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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刘学沛(专职)

副主任：阮荣祥 周一风 叶双瑜 吴建春 陈俊杰

卢美松(专职) 杨建国(专职) 苏炎灶(专职)

委 员：陈世谦 林 强 刘万勤 陈祖武 封建安 江金和

马长冰 林炳承 张少钦 吴若三 林国清 吴凤章

董启清 杨 平 陈小平 郑则梅 杨加清 林寿琦

林育辰 倪健鹤 潘心雄

曾在本编纂委员会任职的人员

主 任：陈明义 张 立

顾问：张格心

副主任：(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仲莘

杨华基

唐天尧

王景阁

陈贤美

程 科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宠

刘学沛

李 璞

张荣彩

杨思知

陈挺成

周其祥

凌家榆

黄寿祺

廖彩玲

王 捷

庄晏成

李英标

张振郎

杨理正

吴玉辉

赵文才

曹尔奇

傅圭璧

薛祖亮

计克良

陈树田

舒 风

王立勋

任开国

李宗时

张瑞尧

陈 俱

林光楚

赵觉荣

黄 杰

傅家麟

魏忠义

艾 光

陈肇胜

游嘉瑞

王能光

江堤端

李联明

汪子英

陈一琴

林志群

郑心坦

黄心炎

谢水顺

刘玉芳

顾耐雨

卢增荣

李 力

李德安

沈继武

陈明端

林祥瑞

郑学檬

黄文麟

雷恒春

许怀中

高一哨

刘立身

李 智

张 梁

邵正元

陈营官

周力文

顾 铭

黄启权

蔡望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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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主 任：

副主任：

委员：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何少川

王仲莘

黄种生

徐明新

王绍据

吴景华

魏子望

徐明新

蓓 白

李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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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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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竞同

何若人 黄 明 孙泽夫 李庆京 刘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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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茂春

杨 斌

张锦才

许培元

林国远

肖辉家

许诺夫

胡立新

许一鸣

陈发荣

施能泉

《福建省志·新闻志》编纂人员

周羡颖

锕希兰

王汾树

吴丕容

林永锋

吴爱农

柯年钜

叶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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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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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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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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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清

杨恩溥

郭道鉴

郑贻浩

吴增藩



《福建省志·新闻志》审稿人员

卢美松 刘岳峰 陈 方 黄 岑 陈建新 施宝霖

《福建省志·新闻志》验收小组

刘学沛 卢美松 杨建国 苏炎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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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志》凡例

一、编修本志旨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提供省情基础资料，对人民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并为编修国史、省史及各专业专题研究提供有用的地情资

料。

二、全志由总概述、大事记、地图集、专业分志、人物志和附录

等部分组成。

总概述：简括综述全省社会重大变革、各业概貌及发展趋势，为

提挈全志的纲要。

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依时序记述全省政治

(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以反映本省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地图集：绘辑地图，展示全省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

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地理概况，以呈现省区环境的独特性和域内分区的

差异性。以与志文相辅。

各专业分志：按当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设全省专业分志，专

业分志一般先按本专业结构分工设章节，后各循时序记述发展的历史

直至现状。

人物志：立传记述对本省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本省

籍和外省籍、外国籍人物，以及对省外乃至国外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

本省籍人物。在世人物依例不立传。此外。设人物表以存名人，设英

名录以彰烈士。

附录：以辑存地方文献及要目并叙本届纂修省志始末。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

四、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不限，各分志的上限从实际历史情况出

发，尽可能上溯到顶，下限力求写到完稿之年。



五、本志详近略远，立足当代，以记述全省近现代、当代史事为

重点，注意突出其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充分反映环境、资源和社会

发展的基本面貌，着力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特点以及生产力

发展过程，并反映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六、本志历史纪年，凡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一般标示朝

代、年号、年份，括弧内注公元纪年；1949年lO月1日起，一律以

公元纪年。

七、本志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

名称或通用之简称记述。古地名均括弧注明今地名，乡、村地名则冠

以县名。

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呼，不冠褒抑之词。

凡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报刊等译名，均

以新华社发表的译名或社会上通用的为准。

各种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名称过长又

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注明简称，以便再用。

八、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九、本志所用数字，统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

1987年1月1日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为规范。

十、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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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一般照实

记载，并尽可能括弧注明今值。

十一、本志录用的统计数据，一般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

凡加用编者重新调查核实的数据，均有页末注说明。

十二、本志采用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但引文、辅文和需要注释

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均加页末注。



编辑说明

一、<福建省志·新闻志>记述范围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

视；因广播电视已另行编志，本书着重记述广播电视的新闻宣传部

分，其他方面从略。

二、本志上限始于17世纪40年代，下限至1994年底。

三、本志资料来源为报刊、图书及档案记载，少数为老新闻工作

者或知情者书面或口头提供的材料。

四、福建日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福建电视台、新华通讯社福

建分社因系新闻主体单位，故分别升格单独设章记述。



964年．毛泽东为《福建日报》题写报名

缪彰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时．题写“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
日报》记者摄影)

994年6月江泽民来闽观察时阅读<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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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随军南下准备创建《福建19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福建分社的新闻中队在

浙江省江山县新塘边村舍影

中N．k．E解放军第10兵团政委菲福州市军管会士仟韦闳清签署的接收阁匣党《正义日报》的命令



20世纪90年代报业普遍使用电脑录tt}

早期报业T人手I排字



989年．锰建日报社引进彩色印目4机生产鳢

《镉鳇日报》创刊初期仕川下搞平板机Ell川



酽甲

1990年10月，福建省领导为《福建

日报》采编大楼奠基

949年，《福建El报》初刨时的社址(图右

‘福建日报)栗编大楼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广播电台在永安的台址

1949年8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接管

福建广播电台(门口站立者为福建人民广

播电台第一倚播音员黑拣)

991年福建广播电视大楼建成



厦门西姑岭微波站

毋
j●

浦城县所建本省第个卫星地面接收站 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在福卅乌山的广电发射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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