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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城区志》编审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芗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年7月成立芗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 黄和东(区委书记)

主任委员』陈庆元(区长)

副主任委员 于建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曾文邦(副区长)

李美法(区委办副主任)

沈青松(区府办副主任)

成 员 朱景刑(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柯连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德明(区人大办公室主任)

黄 毅(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陈水来(区农委副主任)

孙京礼(区政法委副书记)

何自华(区人武部部长)

杨云生(区外经委副主任)

雷乌鸽(区财委主任)

曾国联(区计委主任)

郭清港(区经委主任)

邱水车(区建委副主任)

陈力水(区文化局局长)

程海平(区财政局局长)

汪照元(区委党史办副主任)

王鲁漳(区档案局副局长)



1996年11月芗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作如F调整、充实：

名誉主任游婉玲(区委书记)

主 任 朱璋琪(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主任 于建生(区委副书记、宣传部长)

高国跃(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

蔡月莲(副区长)

杨建平(区府办主任)

汪照元(区委办副主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委 员 李 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柯连海(区委宣传部主任科员)

林敬(区人大办主任)

黄 毅(区政协办副主任)

陈水来(区农办副主任)

孙京礼(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张兴龙(区人武部部长)

杨云生(区外经局副局长)

潘儒权(区科技局副局长)

郭清港(区计划局局长)

曾国联(区建设局局长)

陈力水(区文化局局长)

程海平(区财政局局长)

沈益福(区贸易局局长)

王鲁漳(区档案局局长)

二、《芗城区志》编辑组成员

主 编汪照元

编 辑郭封城 林俊文唐同春杨金云 吴阿登
74

陈瑞麟林建荣 汪玮清 陈侨森



三、《芗城区志》审稿验收成员

芗城区政府审稿成员

林仲华

蔡树木

何 池

蒋承荣

陈文伯

黄江滨

周秀玉

王和贵

庄国兴

杨景山

杨东福

黄云鹤

张奕菁

徐苍生

尼郭源

郑章举

庄立群

陈进富

林卫华

黄咏梅

林美伦

钟光大

王立民

柳永真
李 毅

郑清江

叶振卿

黄伟国

汤怀亮

陈荣辉

汪莞玲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芗城区志》复审成员

王炳南 郭奎光 郑美华 郭上人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芗城区志》审定验收成员

唐天尧 何明才 林 浩 李升荣 陈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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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有邑必有志。芗城区自光绪五年(1879年)编纂的<龙溪县志>

至今，旷志近120年。这期间，或因战乱或因更替频繁，资料散失，

难于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百业

俱兴，人民安居乐业，是编修地方志的好时机。还因漳州城解放和国

庆50周年纪念日临近，因此编纂出版<芗城区志>，向解放50周年

和国庆50周年献礼，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芗城区志>经过三年的努力，广征博采，五易其稿，终于编修

成功。这是芗城的大事。我在此任职，阅后十分感慨。，千百年来，漳

州城兴衰起伏，终不失为漳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伴随着

历史的潮流，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孕育出无数杰出人物，推动芗城

区的进步，功绩彪炳千秋。<芗城区志>集腋纂修，资治垂远，教化

后代，寄托子孙追思，因之为序o

《芗城区志>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芗城区的自然、经

济、政治、人文等历史和现状，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特别是记

述解放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起伏曲折；对“文化大革命"的记

述，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而在记

述改革开放时，充分展示成绩，探索成功经验。虽然有挫折，但不沉

闷，让人豁然开朗，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可读、可信、可

用。

<芗城区志>由于追溯年代久远，隶属变化万端，材料欠缺，加

之时间紧迫，详略不尽人意。一部几百万字的志书，要把丰富多彩的

7 r]



历史再现出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其间的错误或遗漏在所难免。但

无论如何，做为初次，《芗城区志：》的编修是成功的。

<芗城区志>编修成功，了却一桩心愿。读者抚卷，上下千年事，

粲然在目，思潮难住；江山如此多娇，人民善良勇敢，实为政之根

基，当鞠躬尽瘁。我相信，《芗城区志：》将有不言之功，为芗城的事

业兴旺做出贡献!

游婉玲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六日

(作者系中共芗城区委书记)



序 二

1996年8月我到芗城区任职，很想用最快捷的办法熟悉区情，

那就是阅读地方志。但邑人告诉我，1995年7月才开始编修<芗城

区志>，只能看到初稿。我集中时间阅读完志稿，被芗城区的历史所

吸引，使我深深爱上这块热土。在区志编修成功之际，欣然为<芗城

区志>作序。

芗城区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说其年轻，是因为建区才

10年；说其古老，是因为成为县治、附郭至今已有1459个春秋，堪

称一座历史文化古城。芗城区扼潮汕，枕龙汀，横亘在漳州平原上；

土地肥沃，桑稼殷实，烟囱林立，机杼相闻，物华天宝，商贾如云o

1951年建立县级漳州市，漳州城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

自己的聪明才智奠定工业基础，发展郊区型农业，建设一座充满现代

气息的新型城市o 1985年市改区，芗城区又克服了先天之不足，发

展现代化城市，使之成为东南海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芗城区志>以清晰流畅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风云

画卷，演绎了一幕幕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抗争历史剧，谱写了

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激励着子孙后代勇往直前，开创未来。

<芗城区志>编修成功，是各级领导大力支持、各个部门密切配

合和方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在此，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芗城

区志>的成功之处，在于有血有肉，展现了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当然

它是一部志书，只能记史实，不予评论，让读者有更充分的思维空

间，千秋功过任其评说；区志的字里行间蕴含着的凛然正气，催人奋



发向上。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它必将成为芗城区干部和人民群众喜

爱之书，也必将在芗城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

用。

朱璋琪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作者系芗城区人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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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获取科名学位时间先后为序；知名人物表，按出生时间先后为序。

记述人物一律直呼其名，官职则依当时当地习惯称呼。

六、历史纪年表述，民国以前记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

年仅在每节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

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19日芗城解

放前(后)；全国性的“解放前(后)”，统一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书写方法，公历采用阿拉伯数字，中历纪年采用汉字。

七、本志应用的度量衡单位，除历史上惯用的单位外，均采用今

国家规定的标准公制单位。货币一般按各时期各币种原计量单位，解

放后的人民币值均为新版人民币值。

八、入志的数据，大部分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部分

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一般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九、本志采用的资料均经核实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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