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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8月--1956年9月)

1949年

8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解放福建

省会福州市。

8月22日解放福州战役胜利结束。该战役从8月11日开

始，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3000余人，俘国民党军将级以上军官17

名，缴获各种枪炮8600支(门)。毗邻福州的罗源、永泰、连江、闽

清、长乐、福清、林森(今闽侯)等县城及近郊马尾也先后解放。

8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以

下简称福州市军管会)。第十兵团政治委员韦国清任主任，副政治

委员刘培善任副主任；司令员叶飞及方毅、梁国斌、朱绍清、陈美藻

为委员。
。

．8月2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张鼎丞任主席，方

毅、叶飞任副主席。 ，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成立。叶飞任司令员，张鼎

丞为政治委员，韦国清为副政治委员．刘培善为政治部主任。陈铁

群为副参谋长。 ：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警备司令部成立。朱绍清、朱耀

华为正副司令员，陈美藻、丁士采为正副政治委员。同日，发布警

字第一号布告，对收容国民党军溃散官兵作出九条规定。

8月25日《福建日报>在福州创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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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福州市军管会发出布告：“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严

禁伪币、金银流通”，并公布当日牌价为：“银元1元兑人民币2000

元”(旧人民币，下同至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止)。“银元

辅币券一角兑换人民币200元。”

8月26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成立。韦国清为市长，许亚任副

市长。下辖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山、鼓山、洪山7个区公所。

同日 福州市军管会设立内部办事机构。各部负责人分别

是：秘书长张文彤、军事部长朱耀华、政策研究室主任陈超凡、财经

部长石英、文教部长陈辛仁、公安部长梁国斌、政务部长许亚、卫生

处长左英、房产管理处长吴永培。同日接管旧政府机关。

8月28日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同日，福州人

民广播电台成立，9月3日开始播音。

同日 福州市职工总会筹备处成立。林修德任主任；何萍、陈

林少为副主任。

8月29 El 福州市学生联合会筹备处成立。赵宗信为主任。

8月31日 福州市军管会自即日起陆续开始接管全市公私

立大、中、小学校，文艺团体，研究院和医疗机构。同时宣布全市各

校管理的三项规定。
’

9月3日 福州市公安局成立。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

陆政兼任局长。鼓楼、大根、台江、小桥、仓山等5个区公安分局同

时成立。鼓楼区分局局长张泉仁，大根区分局局长邵佐，台江区分

局局长田舍，小桥区分局局长李华民，仓山区分局局长孙立保。

同日 福州市军管会、中共福州市委分别于今日和11月16

日举办两期中共闽浙赣区委城市工作部人员训练班。第一期10

月18日结束，学员89人，其中已认定的党员83人。第二期于

1950年3月19日结束，学员122人，其中已认定的党员115人。

办班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城工部组织情况，弄清人员的政治面貌，

分别对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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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 福州市职工总会筹备处召开第一次全市各业职工

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电力、铁工、轮船、汽车、邮电、码头和人

力车等行业的50多个单位职工代表1300多人。省人民政府主席

张鼎丞到会讲话，号召工人组织起来，领导各阶层群众，克服困难，

建设新福州。市军管会主任韦国清等在会上讲话，9位工人代表
在会上发言。

9月7日福州市军管会文教部、市人民政府教育处召开大

会，宣布接管市内各公立小学，宣布教育方针，取消国民党训导等

制度及反动课程。9日，文教部又召集9个专科以上学校领导人

会议，由韦国清宣布教育工作接管办法。张鼎丞出席大会。

9月10日福州市军管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布：原国民党、

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国防部二厅等10个社团为反革命组织，

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档案文件、武器、物资、电台、密码等呈

交公安部。 一

同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全省划分为8个行政区，福州为

省辖市。林森、闽清、永泰、长乐、福清、连江、平潭、罗源等福州邻

近的8个县属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

9月12日 福州市警备部队、公安机关对国民党军溃散官兵

登记收容工作结束。从8月下旬以来共收容国民党军散兵5655

名(内有军官1183名，其中校级军官50名)及部分枪枝、弹药、军

用品。
、

一

9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中共福

州市委)。韦国清任书记，许家屯、林修德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书

记。许亚、陈超凡、陆政、张文彤、王一平、丁士采等9人为委员。

9月18日 福州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告一段落。被接管的

省、市各机关单位开始对外办公，工厂企业均已恢复生产。8000

余名旧机构人员已妥善处理。其中留用4956人，集中学习另行分

配1457人，自愿资遣回乡1867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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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国民党军空军2架飞机袭击福州市区、台江第二码头，

闽江江面民用船只遭扫射，死22人，伤31人。

9月20日 福州各行业工人掀起支前热潮，4万余名船工不

分昼夜运送解放大军、马匹、弹药、军粮，渡过乌龙江渡口向厦门挺

进。同时，福州机械筑路队交通大队、闽江轮船公司修造厂、福建

平水轮船公司等工人积极分子亦投入交通支前及解放平潭岛战

斗。
。

9月21日 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2500余人抵达福州。团长

张鼎丞，副团长伍洪祥。24日，福州市各学校学生4000余人隆重

举行欢迎大会。

9月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军政干部学校(后称华

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福建省警务干部学校、福建人民革命大学

(简称革大)在福州招生，均于翌年4月结业(军大为预科结业)。

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2日

下午6时。福州市5万军民在公共体育场(今五一广场)举行庆祝

大会，并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表

示要为解放全福建、建设新福建而奋斗。会后，举行盛大火炬游

行。

10月13日 福州市工人以开展增产、节省原料及努力学习

等实际行动，作为对新中国的献礼。福州造纸厂由日产纸170令

增至210令，打破该厂创办以来的生产纪录。福州公营电力公司

节电50万度，保证了政府实现将电费每度自1500元减到1000元

计划的实施。建华火柴厂积极减少原料浪费。福州电信局收集现

有器材，由20位职工携带出发，修建福州到漳州的线路。福州轮

船修造厂工人每日加夜班3小时，赶制木炭机，首批28架在本月

20日前装竣试航，第二批亦在赶造中。汽车工人恢复了大桥至三

叉街的公共汽车线路。

10月18日 福州市军管会对国民党政府机关、军事机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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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关及公用事业的接收已经完毕。全市28所公立大中学校及

43所公立小学被接收后已在上月先后复课。接管了国民党官僚

资本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福州的分支机构及邮政

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等。对公私合股的福州市银行及林森县

银行则接收其官股；私股部份，由全体董事签结后，由股东自行处

理。企业及技术部门按原方针在接管后迅速恢复工作。省立、市

立医院及伪卫生部东南鼠疫防治处均于军事代表到达后恢复医疗

业务。对8000余名旧人员作妥善处理，发给所有旧职员每人维持

费人民币10000元，大米150斤。对1867人自愿回乡人员分别发

给路费。安排工作者4956人。集中学习另行分配工作者1457

人。

10月20日--24日 福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国

后．自1949年10月至1951年3月，曾举行过四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后经1951年3月22日至28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

代会议决定，将以前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均作为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的各次会议)在吉祥山救火联合会召开。出席会议代

表288人。韦国清作《福州市两个月来接管与施政方针任务》报

告。与会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工作报告和中共福州市委提出的

“全市人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的封锁，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新福

州”的施政方针和六大任务的总决议，将此作为今后全市人民的行

动纲领与奋斗目标。大会共通过代表提案33件，并通电向毛泽东

及第十兵团全体指战员致敬。 一

10月29日 国民党军飞机4架轮番窜入仓前一带投放燃烧

弹数枚，并用机枪扫射停泊闽江中的民用船只．无辜市民死3人，

伤数人。

同日 中共福州市委召开各区区长及工作人员会议．决定由

大根、台江两区率先推行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发动农民进

行减租》提案。30日，各区公所派出由学生、职员、干部组成的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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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宣传小组开展宣传教育。

11月4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政务会议，研究市政建设工

作，决定：一、修建光复路两桥楼及修补光复、下杭、万寿、中平、隆

平等路面，并在全市整修马路阴沟盖子500个。二、整理全市电话

线。三、在台江区设立卫生事务所一处，管理公共卫生，为贫苦市

民诊治疾病，并有计划分区进行伤寒防治注射。四、有计划训练培

养公共卫生人员及助产人员，开展社会卫生事业。五、成立整理摊

贩委员会，保护摊贩利益，维护公共交通秩序。

11月5日 福州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次团员大会开幕。

宣布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福建省工作委员会及福州市工作

委员会，赵宗信任市工委书记。省、市领导张鼎丞、方毅、陈辛仁、

韦国清、许家屯等到会祝贺。

11月6日 福州市生产救济委员会成立。许亚为主任委员，

陈培锟、陈学文、郭鸿忠、刘栋业为副主任委员。下设秘书处和宣

传、计划、劝募委员会，各自制定实施方案，开展宣传教育，进行劝

募活动。至翌年1月8日止，全市共募集87万斤大米为基金，其

中45％用于救济老弱残疾者；15％用于急救收容；12％用于扶助

组织手工生产；8％用于资遣流落本市贫民回乡生产；5％用于举办

小型以工代赈；3％用于垦荒种植；2％用于试办运输；10％作为机

动金。

11月7日 中苏友好协会福州分会筹委会成立。推选张鼎

丞为主任，萨镇冰、叶飞、方毅、韦国清、丁超五为副主任。

11月15日 福州市举办第一期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131

人，其中南下服务团和机关干部19名，其余112人均系各机关留

用人员。

11月19日 福州市生产救济委员会根据福州市生产救济座

谈会和第一、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确定把过去消极的救济变成积

极的生产自救的救济方针。劝募基金方式为：1、由劝募委员会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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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商家住户进行劝募，并由区分会及保甲小组协助。2、号召市

民尽量节约，多则多捐，少则少捐。3、用各种方式扩大发动机关、

团体、个人义演义卖。4、由机关、部队节食捐献。救济办法为：以

失业工人及有生产体力者为主要救济对象。动员外省、外县者回

乡生产；本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动员一切有劳力者在近郊垦

荒。组织以工代赈、运输、打柴、捕鱼等生产，在可能范围内使已停

工的手工业复工。

11月中旬中共福州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颁布的《华东

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的基本方针，部署减租反霸斗争，至12月

各区相继完成。计减租(谷)28．7万余斤；斗争了恶霸陈国衡、林

昌根、刘友光、叶太茂、孙亨梧等。同时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万

余人。但尚存在某些地主抽田及明减暗不减等现象。

11月27日～30日 福州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

议的工人代表361人。省府主席张鼎丞，省总工会筹备处主任吴

良杰，市委第一副书记许家屯，市委委员、副市长许亚出席大会并

讲话，市委第二副书记、市总工会筹备处主任林修德在会上作了

《四个月来工运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大会分别给17个

集体单位颁发“生产模范”、“支前模范”、“互助模范”、“学习模范”、

“团结模范”奖旗。表决通过了市总工会筹委会委员名单，正式成

立福州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林修德任筹委会主任，何萍任副主

任。大会提出了今后工运工作的总方针：“进一步发动工人，组织

工人，加强工人团结，开展文娱工作和福利事业，发挥恢复与发展

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支援前线，解放台湾，粉碎敌人封锁和

领导建设新福州而努力。” 二

本月 中共福州市鼓楼、大根、台江、小桥、仓山区工作委员会

成立。张泉仁、陈高文、邵佐、李华民、李新华分别担任上述五区工

委书记。

12月2日 中苏友好协会福州分会筹委会举行第一次常委



会。决定征求会员，开办俄文班，出版《中苏友好》双周刊。设立秘

书、研究、组织3个组，开展各项工作。

12月3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嘉庚偕同全国政协委员庄

明理抵达福州，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副主席叶飞，福州市

委书记、市长、市军管会主任韦国清等赴台江码头欢迎。

12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部福州办事处首

批录取登记的旧海军人员263人，于21日送往南京学习。省、市

领导参加欢送会，海军耆宿萨镇冰鼓励海军子弟“决心改造思想，

为人民服务”。

12月11日 福州市首批优秀青年工人195人加入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在台江戏院举行入团宣誓仪式，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

丞、省青委书记伍洪祥、市青委书记赵宗信等到会勉励青年工人团

员加倍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12月12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临时法庭成立，以审理急待处

理之重大案件，张继中任审判长。28日，福州市人民法院正式成

立。张继中任院长。

12月25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扩大福州市行政区域范

围，即：东至鼓山，南至白湖亭，西至洪山桥，北至新店。由此，林森

县将松鼓、双岳、西豹、净屏、江南、江北、双湖、白湖、开闽、平远等

10个乡、157个保、1848个甲、39684户、167058人，面积189．11

平方公里划归福州市管辖。福州市面积由原来的16．89平方公

里，扩大到206平方公里。

本月 中共福州市鼓山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姜定任书记；洪山

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于春荃任书记。1950年1月，两个区划由中

共福州市郊工作委员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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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1月1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对本市新旧行政区划进行调整。

鼓楼区将洪山、凤凰、陆庄等3个保划归洪山区管辖，其余不变；原

林森县三区的江北水上乡划入小桥区，其余不变；原林森县二区的

江南水上乡划入台江区，其余不变；原林森县一区的白湖、双湖两

个乡划人仓山区，其余不变；鼓山区由原林森县二区的松鼓、双岳

两个乡组成；洪山区由原林森县的净屏、西豹、开闽、平远及原鼓楼

的洪山三个保组成。

1月3日 福州市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参加会议的有筹

备委员70人。市委第一副书记许家屯，市委委员、副市长许亚等

到会讲话。会议通过刘栋业、蔡友兰、丁日初等23人为常务委员，

刘栋业为主任委员，蔡友兰、倪松茂、丁日初为副主任委员，并通过

筹备会的组织与任务。组织方面：分为组织、财务、文教、指导、调

解等五个委员会。任务是：一、接管旧福州市商会、旧省工业会及

经政府指定的工商团体。二、整顿旧福州市各工商同业公会并予

改组。三、筹备以民主方式产生福州市工商联合会。四、统一领导

全市工商各业，反映各业实际情况，并协助政府推进各种政策法

令。

1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州市第一个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支部——福州师范专科学校团支部成立，23位同学宣誓入

团。 一

同日 福州第一个少年儿童队在省立福州中学初中部成立，

281位同学宣誓入队。

1月8日 全市人民响应中共福州市委生产救济的号召，共

募大米近86万斤，完成勤募任务。为此，市人民政府召开各区区

长，民政、建设、财政等局长会议，着重讨论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生

9



产救济运动和加强组织等事宜。会上决定了全面开展生产自救运

动的方向：一、冬种。二、纺织。三、急救收容。四、开展运输事业。

五、垦荒。六、社会互济。

1月15日 中苏友协福州分会筹委会审批通过第二批申请

入会会员660人，其中：工人56人，农民3人，解放军4人，机关干

部职员221人，学生180人，学校教职员37人。文化工作者4人，

其它职业155人。

1月19日 福州市军管会主任韦国清离任，刘培善继任主

任，黄火星为副主任。

1月20日～24日 福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

会议在吉祥山救火会召开。出席会议的各界代表共349人。会议

通过了许亚副市长代表市人民政府作的《关于过去三个月工作概

况及今年三个月工作计划》的报告。通过了提交大会的20件提案

和《关于三个月施政报告及今后工作计划的决议》以及《福州市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法条例》、《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劳资会

议解决程序暂行规定》等决议。选举福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

商委员会委员28人。

1月21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韦国清离任，副市长许亚任

市长。

1月27日--31日 福州市首届学生代表大会在省青委礼堂

开幕。出席大会的有55所学校学生代表共176人，省府副主席叶

飞，省教育厅长陈辛仁，市委第一副书记许家屯，省青委书记伍洪

祥、部长陈向明以及上海市学联主席张渝民等到会。大会由主席

团代表阮采芹致开幕词，伍洪祥报告福建学生运动的方针任务，并

确定大会主要任务为：总结解放后的学生运动，订出今后的具体方

针与任务。大会选举产生了福州市学生联合会筹备会和执行委员

会委员。协和大学、华大、福建师专、福建农学院、福建医学院、福

建学院、福中、市中、福州女中、林森师范、省商、高工等17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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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本月 中共福州市郊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刘明凡。 ．

2月3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颁发《奖励举发侵占公有房地产

沙田洲地及闽江公有水坞暂行办法》，规定凡确知有人侵占隐匿公

产者，均应以书面向主管机关、区公所举发。凡举发属实，酌情提

取罚款30％至50％为举发人之奖励金，并给以优先承租权，诬告

者应受法律处分。

2月7日 国民党军空军2架飞机轰炸本市，在台江区一带

投弹8枚，毁民房76座，死26人，伤43人，受灾106户。市政府

积极安置灾民，并加强防空工作。

2月8日福建省及福州市总工会筹委会发出通电，声援香

港工人兄弟的斗争，抗议英美迫害工人暴行。

2月10日 福州召开归国华侨联谊会发起人会议。政府代

表王汉杰、张兆汉希望归侨团结起来，协助政府克服困难，搞好建

设。会议通过李述中、陈华宗等19位为筹备委员。

同日 福州市生产救济委员会举行第三次执委会。主任委员

许亚报告收支情况及生产救济工作。会议还讨论推动社会互济问

题。

2月11 El 福州市人民政府实行全市经营财产总登记，以维

护人民的正当权益。

2月12日 福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二

次委员会议，许家屯主席报告委员会工作情况，张继中秘书长报告

第二次各界代表议案整理经过和结果。会议研究了8项提案，通

过了设防急救机构的决定。

2月19日 福州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大会。

。2月23日 福州市防空治安委员会成立。组织全市人民开

展反轰炸运动。丁士采、李革、蔡友兰任正副主任委员。下设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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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前线，迎接胜利。大会通过了由15位代表组成的支前委员会名

单。

3月21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将原“第一”至“第八”专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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