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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台江为闽江下游的一截河段，上自义洲下止鳌峰洲，因有台临江故名。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市带郊体制，从城区里划出农村的部分，建立郊区，作为

副食品生产基地，为城市服务。因此台江人民公社的雏形，始成于1958年，虽称

“台江"，但只辖农村部分，有别于台江区。1974年，北片岳峰、鹤林、竹屿、登云等

4个大队并入，今日十村之规模方才定型。1984年由公社改乡，1992年乡又改

镇，所以称台江镇。

台江镇的经济，原以农业为主，是福州著名的蔬菜区，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

土地不断被征用，为解决农村劳力出路，依托城市工商服务业的优势，依靠城市

经济的辐射，渐次发展工、商、贸等多种产业，因而加速了城市化的过程，城乡的

差异大大地缩小，人民的生活迅速提高。1988年成为亿元乡，1993年成为全省第

一个小康镇。人均收入从1990年的2256元，发展到1995年的5130元，富甲八

闽。

为纪盛世盛事，组人修志，志成之日，恰值郊区撤销、台江镇改体之时，台江

从城里来，又重新回到城里去，郊区为城市服务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这本志书

因为记载这农村城市化的全过程，而有幸成为空前绝后的珍本。

。为了资治、存史，也为了教化、宣传，我们顾后瞻前，有信心再造一个“台江

镇"，昂首阔步愉快地走进21世纪!是以为序。

郭镇铭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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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为观点，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政策，进

行编纂，力求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

二、镇境地域，屡有变更。本志取事均以1974年与鼓山公社分开后划定的

地域范围为据。

三、本志首立《概述》为全志之纲，以《大事记》为全志之经，志文分章、

节、目，并随文配有照片与图表说明。

四、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从清末(十九世纪中叶)起，下限至1995年本志

成稿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纪年用历史朝代年号，并在括号内注公元

纪年。农历纪年，以汉字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本志内容所称的“建国前”、“建国后”，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限。

六、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因建乡前，各村均分属于三个城市区和一个

乡，所以不另设篇章。至于在本镇范围内所发生的大事，本志则在《大事记》和

有关章、节中，加以记述。

七、人物传记均属已故的名人。对尚健在的有特殊贡献的先进工作者、模

范、教师、医生、能工巧匠等，不入人物传，用列表或以事系人方式，加以记

叙。

八、本志文字按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并用《新华字典》附

录规定的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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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台江镇位于闽江下游北岸，福州南台城郊结合部。有3个独立地块：北面

的一块包括4个村(居委会)——岳峰村、竹屿村、鹤林村和登云居委会；南

面的一块为5个村——南公村、双丰村、象园村、曙光村和红星村；西面有1个

村——红旗村。3块之间相隔不远，但并不相连。镇的周围东邻鼓山镇，西依台

江区和洪山镇，南临闽江，北接新店和福州市红旗茶场。总面积11．96平方公

里。

， 全镇辖9个村，1个居委会，51个村民小组，49个自然村。1995年末，全

镇有4604户、12761人，主要人口为汉族。镇人民政府驻市区长乐路中段。

台江镇的建置极为复杂，最早有台江一名，是1958年的台江人民公社，它

的管辖范围，除茶亭外，有今之红旗、红星、双丰、南公4村。1960年，从鼓

山公社划来今之象园村，从仓山公社划来今之曙光村。到了1974年，又从鼓山

公社划入岳峰、竹屿、鹤林、登云4个村，台江镇今日的10个村，才告完整。

这10个村的区域，在宋代分属于闽县的3个乡：南片为高盖北乡；中间为凤池

东乡；北片为晋安西乡。清代后期，南片属闽县南一区，北片属闽县东三区。民

国后期，属林森县(原闽侯县改名)管辖：北片4村属双岳乡，南片的象园属

松鼓乡，曙光村属江南乡，其余各村分属台江、小桥两区，一直延续到1949年

8月福州解放后。1950年1月北片4村和象园村，划入福州市归属鼓山区；南

片各村在福州解放后仍分属台江、小桥两区管辖，1956年6月两区合并(区名

仍称台江区)之后，则全部归辖台江区。有部分村落的农民和城市居民混杂居

住。此时台江区属的城郊农民先后成立了6个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1958年7

月1日，红星、红光、台一、台二等4个高级社联合成立“七一’’农业联社。同

年9月，星光、台三两个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也加入联社。紧接着，全国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迅猛兴起，立即转并为福州市郊人民公社台江分社。同年lo月

改称为台江人民公社。1960年3月从仓山公社和鼓山公社划入了曙光大队和象

园、双坂、连潘、凤坂、紫阳等大队。1962年，双坂、连潘、凤坂又划归鼓山，

紫阳划入鼓楼。1968年8月台江公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赤卫公社，

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70年3月赤卫公社与鼓山公社合并．仍称赤卫公社，属

赤卫区管辖。1974年2月两社分开时，从原鼓山公社划入登云、鹤林、竹屿、岳
】



峰4个大队，原台江公社的‘‘六一’’大队划入鼓山公社。1974年4月．赤卫公

社划归耨成立的福州市蔬菜生产管理区(1978年2月改称环城区)，1982年8月

环城区撤销，并入郊区。1982年10月赤卫公社复名台江公社。1983年茶亭大

队划归福州市园林管理处。1984年通过建乡选举，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

把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公社改为乡，成立村民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1992年，

改乡为镇，称台江镇人民政府。

台江镇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山脉从登云村后山到竹屿村的牛港山，是福州

大北岭山脉的余支，山势平缓。北片为低山山麓，海拔不及百米；南片为低丘

平原，一般海拔在10米以下、主要河流有晋安河、白马河和新港河。

此外，镇境之内的其他小河都是属于这三条河的分支，向台江区和台江镇

纵横伸展。

台江镇气候温和湿润，具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特征，春暖、夏热、秋爽、

冬凉。四季分明。 ．

台江镇位于闽江下游北岸，地处城郊紧密结合部，拥有地理和交通的优势，

当今，全镇通水、通电、通车、通气、通电话。尤其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从镇

辖区内经过的有晋安河、白马河和新港河均可航运。白马河可供5—25吨机帆

船通航，每日进出船只近百艘，年运物资约36万吨。陆上交通更为发达。除了

借助市区交通设施外，在镇辖之内有三八路、三八支路、福马路、国货路、长

乐路、六一路、工业路等16条公路；北片的鹤林村辖内有福州铁路货运东站，

南片的南公村毗邻福州长途汽车站，来往十分便利。红星、曙光两村靠近闽江

码头。尤利航运交通。 ，

台江镇人民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时期，竹屿村邓萃

英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1926年4月(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期间)，象园村的雁塔自然村农民积极响应中

共福州地委的号召参加农民协会(由林挺雄主持)；1938年9月，红旗村的山仔

里自然村三山中学高中学生高振洋，先后参加了福建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宣传抗日救国。(后经王助、黄唐禹介绍到崇安县中共福建省委机关

电台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岳峰村刘捷生投笔从戎参加革命。

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妹妹(刘秀英)和妻子(杨兰

珍)，也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刘捷生曾任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晋江地委

书记等职)；1946年6月，中共太平山地下党支部在今红旗村的太平山自然村成

立(当时有党员5人，到1949年7月发展到17人)，为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州的

地下交通联络站；1949年1月，登云村农民阮家木等5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同时，在该村建立地下交通站，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台江镇地灵人杰，名人辈出。明洪武时的邓定，及其后的邓原岳、邓克峻、

邓方城、邓炽昌、邓芳洲、邓硕卿等称为“竹屿七贤”；邓珙(明成化二年进士，

授常熟知县)“勤政爱民”，被百姓立祠颂其德政。民国时期有；海军中将、“海

筹”舰长邓家骅；原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邓萃英。现代的有：邓叔群(植物病

理学博士、森林学硕士)、邓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总

编辑兼社长)、侯德榜(1it界著名科学家、中国制碱工业奠基人、中国化学工业

部副部长)以及美籍华裔著名原子能科学家邓昌黎，台湾著名音乐家邓昌国等。

台江镇名胜古迹甚多，比较著名的有：南公村瑁后街40号的琉球馆(是明、

清时代官府设立的。柔远驿’’，为琉球国商人在福州的住所)；河口万寿桥(位

于南公村万寿路11号边的新港河道上)；南公村的南公园；竹屿木牌坊；鹤林

村(牛港山)的摩崖题刻“凤丘”、“鹤林"；“岳峰村的东岳庙(泰山庙)；象园

村的瑞云寺与肉身得道佛；竹屿村的东董竹林书院与丹井等。

台江镇历来以农为本，全镇耕地面积，由于城市向近郊延伸，历年被征，越

来越少。1956年为9215亩，农业人口12492人，人均0．73亩；1972年为5474

亩，农业人口13876人，入均0．42亩；1989年为2304亩，农业人口11968人，

人均0．2亩，1995年为1262亩，农业人口8579人，人均只有0．14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主要种植水稻、大小麦等粮食作物，兼种油菜籽、

黄麻、甘蔗、水果、泽泻等经济作物。1949年8月福州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

和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运动，推广科学种田，亩产逐渐提高。1989年全镇共有

水稻484亩(主要分布在登云村)，亩产高达1500斤。

蔬菜生产，在建国前和建国初年，仅由紧靠城区的部分自然村为主种植。

1958年以后，为贯彻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郊区生产为城市服务的

方针，曾多次扩大种植面积，把更多的稻田改种蔬菜。成为福州市主要的蔬菜

生产基地之一。。

水果生产方面，建国前和建国初年，鹤林、岳峰等村曾盛产闻名的水蜜桃，

但由于1958年后受邻近二化厂废气侵害绝迹。现有种植的水果、有柑桔、葡萄

等。主要分布在登云、鹤林两村的山坡上。

台江镇的养殖业，主要是禽畜、淡水鱼等。

双丰村，旧名银相浦，是历史上有名的金鱼养殖地。早在一百多年前，就

有人养殖金鱼，负有盛名，金鱼出口香港，深受喜爱。但今已无养殖场所，生

产停止。

台江镇手工艺品的生产，主要是象园的木雕和岳峰的木画，已有近百年的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