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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区人民政府区长 徐止平

中国是个有着编史修志传统的国家。以史为镜，可知兴衰得失，可鉴

往昭来，垂戒后世。

《鹿城区民政志》在省、市、民政部门指导下，由鹿城区民政局组织

编撰，终于出版面世，这是一件大好事。它是我市、区第一部系统记述民

政事业发展的专业志。全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宗旨，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力求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以实事

求是的态度，落实反映不同社会制度下民政工作的实质及其发展规律，如

实记录我区民政事业的发展过程；以“厚今薄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主次分明地反映我区民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重点突出建国以来我区民政

事业的概貌；以各种表现形式和编纂方法，力求起到存史、资治、致用的

作用。编撰者在大量繁杂的资料中鉴别、选择，保留翔实有价值的，经过

整理概括而成此志，相信定能承前启后，意义深远。

民政工作是政府部门一项重要的职能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和社会稳定，是加强党、政、军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编撰出版《鹿城

区民政志》无疑是我区民政事业的一大基本建设，功在当今，惠及后代。

为此我对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和关心、支持此项工作的有关部门和人士致

以诚挚敬意和谢忱。

---)r．,九六年二月八El



鹿城区委、区政府大门

温州市老人公寓

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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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革命烈士纪念碑(即两碑)

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天门

温州革命烈士业绩展览斤



翠薇山革命烈士公墓

新四军驻温株购办事处旧址

中共浙江省委九柏园头交通站(黄宅)



温州鹿城牛三角

鞋业实业公司生产优质

男女皮鞋在大展赛评比中多次获金奖

温州市东方机绣花边厂投资2500万，从日本引进科技含量高

的多头电脑绣花机8台，其规模在国内为一流



温川市鹿城区巨龙烟具厂巨龙打火机95年获第三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温州造漆厂创办于1994年，是浙南地区唯一一家生产油漆的专业厂

一，．_



温州市福迭鞋业公司是省级技改重点项日，该公司厂厉

设备均属一流，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横穿市区的人民路

人民路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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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j本志以马列主义，黾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是，详今

略古为原则。

二、志限，上不限，一般律至民国时期，部分根据需要延伸至

更远些。下限至一九九O年底止。民政局干部任职以1995脱稿之

时止簪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建国前用当时

朝代年号后如阿拉伯字。

四、称谓：凡历史朝代、历史政权、人物、官职等一律仍用当

时的称谓。

溉、计量；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用当时的币制、计量。

中华人民共和匡成立焉以久民币的元耪市制酶斤为计量单位，有些

数目较大，采用万元或吨为计量单位。

六、编纂范匿：按照鹿城区当前民政工作职掌范匿，编制章、

节、网。采用记、述、志、表、图、传、录7种体例进行编纂。原

温翔市三十五年的民政工作未作完整编录，为不断线，部分章、节

作一些记述。

七、资料来源：省、帮、区文书档案，市、区地名资料，区文

史资料，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区划资料，市、区民政局文书档案，和

温州水土甲东南、温州通览、区组织部、人事局、统计局等有关部

门及清朝永嘉县志等有关书刊和有关民政工作资料母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秘匿成立詹。勰放后一般系指1949年S月7尽温娥解放后。



概 述

鹿城区是温州市的市区，也是原永嘉县的城区。地处浙江省东

南部，位于瓯江下游南岸，环山面海，离温州湾29公里，北纬28．

010，东经120．390。东接龙湾区，西南毗邻瓯海区，北濒瓯江与永

嘉县隔江相望。总面积99．117平方公里，南北长约4．5公里。1990

年全区总人口为523413人，绝大多数是汉族，另有891人系属回、

蒙、藏、畲等15个少数民族。

鹿城区人民政府驻地墨池坊1号。1990年末，全区设有鼓楼、

朔门、海坛、东风、洪殿、五马、大南、小南、松台、市中、莲池、

广化、西山、蒲鞋市、水心15个街道办事处及新桥，双屿2个镇，

黎明、城郊、南郊、仰义4个乡，200个居民区，52个行政村，171

个自然村。 ，

’

鹿城区气候温暖，夏无酷暑，冬乏严寒，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年最冷的一月平均温度为7．6"C，最热的七月平均温度27．

9。C。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695毫米，年七、八、

九三个月为台风活动期，阵发性降雨量大。全年无霜期275天，优

越的自然条件适宜于粮食作物三熟制，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生长。

鹿城区系温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自东晋置永

嘉郡之始，经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等朝代都

是郡治、州治、府治、县治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是温

州地、市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鹿城区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1924年12月建立中共温州独

立支部，成为浙南地区最早中共党组织。

历史上，鹿城区是浙南与闽北物资集散地与经济流转中心。据

文献记载：北宋成平二年(999)温州同杭州、明州(今宁波)先



后被朝廷批准为浙东的对外贸易口岸。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在

温州置市舶司、成为元朝对外通商的七大港口之一。清光绪二年

(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1984年5月，被国务院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

14个城市之一。

鹿城区被列为对外开放的城市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

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长足地发展。1990年末，全区

社会总产值达到19．04亿元，比建区时的1985年2．9亿元，增

加1 6．14亿元。平均年递增3．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3．6

亿元，由建区时的4．48亿元，增加9．12亿元，平均年递增2．72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建区1985年的2．4亿元，上升到10．

8亿元，平均年递增2．16亿元。外贸商品收购总值5697．69万元，

比上年增长33．57％。形成机电、五金、轻工、土畜、纺织五大类

出口创汇骨干产品。商品购销两旺，社会经济活跃，市场繁荣。

． (二)

春秋以前(公元前476)夏、商、周称瓯地，属越国。

战国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称东越地，属楚国。

秦始皇(公元前221)征服了东瓯和闽城，置闽中郡。

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汉王朝在瓯地建立东瓯国，封越王

勾践十三代孙驺摇佐汉为东瓯王。都东瓯，建东瓯王城于今市区西

瓯浦岭。温州第一次成为封建“诸侯”的封地。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国兴兵攻打东瓯国，东瓯

王广武候望(驺摇之旁孙)率其族众四万余人迁至江淮的庐江郡，

东瓯国从此不再存在。东瓯国从建立到解体总共55年时间，它是

温州史上第一个行政建置。
。

从西汉到东汉，东瓯地广人稀，先为会稽郡的回浦县，后为章

安县的一个乡，即东瓯乡。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人口逐渐增

加，分章安县的东瓯乡建立永宁县，隶属会稽郡，这是温州史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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