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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乡镇企业志》

序． 言

闽侯县县长

《闽侯县乡镇企业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真实地纪录了

我县乡镇企业诞生及其曲折发展的全过程。它是闽侯县地方志

的组成部分，作为闽侯县地方志丛书出版发行。这有助于人们

了解闽侯县乡镇企业的过去和现在，有助于规划发展其未来。因

此，对于有志在闽侯投资发展的国内外人士，对于关心桑梓建

设的侨、港、台、澳乡亲来说，是一本富有乡土气息并可提供

投资参考的好读物。

正如XM,平同志指出的：农村改革不但把农民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了，而且得到出乎预料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

起来了。真是异军突起。

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从发展闽侯县经济出发，坚

定地把乡镇企业作为发展闽侯经济的战略重点和突破口，采取

有力的领导，出台优惠的政策，做到优良的服务，促使我县乡

镇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现已占据闽侯经济的“三分天下有其

二”。1994年，乡镇工业占全县工业产值的85％，乡镇企业出

口总额占全县的98％，上缴税金占全县的50％，乡镇企业还为

全县容纳了11万人农村剩余劳力，人年均工资4326元。

乡镇企业以其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闽侯经济发展史上写下

了光辉的一页。目前，闽侯乡镇企业正在为不断深化改革，调

整优化结构，推进科技进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不懈努力，它

必将为“八闽首邑"的经济腾飞再创优势，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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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我向所有关心、支持以及为发展闽侯乡镇企业做出

贡献的社会各／IilA．：I：：,侨、港、台、澳乡亲致以禁高的敬意，向

亲勤编纂《闽侯县乡镇企业志》的全体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九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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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坚持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

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历史事件遵循中国共

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l和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精神作为依据鉴别是非．在编纂

中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书记述的范围是t乡(镇)办的、村办的、．联户

合股办的、农民个体办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

筑业、服务业等企业。包括以乡镇为投资主体的中外合资合作

企业。以及跨地区、跨所有制，横向联合在本县内办的内联企
业。

三、本志书记述的时限，上限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至1994

年。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是记叙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即改革开放十六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的史实。

四、本志书卷首为序言、概述、大事记。企业专业部分按

横排纵写原则，共五章十七节．

五、凡政府和基层政权机构及干部职务名称，均依当时的

历史事实称呼。

六、本志书采用的计量单位，市斤、公斤、吨等直书并用。

七、本志书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t八、本志书所用资料，凡取自档案、文件、统计年鉴、旧

志书或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书是闽侯县乡镇企业的专业志，经批准作为闽侯

县地方志丛书出版发行。
’

一九九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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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经济地理：闽侯县建县已历两千年，历史悠久，素有“八

闽首邑”之美称。地处福建省省城福州市郊，位子东经118。52’

10’L119。25’3l”，北纬25。477 357—26。36’28”之间。闽江自西北向

东南横贯中部，把境内自然分割成南北两大块，江北山地属鹫

峰山东伸支脉，江南山地属戴云山北延山麓。全县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闽江流域从洋里、鸿尾、白沙起，向东至祥谦逐渐平

坦开阔，为福州平原的一部分。全境南北长89．7公里，东西

宽55．75公里，形似月牙状。土地总面积2136．3平方公里

(折320．43万亩)，是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县份。

县内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平均气温19．5 6C，阳光充足，

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是属中亚热带湿热湿润性地区，土地肥

沃，适合农作物生长。适宜于多种植物生存和繁衍，是发展乡、

镇企业的有利条件。全县总人口59．2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3．

12万人，占总人口89．7％，有丰富的农业劳力，为发展乡、镇

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劳r力资源。

河流除闽江横贯全境外，还有大樟溪、大目溪等十七条主

要溪流，水利资源丰富，电力理论蕴存量9．87万千瓦，可开

发4．28万千瓦，已开发1．96万千瓦，水利资源丰富是发展

经济的一大优势。

本县矿产资源比较贫乏，多不具工业开采价值，仅南屿官

塘山明矾矿、罗桥金矿、闽江中的河沙、卵石，鸿尾、洋里的

高岭土，分布广泛的花岗岩可供开发。

地热资源比较丰富，南屿龙泉、自沙汤院、荆溪光明、青

口宏屿、洋里小箬等地温泉可用于发展热带鱼特别是鳗鱼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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