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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宋克宁(中共福清市委书记)

魏唐茂(福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郭进文(福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刘润生(福州市建委编志办公室主任、副编审)

余乃兴(福清市建委主任)

游清生(福清市建委党委书记)

l王德辉l(福清市建委副主任)

茅振光(福清市建委副主任)

叶立荣(福清市建委副主任)

魏金木(福清市建委调研员)

俞肇英(福清市建委总工程师)

施忠清(福清市建委总工程师)

(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修云(福清市建委造价站站长)

刘炳旺(福清市建委监督站站长)

李瑞光(福清市建委办公室主任)

何华金(福清市建委村建站站长)

陈必莲(福清市建委党委会秘书)

陈忠奇(福清市设计院院长)

陈华贤(福清市建委系统工会副主席)

陈祖平(福清市建委城建科科长)

林琳辉(福清市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业务科科长)

俞建华(福清市房地产管理所所长)

施汉平(福清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所长)

翁玉斌(福清市建委建工科科长)



黄友志(福清市建委财计科科长)

薛义兴(福清市建委办公室主任)

魏名根(福清市建委规划科副科长)

办公室主任．i李瑞光

薛义兴

副 主 任：何火金(福清市公交公司经理)

陈必莲

主 编-i何爱先(<福清市志>总纂)
编 务：方宇星 叶伦良 林 敏(福清市建委村建站)

l林景星I唐小孳黄珠平

摄 影：卢胜富

审 稿：林 敏(福州市建委编志办公室)

杨在琦(福州市建委编志办公室)



关于《福清市建设志》评议意见
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于1997年元月13日一16日在福清市召开了<福清市建

设志>评议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主任袁镜身、副主任兼秘书长

王弗，委员查家德、赵铁凡、刘润生。评议会特邀高级建筑师赵喜伦、副编审刘志先参加了

会议。原建设部副部长、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顾问萧桐同志为志书写了题词，专业志编纂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同志为评议会写了贺函。

福清市副市长郭进文等领导到会作指导。福清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余乃兴和<福

清建设志>主编何爱先在会上作了简要的编纂工作汇报发言。

与会同志考察了福清市的建设状况，认真阅读了志稿，通过评议一致认为：<福清市建

设志>1996年稿着眼于城乡建设的大环境、大市政，贯古通今，内容广泛，门类齐全，篇

目设置科学，资料丰富翔实，文笔流畅，并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一、该志从1991年版下限1988年末延至1995年末，突出展示了福清市改市后城乡建设

在“八五”期间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进展，突出反映了福清市建筑业队伍规模、工程质量、工

程数量与产值的重大变化与发展，并已成为该市的支柱产业的史实。这些都为本届修志在

“断限贴近现实、增强时效、更好地服务当代”作了有益的探索，创造了建设系统志书增补

修订出版的先例。

二、志书专设“侨、台、外资建设”与“开发区建设”章节，突出了福清侨乡的地方特

色。福清市有50多万旅外侨胞，有邻近台湾，侨胞与港、澳、台同胞，心怀祖国，热爱桑

梓，他们从捐建学校、医院，兴办各类福利事业，发展到引进资金技术，办起闻名遐迩的元

洪开发区和融侨开发区等，他们眷恋故土、爱国爱乡之情，跃然纸上，“尺素云锦谱新志，

永铸侨乡桑梓情”。

三、福清是一座文明古邑，人杰地灵，志书对融城的名胜古迹，名山风光作了浓墨重彩

的描述，同时对改革开放后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也有专章详尽记述，既保护了建筑文化古

迹，又展示了城市建设的时代风貌，翔实、系统地显示了福清城乡建设的发展轨迹，具有

“存史、资治、教化”的价值。

四、志书是一种文化典籍，《福清市建设志>的编写增强了志书的文化性。对各类建筑

物的记述均赋予深蕴的文化内涵，同时还收录了文史价值较高的诗文、碑记等，可读性较

强。

评议认为福清市政府、福清市建委一贯重视修志工作，市建委主任余乃兴从内部印刷、

公开发行到增补修订都亲自精心策划，主编人选得当，为编纂志书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会同志为使该志精益求精，力求上乘，对志稿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如下建议：(1)福

清市是全国乡村城市化6个试点县(市)之一，在志书的序言、概述和有关内容中要加以记

述；(2)将“规划管理”章改为“城乡规划”章并适当加重记述份量；(3)“艺文丛录”单

列专章记述；(4)有些章节门类划分不宜过细，以减少层次；(5)章节内容应力求统一下

限。

评议认为：志稿是成熟的，局部调整补充后，争取早日定稿，付印出版。为了增强精品

意识，提高志书科学性和学术品位，希望在出版前，加强校审，力求无误，使之确能有益当

代，惠及子孙。

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元月十六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关于《福清市建设志》评审意见
<福清市城乡建设志>早在1991年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建筑科技图

书二等奖。因断限只到1988年末，而“八五”期间福清城乡建设突飞猛进的史实却未能记

述在册。为适时反映该市建设形势的翔实情况，更好地发挥“资政、存史、教化”作用，福

清市建委按照福州市人大城建委员会、福州市建设委员会、<福州市城乡建设志>编委会要

求。于1995年冬再次组织力量重新编纂再版<福清建设志>，将志书下限延到1995年末。

该志稿编写着眼于福清市城乡建设的大环境、大市政，内容涉及有关的方方面面，门类齐

全，七体兼备，资料丰富，贯古通今，寓观点于史实之中，述而不作，洋洋大观，是一部成

功之作，具有以下鲜明特色：

一、突出“海滨邹鲁”的风光名胜和文明古邑的沧桑变迁；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福清城乡

日新月异的变化；突出福清建筑业，队伍由解放初期的数十人发展到1995年的十几万人，

年经济收入逾6亿元，成为该市的支柱产业。用事实论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的正确性，激励当代，启发后人。

二、重点反映福清市50万旅外侨胞身居海外，心怀祖国，热爱桑梓，他们在故土从建

学校、办医院、修桥铺路，发展到引进技术、资金办企业，办经济开发区，爱国爱乡的热情

洋溢在字里行间，跃然纸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志书在旅外侨胞、华人，台、港、澳同

胞和福清故乡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心中的友谊桥梁。

三、断限贴近现实，志书的下限从初版时1988年末延至再版的1995年末，个别重要事

迹延到1996年脱稿时止，作为资料性的著述，更有利于服务当代，在时效性上，创福州市

建委系统中县(市)已出版的志书系列中的首例。

四、重视志书文化性。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专列：“名山胜迹咏”、“建筑碑记

选”、“建筑谚语”、“民间传说”等作为“文苑”章、节外，还将有关建筑诗文、楹联穿插于

正文叙述之中，对建筑特色、结构、布局、装饰等作了如实的、富有文彩的描述。此外，还

记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整部志书行文流畅，可读性较强。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中，志稿取得以上成就，充分显示出福清市建委领导对修志工作高度

重视、精心组织、坚持质量、抓紧进度的结果，也是上下协同努力和编纂者日夜兼程、辛勤

耕耘的结晶。建议转报全国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复审，最后由福清市政府审定，

争取早日出书。本着：“质量第一，精品、佳志”的要求，使志书益臻完善，希望对志稿，

微调篇目，减少层次，润色文字，增删有关内容，全面校审，搞好校对工作，力求无误。

福州市建委编志办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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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口

福建省福清市是一座文明古邑，设县已有1200余年。1990年12月撤县建市。

福清人杰地灵，物产丰饶，名胜古迹，名闻遐迩，城乡建设，日新月异。1994年，被

国家建设部确定为全国6个小城镇建设试点县(市)之一。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我市于明、清时期，曾多次修志，现

存清康熙和乾隆年间的<福清县志>。但其中对于城乡建设的记载甚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尤其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福清城乡面

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八五”期间的旧城改造，更使古城面貌焕然一新。

福清是一个著名的侨乡。50多万旅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一向热爱桑梓，共

和国成立以来，尤其1979年后，慷慨献建大量的学校、医院、路桥和其他公益事业，

为家乡面貌的变化起了巨大的作用。

80年代以来，建筑业蓬勃发展，建筑大军达10万余人，奋战在全国20几个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成为福清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被誉为建筑之乡。

为准确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清城乡建设蓬勃发展的新貌，起到

“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我们自1987年12月始，组织力量编修<福清建设志>，

历时3载，四易其稿，于1990年4月脱稿，内部印发。1991年又全面修订，4月定

稿，正式出版，公开发行。曾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建筑科技图书二等奖。但当时

断限时间止于．1988年，而1989年后福清城乡建设突飞猛进的事迹未能编入志中，

是为憾事。

根据福州市人大城建委、福州市建委、福州市建委编志委的指示，于1995年夏

再次组织力量，重新编纂，下限延到1995年末，将这一时期的重要事迹编入志中，

使该志内容更加充实完善，并予以再版发行。

在编修过程中，承蒙各界人士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福清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余乃兴

1996年10月



凡 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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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进行

编纂。

二、编纂中，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突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特别是“八五”计划期间福清市城乡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上限不限，下限
’

止于1995年，个别内容止于1997年3月修订成稿之El。

三、立志范围不以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管辖归属为限，凡系建设门类，均根锯
需要收录入志，以充分反映全市城乡建设全貌。

四、遵循“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的原则，按专业的事实类属进行分类。

五、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及史志结合的方法，分门别类地进行记述。随文

配以必要的图、表和照片，尽可能反映福清城乡的特色。

六、采用语体文编写，文字力求通俗、明白、准确、流畅o．

七、对历史政权，一律沿用通称。民国及以前的历史纪年，按当时习惯称呼编

写，并用括号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纪年，一律以公元纪

年编写。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职称，不予褒贬o． ．

． 八、本志所载人物，分为人物简介和人物表两部分。

九、正文及图表中的数据，除清代以前历史纪年外，一律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计量单位，除个别旧制单位不宜换算之外，一律采用公制。

十一、为记述简明，志中所记录的单位名称和用语，凡第一次在志中录写的均

用全称，重复记写的则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写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和国”；“中共福清市

(县)委员会”、“福清市(县)人民政府”，简写为“市(县)委”、“市(县)府”。

十二、199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福清县，设立福清市(县级)o为

尊重历史，文中记述1990年以前的事实时仍沿用县名。

／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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