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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交通发达，素有商贸

土地上，勤劳勇敢的台江

蓝缕，披荆斩棘，辛勤耕

台江人民又以极大的热情

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洪流之中。时代的丰韵，艰苦

的创业，无私的奉献，构筑了台江风姿绰约、风采独具的商贸大区，

它正在崛起腾飞、蒸蒸日上，犹如一颗镶嵌在闽江之滨的璀璨明珠o

·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台江区于1985年8月成立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在既无旧志可考又无修志经验的情况下，经过

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的深切关注和大力扶持，许多专家、学

者、广大热心群众的积极协助和鼎力指教，方志工作者艰辛笔耕，六

改篇目，四易其稿，几经寒暑，终于成书，结束了台江有区无志的历

史。当人们开卷之时，决不会忘记这批造福人民、甘于寂寞的修志

人。

<台江区志>立足当代，贯古通今，全面系统地记述台江区自然

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民情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之轨迹。志书观点

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但作

为台江的第一部区志，尚属草创阶段，未能如愿以偿，有待于下一届

修志加以完善o

．<台江区志>的出版，是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一硕果，．

是得益当代、惠及子孙之盛事。它将为各界人士了解和研究台江区情



提供宝贵的资料；为各级领导制定决策和措施，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科

学的依据；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

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同时，它对保存地方文献等也将起到重要

的作用o

<台江区志>的出版，有利于全区人民鉴古知今，兴利除弊，激

励我们开拓、进取，去迎接新的挑战，去谱写台江更加辉煌灿烂的明

夭。

耋嚣主衾羹毒言最差梁建勇台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

面、系统地记述台江区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

二、本志由图照、概述之大事记、专业分志、人物等组成。概述

统领全局，反映全貌，以夹叙夹议记述；大事记纵述台江区历史进

程：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专业分志分述各事业兴衰起伏过

程。全书分篇、章、节、目等层次，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并用的表述形式。文

体为规范的语体文。语言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四、本志立足现代，贯穿古今，详今略古，详特略同。上限不

限，尽量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0年。’

五、本志各专业分志记述对象包括台江地区范围内所辖区域、单

位。福建省、福州市驻区单位及其需入本志的有关事物，一般只作简

要记述。鉴于原辖农村的行政区域已于1990年前划出，‘有关农业方．

面的事物，本志不作专门记述o
’

六、本辖区地层形成、地质构造，．同属于福州市范畴。本志只就

区内的地形、气候、水文、自然灾害情况在概述或有关篇中叙述，不

设自然地理篇o ．．

七、。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竹的原则，收录台江区范围内在历

史上有过重大贡献、重大影响的过世人物，以及台江区籍在海内外有

影响的过世人士。凡符合收录标准的在世人物或部分历史人物用表格

2多



形式简介或以事系人记述。 ，

八、称谓，每篇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第二次出现时

用简称；地理名称、机构、，官职均以当时历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用

法，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年份每节首次出现括注

公元纪年，其后省略。凡括注公元纪年的“公元”二字从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纪年统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99；“解放前(后)”是指“1949年8月1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前(后)”；台江地区，是包括台江区、小

桥区未合并前之管辖的区域；赤卫区，是指1968年10月至1978年4

月，台江区之改称o

九、计量单位，解放前按习惯使用，解放后按国务院1984年2

月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本志内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十、本志数据，民国时期及其以前以当时资料为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全区性数字以台江区统计局或档案资料的数字为据；局

部数字，按有关档案资料和有关部门志记载为准。工业产值数字，

1980～1989年，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1990年除有注明外，均以

1990年不变价计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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