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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

准绳，进行编纂。

二、遵循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体现时代特点、地方

特色和专业特性。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侯县城乡建设的

历史和现状。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 990年，大事记延

至1992年，个别事项延至脱稿El。

三、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并用，以志为主。大

事记以编年体结合纪事本末体记述。

四、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按当时当地的历史习

惯称呼，历史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地理名称注明今地。

五、记数：除’引文、序词或不确指的数字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表示。记量所用的度量衡单位，除个别不宜换算外，一律采用公制单

位。

六、文中所称“新中国、建国后、解放后”均指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七、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则用简称。

八、按“生不立传’’原则，为在城乡建设中已故的有卓越贡献的

人立传。健在者则按“以事系人"的方法在有关章节中叙及。

九、本志有关引文、辅文及资料来源，除在正文中说明外，一般

不作注明出处。



．睁 专

闽侯县是闽地文明古县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定居，

创造了坛石山文化。

历代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闽侯县现存的志书，近代有

《闽县县志》、《侯官乡土志》及民国板本的《闽侯县志》等，这些珍贵

的历史文献，大大丰富了地方文化内涵。但是由于历史局限，在以往

志书中偏重于记述风土民情，忽视了系统地记述城乡建设的篇章。

当代，国家正处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好时期。时逢

盛世，《闽侯县城乡建设志》正是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进行

编写，力求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专业特性。从而体现古今丰富

多采的建设图景，较全面地记述了当代城乡巨变的山河气貌，反映出

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与城乡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功过得失，秉笔

直书，作为“资治、存史、教化"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历史借鉴。

编写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是一项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值此定

稿付印之日，谨向一切关心支持和指导本志编写工作的市、县领导及

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深表谢意。

闽侯县建设局局长陈枕戈

一九九三年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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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闽侯县位于闽江下游，气候温和，山川秀丽，早在5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他

们以石箭簇射击飞禽走兽，用陶网坠、陶网轮结网捕鱼，织布制衣。在征服大自然斗争中通

过劳动实践，不断积累经验提高生产技术，创造了值得赞誉的坛石山文化。

闽侯县前身是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起的闽越国之东冶，西汉始元二年(公元

前85年)立为冶县，东汉时改为后官都尉，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始设侯官县。在历史上

境内历为王都、省、郡、路、州、府驻地，素有“八闽首邑”之称。

古代侯官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在地理上由于西有武夷，北有仙霞，南有博平诸大山脉

阻塞，对外交通极不方便，因此与中原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机会很少。三国吴永安三年(260

年)，孙吴在侯官置典船校尉，建立造船基地，闽江中出现了。宏舸连舳，巨舰接舻”的景象，

为航运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晋“衣冠南渡”，中原汉族人民大批南迁入境，在中原先进文

化影响下，生产技术迅速提高，促进境内生产力向前发展。

唐代，福建是个比较安定的地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战祸也未波及。在这个历史时

期，闽、侯两县人口繁衍、农田开发、水利兴修、道路、桥梁次第兴建，水陆交通逐渐发达，

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已接近中原地区，境内相继出现了许多新兴的集镇。自唐武德六

年(623年)起，先后从境内析分出温麻(连江)、新宁(长乐)、永泰、闽清、罗源等县。基

本上形成了今福州地区郊县的政区格局。唐末，国内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王审知入闽

后，目睹山河破碎，千里不见人烟的悲惨现象，吸取唐末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整顿吏洽，与

民休养生息鼓励发展生产，修造港口码头，奖励通商等措施，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先

后在境内兴办教育，建城造塔，兴修庵堂寺观，对境内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

宋间，福建三大驿道建设，都以境内(今福州)为中心，“南出莆田，北抵永嘉，西达南平”，

纳入了全国驿道网中，为密切地区联系，加速民族融合，巩固祖国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宋明两代，境内对外贸易兴盛。福州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城市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社会经济城乡气貌出现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自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之后，沿海

一带屡遭倭患，乡村百里“白骨如山”，田园庐舍被抢一空，人民蒙受深重劫难。

清代长期实行闭关自守，境内港口城镇失去了对外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的机遇。在长达

一百五十多年的安定社会环境中，国民生产一直停留在封建的小农经济和手工小商品生产的

阶梯上，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清廷腐败丧权辱国暴露无遗。五口通商，福州成为帝国

主义过剩商品的倾销市场，地方手工业受到致命冲击。世界列强势力的侵入，西方资产阶级

文明相对也开始动摇中国传统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境内相继出现了“洋学堂”、“西医院”、教

堂等。西方建筑风格的楼房馆舍开始渗入地方建筑文化内涵。

民国前期，军阀混战，祸国殃民。八年抗日战争，福州二度沦陷，码头、机场、公路破

坏殆尽，境内城乡建设处于历史上低潮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侯县城乡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许多有关国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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