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明市位于福建省中西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 25°29′-27°07′，东经

116°22′-118°39′。东接福州，南邻泉州，西连龙岩，北毗南平，西北靠赣州。东西宽

230 多千米，南北长 180 多千米。土地总面积 2.29 万平方千米。山地占总面积 82％，耕地

占 8.3％，水域及其他占 9.7％，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三明（市区）、永安、沙县通

行闽中方言，尤溪、大田通行闽南方言，宁化、清流、明溪通行闽西客方言，建宁、泰宁、

将乐通行闽赣方言。 

 

第一章 三明简介 

 三明地处福建中西北部，位于武夷山与戴云山脉之间，东毗福州，东南接泉州，西南邻龙

岩，西濒江西，北靠南平。夏商周时期分别属扬州地、七闽地、楚国地，秦汉时期隶属闽中

郡及扬州会稽郡东冶县。自三国魏黄初元年(220 年)起，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

五代，至南宋绍定元年(1228 年)，先后隶属建安郡、临汀郡、建安县、建州、闽州、丰州、

剑州、南剑州辖区；元朝(1271～1368 年)，分属南剑路、延平路、邵武路、汀州路；明清

时期(1368～1911 年)，分属汀州府、延平府、邵武府、永春州、龙岩州；民国初年属北路

观察使署，继而分属建安道、汀漳道、厦门道，后实行新的省、县制，各县均直属于福建省

政府，又曾一度分属第二、第六、第七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分属永安专

署和南平专署。1958 年 4 月，三明辟为重工业基地后，即成立省直属的三明重工业建设委

员会；1959 年 2 月，成立省辖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1960 年 1 月改为省辖三明市；1963 年

4 月改为三明专员公署；1968 年 10 月，成立三明专区革命委员会；1978 年 3 月后，改为三

明地区行政公署；1983 年 4 月，撤销地区行政公署，改为省辖三明市，实行市管县体制，

下辖永安、大田、尤溪、沙县、将乐、泰宁、建宁、宁化、清流、明溪 10 个县(市)和梅列、

三元两区。全境总面积 22959 平方公里，居住着汉、畲、回、苗等 33 个民族。1992 年末总

人口为 250.5 万人。 

  满目青山绿水的三明，地理环境优越，物产丰饶，是福建主要产粮区、重点林区、旅游

区、革命老区和新兴工业基地；又是誉满全国的文明城市，处处盛开着精神文明之花。 

璀璨的绿海明珠 

  三明，地跨闽境中、西、北“金三角”及闽赣结合部，它北倚武夷，南傍戴云，两大山

脉互为屏障，宛如天然拱卫。 

  独特的地理区位，广袤的内陆腹地，葱茏的竹海林涛，丰富的矿藏资源，秀丽的山水风

光，构成了三明这方仙境宝地。 



 

  三明历史悠久。远在旧石器晚期，闽江之源沙溪中游三元岩前黄沙溪沿岸和上游清流九

龙溪畔沙芜一带，山清水秀，气候温和，因而被古人类择为栖息之地。他们穴居岩洞，从事

采集狩猎渔牧，并逐渐开发农耕生产，繁衍生息，历经千万代而不断进化。 

  自然环境优越，山地丘陵广布，山中及河谷盆地错落其间，形成“八山一水一分田”的

地理格局。总体地势由西北部的武夷山麓和东南部的戴云山麓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其中于沙

溪中下游两岸形成一块闽中大谷地。全境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度适宜，雨量充沛。闽

江正源沙溪及支流金溪、尤溪三大水系径流量215.6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59.6

万千瓦，可开发利用 170.85 万千瓦。矿产资源已探明的主要有煤、铁、钨、锡、锰、石灰

石、重晶石、大理石、蓝宝石等计 79 种，是省内重要的富矿区。 

  山川秀丽，风光旖旎。由丹霞地貌造就的风景名胜有泰宁金湖、永安桃源洞等。属喀斯

特岩溶地貌的有永安鳞隐石林，将乐玉华洞、银华洞，宁化天鹅洞，沙县七仙洞，明溪玉虚

洞等；属火成岩地貌的有三明市郊瑞云洞等国家和省、市级自然风景区；并有三元莘口万亩

格氏栲森林、将乐龙栖山、永安天宝岩、沙县萝卜岩楠木林等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有尤溪

朱熹诞生地，将乐杨时故里，宁化黄慎故居瘿瓢园和石壁客家祖地，建宁报国寺，大田文昌

阁，沙县兴国寺，泰宁尚书第，永安安贞堡等古迹以及清流沙芜狐狸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臼

齿化石发掘点，三明市郊岩前万寿岩旧石器早期和中村古瓷窑等文化遗址，建宁毛泽东、周

恩来故居等革命历史遗迹。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游客前来

观光览胜。 

  自古即为闽中及闽西北通衢，居于水陆要冲。现鹰厦铁路大动脉由北而南贯穿境内达

167 公里；以国道 205 线、省道 102 线、212 线为枢纽的公路网状四通八达，公路通车总里

程为 8471.05 公里，连接着全市广大城乡，沟通境内外；沙溪、金溪、尤溪三大水系航电综

合开发投入实施，水路航道陆续开通，顺闽江经南平、福州与海运相连接，基本形成了铁路、

公路、水路相配套的交通网络。三明沙县机场已动工兴建，开拓空中运输航线的梦想将成为

现实。邮电通讯条件亦不断改善，已拥有较为齐全的电报线路、邮路，并开发了数字微波光

纤通讯网，无线寻呼、移动电话大量普及，程控电话可直拨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文教卫生事业兴盛，历史上即为文化之邦。自唐宋时代开始，兴学重教之风日渐，县学、

书院、社学、私塾遍布各地。如宋时沙县“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士以诗书相劝……乘朱轮、

拽金紫者不知其凡几也。”泰宁县也是“比屋连墙，弦诵之声相闻，有不读诗书者，舆介笑

之。”历代对教育的重视，造就了众多英才。将乐县的廖标于唐武德九年(626 年)荣登丙戌

榜科举第一名，为境域内最早的进士。唐至清代，境内共有进士及第 720 人，其中一甲进士

12 人，内有状元 5 人、榜眼 2 人、探花 5 人。宋代泰宁县有“隔河两状元，同堂四进士”，



 

建宁县有“一门四进士”；宋元符年间沙县，清乾隆年间建宁、明溪县皆有“兄弟双进士”

的功名传为佳话。清末废科举，办学堂，民国改称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成果

丰硕。至 1992 年，全市大中(专)小学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 1912 所，在校生达 39.85 万人，

教职工队伍 2.99 万人。 

  教兴文昌，钟灵毓秀。在悠久的文学艺术长河中，英杰辈出，代有名家。在这片沃土上

涌现出的众多文人墨客，或著书立说，或吟诗作画，均富有造诣。唐代中丞范元超、范志高

父子皆以文才进入仕途。宋时，“闽学四贤”中的杨时、罗从彦、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世代

弘扬，传播海内外；宁化郑文宝以小篆著称于世，且善诗文，其代表作《江表志》、《玉玺记》

备受推崇；南宋建宁周武仲也驰名于书坛。明初沙县籍宫廷画家边景昭之画作属“禁中三绝”

之一，被誉为“宋代以后画坛第一人”；明代三明籍仕外官居山西司后布政的谢光申著有《谢

文伯文集》，藏书 6 万卷。清代宁化李世熊所著《离骚评注》和《宁化县志》皆负盛名；同

时代宁化籍“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和书法家伊秉绶的书画作品更是享誉中外。而在近现代，

抗日战争时期聚集于东南文化中心永安的一大批进步文化人黎烈文、邵荃麟、王西彦、董秋

芳、许钦文、谷斯芬、章靳以、羊枣、艾芜等人的作品文章，当代范方等人的诗词，林万春

等人的散文，无不笔墨酣畅，文采洋溢。地方戏曲中“大腔戏”、“小腔戏”流行各地，梅林

戏具有中国南方“天下第一团”美誉。崭新的时代还孕育出一批后起之秀的中青年作家、诗

人、画家、书法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努力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

传统，推陈出新，在三明文化园地上绽放出朵朵绚丽的奇葩。 

  同时，广播、电影、电视、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显著成效。至 90 年代初，全市

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9 个，公共图书馆 12 个，文化馆(站)185 个，各类电影事业单位 394 个，

年均放映电影 11.8 万场，观众达 2938 万人次。有市级广播站 2 个，县广播站 9 个，乡(镇)

广播站 132 个，有线广播的村通播率达 74.61%，电视发射台及转播台 1414 座，卫星电视地

面站 532 座，电视人口覆盖率达 89%，卡拉 OK 歌舞厅、投影录像场等群众娱乐场所遍布城

乡，文化市场日趋活跃。全市共有卫生机构 680 个，开放病床 7121 张，拥有卫生工作人员

1.06 万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如射击、举重、乒乓球类已进入全国全省强项行列。 

  精神文明拓新路，经济建设结硕果。“团结、拼搏、务实、创新”和“铁心拼搏、艰苦

创业、埋头实干、奋力争先”的三明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并凭藉改革开放的劲风，依托开放

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发挥山海互补的优势，昭示着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文明、开明、清

明”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正在崛起，这颗镶嵌在八闽中西北部“金三角”苍茫林海中的深山

明珠焕发出璀璨夺目的熠熠光辉。 

丰厚的红色热土 



 

  三明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自隋唐至清代，境内各地曾先后爆发过吴笋、廖思、

晏彪、谢五十、应必达、曹柳顺、邓茂七、罗南生等 20 多次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沉重地

打击了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而历史上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军进入三明境域活动的也有过

多次。如隋代江南余杭人刘元进与吴郡人朱燮两支农民起义军联合反抗隋炀帝暴政，义军数

十万人一度占据吴郡、毗陵、东阳、会稽、建安等广大地区，并与建安郡人郑文雅和林宝护

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互为呼应，建安郡治下的三明人民配合义军与隋王朝对抗，杀贪官惩污

吏，显示了三明人民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又如唐乾符五年(878 年)，山东黄巢起义军拥兵

10 万，在扫荡齐鲁大地后，挥师南下，渡淮河过长江，直捣江南唐兵守备虚弱地带，一路

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攻宣州，克杭州，趋越州，由浙南取道仙霞岭经浦城进袭

福建。夺取建瓯、邵武，再沿今泰宁、建宁、将乐方向，直捣沙县。驻守沙县仙洲的崇安镇

将邓光布率兵抵御义军中流箭而死，义军过南平取雪峰间道攻陷闽地首府福州。再如清末太

平军石达开、李世贤部曾反复过往境内，与清军进行殊死战斗达八年之久，悲壮激烈，气贯

长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工农大众闹革命，星火燎原，迅速燃遍闽中西北

大地。自 1930～1934 年，三明境域中 10 个县先后建立红色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苏区政权

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作为苏区工作中最基本的一环”，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翻身做主

人，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中央苏区以赣南、闽西及闽西北地区连成一片，苏区的土地是红色的热土，苏区的民众

是英雄的人民。在红色政权的领导下，苏区群众积极开荒造田大搞生产，丰衣足食打破封锁。

如宁化县于 1933 年春至 1934 年 8 月就开荒造田 6200 亩，增产粮食，广收油菜，缓解军需

民用粮油之急。苏区各县纷纷兴办炼铁、农具、硝盐、樟油、造纸、被服、兵工、卷烟、酿

酒、印刷、药材加工等各类小型工业，恢复和发展钨砂、煤、铁、石灰等生产；组织消费、

粮食生产等合作社；建立银行、贸易、粮食调剂等部门，沟通商业渠道及苏区与白区贸易往

来，输出土特产，购入食盐、布疋、医药等紧缺物资，较大地丰富了苏区的物资供应，繁荣

了市场，促进苏区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大力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创办各种

类型的学校、娱乐场所和医院、诊疗所等，进行识字教育和政治教育，提高工农文化水平；

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丰富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方便群众看病就医，增强人民体质。这

些都为巩固壮大苏区，支援前线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战争的深厚伟力，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在红色政权的领导下，苏区人民在深

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展地方武装，扩大红军队伍。自 1930 年 6 月至 1933

年期间，分别组建起 3000 余人的东南游击队、彭湃独立营、泉上独立营、清流独立营、归



 

化独立营以及宁化县 7个营 40 个连的赤卫队，清流县 8 个赤色少先模范营等总人数达 7000

多人。1933 年底，东南游击队被编入福建省军区独立七团，成为宁、清、归苏区的一支主

力。这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组织，为开辟和保卫苏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苏区各级政

府还多次组织“扩红”突击运动，动员广大劳苦群众踊跃参加红军，为主力红军输送兵员。

仅宁化县在 1933 年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 1.3 万人，同期境内苏区各县共有约 3 万人加入红

军队伍，出现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送当红军的感人场面，并涌现出张廷发、曾万标、张

雍耿、张新华等一大批战功卓著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英雄的三明儿女走

出家门，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数以万计，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广为传颂，永远激励着后人。 

  红色的土地饱浸着血与火的洗礼。三明境域是通往赣南、粤东的必经之途和交通要津，

且是山区内陆腹地，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那腥风血雨的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先驱曾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

席”之势，入闽西，转战闽西北，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的鏖战。先后进行了清流锅蒙山战

斗，攻占沙县城，将乐铜铁岭伏击战，建宁邱家隘平寮反击战、凤翔峰防御战，泰宁新桥反

击战，攻克永安城，建宁保卫战，沙县湖源遭遇战等重大战事。烽火硝烟弥漫着这片红色的

土地，峥嵘岁月凝成了激荡的历史风云。毛泽东曾在此写下“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光辉诗篇。1934 年，中国工农

红军的一部分以宁化为起点，出发北上，踏上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燃烧的土地，不屈的人民。主力红军离去后，苏区沦陷，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红色的革

命火种依然不灭。活动于境域内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坚持对敌斗争，进行

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围攻焚毁敌占炮楼，袭击敌方区乡公所，沉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

广泛发动民众宣传抗日救亡和支援抗战前线；开展地下斗争，“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

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并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境内各地，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建立起新生的人民政权。 

新兴的工业基地 

  三明境域地处华南褶皱系的东南部，属南岭成矿带的东段和闽西南坳陷带成矿区之东北

部，是福建省重要的成矿区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蕴藏着铁、硫、金、银、

铜、钨、锡、钼、锰、磷、铀、铍、煤、铅锌、萤石、石墨、稀土、钛铁、磷钇、石灰岩、

石英岩、大理岩、钾长石、白云母等各类矿产。因而自北宋起，境内各地历代皆有采矿冶炼

铁、铜、铅、锌等产品。但均因生产技术落后，原材料消耗大，成本高产量低，规模小质量

差，获利甚微而难以拓展。至民国时期，境内凡小冶炼都最终无法维持生产经营而纷纷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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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倒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中后期，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的三明人民，经过对农

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进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正阔步高歌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金光大道上。面对新的形势，为迅速改变福建“手无寸钢”

工业落后的面貌，以适应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新高潮的需要，福建省根据中央关于“为了发

展地方工业，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化肥厂和钢铁厂”的指示，结合福建实际，提出应当利用

本省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地方工业。经过反复勘察论证和缜密选址，择定在综合条件较为

优越的三明梅列盆地进行重工业基地建设，绘就宏伟的发展蓝图，掀开了三明历史的新篇章。 

  1957 年岁末，省里派出一支地质小分队进入三明，正式拉开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的序

幕。紧接着，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人民解放军 9128 部队、省第一建筑工

程公司、省冶金设备安装公司，会同当地干部、民工以及来自晋江、龙溪、龙岩、闽侯等地

民工和厦门大学中文系师生，组成一支强大的建设大军，汇聚三明。同时，国家建筑工程部、

冶金部分别从西安、宝鸡、本溪、沈阳、鞍山、上海等地调集钢铁、化工、安装等行业的老

工人和技术人员 3260 多人支援三明，共同投入重工业基地建设大会战。至 1958 年 7 月，各

地奔赴三明参加重工业基地建设的人员已达 4.4 万人，昔日僻静的深山小镇顿时一片喧闹沸

腾。面对荒山野岭、荆棘草丛，浩浩荡荡的建设队伍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在北起徐碧翁墩，南至三元台江，长达 25 华里的区域内，住工棚、睡地铺，吃“工

地饭”、喝凉开水，夜以继日，挑灯夜战，斗严寒、战酷暑，披荆斩棘，移山填谷，造出一

片片平地，建起一座座厂房。巍巍虎头峰下，滔滔沙溪河畔，机声震天地，旧貌换新颜，展

现出一幅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的绚丽画卷，气势恢宏，景象壮观。广大建设者在条件落后、

设备缺乏的状况下，愿为当代愚公，凭着辛勤的双手，栉风沐雨，苦干巧干，经过近两年时

间的艰苦创业，成果丰硕。到 1959 年底，三明重工业基地已初具规模，基本建成三明钢铁

厂、三明化工厂、三明重机厂、三明热电厂、三明自来水厂、三明化机厂以及机砖厂、水泥

厂、农械厂等工厂企业 80 多家，当年即产钢 2296 吨、生铁 1.18 万吨，发电 1000 多万千瓦

时，生产电石 269 吨、水泥 850 吨以及其它产品，工业产值猛增。市政设施逐步配套完善，

横跨沙溪河的公路和铁路大桥连接两岸，沧桑巨变，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的雏形已经出现。 

  为了促使三明工业布局日趋合理，于 60 年代初又先后将上海三星糖果厂、琦美内衣厂、

金属制品厂、傅振兴五金厂、永生第十二皮鞋厂、五金厂、玻璃厂、印刷厂等轻工骨干企业

迁移三明。之后，由于备战和加强“小三线”建设的需要，先后又有福州华侨塑料厂、厦门

杏林农药厂、上海国棉二十六厂、上海立丰染织厂、漳州东海机电厂等 10 余家企业迁入三

明。同时，福州机器厂、机床厂、工模具厂和漳州内燃机配件厂等也抽调力量支援三明工业



 

建设。在此基础上，先后组建了三明纺织厂、印染厂、塑料厂、农药厂、机床厂、齿轮厂、

工模具厂等多家企业，增强三明经济发展的实力。然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在 60 年代

初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三明的工业建设曾一度处于大规模调整的逆境，计有 20 多家

企业被迫“下马”停建或关停并转，人员缩减，产值骤降。直到 1963 年下半年，随着国民

经济开始好转，三明的工业建设才重现生机，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但不久后，由于“文化

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严重地阻碍工业生产的发展。虽然在“四五”时期深入开展“工业学

大庆”活动，不断加强企业管理和经济核算，至 1975 年，全地区工业总产值为 6.344 亿元，

仍呈现缓慢发展态势。1976 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大力贯彻《工业 30 条》，广泛掀起

建成“大庆式企业”高潮。1978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9.862 亿元，比 1975 年增长 54.8%。 

  自 70 年代末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注重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认真进行工业经济体制改革中，通过推行“政企分开”、调整

产业结构、改革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产权制度以及外引内联和横向协作等一系列措施，取得

了显著成效。自 1979～1992 年，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 14.5%。1992 年，工业总产值达 107.39

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全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电石为 97%，化学纤维为 95.1%，

焦炭为 94.5%，钢为 87.5%，成品钢材为 72.8%，生铁为 69.8%，居于领先地位。三明工业基

地已发展成为冶金、化工、机械、轻工、食品、纺织、印染、塑料、造纸、森工、电子、医

药、建材为龙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在全市和全省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占有一席

之地。 

崛起的农林商贸 

  三明全境域皆为山区，溪流密布，阡陌纵横，农林资源丰富。且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沿海

低纬度区，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日照充裕，雨量丰沛，适宜于各类型植物的生长，

是植物的宝库，计有维管束植物 2000 多种。稻麦黍豆，质优品佳；棉油莲茶，广种丰收；

瓜果蔬菜，四季尝鲜；畜禽水产，源源上市。其中如宁化河龙贡米、建宁通心白莲、将乐西

山土纸、沙县夏茂花柰、尤溪管前金柑、清流油茶籽、永安白笋干、宁化辣椒干、明溪肉脯

干、沙阳板鸭干等，皆为特产珍品，行销海内外，享誉四方。而且，由于本境属于东洋界华

中区和华南区的交界地带，森林植被繁茂，为生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条件，即有亚热带

动物类型，又有暖温带动物类型，种类繁多达数百种。珍稀动物有华南虎、金钱豹、云豹、

蟒蛇、鳖鱼、金雕、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红面猴、穿山甲、苏门羚、虎纹蛙、白鹇、鸳

鸯等。兽栖林莽，鸟翔蓝天，鱼游碧水，虫鸣田园，乃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 

  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赖于人们的开发利用。而在旧时代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严重束缚，

加之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耕作技术，导致境内农业经济发展



 

极其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引导农民走上了发展农业

生产的康庄大道，人民政府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资，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

的迅速发展。40 多年间在水利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至 1992 年，全市修建水库 284 座，

山塘 1576 口，总库容量 3.642 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32.17 万亩；引水工程 4.4 万处，

有效灌溉面积 151.41 万亩；提水工程 985 处，有效灌溉面积 12.06 万亩。总计灌溉工程 4.69

万处，有效灌溉面积 195.64 万亩，保证灌溉 163.66 万亩，旱涝保收 151.45 万亩，占耕地

总面积的 60.5%。而水利建设与电业发展相辅相成，互为作用。全境溪河多年平均径流为

215.61 亿立方米，可开发水能资源 170.85 万千瓦。至 1992 年，除省属 5 家发电厂外，已

建成县(市)地方电厂(站)共 842 座，装机 1257 台，装机容量 25.84 万千瓦，年发电量 10.69

亿千瓦时，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国民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水利建设的显著成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

产业首先是大农业结构进行大调整，改变过去单一的生产经营方式，从而推进农林牧副渔果

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至 1992 年，全市实有果园面积达 89.09 万亩，粮食总产量达 130.18

万吨，农业总产值 38.04 亿元。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1992 年，乡镇

企业发展到 7.5 万家，从业人员 31.27 万人，当年农村工业总产值 34.22 亿元，整个农村社

会总产值为 82.83 亿元，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全面的发展。 

  境内群山绵亘，峰峦叠翠，是福建省重点林区和南方集体林区改革试验区，拥有林业用

地面积 2822.6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81.9%；森林面积 2627.85 万亩，森林覆盖率 76.41%，

活立木蓄积量 1.17 亿立方米；年产木材约 180 万立方米、毛竹约 2500 万根。木竹及其它林

产品产量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林业产值约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成为三明经济

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并为生态环境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90 年代初，曾先后获得“全省

绿化先进市”、“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等荣誉称号。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的历程，从旧时代长期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中破壳而

出，依托丰富的农林资源和工业基地优势，带动了商贸的繁荣兴旺。尤其是进入 80 年代改

革开放以后，实行“敞开城门，搞活流通”，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地发展商品生产，有计划地

建设交易集市，农贸市场出现新的生机。80 年代中期，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建立起

多渠道、少环节、开放性的流通网络，在市、县两级普遍建立一批工业产品贸易中心、农副

产品贸易中心、对台对外经济贸易中心和生产资料贸易中心，吸引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商

贸机构和个体工商户的商品全部进入市场，进行直接贸易，并在全市范围内撤除一切关卡，

以便利于产品的内外互通和协作，而且打破交通运输由独家经营的格局，无论公路或水路，

市区和长途，全部允许多渠道经营，组建铁路、公路、水运的联营联运，放手发展个体工商



 

户和个体运输户，加快商品流通。还组建 10 万人的农民购销队伍，外出各地闯市场促销售。

90 年代开始，又在与江西省毗邻的宁化、建宁、泰宁 3 县建设边贸市场，加大开放力度。

全市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建起各类贸易市场 231 个，农村参与商品流通的人数发展到约 30 万

人，城镇个体工商户达到 5.6 万户。商品生产全面发展，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城乡市场日趋

繁荣活跃。至 1992 年，全市社会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 4.96 万个，从业人员 9.69 万人，

比 1979 年分别增长 8.66 倍和 2.92 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6.4 亿元，比 1952 年和 1985

年分别增长 88.56 倍、1.5 倍，从 1985 年起年递增 14.1%；商业、饮食服务业社会总产值

6.739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82.3%，年递增 8.96%。为扩大全市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

生产发展，服务人民生活发挥了重大作用。 

先行的精神文明 

  三明乃闽越土著与客家民系簇居之地，故备五方习俗，自古民风淳朴，注重礼仪，具有

独特的传统文化。且由于闽学渊源的关系，尤以儒家理学传统思想植根深厚，其核心以“仁、

义、礼、智、信”的孔孟之道即封建礼教为主体，除却糟粕之外，富涵人生哲理，教化世人。

而当历史跨入 20 世纪中叶之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

强，勤俭建国，成效卓著。依靠的就是干部群众的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

力。如在 60～70 年代间提倡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学习雷锋甘当“螺丝钉”，学习焦

裕禄当人民好公仆，学习铁人王进喜艰苦创业等项活动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进入 80 年代后，

面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势，如何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社会风范，就

必然要塑造一种思想灵魂作为支柱，以升华人们的精神境界，凝聚人心，共创“四化”宏图

伟业。由此而展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列活动，奏响新时代思想意识领域的主旋律。 

  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和内涵乃重在德治，即包括先进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理想信仰

的塑造等。为要建立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就应实行德治法治双重并举，就必须大力强化多

层次的文化引导和道德教育，不断增进大众化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使社会的

法治更充分地表达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广泛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到良好的

效果。而抓德治促文明的有利因素是既有传统文化丰厚的资源可以开发，又有马克思主义科

学的思想可以传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精神是物质的反映，

人的精神状态如何，是由物质所处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社会、自然条件决定人的精神，反

过来人的精神对社会、自然条件又产生积极的反作用，这就是人类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表

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

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江



 

泽民也指出：“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生

产目的中两个方面的内容。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奠定基础，而精神文明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

的发展。二者不可或缺，以形成良性循环。基于此，自 80 年代开始，三明结合本地的实际，

提出“有形抓实，无形抓深”的策略，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培养“四有”公民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走出了一条具有三明特色的发展精神文明

建设的新路子。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即是三明开创精神文明建设之路所遵循的

一条基本原则和立足点。面对三明客观存在的突出特点，是在荒野上开辟的工业新城，市内

企事业单位分属国家、省、地、市多个层级，政府政令不畅，存在“各自为政”现象，既无

老城市的基础，且又长期在“先生产、后生活”以及建设“大寨式城市”主导思想影响下，

使广大居民处于一种缺乏像样的城市生活的状况中，迫切要求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以营造一个方便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能够更好地投身于火热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因而确

立“以城市工作为重点，农村为城市服务”的指导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在当好人民的总后勤

上，努力为人民创造一个“治安良好、生活方便、民风高尚”的社会环境，重点突出从解决

环境问题入手，以治理“脏、乱、差”起步，集中力量进行市政建设，治理市容市貌、厂容

厂貌和店容店貌；整顿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整顿商业服务业，改善服务态度；提倡学习雷

锋助人为乐的精神，优化社会风气。进而从“以城市工作为重点”提高到“两个文明一起抓”

的高度，逐步把三明建设成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精神文明、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的

工业城市。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既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前提，又要有具体的实践活动

为载体。三明精神文明建设先后开展治理“脏乱差”、“三优一学”、“五讲四美三热爱”、“树

立三明精神”、“满意在三明”、“区域共建”、“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以城带乡、建设新

农村”等一系列活动，层层迭进，步步深入。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开拓创新，富有成

效。自 1984 年 6 月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工作会议在三明召开，提出“全国向三明学习、

三明向全国学习”的口号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至 1992 年，三

明市在全省两年一次的创建“文明城市”评比活动中，连续四次被评为“文明城市”。1986

年，共青团中央少年工作委员会授予三明市为“红领巾尊师城”；国家绿化委员会评定三明

市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1990 年与 1991 年，又分别被评为“全国卫生城市”和“十佳

卫生城”。1992 年获“国家卫生城市”称号，还被授予“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市”和

“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市”称号。 



 

  1990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到三明视察，作出“三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功夫下得比较大”的评价，并书写“好在共建、贵在坚持”的题词。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调研室派出调查组，对三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近 20 天的系统调查，写出《好在共建、

贵在坚持——关于福建省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经验的调查》，《人民日报》于 8 月 9 日刊发了

调查报告的摘要，并配发《把精神文明抓上去》的短评。调查组还以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经

验为内容，编辑出版《三明之路——三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一书。1991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视察三明市，认为“三明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成就比较显著”。

三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举国瞩目，闻名遐迩，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光明的前景展望 

  回首往昔的历程，成就斐然；展望今后的征途，前景光明。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大潮流，面临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的现实，三明人民满怀豪情壮志，锐意开拓创新，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正视不足，致力于克服交通“瓶颈”制约，信息传输欠畅，经济发展

滞后等诸多弱势，积极创造条件，不断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形势逼人，也鼓舞

人和激励人，广大干部群众形成共识，努力转变思想观念，乘势而上，决心再振工业雄风，

重兴经济热点，发挥后发优势，实施发展战略，紧紧抓住良好机遇，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以

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

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结合三明实际，找准切入点，坚持“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实现跨越式发展。重点突出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稳定和加强农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步子，推进科技进步和扩大内

需，集中精力抓项目、调结构、扩城镇、拓市场、促开放、优环境，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确保国民经济协调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大力维护良好安定

的社会秩序，不断跃上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台阶，切实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麒麟衔珠献瑞，仙鹤展翅腾飞。青山绿水中的闽中西北“金三角”，日月星光下的社会

主义新三明，在“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和“强市富民，发展三明”思想的指引下，将迎着

新世纪的熹微曙光，奔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市花：1991 年 1 月 24 日三明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20 次会议决定，将三角梅和迎春花

并列为“市花”。 

  三角梅，别名：九重葛、三叶梅、毛宝巾、肋杜鹃、三角花、叶子花、叶子梅、纸花、

南美紫茉莉等。为常绿攀援状灌木。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在 3℃以上才可安全越冬，

15℃以上方可开花。喜充足光照。 

  迎春花学名：Jasminumnudirlorum.又名金梅、金腰带、清明花、金腰儿、小黄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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