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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区地方志编审机构成员名单

马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马国防

副主任 柯有民 郑仁耐 王兆贵 朱本淦

顾 问 黄启权 何明才 陈道章

委 员 林 矗 吴家虬 陈 斌 林致凡 林桂英 朱大明

朱本江 刘晓东 林宝英 曹庆良 张圣杰 陈中棋

江梅杰 邵良官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主任林桂英(兼)

《马尾区志》编辑室成员

主 编马国防

副主编王兆贵

执行副主编张天禄
．

编 辑 高 云 张宝钦 林宜山

特约编辑 王怡挺 林伯方 吴善聘 林梅春 陈建安。

方仁杰 黄慧娜 梁信明

曾在马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任职成员

主 任陈玉沧

副 主 任 陈 靖 陈金华 高起平



顾

委

问
口
贝

办公室主任

副 主任

林兴才
’

林良耕 陈由坦 李锦华 黄天雄 黄建松 吴发金

郑洪基林 泉 叶红佛林天赐 刘永铨王剑峰

王朝光 陈季珠林春勋 林金官 陈金昌

郑仁耐(兼) 李锦华 林金官(兼)

邵良官

《马尾区志》审稿、验收小组成员

马尾区《马尾区志》审稿小组成员

组长 马国防
‘

副组长 郑仁耐 王兆贵

成 员 林继承 王中捷 陈 斌 张如福 孙 玮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尾区志》复审成员

黄启权 王怡挺 林伯方 吴善聘

林梅春 陈建安 方仁杰 黄慧娜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尾区志》审定验收小组成员

唐天尧 何明才 林 浩 李升荣 陈文忠



序 一

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编修区志，回溯史迹，

昭示当代，展望未来，以之垂世，教益人民，让外界认识马尾，让马

尾面向世界，是惠及子孙的盛事。

马尾历史悠久，山川秀丽，人文荟萃，民风淳朴，是闻名中外的

贸易港1：2、著名的侨乡、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

发源地，中法海战的古战场，也是帝国主义掠卖华工的基地之一。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勤劳勇敢的马尾人民，

为家乡的开拓、繁荣和自由，辛勤耕耘，奋斗不息，创造了不朽的业

绩。自1982年建区始，全区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1985年起，

国务院相继批准在马尾创办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

马尾科技园区和福州保税区。各行各业，开拓进取，城区建设方兴未

艾，招商引资捷报频传，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各项设施El臻完善，两

个文明建设喜获丰收。昔日的古港小镇，今已发展成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台商投资区、高科技园区和保税区合为一体的现代化园林式

港口新城区o

史载千年事，激励百代人。在新世纪来临之际，(-5尾区志>付

梓，这是全区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值此，我

谨代表中共马尾区委。向为这部志书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全体编纂

人员以及编纂<马尾区志>的所有领导者、组织者和支持者深表谢

蓝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忱，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深信：素有爱国爱乡优良传统的马尾人民

及远离故土的海外亲人，通过阅读此志，能领略马尾沧桑巨变，掌握

兴衰得失规律，扬长避短，推陈出新；并以志书为经验之宝藏、创业

之借鉴、改革之动力、智慧之源泉，以继承先贤之遗愿，奉献才智于

家乡。

望东海，波映古港沧桑；看马江，潮迎世纪曙光。天马横空出

世，流光溢彩；卧龙云蒸霞蔚，纳福迎祥。274平方公里乐土生机勃

勃，15万英雄儿女斗志昂扬。愿现代化园林式马尾港口明天更美好。

是为序。

中共马尾区委书记
张 秋

中共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书记

二o o一年十一月



序 二

马尾，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东临大海，西联榕城，北倚高山峻

岭，为天然之屏障，南濒浩浩闽江，成军商之要港。琅岐岛，鱼米之

乡；亭江镇，著名侨乡；罗星塔，素有“中国塔”之美称；闽安镇，

亦为“雄视千古”之险隘；诚闽省之门户，外贸之要冲o

1866年船政兴办，闻名遐迩。摇篮育人，英才辈出。严复、林

纡为传播西方文化之先驱；魏瀚、詹天佑乃钻研近代科学之楷模；陈

才揣、王福昌，作为鱼雷、火药专家，名扬天下；萨镇冰、刘冠雄以

海军名将，威震四方。甲申海战，世界震惊，仁人志士，奋勇争先；

甲午风云，邓世昌、刘步蟾等以民族脊梁誓扫顽寇，精忠贯日，浩气

凌霄!

物换星移，中华奋起。民主革命，如火如荼。封建统治，寿终正

寝。抗日烽火，燃遍神州。英雄儿女，奋发图强，毛泽东思想红旗飘

扬，天下归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百废

俱兴，山河更新。忆昔日，罗星塔下人烟稀，河浦纵横野鸭飞，通济

桥岌发可危，闽江波涛声凄哀。看今朝，沙龙吐金新城现，厂房林立

车如梭，绿荫遮道果累累，商场银行耸云天。天马山园亭，飞阁流

丹，骏马奔腾临天地；罗星塔公园，旧塔新生，凭栏赋诗感万千。青

洲桥，雄伟壮观，天堑而今变通途；江滨道，彩带环腰，快安园里谱

新篇。指点世界，再把宏图展；七娘如在，应惊马江殊!昔日之古

／∥

《。



镇，而今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商投资区、高科技园区、保税

区于一体。成为现代化园林式港口新城区。

新世纪曙光初现，《马尾区志》面世，可喜可贺!作为马尾首部

志书，数易其稿，三度春秋，虽费周折，终于告成。编者实事求是，

略古详今，呕心沥血，去伪存真，秉笔直书，而使万象纷呈，尽显时

代之特点、区志之特色。此中，有赖于各级领导关心、支持。值此，

谨向诸君致以衷心感谢!然而，《马尾区志>乃初次编纂，既无经验，

更缺资料，且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人员缺，水平低，疏漏错

谬，在所难免，敬请同仁、读者指正。

全志二百三十二万八千言，记述二千多年历史，马尾沧桑，尽载

其中。“存史、教化、资政”，洋溢于字里行间。可谓集古今之大成，

汇百科之精华，为当今创业之借鉴，改革之动力，自可激励后人承先

启后、继往开来。闽江后浪推前浪，愿马尾繁荣昌盛，前景更加辉

煌!

是为序。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马国防

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区长

二oo一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马尾区

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

三、本志分34篇，另加概述、大事记。概述统领全局，反映全

貌；大事记纵述马尾区历史进程，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各篇分述各项事业兴衰起伏过程。全书分篇、章、节、目等层次，横

排门类，纵述史实。

四、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贯穿古今。上限尽可能上溯

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7年12月。图照下限为2000年末。

五、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驻区外属单位及其需入本

志的有关事物。一般只作简要记述。

六、本志人物篇分为传、表两部分。人物传按“生不立传”的原

则，收入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以马尾区籍

人物为主。’兼收对马尾区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物。同时也适当

收入个别影响大的反面人物，以做戒后人。

七、本志历史纪年用法：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用汉字表述，括

注公元纪年(概述、大事记除外)；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每

2_7



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省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纪年

统用公元纪年o 1949年8月17日至9月30 El亦用公元纪年o“解放

前(后)”是以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El为界o“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o

八、本志地理名称、政权机构、社会团体、官员职务、礼俗称谓

等均依当时当地磐章制度与习惯称谓。古今地名不同者，括注今名；

隶属地域变动者。注明今属。

九、本志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的旧计量单

位，仍照实记载。

十、1949年10月1 El以后的货币单位为现行的人民币，不标明

“人民币”。50年代初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历史上使

用的货币，注明当时币种。

十一、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

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二、本志的资料来源于地方文献、历史档案、统计资料、各种

报刊、实地调查、各级志书等，均经核实后载入，除引文和说法不一

的史料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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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纪律检查⋯⋯⋯⋯⋯⋯⋯⋯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党风党纪教育⋯⋯⋯⋯⋯

第三节案件查处⋯⋯⋯⋯⋯⋯⋯

第九章信访⋯⋯⋯⋯⋯⋯⋯⋯⋯

第一节信访机构⋯⋯⋯⋯⋯⋯⋯

第二节信访受理⋯⋯⋯⋯⋯⋯⋯

第十七篇党派群团

第一章‘中国国民党马尾区地方组织⋯⋯⋯

第一节组织机构⋯⋯⋯⋯⋯⋯．．．

第二节主要活动⋯⋯⋯⋯⋯⋯⋯

第=章 民主党派马尾区地方组织⋯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福州市马尾区支部⋯⋯⋯(747)

第二节 中国民主同盟福州市

马尾区工作委员会⋯⋯⋯(748)

第三节中国农工民主党福州市

马尾支部⋯⋯⋯⋯⋯⋯⋯(749)

第四节 中国致公党福州市

马尾支部⋯⋯⋯⋯⋯⋯⋯

第五节中国九三学社福建省委

直属马尾区小组⋯⋯⋯⋯

第六节 中国民主建国会福州市

马尾区支部⋯⋯⋯⋯⋯⋯

第三章群众团体⋯⋯⋯⋯⋯⋯⋯⋯

第一节工人组织⋯⋯⋯⋯⋯⋯⋯

第二节农民组织⋯⋯⋯⋯⋯⋯⋯

第三节青少年组织⋯⋯⋯⋯⋯⋯

第四节妇女组织⋯⋯⋯⋯⋯⋯⋯

第五节工商业联合会⋯⋯⋯⋯⋯

第六节归国华侨联合会⋯⋯⋯⋯

(727)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4)

(735)

(736)

(737)

(737)

(738)

(740)

(741)

(741)

(742)

(749)

(750)

(750)

(752)

(752)

(761)

(762)

(767)

(770)

(77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