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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尾镇党、政、人大三套领导班子成员
前排左起：张文通、蔡琅、黄全海、曾跃国、郭进福、

甘秧林、焦仁友、林海明
後排左起：周立忠、王大护、谢坤福、曾武光、李元茂、

陈木土、黄国钦、郑登辉、曾阿芬

《港尾镇志》编纂机构部分成员

前排左起：李福全、曾跃国
后排左起：陈启祥、江文溪、

张日庆



港尾镇党、政、人大办公大楼全景

港尾镇影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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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视察港尾集镇建设



港尾中心小学一角



明代镇海

卫城墙遗址



石坑铳城(又称郑成功枪城)，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

年)与鼓浪屿、圭屿鼎足而立，是郑成功抗清重要军事据

点。

南炮台，位于屿仔尾，清

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闽

浙总督邓廷祯配合林则徐在

虎门销烟而筑，与厦门胡里山
炮台南北对峙，有“天南锁

钥”之称。民国26年9月在此

击沉入侵日舰“若竹号”。

南太武旅游区之一——大径海滨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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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三资企业”)厂址一角

港尾圩综合农

贸市场家禽交易
区

止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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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村农副产品加工厂房一角



港尾盛产水果和鱼虾，1991年果树总面积居全县第三位；

水产养殖和捕捞总量居全县第一。

龙眼

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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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尾镇志》的出版是我市人民的一件喜事。她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市第一部

乡镇志，也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由政府编修的乡镇志。《港尾镇志》为

我们提供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真实的地方历史文献，内容涉及港尾的地理、政治、

经济、文教、民俗、人物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精神

食粮，是一部爱国爱乡的乡土教材。

港尾镇地处海峡南岸，毗邻厦门经济特区，与金门一水相连；依山临海、风景

秀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我市著名的旅避风景区和侨胞、台胞祖居地。改革

开放以来，这里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提高。

港尾镇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九龙江三角洲经济的开发和龙海市港口城市的

建设。位于港尾镇境内的‘‘招商局中银漳州经济开发区”总规模达30平方公里，拟

建成中国“第二个蛇口"。如今第一期工程三大项目已全面告捷。港尾人民紧紧抓

住这后发优势，主动对接港区，加快自我的发展，促使两个文明建设步步上新台阶，

各行各业都取得可喜的成绩。漳州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势必带动龙海的经济腾飞。二

十一世纪，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将屹立在我们面前。

欣逢盛世，政府修志。《港尾镇志》的问世很值得庆贺。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的目的是为四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港尾镇志》的编纂者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奉献给大家的是一部既能反映港尾的真实

面貌，又具有新观点、新特色、新内容的志书，为四化建设提供翔实的历史资料，

必将为港尾镇的施政决策、经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发挥重要作用。

值此新编《港尾镇志》出版之际，真诚希望港尾人民在镇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汲取历史上的经验，站到一个新的制高点，抢占优势空间，大力开发旅避资

源，加快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促进我市东部地区经济的繁荣，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

章。 ．

羔萎喜芰主麦筹霉蓑庄凉江龙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

1995年2月



序二

港尾镇位于龙海市东南部，是九龙江经济开发区的重点乡镇之一，也是国务院

批准的“招商局中银漳州经济开发区"所在地。境内山川绮丽、人才辈出、物阜年

丰、经济繁荣，素有“鱼米之乡”之美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盛世修志，历史使然。为了

更好地宣传港尾，认识港尾，建设港尾，更好地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服务，我们

把修志工作列入政府议事日程。纵观历史，地方志是“辅治之书’’，历史上有“治

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们修志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服务。鉴古察今，奋发于未来。经过修志人员的努力，广征博采，

核实订补，铲彩撷实，字斟句酌，反复修正，数易其稿，终使《港尾镇志》正式出

版。 ．

1988年前港尾原辖有29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1988年，港尾乡析出东南部

地区10个行政村建隆教乡。1989年港尾乡改为镇建制。1993年5月12日，龙海

县改为市建制，港尾镇属龙海市。1992年，具有远见卓识的招商局(香港)集团，

港澳中银集团等财团履足港尾投资建设海港，进而建设30平方公里的综合性外向

型经济开发区。现在，16公里长的疏港公路和110千伏的输变电站已开通；3．5万

吨级集装箱滚动码头已竣工，散装码头及客运码头已破土动工；前期4平方公里的

供水、供电、通讯、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随着开发区万吨级码头群及

配套设施的建成，将大大促进我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我们受任以来，为港尾镇的

经济腾飞殚精竭虑，廉勤自守。在《港尾镇志》出版问世之际，我们愿和全镇5万

多人民和关心港尾的朋友一道，为创建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新型

港口重镇而努力。让我们共同开发建设这块热土，开创港尾更加辉煌的未来。

是为序。

中共港尾镇党委书记郭进福

港尾镇人民政府镇长曾跃国

1995年2月



港尾镇志 前言

套由．上．
霜U ’吾。

地方志是一地之百科全书，记述一地兴衰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是研究地情的历史文

献。1984年全国各地进入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高潮。当年11月，龙海县人民政府成

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修龙海县志；并发动各乡镇编修乡镇志。1985年7月港尾乡成
。

，

立《港尾乡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由乡长郑鹏飞担任。1987年11月改由乡长郭振福接
●

任。 ，

．

‘

1 987年底，《港尾乡志》完成初稿。1988年元月析港尾乡地建置隆教乡．1989年2
’

月港尾乡改为镇建制，《港尾乡志》遂改名为《港尾镇志》．1989年11月召开《港尾镇志’
●

评稿会，邀请龙海县志总编、副总编、编辑及港尾镇、隆教乡有关人员参加。与会者提出
t 一

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此后，由于编写人员江群如调走，季承德逝世，修志工作停顿一段

较长时间。1993年12月，镇党委、政府再次将修志上作列入议事El程，并调整充实修志

领导班子，由镇党委书记郭进福任主任，镇长曾跃国任副主任：为提高志稿质量，使之达

到出版水平，聘请龙海县志副总编张El庆担任《港尾镇志》主编，调整原稿篇日．补充资

料，重新改写，增加地理、经济、政治、文教等门类的内容，删掉部分民间传说的篇幅。原

设7篇32章92节，改写后的志稿设概述、大事记．及22卷分志57章201节；并将下限

至1987年延续至1992年；1993年至1994年补充记述重要的情况．经过一年左右时间

的补充、修改、订正，于1994年12月总纂完成。1995年2月《港尾镇志'出版付印．参加
●

志书审稿的有宋效永、黄剑岚、江文溪、张日庆。定稿张日庆。 _．

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原因，资料多有散失、欠缺；同时，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

难免，敬祈读者教正。 ，

·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溯事物之起源，下限至1992年底。为了弥补

下限至出版时的间隔时间，采用1993"-'1994年主要情况补充记述的办法。本志以概述、

大事记、专业分志和人物志组成，附以图表。全书共分22卷57章201节．横排门类．纵

写历史。内容力求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三、港尾自东晋末年其行政区域包括今港尾镇大部分和隆教乡．民国以来港尾行政

区划已有镇、乡之称，但其区域与今不同。本志以今行政区域名之。1988年前其区域包

括今隆教乡。1988年析港尾地建置隆教乡，至1992年仅5年’时间，为保存历史资料的
●

完整性，1988年前包括隆教乡的资料照原貌记述，凡属自然实体等方面资料在本志中

仍旧记之。

四、历史纪年表示法：新中国成立前各个时期，封建王朝以年号纪年，每页第一次出

现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不括注公元纪年，读者以民国年序加1911年即为公元纪年。j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成立前简称“建l

国前"。1949年2月21日港尾解放，其前后称“解放前"、q解放后"j都用公元纪年．年、

月、日写法，农历用汉字表示．公历用阿拉伯字。

五、本志所用的历史数据、文献数据经考证后使用。建国后的数字以政府统计部门

公布的数字为准，一部分采用职能部门的数字．建国前的地名用历史习惯称呼，建国后

采用民政部门审定的标准地名。人名一律直呼其名，官职用当时制度规定的名称记载．

度量衡表示法采用国家规定的标准单位。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旧县志、旧府志等地方历

史文献，及县志委、县档案馆和有关镇直机关单位的档案资料。

六、人物传以生不立传的原则，按卒年顺序排列。



港尾镇志 。概述’

概

港尾镇位于福建省龙海县东南部，濒临台湾海峡，。镇区东、西，南群山环抱，汤溪从
． ：

·

腹部流过入海．形成河谷盆地。疆域西部与浮宫镇接壤，西南与漳浦县交界，东南与隆教
J

乡相连，北与厦门经济特区隔港相望，距离3．5海里。位于东南部海域中的浯屿岛距台
●

。湾高雄港150海里。地处北纬24。37，东经118。，属海洋性亚热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

。，

●

秋冬多偏北风，春夏多偏南风。年平均气温21～23℃，无霜期322天，年平均降水量
o

1100--．,1300毫米之间。 ‘．． ‘：． ．

一

_
。

境内海田俱备j资源丰富：矿产蕴藏大量优质花岗岩、玄武岩石和铁矿、铜矿、耐火
●

’●
。●

●

‘
‘

●
‘

●

粘土。砖瓦粘土。海岸线曲折，拥有深水港湾和风景宜人的海滨沙滩，宜于建设深水良港
’

‘．

‘

●

‘

。

和旅游区：有著名的南太武山和浯屿岛风景区。以及南炮台、石坑铳城等文物古迹。

港尾镇区距县城石码26公里，水陆交通方便，主要公路总长度34．39公里，有班车

r直通石码、漳州、漳浦、厦门、福州，并转全国各地。有多处码头可直航厦门及沿海各港

口。

港尾镇是鱼米之乡。1992年全镇有耕地31091亩，11．4万亩有林地和近万亩水产

养殖面积。水域辽阔，盛产鱼虾、鳗、蟹、紫菜、海带等水产品种140多种。全镇果树面积

23037亩，盛产荔枝、龙眼、柑桔、桃子、香蕉等水果：稻麦，一年三熟：j

远古时期，境内南太武山一带已有先民拓土以居，繁衍生息。秦时，港尾地属闽中

郡。东晋末年属广州义安郡绥安县。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废绥安并入龙溪县，港尾属
一

福建南安郡龙溪县。唐嗣圣三年(686年)置漳浦县，港尾属漳浦县．明初属漳州漳浦县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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