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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地方志书，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长泰县志》由明嘉靖

年间至民国时期，凡七修。今逢盛世，再修县志，以彰往昭来，诚属

时代使命、人民愿望、社会需要。

长泰置县已逾千年，为闽南古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经岁

月沧桑，长泰人民留下了艰苦创业的史迹，传承着勤劳朴实的美德。

新中国成立后，长泰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建文明，推动了经

济、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成就瞩目。改革开放

以来，长泰人民团结进取，奋发有为，又谱写出崭新的历史篇章，昂

首阔步跨进新世纪。

新编《长泰县志》，广征博采，追本溯源，记载了长泰历史的发

展进程，彰扬了长泰县人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新编《长泰县志》，

史料丰富，图文并茂，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可鉴

古知今的历史文献。望广大读者从中进一步了解长泰，热爱长泰，建

设长泰，更好地“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

昨天的成就，为今天的发展奠定基础；今天的奋斗，也为明天的

辉煌开拓新路。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让我们继往开来，再接再

厉，为建设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环境优美、文明开放的新长泰而努

力备斗。

我们寄望并坚信：这块“闽南宝地”必将与时俱进，再展辉煌；

这个千年古县必将青春焕发，蒸蒸日上。

中共长泰县委书记刘文标

2004年12月



序 二

历经十多载，新编《长泰县志》终于出版了。它是长泰历史上内

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史籍。史苑添新葩，可喜亦可贺。

长泰县位处“闽南金三角”的腹地，历史悠久，物产丰富，环境

优越，山川秀丽，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资源和生态优势。新中国成

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泰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开拓进

取，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

日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长泰有风雨沧桑的历史，有

蓬勃发展的现在，也必将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史事入志，可鉴古知

今，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新编《长泰县志》分37卷，近180万字，堪为一方之全史。其

体例完备，内容翔实，贯通古今，较全面、系统地记述长泰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颇具鲜明的时代气息和

浓郁的地方特色。新编《长泰县志》为世立志、为业存史、为人写

传，有较高的“资政、存史、教化”价值，有助于大家认识长秦历

史，传承古县文明，共创新的辉煌。

《长泰县志》在编修过程中，凝聚着许多人的关爱与心血。借此，

谨向关心和支持方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向矢志不渝、辛勤

工作的修志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祝愿长泰人民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再谱写壮丽的历史篇章!长

秦的明天会更好!

长泰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元

2004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力求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0年底，增设

1991--2000年大事续记。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

长泰县的历史与现状o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志、人物、附录组成，辅以

图、表、照片。志首置概述、大事记；再置专业分志，依自然地理、

经济、政治、文化等顺序排列。卷内设章、节、目，横排门类，纵写

史实；附录置后。照片集中于目录之前，图、表随文插入有关章节。

四、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行文。附录、摘录文字按原文照录，需注

释的随文括注。文字使用国家颁布的正规简化字。

五、本志人物卷设人物传和人物表。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

立传人物遴选了长泰各历史时期中影响较大的已故各界人士，以本县

籍人物为主，按生年先后为序排列。人物表的在世人物纪事至1990

年。

六、本志历史纪年表示法：民国以前的朝代年号用汉字表示，括

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每章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农历月、日用汉字表示。

七、本志度量衡单位、币值表示法：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按旧制

原称。1949年10月以后的按公制单位。解放初的币值一律换算为新

版人民币币值。

八、本志的统计数据，大部分采用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一

部分采用部门单位提供的数字。产值数字除括注外，均为当年价。

九、本志涉及的地名，按当时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以

县地名普查委员会公布的为准。机构名称按正式成立时的命名表示，

同章节重复出现时采用其简称。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官吏职务，按当

时习惯称之。专用词语在章节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后重复出现时用

其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新中国”。

十、本志资料来自有关档案、旧志、专著、家谱以及有关人士的

口述、笔录资料，经考证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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