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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温如校

曾以“风景优美，居民康泰”赋名的太华，因土地面

积，人口质数、国民生产总值等均居大田县(全县共有
l 8个乡镇)十分之一强而成为大田的大镇、重镇。

据太华黄埔山、万湖结火岭等地发现的石器和印纹陶

片考证，远在4000年前，太华一带就有先民在这里聚居耕

耘，繁衍生息。后因中原战乱引发的“衣冠南渡，八姓入

闽”，是否踏足过太华?现在太华人有文字可追溯的大都

为唐宋以来由北方陆续南迁的。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除

了能听到还在口传的精彩片断，祖先的生活情况大都湮没

无闻，仅能感到他们一代又一代坚韧不拔的艰辛劳作以及

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一一那种亦耕亦读、与环境

相依相拥安宁自在的理想生活。可是又有几人能够实现?

更不用说战争频仍，匪患不断，灾害涟涟，生活维艰的近
代岁月!

解放后，太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焕发出前

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从耕作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精神

文明建设等都紧跟国家、时代的步伐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试

验，并产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太华人民以朴实进取的精神，勤劳智慧的双手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创造了一个个良好的业绩。从农林水到乡镇

1



工业企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发

展，成为大田县第一个进入福建省百强乡镇行列；从能

源、交通、通讯到文教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及村镇建设的

进步，既空前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又为即将

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奠定了全新的发展基础。

观历史巨变，想现实困难，虑未来发展，迫使我们要

以积极的态度思考：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找到自己的发

展优势，解决面临的困难?如何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矿

产、林业等资源优势，抢抓机遇，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实现第二次创业目标?如何面对两个“转

变”的需要，既提高人的素质，又找到一条经济建设可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的路子?我相信，在新世纪的曙光即将到来

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下，抓住这些问题，紧紧依靠太华人民的朴实勤劳与进取

不已的精神，团结拼搏，扎实工作，太华的未来一定更加

美好，太华人民的生活一定更加丰富多彩。在新世纪，太

华一定能把自己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环境优美，生

活殷实的社会主义新村镇!

在《大田文史资料一一太华镇专辑》出版之际，我对

为该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作者和编辑等同志表示由衷

的感谢。因为他们的辛勤劳动，我镇人民的文化生活增添

了新的色彩；因为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才能在世纪之

交，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扎实推进

新一轮创业的重要时刻，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认真回顾历

史，从历史中吸取精神和力量，增强战胜困难与迎接未来
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也才能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引导



人们进一步关心和支持太华，并有力推动太华各项事业的
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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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华镇概况

郭盛暖

太华镇位于大田县西北部，东邻文江乡、前坪乡，均
溪镇，西北与永安市青水乡交界，北接建设镇，西南邻上

京镇，土地总面积2 4 9平方公里。全镇共辖2 4个行政

村，5 4个自然村，2 7 9个村民小组，1997年末总户数

7519户、总人口32565人，以汉族为主，与永安相邻的高

星村有畲族30多人。镇政府驻地设在太华村，海拔5 2 0

米，距县城3 0公里。

太华，明嘉靖四十年取名泰(太)华，有“风景优

美，居民康泰"之意。明嘉靖十四年建制大田县前曾归

尤溪、永安管辖。明清时属大田北区三十六都、三十七

都、三十八都，民国置太华乡。解放后属三区，l 9 5 4

年成立区一级的办事处， l 9 5 7年撤区并乡置太华乡，
1 9 5 8年成立太华人民公社。1 9 6 1年汤泉从太华分

出，成立太华、汤泉两个公社，l 9 7 0年汤泉复归太华

公社．1 9 8 4年乃改为太华乡，1 9 9 4年1月撤乡建

镇。

太华镇属丘陵地带，西南高东北低，大部分海拔在

340"-'860米之间。境内土壤多为肥沃沙壤土，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8℃左右，无霜期2 4 0～3 l 0

天，年降雨量107 1"-'2346毫米；矿藏资源丰富，已探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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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的有煤炭．石灰石，铁矿、锰矿、石英矿，瓷土矿等。主河

锦溪由六条小溪流汇集而成，经文江流向尤溪汇入闽江。‘

东埔溪、张地溪、汤泉溪，流域面积204．2平方公里，水

能资源理论蕴藏量9594千瓦。汤泉村有3口温泉，水温
5 5～8 0℃，出水量6．06升／秒；魁城村的蛟龙井，明
亮清甜，饮用百姓未有得癌症患者，具有独特的价值。

太华镇有耕地面积26447亩，其中水田23900亩，粮食

作物以水稻为主，还有地瓜、玉米、花生、大豆，马铃薯、
木薯等；经济作物有烟叶，荼果等，l 9 9 7年粮食总

产量达17659吨．林业用地总面积25．3万亩，现有林地面

积22．3万亩，林木蓄积量59．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达6 4％，林地绿化率88．5％．水果以柑桔，桃、李等为

主，面积1．4万亩。一

太华镇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现有工业企业3 2 8家，

其中，镇办企业7家，村办企业2家，个体私营经济和第

三产业3 1 9家。重点企业有：水泥厂，年产水泥1 0万

吨，熟料6万吨；煤矿，年产原煤15万吨；选矿厂，年产

铁精矿6万吨；电厂，装机容量l 9 9 5千瓦，年发电量
l 6 O O万千瓦小时；吴山水泥粉磨厂年产水泥8万吨。

太华水泥厂创办于l 9 8 6年，现有职工2 5 3人，

l 9 9 7年总产值2599万元，其产品“华佛”牌4 2 5书

早强型普通硅酸盐水泥，l 9 8 g年荣获省优、l 9 9 1

年荣获部优“双优”称号，l 9 9 3年通过国家质量认

证。该厂l 9 9 2年被评为福建省乡镇企业“百颖星”企

业．

农村经济持续稳步发展。1 9 9 7年，全镇工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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