级的选举工作进行认真部署、周密安排，使整个选举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按照方案进

行；

选举代表大体做法是培训干部、宣传发动、划分选区、选民登记、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

(各选区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一般都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酝酿协商，使选民能挑选自己满

意的人当代表)、投票选举、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席县人大代表。

在选举过程中，还组织巡回人民法庭，深入反复对照政策，澄清材料，认真严肃地处理选

民资格，对破坏选举者给予惩处，保障公民的庄严选举权不受侵犯。

第三节县人民代表大会

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54年6月21日至24日在青阳召开。代表421人，出席397人。会议议

题：以互助合作为中一L-，做好夏收夏种的准备工作，继续开展防灾抗灾，确保夏季丰收；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议听取并通过县长温秀山《关于晋江县人民政府1953年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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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县委书记王继堂《关于晋江县今后三个月工作意见报告》、县委第二书记宁殿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会议收到提案1035件，并通过《关于提案审查报

告》。会议还选举王汉杰、施向群、李淑铭(女)、郭瑞人、倪端仪(女)等5人为出席省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

第二次会议。1955年12月27日至28日在青阳举行。出席代表346人，列席25人。会

议议程：加速完成农业合作化，进一步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贯彻粮食“三定

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继续肃清反革命，支前，对敌斗争。会议听取并通过县长刘基固《关

于一年来施政工作和今后工作意见报告》。会议收到提案443件，并通过《关于提案审查情

况报告》的决议。通过向毛泽东主席及海防部队的致敬电。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全称问题的规定》，改晋江县人民政府为晋江县人民委员会，选出县长

刘基固，副县长朱义振、赵德润、杨维辉、陈启紫，委员24人；选出人民法院院长李三旺。

二、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56年12月28日至31日在青阳举行。代表432人，出席362人，列席6

人。会议议题：总结一年来农业合作化、对私改造和生产救灾等工作成绩、经验和存在问题。

会议听取并通过副县长杨维辉《关于晋江县人民委员会1956年施政工作情况报告》、县委书

记梁子新《关于今后六个月的工作建议报告》。会议收到提案554件，并通过《关于提案审查

报告》的决议。会议选出县长朱义振，副县长赵德润、杨维辉、陈启紫、姚贻炮，委员26人。

第二次会议。1957年11月16日至21日在青阳举行。出席代表303人，列席399人

(系县直机关干部)。会议议题：贯彻中央《农业发展纲要40条》，制定晋江县农业生产远景

规划；动员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础上，继续开展整风反右斗争；开展1958年大生

产运动。会议听取并通过县长朱义振《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法院院长李三旺《关于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通过《在全民社会主义整风运动基础上开展1958年大生产运动》的决议。会议

收到提案212件，并通过《关于提案审查报告》的决议。会议还听取县委第一书记庄炎林《关

于今后工作建议的报告》和县委第二书记梁子新的总结发言。通过致晋江沿海前线人民解放

军的慰问信。副县长杨维辉致闭幕词。

三、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58年5月21日至24日在青阳举行。代表410人，出席333人，列席35

人。会议听取副县长杨维辉《政府工作报告》、县法院院长刘丕端《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委

第一书记庄炎林《关于今后工作建议的报告》、提案审查报告。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新晋江的决议》、《关于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提案审查报告的决议》(收到提案290件)。会议选出县长朱义振，副县

长赵德润、杨维辉、庄秋心、陈启紫，人民委员会委员26人，法院院长李三旺；选举庄炎林、李

淑铭(女)、郭瑞人、蔡尤淘、王汉杰等5人为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次会议。1959年12月4日至6日在青阳举行。会议议程：听取副县长赵德润《关于

<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为完成1960年各项跃进指标而奋斗>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