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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龙岩市志》是龙岩撤地设市后编纂的第一部市志。它承继《龙岩地区志》，

记述了1988--2002年龙岩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展示了龙岩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既是认识龙岩的必读之书，又是发展龙岩的资政

宝典，也是研究龙岩的历史文献。《龙岩市志》的出版，凝聚着全体编纂人员的

数载辛勤努力，为全市人民和龙岩籍在外游子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龙岩、了解龙

岩、建设龙岩提供了极好的教材。我们期待它的出版能进一步激励全市人民更加

热爱自己的家乡，并为家乡发展倾注更大的建设热情。

龙岩现在的发展是过去发展基础上的延续，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实践是过去实

践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龙岩市志》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它通过对过去15

年龙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展变化轨迹的客观描述，

记录得失，总结经验，对于促进各级干部更加重视研究规律，重视研究实际，重

视研究趋势，使我们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各项工作符合规律，符合实际，符合人

民群众的要求，从而加快推进生态型经济枢纽和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增长极建

设，无疑都大有裨益。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的功

能，开展各种形式的读志用志活动，更好地认识历史、把握现状、发挥优势、借

鉴经验，从历史的视角切入，加强对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思考研究

分析；从现实出发，以史为鉴，学以致用，注重实效，促进决策科学化。希望史

志部门不断拓展读志用志新手段，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提供富有特色的公共

文化产品，使读志者有志可读，用志者有志可查，扩大地方志服务社会的领域和

范围，让丰富翔实的地情资料在服务发展、推动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效应。

方志是经世致用辅治之作。编修志书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由于历

史的发展、情况的变化，修志工作就得绵延不断地做下去。希望全市上下认真贯

彻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今年视察龙岩时的重要指示，肩负起把老区发展得

更好更快的历史重任，以更加开拓进取的精神，更加扎实有效的工作，创造出无

愧于历史的新业绩，把更多更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留给后人书写。

中共龙岩市委书记别n幼奄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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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邑有志。闽西修志历史源远流长。南宋隆兴二年(11 64年)，

闽西境内首部志书《鄞江志》修成；至清光绪四年(1 878年)，累计编修

郡志府志、州志1 6次，至今还完整保存8部，其中南宋开庆元年(1 259

年)修成的《临汀志》，是闽西现存的最早志书，也是福建现存3部宋志

之一。这些府(郡、州)志以及各县县志，成为研究闽西历史的珍贵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龙岩历届党委、政府对修志工作高度重视。

1 984年6月，龙岩地委、行署决定编修《龙岩地区志》，1992年1 O月出

版发行。该志是通志，下限至1 987年，采取详今咯古方式，记述闽西自

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200 1年8月，龙岩市委、市政府决定编修《龙岩

市志》。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原

则，市委对市志编修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市政府对编修工作进行具体

指导，各级各部门竭诚支持，通力协作，为编修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市

方志委全体工作人员，不辱使命，辛勤耕耘，经过五年努力，胜利完成编

修工作。其间，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原《中国地方志》主

编诸葛计，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专家精心指导，热忱相助。在此，

谨向关心、支持龙岩市修志工作的领导、专家、朋友们，向为市志修编付

出辛勤劳动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世致用。《龙岩市志》探史求真，据实立言，资料翔实，体例完备，

结构严谨，叙事条贯，融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于一体，是了解闽西的

百科全书。通过重温历史，追寻发展轨迹，获取启迪鉴戒，必将激励闽西

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谱写更加绚丽的历史

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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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人民政府市长、，4臌厶
2006年1 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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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龙岩地区志》之续志，记述地域与该志相同，记事时限一般E起1988年，与该志下限相

衔接，下讫2002年。部分有因果关联的人或事，时间适当上溯或下延。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种陛相统一。坚持实事求是、存真

求实的原则，全面真实地记载龙岩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反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建设隋况，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专业分志为主。卷首设概述，勾勒市J隋，总揽全

志；设‘‘特记”置于概述之后。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并部分借鉴纪事本末体，依时序记载全市性大事、要

事。专业分志力求按科学分类，兼顾社会分工实际，横分门类，纵写史实，共设41编，每编一般设章、节、

目三个层次。对前志漏载的重要事物、事件，本志尽量设编、章、节补记，难以设立的，在相关部分记述。

对前志未完整记述的“大跃递p“文化大革葫P，设《龙岩地区志》增补，予以完善。设勘误，以纠前志个

别错误。设附录，以辑录地方文献。志末编制索引；设编纂始末，以叙本志纂修之脉络。

四、专业分志的篇目设置根据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从续志实际出发，采用中篇结构体式。主体

部分按}t匦哩、经济、政治、文化四大类编排，并设人物编和县(市、区)概况编。

五、地理类设编，既继承传统志书的馈鱼理”和首轮修志中采用的“自然”概念，又引入人类生态学

观点，吸纳“大环境”理论，将环境、资源、人口等内容分别单独设编，将电力、交通、通信、水利建设

等内容组成—基础设施”编，与‘建置竹‘城乡建tP编共同组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突出时代特
征

六、龙岩地区曾是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长汀、上杭、武平、连城4个县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

困县，永定县为国家民政部和国家科委扶持的科技扶贫县。经过大规模的扶贫工作，1997年基本消除绝对

贫困，同时，85％的乡、村和哝户基本达到低冰平的小康，成为全国革命老区中率先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典范。

为此，特设‘镞负嵌建与农村小康建设”编，记载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七、建筑业与房地产业，两者本分属第二、第三产业，但龙岩房地产业起步较迟，单独设编则显内容

单薄，从产业关联角度考虑，将两者合设—编。

八、政治类，根据国家瑚行惭I，为突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佣以及人大、政府、政
协、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

政府、政协地方组织、民主党派与工商联地方组织、单独设编；同时，将检察、审判与公安、司法行政分

开设编。从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出发，新设簟基层民主、依法治理●编，记述



广大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个层面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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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燃系。
十、《龙岩地区志》未设艺文(著述)志。本志增设‘与静拦编，补、续—体，辑录龙岩市籍人士及在

龙岩工作、生活过的人士有关龙岩历史人文的书目，并选录各种历史文献、诗文辞赋、民间文学部分作品，

借以反映闽西历代文化的概貌，为探寻龙岩学术文化流变挺|共系统资陬

十一、人物志由传、表、录组成。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

影响的已故龙岩市籍人士为主。人物传断限至2005年12月。在世人物事迹突出者在文中“以事系人●。人

物表辑录龙岩市籍将军、院士、领导干部、老红军、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获省部级以上表彰的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龙岩市荣誉市民。设英名录以彰烈士。

十二、随着时代的发展，龙岩市跨境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并对经济社会发畏带来深刻

的影响，本志对跨境经济合作、投资创业、对口支援等予以记述。

十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概述和编、章无题序外，一般据事直书、述而不论。文风力求严

谨、朴实、简洁、流畅。

十四、1997年3月和5月，先后撤销县级龙岩市设立县级新罗区、撤销龙岩地区设立地级龙岩市，本

志中的“龙岩市”，均指地级龙岩市，原县级龙岩市用‘咙岩市(县级尸表述，以示区别。凡涉及机构名

称中的“龙岩地区”“龙岩市”“新罗区”变易，一般以撤地设市、撤市设区的时间为准。对跨龙岩地区、

龙岩市两个时间段的，视时间跨度酌用龙岩市、龙岩市(地区)、龙岩地区(市)表示。志中的“闽酉’‘啥

帘’‘‘全区”均指全辖区。

十五、中华民国以前的纪年，先书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以节和人物传主为

单位，首次使用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从略；图书版本和引文采用当时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

元纪年。志中所使用的年代，凡未加界定的，均指20世纪的年代。

十六、数字、标点符号运用等，—律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为了尊重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计量单位按照当时实际记述，必要时括注法定计量单位；引文、文选采用原文计量单位；其余均使用法定

计量单位。

十七、本志人名，除引文及为反映某一历史事实必要冠以职务外，—律直书姓名，不加称谓，不冠褒

贬之词。

地名以市地名办公室公布的名称为准。涉及古地名时，括注今地名。

各种机构、会议等名币寺均写全称。如睑称太长又多次出现，首次使用全称时括注简称。

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和机构、书刊等名称，以新华社发表的译名或社会公认的为准。

十八、志书用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数据，凡列入统计部门统计的，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未

列入统计部门统计的，采用部门核实后的数据。

十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部门材料、档案、报刊，以及调查访问的记录。所用资料经鉴别、考证

冶)＼恕，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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