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流县 

清流县位于福建省西部，北纬 25°47′-22°22′，东经 116°38′-117°10′。东与

永安市、明溪县相邻，西与宁化县为界，南接连城、长汀县，北与宁化、明溪县接壤。总面

积 1808.5 平方千米。人口 15 万人（2006 年）。通行闽客方言清宁话。 

  全县辖 5 个镇、8 个乡：龙津镇、嵩溪镇、嵩口镇、灵地镇、长校镇、温郊乡、林畲乡、

田源乡、沙芜乡、赖坊乡、余朋乡、李家乡、里田乡。县政府驻龙津镇，距三明市 124 千米。 

  地处九龙溪上游。九龙溪流贯境内。年降水量 1771.3 毫米，年均气温 17.9℃。名胜古

迹有余朋东坑的明清古建筑群落，和沙芜狐狸洞福建古文化遗址，为省内主要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建于清代的海会塔和明代的吏部尚书楼。 

区域概况 

  清流县地处福建省西部，武夷山南侧，九龙溪上游，东临永安市，南接连城县，西北与

宁化县毗邻，东北与明溪县接壤。清流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7.9℃，年平均

降雨量 1738 毫米。北纬 2548″到 26°21″，东经 116°38′到 117°10′，平均海拔 350

米。全县总面积 1825 平方公里，辖 13 个乡镇和 1个开发区、118 个行政村、7 个居委会，

总人口 15.2 万。 

  清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清流古称黄莲，宋元符元年（1098 年）置县，因县城清溪

环绕，碧水萦回，故名清流。1988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学家在沙芜狐狸洞发现旧石器时代

古人类化石，使福建人类活动历史由六七千年推进到一万年以上，被誉为“闽人之源”。民

族英雄文天祥曾途经清流写下了“山高不碍乾坤眼，地小能容宰相身”的称赞诗句。唐朝开

国元勋丞相萧瑀、明朝吏部尚书裴应章、我国著名的军事防化专家黄新民、中国大提琴奠基

者王连三等历史精英祖籍都是清流。清流是客家祖地之一，客家先祖黄连镇将巫罗俊在这里

垦荒辟土，东汉黄香、唐代重臣魏征、唐代名将罗成等的后裔在沙芜、嵩口、里田等乡镇繁

衍生息。清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 22 个中央苏区县之一，在这片红色土地上，

曾留下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迹；1930 年毛泽东同志途

经清流时，写下了著名的《如梦令·元旦》诗词。 

  清流资源丰富多样。生态资源方面，全县耕地 15.27 万亩，林业用地 234 万亩，森林覆

盖率 84%，木材蓄积量 1200 多万立方米，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全国重点林业县和全国农

村初级电气化县，也是我国南方桂花重要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罗汉松生产基地。矿产资源方面，

已探明矿产有无烟煤、萤石、钨、锰、铅、锌、石灰石等 20 多种，特别是煤、萤石、铅锌、

石灰石、钨等矿产储量居全省前列。旅游资源方面，集聚了“奇山、溶洞、湖水、温泉、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