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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凡倒

一、本刊仿照全国政协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的先钝，

从征集的史料中，选载与鲤城区直接或民接有关的历史

资料。

二、本刊出版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

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亲身

经历或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

的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王军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

因此，本刊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有关方面

在研究地方史时参考。

三、本刊所选的材料，包括从建国前到改革开放以来

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社会、华桥、民

族、宗教、人物等各个方面的资料，依据北戴河会议精神，

翻重转移以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为重点，建国后资料

坚持"三亲"，不必求全，不作综合编写，不拘体裁，只要有

史料栓谊，都可选人。

四、本刊所发表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与订正。

五、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也可多篇合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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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全国首届
文教群英大会的回忆

李善全

1960 年 6 月上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首都北

京召开全国首届文教群英大会。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

人委同年 4 月 24 S 发出通知，于 5 月下旬召开全省文

教战线群英大会，各地(市)按照分配名额和评选条件选

出代表近千名，在福判西湖宾馆举行隆重会议噎省委书

记叶飞同志亲吉作?在势报告，并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大会进行典塑经验交流，临结束撞选出先进单位 84 个、

先进个人 69 名，组成福建省代表团出席全国首届文教

群英大会。被推选的代表没有再回原单位，每人格时照

像填简历表 3 份口

晋江地区出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名单如下:

先进单位 10 个:

晋江前沿个学

泉州东湖幼儿国

南安英都业余教育委员会



晋江围头大队铁民技

泉州工艺美术厂

南安大喳卫生所

泉州市"除四害"

晋江专区第二医院

泉州第一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晋江专区新华书店

先进工作者 5 名:

李善全(泉州第六中学教师)

F东德良〈泉州工艺美术厂面厂长〉

李世英(泉州电影院机务组长)

王鸿珠(泉州人民医院医师〉

王大为(泉州第一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主任)

特邀代表 1 名:

郭德成(泉州医药公司经理〉

以上代表共 16 人，由武秀梅〈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长、除四害先进单位代表)担任领队口

福建省出席的代表共 153 人， 5 丹 30 13 坐火车卧铺

从福州出发，两天行程抵达首都北京。华东地区(上海、

江苏、安徽、翻江、江西、福建)的代表，安排在西郊接待

外宾专家楼住宿，进入宾信时受到工作人员的热烈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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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食宿照顾很周到。当时北京居民每个月用粮票搭配

几斤大米，但代表受到优待，三餐能吃到大米饭及自馒

头，医务人员经常到宿舍征询三餐食谱是否适应南方人

的胃口 G 华东地区的代表同一食堂用膳，经常与著名电

影演员赵丹、白杨……等见面，有时同桌吃饭，他们谈笑

风生，平易近人。

会场设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大厅能容纳万人座

位，没有看到一根柱子，大厅顶安装的灯光图案十分美

丽壮珑，人民大会堂内有各省〈区〉、直辖市的专设会议

厅，装饰各有特色口

出菇全国首届文教群英大会的少数民族有 34 个

大会代表近 7<削人。当时福建处在前线，大会安排代

表坐在会议厅靠近主席台的第 7 排。开幕式时，刘少

奇、周患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坐在主席台第 1 排。我们看得很清楚，不必用望眼

镜。有一天上午，外交部长陈毅同志讲国际形势长达 3

小时，代表们听后很受鼓舞，热烈鼓掌凡十次。每一个

座位桌上安装一个小型扩音机，可以用耳机插上听汉

语、蒙语、藏语、维吾尔族语等其中的一种语言，说明党

和政府很重视照颜少数民族。

从西郊宾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每天都有编号专车

接送代表往返。进入人民大会堂时要以各代表团排队，

胸前戴上大会发给的代表证贴有像片。有一天上午我

困换一套衣服忘记挂上代表证，要进入人民大会堂时，



一位保卫人员很有礼貌地带我到门房保卫处对照简历

表上的像片，就让我进去了。

大会期间很注意卫生工作，每人喝过的茶杯，服务

员马上把茶杯放在过锺酸挥温水中消毒，大小便处非常

清洁，放有消毒丸。

大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代表中有亲

自全国各省(这〉、直辖市的著名电影演员、歌唱家、曲艺

家……，他们纷纷登台表演献艺，代表现看后达到了心

旷神怡的境域。

会议闭幕前夕，接到敬爱的周总理的请中占，大家喜

出望外，盼望着能再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晚 6 a才左

右，全体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国宴大厅，各岳找到餐桌

位围坐着。接着，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慢步进入

宴会厅，登上主露台，周总理端酒致简要祝贺词，部宣布

宴会开始。桌上排有中、西餐菜，葡萄酒和果汁，可以随

意挑选，餐菜没有了良费现象。大家边吃边听台上的民族

乐曲演奏，主会厅一片喜气洋洋， 1 个多小时宴会才结

束c 会议期间安排照像，蹭送每名代表《毛远>) 1 套、英

雄钢笔 1 支〈刻上纪念字)、纪念章 1 枚。

时光陆流水，因但 1960 年出席全国首黑文教群英

大会的盛况如在眼前，当时我年仅 36 岁，现在已是古稀

老人了 O 前年市总工会有位同志告知， 1960 年全国首

届文教群英大会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召开的，出

f在会议的先进工作者属于全国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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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全同志出席 1960 年全国群英大会时的照片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请帖影印件 ，

19ω 年群英大会联欢晚会请来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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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第一畜牧场

苏德耀

1960 年如，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全

党全民大办畜牧业，将养猪业当作大事来抓}务级分管

干部的昌副5书i远E要兼任"养猪书记

厂、企业都要配备养猪专职干部，办好畜牧场o 中共泉

州市委决定办 3 个畜牧场，由市委副书记闰魁聚挂帅，

市检察长李祥德专职负责。市商业局负责建立第一畜

牧场，选址北峰玉井;第二畜牧场由市农林局负责建立，

选址城东新埔;市食品公司负责建立第三畜牧场，选址

城东法下尾O

第一畜牧场开始筹建，代书记是陈星泰同志。是

年，阎蜀书记与我谈话，说要谓我到第一畜牧场任书记。

他拿出畜牧场的远景规划圈，介绍了畜牧场将发展为

工、农、商、学的新型农庄，以及要将附近的竹脚、石堆、

黄枝林、宫宅等自然村纳入发展范目的设想。市委的雄

心壮志，我听了也很高兴。不目，移交泉州市搬运公司

党委副书记的工作，打起背包就往第一畜牧场报到 D

第一畜牧场是 1959 年建立的，干部由市委组织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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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调，场长刘维江，副场长吴序费、张清江、罗安强，人秘

陈水潮，财务林声辉、洪鹤、林汉娜，总务黄从愿、庄九，

干部姚黯程。场的经济由市商业局负责。因当时国家

暂时困难，市场萧条，市商韭局从服装社、小藏当中抽调

一百左右入到场工作。玉井村是北峰大小羊山下，土质

不好，五十多户、二百左右人，交通不方便，生产与文化

落后。在这样一个自然村建场只好采用边建边上的办

法G 办公地点和职工住房只能从一些旧的，将要倒塌的

房子修建起来住。猪、羊等畜舍用砌竖石条，盖上瓦片

来解决，遇到大风雨或冷空气南下，就会发生猪、羊死亡

事件口当时，群众连吃饭也有问题，猪的饲料由国家按

饲养数给予供应，其数量不多，再从市场采购蔬菜搭配。

由于饲料不足，再加没有养猪的经验，猪长不了藤，每月

娟进的猪只是扑上死亡的数吕 c 后来，以为靠山发展养

羊养鹅是个门路，就养上 l∞多头的羊。开始还好，徨

羊舍不牢固，经常遭受野兽的侵袭，发展受到影响。养

篇没有水域，同样发展不起来。玉井村是畜牧场的农业

队，经济独立核算;拨出 30 多亩的薄水自给畜牧场农业

组耕种，因土质差，肥料不足，职工无农业生产经验，虽

有耕种，但收或不好。当时建 1 个大水井，解决人、畜吃

用水的困难;还建 l 座 1∞d 的食堂，建 1 座 150m2 的畜

类饲料窍c
办场 3 年多，由于养猪场从上到下都是外行人员，

再加上国家困难、饲料供应不足、环境条件也不好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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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所以养猪生产一直搞不上去5 市商业局又要负担干

部、职工的工资。 1962 年底市委提出整顿三类党支部，

畜牧场因办不好而亏本也被列为三类党支部，并作为坏

人当权、生产搞不好的典型之一。市委派市长王今生、

市检察长李祥德两位同志带领工作组进场，召开场职

工、社员大会宣布整顿，场代书记为李光玉同志，苏德耀

同志停职检查。工作组经过半年多的内查外词，查无结

果，工作组成员先后离开，不久，畜牧场也停办了 o 由于

上述种种原因，第一畜牧场绘画家造成损失人民币 10

万元左右。

畜牧场留部分人员做扫尾工作，干部由市委组织部

安排，职工由市商业局安排，不动产如食堂、饲料房、猪

舍等，交给玉井生产队，可动资产由市高业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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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东街拓改见闻录

谢长寿

《泉州城市总体规划》于 1996 年 2 月 27 S 获省政

府批准。泉州东街地处总体规划布局中的中心地带的

新18城区结合部，是贯通市区东西两向的主干道之一。

当年，泉州市政府捏拓改东街列入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

一个重要项目，5 月闰立即进入动迂阶段。如今是一条

白石红砖、红瓦坡屋顶的 5-7 层离住楼，且富有闽南传

统建筑风格和宗州特色的沿街立面景观。昔日东街，道

路狭窄，路面斑驳，两旁小店，旧房陋屋，新垣破壁，巳难

觅唐宋遗风。时世沧桑，光阴茎薄，一千多年的东街，饱

含着泉州丰富的历史内涵，正因为如此，我带着浓厚的

兴趣去跟踪观察与研究，以窥一斑商识全豹，企图从东

街摄现名城历史;又有感于年青人知之东街史迂者甚

少，抚今追昔，特将东街拓改见闻记录如文。

一、古代东街的地貌

隋代之前，今泉州市区在斯时仅有北半部的存在，

故是个岛屿。而今之菜洲、金山、涂门街、前板、后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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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霞淮等一线，尚处在古晋江河道。东街范围有云山

(府后山〉、鹦歌山、释抒山;其东北面邻虎头山 O 有条溪

从今北环城河经二郎巷人万家期〈东湖) ，唐初小舟可行

至中营下，溪口之东是虎头山南延之麓口从近些年基建

控基时可见，东湖水面侵及今东街二部巷与金边巷间，

距街缘 16 米线，今市卫生防疫站及第三巷西邻都在水

淹苗。前回巷距街 40 多米是海水侵及地带。

二、建街的历史变迁

东街始建于唐太和年间 (827 - 853 年) ，初从南街为

界始，东至今金池巷口与菜巷口闰 (9 号 C 楼挖基 3 米

处，发现民房残墙基，相对东街南西 3 米处挖到民用水

井)0 五代南唐保大年间拓域，再向东延伸至二郎后街

与忠义巷口处。拓建新罗域窟，又扩至仁风桥头。民国

初，东街拓宽到 10 米，铺石头路面。本世纪 50 年代以

来，东街又经多次改建，铺水混面，并与新城IK(温陵路)

联接。当今活着的高龄老人，在孩提时代还见到东鼓

楼、东门城垣、仁风门、三重翼城门及 3~牌坊，以及从

东门外东岳不到 2 里路，多达 2∞余座碑坊，残缺的元

妙、王克、县学、南宋宰相梁克家之金池，郭大夫第、李部祠

堂、七巡大人宫、桂香宫等古代遗迹。

三、经过东街的历代郡域

唐故城东城郭北自二郎巷沟距 20 米许南下至距今

东街北缘 16 米许处，再由东向西挺直线行列长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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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 1997 年 5 月 -9 月，东街 8 号楼〈宝元大厦)及 9 号

C:楼基础工程开工时，挖出其残基 10 多层青砖，大号为

42 x 20 x 6cm3 ;/J、号为 30x17x5.5cm3 0 以青砖砌底及

南北两面包墙体，槽内填人红壤土打芳筑成土墙，因年

代已久，墙土已变成绿、黄、灰三色梧间杂，毫无建筑残

渣及陶瓷碎片等杂物混入，墙的厚度1.5-2 米，穿过金

池巷，人泉州第一医皖门诊部庭院。推测应依古地名后

沟巷北侧再横贯入菜巷，按制高点过释仔山，转入泉州

潦厂〈今名城大楼及漆厂宿舍楼)0

唐子域自相公下沟巷西南南下人门楼巷。拓改东

街时挖出行春桥板 11 条，花岗石质，大小约 0.4 xO.5x

5m3 的长条柱形，规格不一。行春门桥位在相公巷与门

楼巷口之间路面深约 3 米处。子城从门楼巷穿入承天

寺内，建宏船和尚纪念堂挖基时提出几十块红砖，大小

为 26 - 27 x 36 x 8.5 - 9cm3 0 此砖亦见于 113 功德堂土

墙，修建时卸下 10 多块，三王民祠堂西墙嵌上近 10 块， • 

承天寺外东侧洪街巷口之民房土墙上亦嵌人 1 块。行

春门楼上建有现瞻台o

旧罗域自二郎巷沟西丽东折人二郎后街，人忠义

巷。 1宫78 年鼓鞋厂基建时，挖基 3 米深处发现古城垣一

段，作北南向行，高 2 米，长 10 余米，北端略向西弯，上

砖雨下石，城砖呈青色，大小为 20 x 10 x 3 方寸。有"嘉

定三年修域砖"的纪年砖发现。 1996 年东街拓改，在忠



义巷及三郎后街一线，挖出数十块青砖，惜元纪年，大小

为 40.5 x 18 x 5cm3 及 28 x 14 x 4cm3
o 

新罗城北迄自崇福路(域基路)穿仁风桥头，置仁风

门及三重翼门，西横穿胶鞋厂东侧通过温陵路人湖心

街，拐释仔山东南麓人今东护城河之西侧。

以上四城在东街皆有城门(郭 f刀，子域有东鼓楼、

行春门及观瞻台，罗域有 IEt仁风门及楼院、仁风门 c 在

宝元大厦(8 号楼)工地挖有唐故城东郭门 10 多米长基

槽，残留有瓦碎片、瓦当、筒瓦、扇形砖(数百块) ，以及同

规格的城砖，皆为青色，疑为唐故城东城郭门 c

器、东街的巷道

东街南面从钟楼起往东，依序有大道巷、邱唐巷、前

西巷、观东巷、茶林巷、南俊巷、门楼巷(鹦歌山〉、美里

巷、蔡屠巷、菜(蔡)巷(后沟巷、土地巷)、第三巷、何巷、

忠义巷(城墙马路巷)。拓改后重新命名福中路(原前自

.巷、壶中境境宫〉、南俊南路、广灵路〈菜巷)、金池南路

(第三巷)等白

东街北面有詹唐巷、(基署〉西公靡巷、〈府署)东公

黯巷(公界巷)、梧公下沟〈凄)巷、相公巷、粟仓巷、县学

巷、芋棵巷、(县学)、金泡巷、二郎巷、二部后街、崇福路

(城基)等。拓改后重新命名南俊北路(公界巷西)、金池

北路〈原金池巷)等。

五、东街范霞涉及的IB铺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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