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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肖镇地图



东肖一景“龙

根桥”。

位于东肖境内

东南部的奇迈山是

龙岩八景之一，俗

称“奇迈岚光”。

东肖林场主要

由人工营造而成，

目前森林蓄材量达

10万立方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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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新建

的东肖镇主街道一

角。

位于东肖洋潭

的水源山小学是旅

居海外东肖籍人士

张炳炎先生资助兴

建的一所完小。

东肖中学教学

大楼。



◆；

东肖中学“锦河楼”．是旅居海外张仁强先生

捐资兴建的一座综合性教学大楼。

，
，

戋肖镇人民政府办公楼。

大楼。



位于东肖红场

(西牛排)的龙岩东

肖革命烈士纪念碑

1 993年建。

1928年3月4日，后田农民武装暴动指挥部

旧址——火星祠堂

彖肖最早的幼儿园——溪连幼儿园。



1957年毛泽

东主席在北京怀仁

堂会见革命老妈妈

张龙地(中为邓子

恢副总理)

1 994年1月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

长彭冲(中)偕夫人

到东肖在红场与

地、市、填部份领导

合影。

1985年6月，已救国

家领早人耶子恢副总理的

夫人陈兰同志，与前去看

望她的龙岩市主要领导及

龙岩籍在京老同志亲切会

面，图为会见时的情景．与

陈兰同志握手者为罗元发

中将，坐者为陈仁由I中椅．

后排右一为廖成美少将。



中央军委副主

席张震在地、市、镇

领导陪同下参观邓

子恢纪念馆。(林密

摄影)

1 994年10月，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

震(后左四)及夫人
到东肖参观邓子恢
纪念馆时与市、镇
部份领导及工作人

员合影留念，背景

桐冈书院曹是邓子
恢同志教书和开展

革命工作的地方．
现修建为邓子恢纪
念馆。

，-一

1994年10月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户嘉锡(前排中)来

东肖视察时与地、

市、镇部份领导合

影。

(林密箍彰)

露



东肖镇是龙岩

市最主要的蔬菜、

副食品供应基地之

一，图为成片的菜

地、即将收获的柑

桔和养猪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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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出版发行，承蒙东肖籍旅港人士陈进强先生(捐资人民币

壹拾万元)，华侨陈赞和先生(捐资人民币伍仟元)．李良潮先生

(捐资人民币贰仟元)，张华木先生(捐资人民币贰仟元)，张灼林

先生(捐资人民币壹仟元)，张锦河先生(捐资人民币壹仟元)．张

‘振树先生(捐资人民币壹仟元)，张镇江先生(捐资人民币壹仟元)

的大力支持，谨在此代表东肖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东肖镇志》编篡委员会



j．，．◆
l 11Ial5-≥

，

(谢炎华系现任中共东肖镇党委书记)



序

东肖，地处闽西，从宋代建置迄今近千年历史。’人民勤劳、勇敢，艰

苦创业r，建设家园，留下宏伟的祖业。在新民主义革命中，东肖英雄儿

女，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立下千秋万世不可磨灭的功

绩!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载志书，长存于世，激励后人，继承遗

志，发掘优良传统，是人民的宏志，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

人的使命。

盛世修志，是一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无疑是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已指示我们“编纂

新方志，为党政领导提供翔实可靠的地情，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

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推动政策改革，振兴建设起积极作用。”东肖党

委和政府正是遵照江总书记的指示，决定编纂《东肖镇志》。成立编纂领

导小组，筹集经费，聘任有修志实践经验的编纂人员。经过一年多的工

作，编写组广征博采，查阅1 900万字史料，走访调查，认真反l-复考证，慎

重选入志书。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是可嘉的，他们辛勤劳动、

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可贵的。在这次修志中，市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镇

直有关单位以及众多的知情者提供许多宝贵的史料，为丰富镇志内容，

起到积极作用。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修编一部乡镇地方志，借鉴历史，以利改革，惠及后人，世代留传，

此乃无价之宝!龙岩历任知州、知县、县长就职伊始，率先拜读县志，详

知地情，以定决策。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

‘们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勤务员，更应该重视搜集地方史料。现在正是

抢救史料的关键时期，年老一代知史者将相继谢世，正是修志的时候。

《东肖镇志》是东肖镇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它实事求是地记
1



●

述东肖历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事业兴衰历史和现状，鉴古观今，

详今略古，特别着重记述新中国建立43年来的伟大成果和在革命与建

设中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旨在“资治、教化、存史”的目有。东肖是原

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倡导者邓子恢和中共福建省委

首任书记陈明的故乡。无私奉献的东肖人民，曾为闽西人民的翻身解

放，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也为建设新东肖倾注全部

心血。建国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东肖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解放思想，迈开大步，抓好农业，发展企业，以工促农，兴工补农，人

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水平迈进，取得了今天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

乐业的新成就，处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新气象。

、回顾过去，硕果累累，振兴人心；展望将来，任重道远。东肖和全国、

全省先进乡镇比较，还存在许多差距和突出问题，主要是农业设施基础

较落后，骨干水利工程少，发展缓慢；科学技术、管理人才和现代化设备

未能适应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以智取胜、科技兴农兴工缺乏一支较强

的科技队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深化改革中，继续贯彻执行中共十

一届三牛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选越性，东肖的各项事业

将会更加签荣昌盛I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必将绘画出更加宏伟

的新图景!j
k

中共东肖镇委员会书记 郭再兴

东肖镇人民政府镇长 谢辉泉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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