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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漳州市芗城区地名录》是在一九七九年原漳州市地名普查的

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地名管理

条例》等文件规定，本着“符合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易记

好找"的实事求是精神，经上级人民政府审核批准进行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后，编辑出版的标准地名目录．这本地名录的出版，

意味着我区长期地名混乱现象的结束。它是我区编辑出版的一部

地名工具书，是各部门各单位使用各类地名的法定依据。

本地名录以较为简明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我区各类标准地名的

规范书写形式，读音和地理位置，直接为国家新闻，出版，国防、

外交，公安、民政，城建．邮电，交通、测绘，文教、科研，城乡

规划等部门和人民群众提供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今后，

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使用地名或以地名命名单位、车

站，码头，店铺以及商品商标等，都应与本地名录标准地名相一

致。凡本区辖范围内的市区路，街，巷、居民点、村庄、桥梁等要命

名，更名时，必须报地名管理部门审核，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能

生效。

本地名录编有：(一)漳州市(芗城区)地名图、漳州市城区

图，《漳问府志》的总图、府城池图，龙溪县图及民国年代的漳州市

全图；(二)行政区划、居民点，地理实体，人工建筑，革命纪念

地，名胜古迹概况；(三)各类标准地名录1396条，其中行政区l 1

条、村委会83条，自然村210条、城镇居委会55条、路街116条、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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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234条，居民点59条，山峰山头555条、溪河湖泊lo条、革命纪念

地9条，名胜古迹19条．农林，牛奶场及其作业区29条，其他地名6

条；(四)具有芗城特色的图片26幅；(五)有关地名命名、更名

通知和文件．

这本地名录的出版是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主要由刘明山，

陈鑫源、蒋东壁等同志负责编辑工作。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先后l

得到了省，市地名办公室、区各街道办事处、乡镇、农林场，村(居)

委会及民政，公安、城建、交通、l邮电，文化、教育，党史办、统

计、农林、水电，政协．华安印刷厂等部门单位和王君定，吴绍龙．

苏光棠、傅木火、林永涛、林河清、熊寒江，王作人、谢全文．杨

金木、庄夜雨，范炳荣、黄仲康等同志的热心帮助，对此，一并深

表致谢． 。

由于经验缺乏和水平限制，这本地名录在内容、文字，排列，

分类等方面，可能还存在不少谬误之处，恳请使用单位和读者及

时给予批评指正· ，

‘

本地名录的地名图未经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山峰，山丘等

地理实体的位置，仅指所在地，不作归属划定；还有一些山丘、沟

珑、河滩、渡口、个别街巷、居民点的名称尚未列入，有待查核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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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地名图”

目 录

漳州市城区图

漳州市(芗城区)地名图

漳州市全图(民国三十三年)

漳州总图(清漳州府志卷首舆图)

漳州府城池图(清漳州府志卷首舆图)

龙溪县图(清漳州府志卷首舆图)

(二)重要地名概况

1．市、区概况⋯⋯⋯⋯⋯⋯“·⋯⋯⋯⋯⋯⋯⋯⋯⋯⋯⋯⋯⋯⋯⋯⋯⋯⋯⋯⋯⋯(I)

漳州市概况⋯⋯⋯⋯⋯⋯⋯⋯⋯⋯⋯⋯⋯⋯⋯⋯⋯⋯··：⋯⋯⋯⋯⋯⋯⋯⋯⋯(1)

芗城区概况⋯⋯⋯⋯⋯⋯⋯⋯⋯⋯⋯⋯⋯⋯⋯⋯⋯⋯⋯⋯⋯⋯⋯⋯⋯⋯⋯⋯(6)

2．街道办事处、路，巷，居民点概况⋯：⋯⋯⋯⋯⋯⋯⋯⋯⋯⋯⋯⋯⋯⋯⋯⋯”(14)

东铺头街道办事处概况⋯⋯⋯⋯⋯⋯⋯⋯⋯⋯⋯⋯⋯⋯⋯⋯⋯⋯⋯．．．⋯⋯⋯(“)

巷口街道办事处概况⋯⋯⋯⋯⋯⋯⋯⋯⋯⋯⋯⋯⋯⋯⋯⋯⋯⋯⋯⋯⋯⋯⋯⋯(“)

西桥街道办事处概况⋯⋯⋯⋯⋯⋯⋯⋯⋯⋯⋯⋯⋯⋯⋯⋯．⋯⋯⋯⋯⋯⋯⋯⋯(15)

新桥街道办事处概况⋯⋯⋯⋯⋯⋯⋯⋯⋯⋯⋯⋯⋯⋯⋯⋯⋯⋯⋯⋯⋯⋯⋯⋯(15)

南坑街道办事处概况⋯⋯⋯⋯⋯⋯⋯⋯⋯⋯⋯⋯⋯⋯⋯⋯⋯⋯⋯⋯⋯⋯⋯⋯(16)

胜利路、新华路，延安路，北京路概况⋯⋯⋯⋯⋯⋯⋯⋯⋯⋯⋯⋯⋯⋯⋯⋯(17)

太古桥、杨老巷，何衙内概况⋯⋯⋯⋯⋯⋯⋯⋯⋯⋯．．．⋯⋯⋯⋯⋯⋯⋯⋯⋯(18)

漳州华侨新村，漳州人民新村概况⋯⋯⋯⋯⋯⋯⋯⋯⋯⋯⋯⋯⋯⋯⋯⋯⋯⋯(19)

3．乡镇，场、自然村概况⋯⋯⋯⋯⋯⋯⋯⋯⋯⋯⋯⋯⋯⋯⋯⋯⋯⋯⋯⋯⋯⋯⋯(21)

天宝镇概况⋯⋯⋯⋯⋯⋯⋯⋯⋯⋯⋯⋯⋯⋯⋯⋯⋯⋯⋯⋯⋯⋯⋯⋯⋯⋯⋯⋯(21)

浦南镇概况⋯⋯⋯⋯⋯⋯⋯⋯⋯⋯．．．⋯⋯⋯⋯⋯⋯⋯⋯⋯⋯⋯⋯⋯⋯⋯⋯⋯(22)

石亭乡概况⋯⋯⋯⋯⋯⋯⋯⋯⋯⋯⋯⋯⋯⋯⋯⋯⋯⋯⋯⋯⋯⋯⋯⋯⋯⋯⋯⋯(22)

芝山乡概况⋯⋯⋯⋯·．．⋯⋯⋯⋯⋯⋯⋯⋯⋯⋯⋯⋯⋯⋯⋯⋯⋯⋯⋯⋯⋯⋯⋯(23)

大房农场概况⋯⋯⋯⋯⋯⋯⋯⋯⋯⋯⋯⋯⋯⋯⋯⋯⋯⋯⋯⋯⋯⋯⋯⋯⋯⋯⋯(24)

后房农场概况⋯⋯⋯⋯⋯⋯⋯⋯⋯⋯⋯⋯⋯⋯⋯⋯⋯⋯⋯⋯⋯⋯⋯⋯⋯⋯⋯(24)

天宝林场概况⋯⋯⋯⋯⋯⋯⋯⋯⋯⋯⋯⋯⋯⋯⋯⋯⋯⋯⋯．．．⋯⋯⋯“⋯⋯⋯·(24)

墨溪、塔尾，茶铺、山美，过塘，盘谷

．
大寨、浩坑，仙都等村概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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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州，溪目、蓬莱、东坑，宏道，浦林，金沙，福林等村概况⋯⋯⋯⋯⋯⋯‘28>

乌石，埔尾、南山、高坑，塘边，石亭、北斗等村概况⋯⋯⋯⋯⋯⋯⋯⋯⋯(31)

北庙、西院、古塘，市尾，群勇，前锋，西洋坪，金峰等村概况⋯⋯⋯⋯⋯(33)

4．专业部门和学校单位概况⋯⋯⋯⋯⋯m⋯⋯⋯⋯⋯⋯⋯⋯⋯⋯⋯⋯⋯⋯⋯⋯(37)

工人温泉疗养院，漳州体育训练基地，漳州师范学院、漳州职业大学，

福建农学院，，漳州分部，福建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概况⋯⋯⋯(37)

5．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概况⋯⋯⋯⋯⋯⋯⋯⋯⋯⋯⋯⋯⋯⋯⋯⋯⋯⋯⋯⋯⋯(41)

芝山红搂，丹霞半月楼、仰文搂、南山烈士陵团，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等

革命纪念地概况⋯⋯⋯⋯⋯⋯⋯⋯⋯⋯⋯⋯⋯⋯⋯⋯⋯⋯⋯·：⋯⋯⋯⋯·(41)

南山寺，陈元光墓、．芝山、嘉济庙碑，塔口庵经幢、成通经幢，

漳州文庙，芗城古城等名胜古迹概况⋯⋯⋯⋯⋯⋯⋯⋯⋯⋯⋯⋯⋯⋯⋯(48)

6．人工建筑物与自然地理实体概况⋯⋯⋯⋯⋯⋯⋯⋯⋯⋯⋯⋯⋯⋯⋯⋯⋯⋯⋯(57)

漳州大桥、中山桥、东新桥概况⋯⋯⋯⋯⋯⋯⋯⋯⋯⋯⋯⋯⋯⋯⋯⋯⋯⋯⋯(57)

九龙江防洪堤、宝新水利，郊区水库，天宝排灌站，瑞京排涝站等

水利设施概况⋯⋯⋯⋯⋯⋯⋯⋯⋯⋯⋯⋯⋯⋯⋯⋯⋯⋯⋯⋯⋯⋯⋯⋯⋯(58)

天宝山、圆山、漳州平原，九龙江、鳌浦、大濑等自然地理实体概况⋯⋯⋯(61)

(三)标准地名录

1．市区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67)

东铺头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地名录⋯⋯⋯⋯⋯⋯⋯⋯⋯⋯⋯⋯⋯⋯⋯⋯⋯⋯⋯(67)

巷 口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地名录⋯⋯⋯⋯⋯⋯⋯⋯⋯⋯⋯⋯⋯⋯⋯⋯⋯⋯⋯(75)

西桥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地名录⋯⋯⋯⋯⋯⋯⋯⋯⋯⋯⋯⋯⋯⋯⋯⋯⋯⋯⋯(84)

新 桥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地名录⋯⋯⋯⋯⋯⋯⋯⋯⋯⋯⋯⋯⋯⋯⋯⋯⋯⋯··(90)

南坑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地名录⋯⋯⋯⋯⋯⋯⋯⋯⋯⋯⋯⋯⋯⋯⋯⋯⋯⋯⋯(94)

2．郊区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99)

浦南镇辖区内地名录⋯⋯⋯⋯⋯⋯⋯⋯⋯⋯⋯⋯⋯⋯⋯⋯⋯⋯⋯⋯⋯⋯⋯⋯(99>

天宝镇辖区内地名录⋯⋯⋯⋯⋯⋯⋯j⋯⋯⋯⋯⋯⋯⋯⋯⋯⋯⋯⋯⋯⋯⋯”(109)

石亭乡辖区内地名录⋯⋯⋯⋯⋯⋯⋯⋯⋯⋯⋯⋯⋯⋯⋯⋯⋯⋯⋯⋯⋯⋯⋯(104)

芝山乡辖区内地名录⋯⋯⋯⋯⋯⋯⋯⋯⋯⋯⋯⋯⋯⋯⋯⋯⋯⋯⋯⋯i⋯⋯一(114>

福建省热带作物研究所、后房农场、大房农场、天宝林场、

天宝牛奶场地名录⋯⋯⋯⋯⋯⋯⋯⋯⋯⋯⋯⋯⋯⋯⋯⋯⋯⋯⋯⋯⋯⋯(123)

3．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25)

浦南镇辖区山丘、山、山峰名称录⋯⋯⋯⋯⋯⋯⋯⋯⋯⋯⋯⋯⋯⋯⋯⋯⋯(125)

天宝镇辖区山丘、山、山峰名称录⋯⋯⋯⋯⋯⋯⋯⋯⋯⋯⋯⋯⋯⋯⋯⋯⋯(133)

石亭乡辖区内山丘、山、山峰名称录⋯⋯⋯⋯⋯⋯⋯．t．⋯⋯⋯⋯⋯⋯⋯⋯(134)

芝山乡辖区内山丘、山、山峰名称录⋯⋯⋯⋯⋯⋯⋯⋯⋯⋯⋯⋯⋯⋯⋯⋯(142>

后房农场辖区内山丘，山，山峰名称录⋯⋯⋯⋯⋯⋯⋯⋯⋯⋯⋯⋯⋯⋯⋯(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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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辖区内山丘、山，山峰名称录⋯⋯⋯⋯⋯⋯⋯

天宝林扬辖区内山丘，山，山峰名称录⋯⋯⋯⋯⋯⋯⋯⋯⋯⋯⋯⋯⋯⋯⋯

河流、湖泊名称录⋯⋯⋯⋯⋯⋯⋯⋯⋯⋯⋯⋯⋯⋯⋯⋯⋯⋯⋯⋯⋯⋯⋯⋯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

(四)图片

(五)标准化地名的命名，更名通知及有关文件

(148)

(148)

(149)

(150)

国务院文件l (国发1979)305号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153)

国务院文件l 1986年1月23日发布地名管理条例⋯⋯⋯⋯⋯⋯⋯⋯⋯⋯⋯(158)

福建省人民政府文件(闽政<85>综311号)：关于晋江、

龙溪两个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通知⋯⋯⋯⋯⋯⋯⋯⋯⋯⋯⋯⋯⋯⋯⋯(161)

漳州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漳革<80>第003号)l关于恢复文革中

被更改的路，巷、作业区，村，桥、山名的通知⋯⋯⋯⋯⋯⋯⋯⋯⋯(163)

漳州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漳革<80)第004号)。关于我市部份地名

新命名，更名、合并，取消、归属、保留的通知⋯⋯⋯⋯⋯⋯⋯⋯⋯(176)

漳州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漳革<1980)第002号)l关于恢复漳州市

城市街道办事处的报告⋯⋯⋯⋯⋯⋯⋯⋯⋯⋯⋯⋯⋯⋯⋯⋯⋯⋯⋯⋯(185)

漳州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漳革<1980>第015号)l关于恢复漳州市区

街道办事处建制的通知⋯⋯⋯⋯⋯⋯⋯⋯．．．⋯⋯⋯⋯⋯⋯⋯⋯⋯⋯⋯(187)

漳州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漳革(1980>第001号)l关于恢复漳州市
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89)

福建省龙溪地区行政公署文件(龙署(1980)综11号)l关于恢复漳州市

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批复⋯⋯⋯⋯⋯⋯⋯⋯⋯⋯⋯⋯⋯⋯⋯⋯⋯⋯(198)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政府文件(漳芗政<1986>综字第060号)：批转民政局

《关于市区和天宝，浦南两镇部份路、巷，居民点命(更)名的报

告》的通知⋯⋯⋯⋯⋯⋯⋯⋯⋯⋯⋯⋯⋯⋯⋯⋯⋯⋯⋯⋯⋯⋯⋯(195)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政府文件(漳芗政<1986)综字第129号)。

关于西桥街道办事处辖区部分路、巷命(更)名的批复⋯⋯⋯⋯⋯⋯(199)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政府文件(潭芗政<1987>综字056号)l关于同意

对市区部分路、巷、居民点，市场、仓库区命名的批复⋯⋯⋯⋯⋯⋯(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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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地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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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市、区概况

漳 州 市

漳州市(Zh吞ngzhSu shT)北纬23。6’一一25。12 7东经117～4

一l 1 7。5P，福建省辖市，在福建省沿海地区最南部。东临台湾

海峡，东北与泉州市辖区接壤，西北与龙岩地区相连，西南与广东省

汕头市毗邻。面积12，607．6平方公里(市区面积17．25平方公里)，

人口3，809，752(市区人口3l万)，其中有畲、高山族等少数民族

近3万人，通行闽南方言，兼少数客家话。’辖芗城区和龙海、云

霄、漳浦、诏安、长泰、东山、南靖、平和、华安县。唐垂拱二年

(公元686年)置漳州，州署设在西林(今云霄县境内)，因州治之所

在漳江之畔而得名。辖漳浦，怀恩2县。开元四年(公元716年)

迁州署于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

怀恩并入漳浦县，另划泉州之龙溪县归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改名漳浦郡，乾元六年(公元758年)复名漳州。大历十二年(公

元777年)又划汀州的龙岩县归属。至此辖有漳浦、龙溪、龙岩三

县。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州治迁于龙溪。南唐保大四年(公元

946年)改为南州，直至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又复名漳

州。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长泰县从泉州划归漳州。

至此漳州领有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四县。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漳州升为路。至治二年(1322年)析龙溪、漳浦、龙岩三县

边境归南胜县，至正十六年(1356年)改称南靖县，此时漳州路
1



领有五县。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改为漳州府，明成化六年

(1470年)从龙岩划入漳平县。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从南靖、

漳浦析置平和县。同年析龙岩、大田、永安部分都、里置宁洋县。

嘉靖九年(1530年)析漳浦县二三四五都置诏安县。嘉靖四十五年

(I 566年)析龙溪、漳浦部份都里置海澄县。清雍正十二年(I 734

年)龙岩县升为直隶州，漳平、宁洋归之，嘉庆三年(1 798年)设

置云霄厅(与县并行)。至此辖龙溪，漳浦、长泰、南靖。平和、诏

安、海澄7县及云霄厅，1 91 3年云霄厅改称云霄县。1 914年废府改

称汀漳龙道。I 91 6年诏安县析置东山县。1 928年龙溪县析置华安县。

1 934年废道改为第五行政区，辖九县(华安县划归第六行政区)。

1947年调整辖县，华安县归属。1949年1o月改称第六行政督察区，

1 950年4月改为漳州行政督察区，同年lo月改称龙溪地区。1 951年

6月析龙溪县城区和近郊置漳州市，辖十县一市。1 955年3月改称

龙溪专区。1960年9月龙溪、海澄两县合并成立龙海县。此时辖九

县一市，1 978年3月成立龙溪地区，1 98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

市管县的行政体制，漳州市升为地级市(原漳州市建制改为芗城

区)辖九县一区。至公元1986年，漳州建制已有1300周年。

地势西北多山，东南滨海，西部大芹山海拔1 545公尺；为境内最

高峰，九龙江分西北溪流经华安、南靖、平和、长泰、龙海、及芗城区。

下游漳州平原面积560平方公里为福建省最大平原。地势低平，河

网交错，海岸线曲折，全长680公里。多港湾，岛屿、水库、池塘

密布，近海滩涂辽阔，海域广大．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

平均气温20．6℃一21℃，一月平均气温l 3．1℃一13．6℃，七月平均

气温27．5℃一29．1℃，年降水量1872．9毫米。无霜期327—330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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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是漳州市发展林牧副渔和乡镇企

业，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是福建省粮蔗、烟草、茶叶．

水果、水产的主要产区。粮食作物以水稻、甘薯、大小麦、大豆为

主，兼有高梁、玉米，绿豆等，素有“福建粮仓”之称。经济作物

以甘蔗、花生、烟草、茶叶、芦笋、玫瑰茄、水仙花为主，及蔬

菜、油莱、黄麻等，是全国主要产糖区之一；芦笋种植面积为全国最

大、单产最高、提供生产罐头最多产区；是福建省烟叶生产区之

一，茶叶为外贸大宗出口的土特产品。漳州是一个天然大温室，四

季百花争妍，常年佳果飘香，水果品种繁多，达五十多种，柑桔，荔

枝：香蕉、柚子、龙眼、芒果、菠萝驰名遐迩；春有枇杷，杨梅；

夏有桃李、荔枝、龙眼、西瓜，芒果、凤梨、番石榴；秋有香蕉、

柚子，油甘，柿子；冬有芦柑、红桔、橄榄、果蔗等。尤以长秦芦

柑、南靖厦橙、平和蜜柚，华安文旦，漳浦菠萝、云霄金枣、天宝

香蕉、九湖荔枝，量多质优，久享盛名。花卉品种众多，有驰名中

外的宣春水仙、以及红梅、山茶、建兰、海棠、玫瑰、月季、三角

梅，扶桑等。冬天、北方叶落莩枯，冰天雪地，这里却是春意盎

然，繁花似锦。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有各种鱼类及虾．蛤、蚵，

贝、蛏、藻等数百种。漳浦对虾、牡蛎、云霄泥蚶、文蛤；龙海嗌

蛏、膏婿；东山鲐鱼、龙虾、石班鱼，诏安西施舌等水产品驰名中

外。对虾、鳗鱼为出口创汇产品，建有一批连片规格化养殖商品

基地，人工培育珍珠产量居全省首位。林业以用材木为主，林地面

积610．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2．9％，木材总蓄积量91 6．2万立方

米。主产杉、松、樟、楠，杂木，毛竹和松香。经济林也有较大发

展，南靖紫胶和长泰黑荆树已被列为全国开发生产项目。畜牧业及
3



副业发展迅速，均列全省前茅。平和饲养长毛兔，南靖发展蜂蜜生

产尤著。蘑菇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乡镇企业日益兴旺，竹编、抽

纱、刺绣、石雕，塑料制品，机制纸、日用品，陶瓷和各种高档家

俱等产品提供出口创汇。工业以轻型为主，拥有冶金、电力、原

煤、化学、机械、建材、森工、．食品、纺织，皮革，文教用品等。

尤以制糖、罐头，纺织为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荔枝牌夥片仔

癀是传统配制的全国独家产品，荣获国家金质奖章。对花卉、水

．果，蔬菜出口产品的保鲜、贮藏、加工技术开发利用亦卓有成效。

中小型水电站星罗棋布，华安和船场溪水力发电厂为闽南骨干电

网。沿海各县和九龙江，漳江中下游通航运。公路四通八达，

通车里程五千多公里，鹰厦铁路纵贯芗城、华安、龙海等县区。为

著名侨乡，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历史上，漳州曾是福建沿海

的重要港口和对外贸易城市，解放后，历经三十多年建设，已发展为

新型工业城市，近年来，又辟为经济开放区，1 986年国务院公布漳州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留下许多中世纪的文物和古迹，著名的有南

山寺， “开漳圣王”陈元光墓，三坪寺，赵家堡、云洞岩，黄道周

因故里、铜山古城、仙字潭摩崖石刻等。并有闽南特委机关驻地一

乌山，平和暴动遗址及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进漳纪念馆等纪念地。

市区在市中部偏东、九龙江西溪下游北岸。九龙江又名芗江故

称芗城。设五个街道办事处。历为县、州(府)道治所。沿九龙江

北岸以新华路、胜利路，延安路为主街道的商业中心向南坑火车站

延伸，饮食、零售网点等服务性行业星罗棋布。属经济开放区，是

国家女排夺取世界“五连冠"腾飞的摇蓝，市东、西、南为工业

区，布有漳州糖厂、罐头厂，毛纺厂、麻纺厂、制罐厂，工艺美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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