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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祝贺《三明市政府志》问世，并对修志工作者的辛勤
劳动表示谢意。 ⋯

一
。‘

《三明市政府志》是第一部反映我市政体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的资料书。她在将

市人民政府所设的机构、职能和开展各项政务活动记述于志的同时，还将现辖行

政区域内的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建置沿革追溯到三国时代，记载了4100多年来

行政区域内的隶属演变和1735年中建立政体的历程，以及现辖区域内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演交情况，融古今政府机构、职能、职官的设置、政务活动的内容和

业绩于一书，是对全市人民、政府公务人员进行爱国爱乡和勤政廉政教育的又一

重要参考资料，可资各级政府领导机关决策之借鉴。盛世修志，其喜若何?鉴古明

今，继往开来。我衷心祝愿三明的明天更加繁荣昌盛。 ．。、
．



公

历

革

要

政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面对跨世纪的历史发展机遇，我们要把三明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生

活殷实、文明开放的内陆现代化城市，当大力弘扬优秀传统，举全市之力，集全市

之智，铁心拼搏，艰苦创业，努力实现新跨越、再创新辉煌，不负时代所赋，不负人

民所望，不负历史所托。

抚案阅览，感想颇多，欣然命笔以记，是为序。

． 三明市人民政府市长何团经

1997年3月

这的级设特经然．万了出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

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三明市政府及其有关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地方

性、时代性、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辩证统一。 n

三、本志主要收录1983年国务院批准的三明市管辖范围与市政府有关的事物，贯穿古今，

详今略古。
、

。

’

四、年代断限，上溯不限，下限至1995年底，但个别重大事物，延续到本志定稿之前。

五、体例结构，首设概述、大事记，总叙三明市政府及其有关的古今事物概貌。主体依照，横．

排纵写，纵横结合”的原则，以时为序，按类分章，依事设节，视情立目，共设五章，记述三明行政

区域历史演变、市政府建制沿革和主要政务活动。全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附录。为了
、

点醒眉目，各章与有关的节前设无题小前言，提示梗概。正文序号排列：章、节均用全标序码；从

条目开始序号顺序分两个层次，即一、二、三⋯⋯；(一)(二)(三)⋯⋯。

六、所记事物，凡涉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均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 ．

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 、

七、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机构，官职称谓，均按当时历史习惯称呼，不另加政治性定语。

八、历代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传统的朝代、年号、年份，并加注公元纪年(只写

阿拉伯数字，省略“公元”与“年”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用公元纪年，年份一律用全数。

7九、本志所写“解放后”，系指1950年1月28日永安专署驻地永安县解放之后，各县则指-

当地解放以后． ， ，

十、人物立传，根据生不立传原则，本志只遴选与政权有关的一部分历史名人编写传略。凡

在世人物，对确有贡献者，除编英模名录外，采用以事系人，在有关章节中分述。 ．

十一、本志使用规范的语体文。标点符号按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
’

号用法》。数字写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7个部f-j《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用阿拉伯字书写。计量单位名称，一律按各个历史时期的规定照录，必要时方加注折合现今计

量单位名称。专用名词均用全称，有些文字较多的常用、专用名词，为了简练，在首次出现时用

全称并加注简称，后面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一。对古地

名，一律加注今地名。

十二、全志各项数据，一般使用市统计局数字，市统计局缺的，采用有关单位经核实的数

字。所用资料，凡选用各级档案馆、部门专业志、县志、图书馆，以及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经考

证认定可靠的，一般不注明出处。对于摘自报刊杂志、个人回忆录和访问资料等，则注明出处，

以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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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是革命老区(游击区)。新中国成立后，她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亲手创建的新兴工业城市。如今，她已成为福建省重工业、商品粮和林业

基地之一，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而闻名全国。
i

，’

f

(一) ，'。

三明现为省辖市，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共辖2区1市9县：梅列区、三元区、永安市、明溪

县、清流县、宁化县、大田县、尤溪县、沙县、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市人民政府驻梅列区。全

市总人口1995年末258．29万人(比1950年增加168．8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99．73万人，

非农业人口58．56万人。民族有汉、畲、回、苗等33个，其中汉族占人口总数99％多，少数民族

占人口总数近1％。7’ ． 1^

三明地处闽西北山区，位于东经116。22’-118。397，北纬25。537-27。077之间。东邻福州市

的闽清、永泰县，南接泉州市的德化、永春县和龙岩地区的连城县、长汀县、龙岩市、漳平市，西

连江西省的石城、广昌、南丰、黎川县，北毗南平市的延平区、邵武市、顺昌县。东西宽230多公

里，南北长180多公里，全市总面积22 959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83％，耕地面积占

7．3％，河水面积占8．7％，乡村道路等用地占1％，全市自然概貌大体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乡

村道路占一点”。。 ．’．

，

’：
：

一
1 一

三明属中亚热带气候，夏长冬短，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和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

16．9。C一19．5℃，极端最高气温40．5℃(尤溪)，极端最低气温一9．5。C(泰宁、建宁)。年平均降

水量1 532—1 793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1 773—1 902小时。全年无霜期255"305天。

三明有武夷山脉中段、戴云山脉北段、杉岭山脉南段和玳瑁山脉北段纵贯全境，1000米以

上山峰454座。主要河流有沙溪、金溪、尤溪，总长875公里，流经10个县(市、区)，均注入闽

江。建宁县均口乡台田村严峰山西南坡是闽江源头，1992年2月有关部门在山崖凿有‘‘闽江

源”三字标志。全市另有流长10公里以上的河流90多条。全市海拔50一480米的丘陵与盆谷

地占43．67％，480一1 858米的山地占56．33％，最高峰是建宁与泰宁交界处的白石顶，海拔
1 858米，最低为尤溪县的尤溪口，海拔50米。故全市资源较丰富：1995年实有耕地面积

245．82万亩(比1950年减少53．78万亩)，素有“福建粮仓”之称。有林面积2 509万亩，森林覆

盖率74．1％，林木储积量1．19亿立方米，毛竹储积量2．14亿株，林种达700多种(用材林400

多种，经济林300多种)，享有闽西北“绿色宝库”的美誉。地表水资源215．8亿立方米，可供开

发电装机容量137．9万千瓦。野生动物有374种，野生植物达1 700多种。矿产资源，已发现金

属和非金属矿种79个，大宗有石灰石、煤、钨、铁、锡、铅、云母等，其中：石灰石矿储量7．6亿多

吨，约占全省47％；煤炭储量9．1亿余吨，约占全省46％；钨矿石储量2．5亿多吨，约占全省

90％。旅游资源，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泰宁金湖、永安桃源洞与鳞隐石林，省级风景名胜区将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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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华洞、宁化天鹅洞、沙县七仙洞、市区瑞云洞；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泰宁“尚书第”；有著

名的“客家祖地”宁化县石壁村；有“理学家、教育家”朱熹、“闽学鼻祖”杨时、“扬州八怪”之一黄

慎、“闽学四贤”之一罗从彦和福建农民起义首领邓茂七等人文景观；还有市区莘口格氏栲、沙

县罗卜岩、永安天宝岩、将乐龙栖山等自然保护区，这许多名胜古迹、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都

是得天独厚的旅游胜地。

(二)

三明市是年轻的城市，但三明地域却历史悠久。

1988年5月福建省考古队在清流县狐狸洞发掘到的古人类下臼齿化石，经鉴定证明，远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一万年以前，三明地域就有人类居住。

三明地域有隶属记载始于夏代，至今约有4100多年。夏、商时代隶扬州。周代为七闽地；

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吴、越、楚等国。秦代隶闽中郡。西汉属闽越国；东汉隶会稽郡冶县，后改

为东侯官县。、+ _

三国时代，三明地域属吴国，开始置县立署，到现在也有1735年历史。吴·永安三年

(260)置将乐县、绥安县(后改绥城县)，隶建安郡。东晋新置沙村县(后改沙县)；三个县均属建

安郡。南北朝时代，三明地域先后属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国，置县及隶属未变。隋代，三县俱

废，分别并入建安县和邵武县。唐代，三县复置(绥城县复置后旋废，再未复立)，并新置黄连县

(后改宁化县)、尤溪县；五个县先后分属建州、汀州、福州。五代十国时期，三明地域先属闽国，

后隶南唐；南唐时新置归化县(后改泰宁县)；五个县分属剑州、建州。宋代，新置建宁县、清流县

(宋末废)；七个县先后分属邵武军、南剑州、汀州、建州。元代，清流县复置；七个县先后分属邵

武路、延平路、汀州路。明代，新置永安县、归化县(后改明溪县)、大田县、宁洋县；十一个县先后

分属延平府、邵武府、汀州府、漳州府。清代，除大田县改属永春州、宁洋县改隶龙岩州外，其余

县隶属沿明制。民国时期，新置三元县；十二个县先后分属南路、北路、西路观察使署，建安道、

汀州道、厦门道，福建省政府，福建省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

公署。其间“福建事变”时期，三明各县还分属过延建、龙汀、兴泉等省。 ．．．

在五代和民国，三明行政区域曾两次设置过州、专区的建制：闽国天德三年(945)在将乐置

镛州，翌年南唐灭闽国，废镛州；民国35年(1946)1月至永安解放，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在永安

设置过专员公署。 ’7

4，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还成为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会达7年多时间。

民国及其以前的州、专区和县署(县公署、县政府)，政务活动总的是为维护封建王朝和国

民党统治服务。主要政务活动是：镇压人民反抗；征收捐税；派役抓丁；保安审案；维护封建礼

教；管理教育文化；进行赈灾和开展生产等。但在旧中国，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沦为半

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各县、专署实际都是执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

政策，严重束缚生产力，阻碍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故直到民国末年，全区政治、经济、文化及

交通等仍十分落后。民国38年(1949)，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仅15 170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只

有1 016万元(以1980年不变价换算)；粮食亩产仅88公斤；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61元。广

大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仅3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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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31--1935年)，三明行政区域的宁化县、建宁县、泰宁县、

清流县、归化县(今明溪县)、沙县、将乐县、永安县(今永安市)和从宁化等县划出的彭湃县、泉

上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或县革命委员会。宁化、建宁、泰宁、清流、归

化为中央苏区21个县之中的5个县。各县先后分属闽西、江西省、福建省和闽赣省苏维埃政

府。 ·一 ·u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方志敏、彭德怀、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杨尚昆等都曾在三

明地域领导过革命斗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宁县城的旧居现已列为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

位。 ．

各县苏区政权建立后，主要政务活动是：组织工农武装队伍保卫苏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仅据现

存资料记载：苏区70％以上的农民分到了土地；10个县共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约7 000余人；前

后动员人民群众近3万人参加红军；并筹款73万多元(苏维埃货币，当时每元可买9公斤大

米)，筹粮37万多担(每担50公斤)支援红军；约有7 300多名苏区干部、共产党员和红军、游

击队、赤卫军指战员为革命光荣牺牲；另被国民党军队与政府捣毁的革命基点村293个、烧毁

的房屋18 412间、杀害或摧残致死的人民群众35 900余人。苏区10个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1934年底，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长征，北上抗

日，苏区丧失，敌人“清乡”，生灵涂炭。但是，三明人民在闽西北共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继续

坚持革命斗争，开展抗日反顽和人民解放的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三

明全境。

．三明行政区域从1949年6月至1950年2月，所辖备县先后解放。

解放后，除1956年7月至1958年3月，三明行政区域一直设有专、市一级建制的行政机

关(以下简称市政府)，先后是“永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明(1956年7月，三元和明溪两县合

并，县名各取两县冠首一字，称三明县，三明由此得名)重工业建设委员会；三明人民公社筹备

委员会；三明市人民委员会；三明专员公署；三明地(专)区革命委员会；三明地区行政公署；三

明市人民政府，均隶属福建省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历届市政府所管辖过的县

(市、区)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除现辖的2区1市9县外，还曾管辖过三元县

(曾一度与明溪县合并称三明县，后又分开，明溪县恢复旧名，三元县改为地辖三明市，1983年

5月地辖三明市又分为梅列、三元两个区)、宁洋县(1950年2月隶永安专署，1956年7月撤

销，分别并入永安、龙岩、漳平等县，后再未复置)和德化县(1950年2月属永安专区，同年10

月划归晋江专区管辖。

三明历届市政府，在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全国政协第_届全体会议

通过的起I脚对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结合实际，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在服从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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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执行上级的命令、建立“三会”(市政府成员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与市长办公会议)制度

的前提下，采取了下述旋政举措：干部管理；法制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行政管理和政德政

风等。

在政务活动方面，除“文化大革命”初期，46年来，三明历届市政府，在国民经济恢复、社会

主义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进行重大政务活动达20余项：军事

接管，建立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稳定物价；“三反”、“五反”；粮食

统购统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重工业基

地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批林整风；揭批“四人帮”；开展真理

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林业经济体制改革；工业(交通)经济体制改革；商贸体制改革；计划体制改革；财税体制

改革；对外开放，发展外经贸；制止动乱；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含科、教、文、卫、体和计

划生育、环境建设、社会治安⋯⋯)等。全区共歼灭土匪1．5万余名。全区没收征收地主等的土

地176万多亩，使70多万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约1．76亿斤

粮食的苛重地租。历届市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从

1950-1995年，仅全市国有单位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136．82亿元人民币，从而使“一

穷二白”的旧三明变成欣欣向荣的新三明。

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全市达172．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58．3亿多元；第二产业67．5

亿余元；第三产业47亿多元)，比1950年增长170倍。

农业：199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84．55亿元(其中：农业22．22亿元；林业13．46亿元；畜牧

业11．21亿元；渔业2．38亿元)，比1950年增长83倍多。粮食总产量130万吨，比1950年增

加4．4倍，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食2亿公斤左右，全省17个商品粮基地县三明占8个(其中

6个县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林业年均提供商品材200万立方米、毛竹1200万根左右，国

家南方集体林区48个重点林业县三明占9个。“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1995年发展到4 460

多个。

工业：199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168．1亿元，比1950年增长1 600余倍。1950年只92家小

型企业，到1995年有工业企业2500家，其中大中型企业41家，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一。自1958

年大规模的重工业基地建设以来，全市已基本形成冶金、化工、煤炭、电力、机械、纺织、印染、塑

料、造纸、森工、建材、电子、食品、医药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全市1995年主要工业产品

的产量在全省的比重是：钢84．14％，化学纤维39．8％，农药30％，水泥37％，化肥35％，发电

量29％，棉纱30．2％，原煤33％。

交通、邮电：1957年三明才开始有铁路，鹰厦铁路正式通车，横贯三明市境内115公里。公

路通车现达9 062公里，比1950年增加8 645公里，99％的行政村通公路。1991年全市电话实

现了程控化，如今城乡电话用户达14．34万多户，市话普及率每百人20．2部，对国内各城市和

国(境)外180多个国家与地区可直拨通话。

国内商贸：199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15亿元，比1950年增长223倍多。

外经贸：从1978年开始，至1995年止，全市外贸出口商品总值共达20．58亿元人民币。

“三资”企业从1984年开始引进，到1995年先后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702家，实际直接与间接

利用外资共达5．6亿美元。 ，

财政收入：全市1995年预算内财政总收入达7．88亿元，比1953年增长50倍。

科技：解放初期，三明地区只有少量的科技人员。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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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全市有各种形式的科技机构44个，科技人员6．2万人，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240人。

从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实施科研项目497项，“星火计划”98项，获国家及省科技进步奖104

项，“星火”奖15项。近两年科技事业又有新的进展。1995年5月，三明市被列为全国6个农科

教结合示范区之一。 ，

教育：解放前，1949年全区只有390所小学，在校学生2．77万人；中学14所，在校学生

885人；文盲率达87．8％。解放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至1995年全市有普通高校2所(师专、

职大)，在校学生2 608人；普通中专6所，在校学生7 551人；中等师范2所，在校学生2 754

人。另有成人高校2所(电大、业大)，在校学员2 416人；成人中专24所，在校学员4 960人。中

学(含职中)211所，在校学生140 205人。小学1 931所，在校学生295 926人，入学率99．54％。

幼儿园1 343所，在园幼儿数102 291人，入园率63．99％。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2％。

文化：解放前，群众性文化活动十分贫乏。现在，各县(市、区)均有三馆(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两宫(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两院(影剧院、电影院)、三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妇幼活动

中心、科技活动中心)。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0％。广播覆盖率达85％。

卫生事业：解放前，全区卫生事业机构只有14个，病床位124张，技术人员156人}人均期

望寿命35岁；人口死亡率31．9‰。到1995年，全市卫生事业机构增至620个，病床位数达
7 467张，技术人员8 752人；人均期望寿命上升到71．43岁；人口死亡率降至5．26‰。

同时，金融保险、计划生育、体育事业、城市建设、旅游事业等，都取得很大成就。三明市区

已由解放前不足5000人的小城镇建设成为拥有18万多人的新兴工业城市。
’

人民生活：1995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收入4 612元，比1957年增加8倍多。1995

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 991元，比1950年增加31倍多。1995年全市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

59．26亿元，人均2 294元。1995年底，全市各县(市、区)上报，基本实现小康的农户达25．1万

户，占总农户的58．4％，1996年市委、市政府已验收确认。

三明市从1985年以来，先后被评为福建省“文明城市”、。全国红领巾尊师城”、“国家卫生

城市”、“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

进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体育先进市”等。’
“

现在，全市经过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解决存在问题，继续向1997年全市人民生活基本达

到小康水平和2000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三番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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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三国

吴·永安三年(260)三明行政区域始置将乐县、绥安县。

晋

永嘉二年(308)中原战乱，衣冠南渡，八姓(陈、林、郑、黄、詹、邱、何、胡)入闽，俗称客家。

之后，直至清代，客家南迁尚有三四次，入闽者主要聚居宁化石壁等地，然后再辗转到其他地

方。据载，客家常见的姓氏中有138个，其祖先或祖先的某支系是从石壁开始的，故后称石壁为

“客家祖地”。

义熙年间(405--418)置沙村县。

义熙元年(405)绥安县改为绥城县。

隋

开皇九年(589)废将乐、绥城二县，并入建安县。

开皇+二年(592)以原邵武、绥城、将乐三县地，复置邵武县(今邵武市)，改属抚州(今江

西省临川)。
‘。

开皇十六年(596)废沙村县。

詹

武德四年(621)复置沙村县，并更名沙县。复置不久又废，并入建安县(今建瓯市)。

武德五年(622)将乐、绥城复置。

武德七年(624)将乐县再次并入邵武县。

贞观三年(629)绥城县废，此后未再复置。

永徽六年(655)复置沙县。

垂拱四年(688)复置将乐县。

开元十三年(725)置黄连县。

开元二十九年(741)置尤溪县。

天宝元年(742)改黄连县为宁化县。

元和三年(808)将乐县又废，分别并入邵武县、建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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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五年(810)再度置将乐县。

乾符五年(878)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占沙县、黄连镇(今建宁县)等地。

五代

闽国天德三年(945)将乐县升格为州，称镛州，领沙县、宁化县。

南唐保大四年(946)废镛州，复置将乐县。

南唐中兴元年(958)新置归化县，为泰宁县之始。同年建宁置县。

皇祜五年(1053)

元祜元年(1086)

元符元年(1098)

宣和元年(1119)

建炎四年(1130)

绍定元年(1228)

嘉熙元年(1237)

咸淳三年(1267)

景炎二年(1277)

宋

杨时在将乐诞生。

归化县改为泰宁县。

清流置县。

抗金民族英雄李纲被贬沙县监管税务，历时一年。

朱熹在尤溪诞生。

清流县撤销县建置。
’

尤溪县建“南溪书院”。 ．

。。

将乐县建“龟山书院”。 t

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南下福建，路经今清流、明溪等县。

．、

至元八年(1271)复置清流县。

兀

明

洪武元年(1368)建宁县开始造“麻雀船”。 ?+．

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邓茂七率领农民起义，称“铲平王”，在沙县陈山寨建立政权。

景泰三年(1452)永安置县。 o 1．

成化六年(1470)置归化县(明溪)。 r。 、．

嘉靖十四年(1535)大田置县。 。

嘉靖四十四年(1565)宁洋置县。 。 ．

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二十六日，将乐县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城内水深数丈，

溺死数千人，漂走房舍民物不可胜计。 。．，

崇祯元年(1628)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游将乐玉华洞、永安桃源洞。见《徐霞客游记》。

清 j。

+，

’ 。

顺治三、四年间(1646--1647)永安、将乐、沙县、大田等县农民先后起义，攻入县城，杀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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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将乐知县钱楞、沙县知县董磷、大田知县胡天湛，永安知县高威临则吓得自杀。。

康熙二十六年(1687)黄慎在宁化诞生。

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先后由石达开、李世贤等率农民起义军10余万人，转战三明，
． 历时8载。

光绪二+一年(1895)邹韬奋在永安诞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3)各县开始通邮。

光绪二十九年(1904)废科举、兴学堂。

宣统三年(1911)冬，泰宁知县李秉钧闻讯宣统退位，民国建立，夫妇双双吞金自尽。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县衙改为公署。开始使用阳历。禁止女子缠足，男人蓄辫子。禁吸鸦片。

民国2年(1913)5月，宁化县大旱，每斗米从5角飞涨至2元银元，饥民进城抢粮，遭县

公署镇压，捕40人，枪杀24人。

民国4年(1915)5月，沙县、宁化、建宁等县群众集会，声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

的《二十一条》。

12月12日，宁化等县群众，檄文讨伐袁世凯称帝。

民国8年(1919)5月，泰宁、建宁、归化(明溪)等县师生集会，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

民国10年(1921)北洋军阀师长李凤翔率部进驻宁化等县，操纵政权，涂炭人民，长达五

六年。 。

民国11年(1922) 北洋军阀委派土匪出身的郭锦堂为旅长(第三年郭死，其弟凤鸣继

任)，进驻沙县，黑暗统治沙县、永安、归化(明溪)等县达五六年。

民国13年(1924)宁化、清流、归化、建宁、泰宁等县广大知识青年，接受进步思想，开展

革命活动，创办《珩声》刊物。

民国15年(1926)北阀军入闽，委任土匪卢兴邦为闽北指挥官、师长，盘据18县，把持政

权，蹂躏人民，历时八九年。

民国16年(1927)县公署改为县政府。

民国17年(1928)7月，中共闽西特委及闽西暴动委员会成立，宁化、清流、归化等县的

革命工作由闽西特委指挥。

民国18年(1929)3月9日，红四军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首次进入闽西，路经宁化

等县，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

9月，建宁县里心、岩上等四乡农民武装在张云根组织发动下，推翻建宁伪政权，成立自治

政权。

民国19年(1930)1月16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二纵队途经清流、归化、宁化，19日向江西

广昌进发。毛泽东在宁化境内行军途中写下《如梦令·元旦》这首词。

6月27日，宁化县共产党员徐赤生领导西南5个乡武装暴动成功，随即成立县革命委员

会。

民国20年(1931)6月2日，红军在建宁城关南门广场召开大会，庆祝第二次反“围剿”

胜利。毛泽东、朱德在会上讲话，并宣布成立建宁县革命委员会。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下《渔家

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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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4日，红军第三军团解放泰宁县城，7日成立泰宁县革命委员会。

是月底，红军第三军团解放将乐县城，成立将乐县革命委员会。

7月，红军十二军解放清流，成立清流县革命委员会。

同月5日，红军解放归化县，随即成立归化县革命委员会。

11月7日至12日，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5县归中央苏区管辖。

同月，宁化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淮土召开，成立宁化县苏维埃政府。

民国21年(1932)8月下旬，清流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11月，建宁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

民国22年(1933)4月，归化县改名为明溪县。

7月19日，红军攻克泉上土堡，将贪官国民党宁化县长黎群董押回县城公审处决。

8月，从宁化、建宁、石城(江西)三县各划出部分地区，增设彭湃县，同时成立县苏维埃政

府。

同月16日，划出彭湃县部分区域，增设泉上县，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

11月20日，“福建事变”发生，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翌年1月失败。

同月，泰宁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将县、区、乡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政府。

民国23年(1934)1月6日，归化县(明溪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同月25日，红军东方军攻占沙县县城。28日成立县苏维埃政府。4

4月18日，红19师和红9团攻克永安县。5月1日，永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10月至12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北

上抗日，苏区丧失，各县苏维埃政府(县革命委员会)机关人员编入游击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是年，建(宁)南(丰)简易公路(84公里)正式通车，建宁为三明地域第一个通汽车县。

民国27年(1938)4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迁至永安县，永安被定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临

时省会。 ．

7

。

民国28年(1939)lO月开始，严家淦(后曾任国民党副总统)主持修建全省第一座电站

——永安县桂口电站，次年建成。

民国29年(1940)10月，置三元县。

民国32年(1943)11月4日，日本侵略者派飞机16架轰炸永安，这是日机轰炸三明地

区前后18次当中最惨重的一次，群众死伤205人，毁房978间。

民国34年(1945)7月15日，国民党特务在永安非法逮捕羊枣等文艺界进步人士30余

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亦称“羊枣事件”)。羊枣被转押于杭州监狱，次年1月11日

被虐死于狱中。

8月至9月，各县各界群众集会游行，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10月15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永安迁回福州，次月迁完。
‘ ：

民国35年(1946)永安县成为新设第九区永安专署驻地。永安专署辖永安县、宁洋县、大

田县、宁化县、清流县、明溪县、三元县。

民国36年(1947)第九区永安专署改为第六区永安专署，驻地和辖县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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