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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校场⋯⋯⋯⋯⋯⋯⋯⋯⋯⋯⋯⋯⋯⋯⋯⋯⋯⋯⋯⋯⋯⋯⋯⋯⋯⋯⋯⋯⋯⋯(191)

(3)九洲(IEl州)⋯⋯⋯⋯⋯⋯⋯⋯⋯⋯⋯⋯⋯⋯⋯⋯⋯⋯⋯⋯⋯⋯⋯⋯⋯⋯(192)

(4)水西渡⋯⋯⋯⋯⋯⋯⋯⋯⋯⋯⋯⋯⋯⋯⋯⋯⋯⋯⋯⋯⋯⋯⋯⋯⋯⋯⋯⋯⋯⋯(192)

(5)才溪⋯⋯⋯⋯⋯⋯⋯⋯⋯⋯⋯⋯⋯⋯⋯⋯⋯⋯⋯⋯⋯⋯⋯⋯⋯⋯⋯⋯⋯⋯(192)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山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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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寮场⋯⋯⋯⋯⋯⋯⋯⋯⋯⋯⋯⋯⋯⋯⋯⋯⋯⋯⋯⋯⋯⋯⋯⋯⋯⋯⋯⋯⋯⋯(193)

发：吭⋯⋯⋯⋯⋯⋯⋯⋯⋯⋯⋯⋯⋯⋯⋯⋯⋯⋯⋯⋯⋯⋯⋯⋯⋯⋯⋯⋯⋯⋯(193) 。。

白砂⋯⋯⋯⋯⋯⋯⋯⋯⋯⋯⋯⋯⋯⋯⋯⋯⋯⋯⋯⋯⋯⋯⋯⋯⋯⋯⋯⋯⋯⋯(193)

将军桥⋯⋯⋯⋯⋯⋯⋯⋯⋯⋯⋯⋯⋯⋯⋯⋯⋯⋯⋯⋯⋯⋯⋯⋯⋯⋯⋯⋯⋯⋯(193)

古田⋯⋯⋯⋯⋯⋯⋯⋯⋯⋯⋯⋯⋯⋯⋯⋯⋯⋯⋯⋯⋯⋯⋯⋯⋯⋯⋯⋯⋯⋯(194)

步云⋯⋯⋯⋯⋯⋯⋯⋯⋯⋯⋯⋯⋯⋯⋯⋯⋯⋯⋯⋯⋯⋯⋯⋯⋯⋯⋯⋯⋯⋯(194)

旧县(语口市)⋯⋯⋯⋯⋯⋯⋯⋯⋯⋯⋯⋯⋯⋯⋯⋯⋯⋯⋯⋯⋯⋯⋯⋯⋯(195)

三潭头⋯⋯⋯⋯⋯⋯⋯⋯⋯⋯⋯⋯⋯⋯⋯⋯⋯⋯⋯⋯⋯⋯⋯⋯⋯⋯⋯⋯⋯⋯(195)

官田⋯⋯⋯⋯⋯⋯⋯⋯⋯⋯⋯⋯⋯⋯⋯⋯⋯⋯⋯⋯⋯⋯⋯⋯⋯⋯⋯⋯⋯⋯(195)

嚣：：：：：：：：：：：：：：：：：：：：：：：：：：：：：：：：：：：：：：：：：：：：：：：：：：：：：：：：：：：：：：：：：：：：：：：：：：：：：：：：：：：：：：：：：：㈣(1966)) 羞华家⋯⋯⋯⋯⋯⋯⋯⋯⋯⋯⋯⋯⋯⋯⋯⋯⋯⋯⋯⋯⋯⋯⋯⋯⋯⋯⋯⋯⋯⋯ -
朱子坑⋯⋯⋯⋯⋯⋯⋯⋯⋯⋯⋯⋯⋯⋯⋯⋯⋯⋯⋯⋯⋯⋯⋯⋯⋯⋯⋯⋯⋯⋯(197)

苏姑坑⋯⋯⋯⋯⋯⋯⋯⋯⋯⋯⋯⋯⋯⋯⋯⋯⋯⋯⋯⋯⋯⋯⋯⋯⋯⋯⋯⋯⋯⋯(197)

圩场⋯⋯⋯⋯⋯⋯⋯⋯⋯⋯⋯⋯⋯⋯⋯⋯⋯⋯⋯⋯⋯⋯⋯⋯⋯⋯⋯⋯⋯⋯(197)

名胜

茫荡洋⋯⋯⋯⋯⋯⋯⋯⋯⋯⋯⋯⋯⋯⋯⋯⋯⋯⋯⋯⋯⋯⋯⋯⋯⋯⋯⋯⋯⋯⋯(198)

双髻山⋯⋯⋯⋯⋯⋯⋯⋯⋯⋯⋯⋯⋯⋯⋯⋯⋯⋯⋯⋯⋯⋯⋯⋯⋯⋯⋯⋯⋯⋯(198)

紫金山⋯⋯⋯⋯⋯⋯⋯⋯⋯⋯⋯⋯⋯⋯⋯⋯⋯⋯⋯⋯⋯⋯⋯⋯⋯⋯⋯⋯⋯⋯(198)

园通山⋯⋯⋯⋯⋯⋯⋯⋯⋯⋯⋯⋯⋯⋯⋯⋯⋯⋯⋯⋯⋯⋯⋯⋯⋯⋯⋯⋯⋯···(199)

黄崔巍⋯⋯⋯⋯⋯⋯⋯⋯⋯⋯⋯⋯⋯⋯⋯⋯⋯⋯⋯⋯⋯⋯⋯⋯⋯⋯⋯⋯⋯⋯(199)

梅花十八洞⋯⋯⋯⋯⋯⋯⋯⋯⋯⋯⋯⋯⋯⋯⋯⋯⋯⋯⋯⋯⋯⋯⋯⋯⋯⋯⋯⋯(199)

诸隔今昔⋯⋯⋯⋯⋯⋯⋯⋯⋯⋯⋯⋯⋯⋯⋯⋯⋯⋯⋯⋯⋯⋯⋯⋯⋯⋯⋯⋯⋯(200)

福园田⋯⋯⋯⋯⋯⋯⋯⋯⋯⋯⋯⋯⋯⋯⋯⋯⋯⋯⋯⋯⋯⋯⋯⋯⋯⋯⋯⋯⋯⋯(201)

三元岭⋯⋯⋯⋯⋯⋯⋯⋯⋯⋯⋯⋯⋯⋯⋯⋯⋯⋯⋯⋯⋯⋯⋯⋯⋯⋯⋯⋯⋯⋯(201)

古石岩(鼓石岩)·⋯⋯⋯⋯⋯⋯⋯⋯⋯⋯⋯⋯⋯⋯⋯⋯⋯⋯⋯⋯⋯⋯⋯⋯“(201)

赤面石⋯⋯⋯⋯⋯⋯⋯⋯⋯⋯⋯⋯⋯⋯⋯⋯⋯⋯⋯⋯⋯⋯⋯⋯⋯⋯⋯⋯⋯⋯(201)

猴子额⋯⋯⋯⋯⋯⋯⋯⋯⋯⋯⋯⋯⋯⋯⋯⋯⋯⋯⋯⋯⋯⋯⋯⋯⋯⋯⋯⋯⋯⋯(202)

大肚石与美女峰⋯⋯⋯⋯⋯⋯⋯⋯⋯⋯⋯⋯⋯⋯⋯⋯⋯⋯⋯⋯⋯⋯⋯⋯⋯⋯(202)
“

杭川十四景⋯⋯⋯⋯⋯⋯⋯⋯⋯⋯⋯⋯⋯⋯⋯⋯⋯⋯⋯⋯⋯⋯⋯⋯⋯⋯⋯⋯(203)

铁障寨⋯⋯⋯．．．．．t⋯．．．⋯．．．．．．．t．一．．．．．，⋯．．．⋯⋯．．t⋯⋯⋯⋯⋯⋯⋯⋯⋯⋯⋯(204)



(16)燕子岩⋯⋯⋯⋯⋯⋯⋯⋯⋯⋯⋯⋯⋯⋯⋯⋯⋯⋯⋯⋯⋯⋯⋯⋯⋯⋯⋯⋯⋯⋯(204)

(17)吊钟岩⋯⋯⋯⋯⋯⋯⋯⋯⋯⋯⋯⋯⋯⋯⋯⋯⋯⋯⋯⋯⋯⋯⋯⋯⋯⋯⋯⋯⋯⋯(204)

(18)义合寺⋯⋯⋯⋯⋯⋯⋯⋯⋯⋯⋯⋯⋯⋯⋯⋯⋯⋯⋯⋯⋯⋯⋯⋯⋯⋯⋯⋯⋯⋯(204)

(19)汀江⋯⋯⋯⋯⋯⋯⋯⋯⋯⋯⋯⋯⋯⋯⋯⋯⋯⋯⋯⋯⋯⋯⋯⋯⋯⋯⋯⋯⋯⋯(205)

(20)旧县河⋯⋯⋯⋯⋯⋯⋯⋯⋯⋯⋯⋯⋯⋯⋯⋯⋯⋯⋯⋯⋯⋯⋯⋯⋯⋯⋯⋯⋯⋯(206)

， (21)黄潭河⋯⋯⋯⋯⋯⋯⋯⋯⋯⋯⋯⋯⋯⋯⋯⋯⋯⋯⋯⋯⋯⋯⋯⋯⋯⋯⋯⋯⋯⋯(206)

(22)汀江滩险⋯⋯⋯⋯⋯⋯⋯⋯⋯⋯⋯⋯⋯⋯⋯⋯⋯⋯⋯⋯⋯⋯⋯⋯⋯⋯⋯⋯⋯(207)

(23)大沽滩⋯⋯⋯⋯⋯⋯⋯⋯⋯⋯⋯⋯⋯⋯⋯⋯⋯⋯⋯⋯⋯⋯⋯⋯⋯⋯⋯⋯⋯⋯(208)

(24){lyL!；II：·······⋯························⋯···················．··．····⋯⋯··········．·⋯·．·．．(206)

(25)星聚温泉⋯⋯⋯⋯⋯⋯⋯⋯⋯⋯⋯⋯⋯⋯⋯⋯⋯⋯⋯⋯⋯⋯⋯⋯⋯⋯⋯⋯⋯(208)

(26)岗背井(又名马氏井)⋯⋯⋯⋯⋯⋯⋯⋯⋯⋯⋯⋯⋯⋯⋯⋯⋯⋯⋯⋯⋯⋯⋯(208)

(27)留金井⋯⋯⋯⋯⋯⋯⋯⋯⋯⋯⋯⋯⋯⋯⋯⋯⋯⋯⋯⋯⋯⋯⋯⋯⋯·j⋯⋯⋯⋯·(209)

(28)福泉井⋯⋯⋯⋯⋯⋯⋯⋯⋯⋯⋯⋯⋯⋯⋯⋯⋯⋯⋯⋯⋯⋯⋯⋯⋯⋯⋯⋯⋯⋯(209)

(29)蛟湖⋯⋯⋯⋯⋯⋯⋯⋯⋯⋯⋯⋯⋯⋯⋯⋯⋯⋯⋯⋯⋯⋯⋯⋯⋯⋯⋯⋯⋯⋯(209)

(30)仙水塘⋯⋯⋯⋯⋯⋯⋯⋯⋯⋯⋯⋯⋯⋯⋯⋯⋯⋯⋯⋯⋯⋯⋯⋯⋯⋯⋯⋯⋯⋯(209)

3．革命纪念地

(I)古田会议会址⋯⋯⋯⋯⋯⋯⋯⋯⋯⋯⋯⋯⋯⋯⋯⋯⋯⋯⋯⋯⋯⋯⋯⋯⋯⋯⋯(209)
7

(2)薮洋文昌阁⋯⋯⋯⋯⋯⋯⋯⋯⋯⋯⋯⋯⋯⋯⋯⋯⋯⋯⋯⋯⋯⋯⋯⋯⋯⋯⋯⋯(210)

(3)苏家陂⋯⋯⋯⋯⋯⋯⋯⋯⋯⋯⋯⋯⋯⋯⋯⋯⋯⋯⋯⋯⋯⋯⋯⋯⋯⋯⋯⋯⋯⋯(210)

(4)《才溪乡调查》纪念馆⋯⋯⋯⋯⋯⋯⋯⋯⋯⋯⋯⋯⋯⋯⋯⋯⋯⋯⋯⋯⋯⋯⋯(210)

(5)光荣亭⋯⋯⋯⋯⋯⋯⋯⋯⋯⋯⋯⋯⋯⋯⋯⋯⋯⋯⋯⋯⋯⋯⋯⋯⋯⋯⋯⋯⋯⋯(210)

(6)龙田书院⋯⋯⋯⋯⋯⋯⋯⋯⋯⋯⋯⋯⋯⋯⋯⋯⋯⋯⋯⋯⋯⋯⋯⋯⋯⋯⋯⋯⋯(210)

(7)琴岗书院⋯⋯⋯⋯⋯⋯⋯⋯⋯⋯⋯⋯⋯⋯⋯⋯⋯⋯⋯⋯⋯⋯⋯⋯⋯⋯⋯⋯⋯(211)

(8)临江楼⋯⋯⋯⋯⋯⋯⋯⋯⋯⋯⋯⋯⋯⋯⋯⋯⋯⋯⋯⋯⋯⋯⋯⋯⋯⋯⋯⋯⋯⋯(211)

(9)西门天主堂⋯⋯⋯⋯⋯⋯⋯⋯⋯⋯⋯⋯⋯⋯⋯⋯⋯⋯⋯⋯⋯⋯⋯⋯⋯⋯⋯⋯(211)

(10)汀属八县农民养成所⋯⋯⋯⋯⋯⋯⋯⋯⋯⋯⋯⋯⋯⋯⋯⋯⋯⋯⋯⋯⋯⋯⋯⋯(211)

(11)红四军政治部⋯⋯⋯⋯⋯⋯⋯⋯⋯⋯⋯⋯⋯⋯⋯⋯⋯⋯⋯⋯⋯⋯⋯⋯⋯⋯⋯(211)

(12)南塔寺⋯⋯⋯⋯⋯⋯⋯⋯⋯⋯⋯⋯⋯⋯⋯?⋯⋯⋯⋯⋯⋯⋯⋯⋯⋯⋯⋯⋯⋯(212)

(13)丰稔寺⋯⋯⋯⋯⋯⋯⋯⋯⋯⋯⋯⋯⋯⋯⋯⋯⋯⋯⋯⋯⋯⋯⋯⋯⋯⋯⋯⋯⋯⋯(212)

(14)革命烈士纪念碑⋯⋯⋯⋯⋯⋯⋯⋯⋯⋯⋯⋯⋯⋯⋯⋯⋯⋯⋯⋯⋯⋯⋯⋯⋯⋯(212)

(15)革命烈士陵园⋯一⋯⋯⋯⋯⋯⋯⋯⋯⋯⋯⋯⋯⋯⋯⋯⋯⋯⋯⋯⋯⋯⋯⋯⋯⋯(212)

六、编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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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县地名录》是我县1979年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在进行地名的普查，定名，

复名，更名等一系列工作时，我们严格执行地名工作的有关规定，广泛听取了群众的意见，

并遵照周总理生前关于“地名工作涉及面很广，地名的更改应持慎重的态度，可改可不改者

不改一的指示，对全县主要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这些地名与普查前比较更动的

地名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未作更动。

根据地名普查成果，经领导机关批准，汇编了这本地名录，共编入地名3581条，其中

县、公社(镇)，大队(居委会)行政区划地名339条，自然村(路，街，巷)地名1920条，

山峰，谷地地名783条，河流、温泉地名3条，人工建筑地名271条，机关、企业单位地名204

条，名胜古迹、纪念地地名61条。 ，

编制出标准化，规范化的《上杭县地名录》，是我县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是进一

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我县的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为提高行政管理科

学水平，为“四化"建设提供标准地名资料。它能激发侨居海外侨胞的爱国、爱乡观念，促

进侨胞同祖国的联系。地名录中的地名都附有汉语拼音，它不仅符合国内推行文字改革的要

求，而且还起着便于国际交往的作用。总之，地名是人们交往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它与

外交、国防、民政，公安，新闻、测绘、出版，邮电、交通、文教、科研、城乡规划以及

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

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外事交往的大事。

《上杭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通知发布《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编辑的，它具有法定的意义，它的出版，基本结束了我县长期遗

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今后，各行各业在使用地名录所录取的地名时，凡与标准地名不一

致的，都应改正过来。《上杭县地名录》出版以后，如有必须更改和新命名的地名，应遵照

国务院305号文件规定，报请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非经法定审批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无权随意改变地名。

但是，在全县范围内，还有许多山峰，河谷的地物地貌等等地名尚未列入，有待今后补

充完善。

上杭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年十二月

1

，

’I’10{_缓■■●■呀一
；

-

氛缀邋勇-



甄



．．_l-

——-▲、 上杭县政区图

甬w；}_。∞_蹲0}一气

≯

，，_I，”_了*

一

一：*



r’

≥二j⋯。f
o

羔j
：：乙文) ：一j。J t。tj．．，

●

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_

、．

～
}
·

LL．^、

k．，

1
．／

／

t一一．／、．

例

一一-■ #

—豁= 目 t

比例尺



．-_．．J■

．．．．J▲

——-▲、 上杭县概况

蝴0拶“甓

照鳖l■■F；
n

w#l∥—军日i



～脚

，∥嗍缓～_磁鞲

鎏_～糍

‰坳～

锄■■，



上杭县概况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部。东面是龙岩，西面是武平，北面是长汀，东北是连城。东南面

和永定接壤，西南角与广东省毗连。

上杭的历史已有一千二百余年。据史载。封建朝代向来属汀州管辖，公元736年(唐开

元二十四年)设汀州，州治在新罗。下辖三县。新罗．黄连、长汀。今天的上杭东部(黄潭

河流域)属新罗县辖。西部(今上杭的汀江流域)属长汀县管辖。公元769年(唐大历四年)

为“理铁税力，在龙岩县属地，即今永定县湖雷及下堡(应是今上杭县的黄潭河流域)设上

杭场。937年(南唐保大十三年⋯升元元年)，迁上杭场驻地予税梓堡(此地无可考证)。
994年(宋太宗淳化五年)，升上杭场为上杭县，所辖地区包括湖雷、下堡及汀南(峰市以上

沿汀江地区、原属长汀县管辖)。996年(宋太宗至道二年)，上杭城迁至鳖沙(今上杭白

砂公社的碧沙坑，或是白砂)。999年(宋咸平二年)，上杭城迁至语口市(今旧县公社全

坊)。1027年(宋仁宗天圣五年)，上杭城迁至钟寮场(4-才溪公社荣石大队)。1167年

(宋孝宗乾道三年)，上杭城迁至今日城关所在地(原名郭坊)。“上杭”一名从公元769

年成立上杭场“以理铁税"始使用。今上杭县属汀江两岸，当时属长汀县管辖，长汀县治设

今上杭县北约5公里处的长汀村(因设过州治又称旧州，可能是今上杭城郊的九洲村)，故上

杭两字属外来的古地名，出自何处，史料上无可考证。但又有一说。上杭是个居民点，如象

一个个木筏，沿溪向上航行，改“航打为“杭弦而得名上杭。如果此说可靠“上杭"二字应

是源于黄潭河流域或是湖雷河流域。

1949年9月10日，上杭解放。同年10月建立了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上杭县人民政府。

据《上杭县志·里区志》载，清朝时候，上杭分属七里。在城里(城关，城郊，湖洋)，

来苏里(中都)，胜运里(庐丰、茶地、泮境，太拔、溪口、兰溪，稔田和今永定的汤湖一

部分)、溪南里(今属永定县的洪山、峰市)、古田里(古田、蛟洋)、白砂里(白砂，旧县和蛟

洋的华家、丘坊)和平安里(官庄、才溪，通贤和旧县的梅溪，水东，郭坑)。解放前峰市、洪

山属永定县，解放后兰大区的合溪，星太区的合甲又先后划归永定、龙岩县辖，、继于1958年

1月南阳公社由长汀县划入。全县面积2750平方公里，据1980年12月统计，全县人口67992

户，36万人，其中农业户65025户34万人，汉族。县辖二十个公社(城关、城郊，湖洋、1日

县、才溪、通贤、南阳、古田、步云，蛟洋，白砂、茶地、泮境、溪口，太拔，兰溪、稔

田，庐丰，中都、官庄)计310个大队，2385个生产队。

上杭地处北纬24度47分至25度20分，东径116度15分至53分之间。外形轮廓略似一个桃

心形，北部比南部略宽。综观全县地势，东北部较高，西部汀江河谷较低。县境边界上的山

脉，平均海拔700至800米，许多山峰超过1000米，东北部的石门山最高，海拔1823米。著名

的山峰有朝天炼(海拔1755米)、茫荡洋(海拔1447米)、双髻山(海拔1441米)、扁山

(海拔1280米)，紫金山(海拔1138米)等。

《福建通志》载t “天下水皆东，唯汀独南流。南，丁位，河名于此。一“丁劳字加

“水一旁，称为汀江。它自北而南流贯上杭西部。两条巨大支流旧县河和黄潭河，从东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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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循构造谷地，分别在九洲和下河口(永定境内)从左岸注入汀江。

上杭属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9度，一月平均气温为9．9度，七月

平均气温为27．8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618．2毫米(夏季半年占60一70％)，夏季长五、六个

月，冬季仅一个月左右，无霜期达300一3lo天，除较高山地外，作物可一年三熟，但每年均

可能受到台风、寒潮、霜冻等灾害性天气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地质历史上，上杭地质构造运动复杂，成矿条件好，矿产资原丰富。主要的矿产有铁

(古田的模坑、才溪的钟寮、庐丰的铁障寨、官庄的曾泗)、锰(安乡，旧县)、铜(紫金山)，

铀(城郊、湖洋>。但缺煤矿，仅官庄德康有零星分散小煤点，质量较劣。石灰石、大理石

(城郊石灰岭、古田吊钟岩、官庄朱堡等)。有的已经开采或正在开采。

解放前，除了城关有个小小的火电厂供官府、资本家照明外，现代工业一无所有。解放

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兴建了林产化工厂，化肥厂，农械厂，水泥厂，染织厂、轻机

厂、锰矿厂，粉末冶金厂、炼铁厂、瓷厂等。到1979年末，城乡厂矿企业单位已发展到37

个，其中县办工业22个，社办工业15个，工业总产值达3146万元，比1977年的总产值增长

14．6l％。

全县面积2750平方公里，429万亩，其中林业用地342万亩，占79．7％；耕地38．7万亩，

占9．1％，山地丘陵占了上杭总面积的85％以上。耕地有38．7万亩(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十

一)，主要分布在城郊、庐丰、安乡、兰溪、稔田、中都、才溪、南阳、官庄，古田、蛟洋等河谷盆地。

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除步云、古田、蛟洋等地一些较高寒的山区外，一年两熟(冬季仍可

种小麦或油菜)，连年获得丰收。1978年总产2．83亿斤，全县平均亩产801斤，第一次上纲

要。小麦、地瓜占有一定地位。重要的经济作物有烤烟(年产16020担)、茶叶、油菜等。

全县有拖拉机1237台，机耕面积达173420亩，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很快。

-。—————㈣畸滞滚南蕾谠域前重要袜茜之j产布盯舀冈野豕砚万豆万采孵禾砑I石丽丽豆秀采■—一
步云公社仍有部分原始森林。除杉木，马尾松、樟，荷等树种外，有毛竹、篙竹(毛竹面积

24．9万亩，储存量2823万株，年产毛竹41万根)。林副产品有笋干(64担)、香菇、木耳，

松香(年产5100吨)，茶叶(年产765担)、桐油(年产油桐籽755担)、土纸(年产1715

吨>、药材、油茶、紫胶、棕片、乌桕子、山苍子等，其中好些运销东南亚等地，深受侨胞

和国际友人赞扬。现有农、林、牧、茶场11个，造林绿化的工作，引起了各级单位的重视，

成绩显著。 i．

， ．．近年来，畜牧业有较大的发展。现有牛2．0013万头，猪13．33万头，羊2439头。

解放后，在汀江支流旧县河、黄潭河等处，兴建了矶头、湖里、回龙、才溪，池溪，元

丰、雁子滩水电站计176个水电站，全县发电能力达5742千瓦。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修建的山塘、水库较大的有47处，除供灌溉外，为淡水养鱼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

’⋯解放后，交通运输落后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全县有公路630公里，至龙岩、永安、长

汀，连城、武平、永定和广东梅县等地均有定期班车来往。古田、蛟洋的主干公路线已铺有柏

油路面。县境内各公社，厂矿有班车或公共汽车往返，而且绝大多数的大队都有通汽车的大

道。内河通航256公里，机动船上可通官庄，下可通南蛇渡(90公里)。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大队有完全小学和医疗站，公社有中学和医院。一中、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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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丰、兰溪、古田、才溪，中都等地设有高中。在校初中学生计13002人，高中学生计6023

人，小学生计23700人，除设备良好的县医院和防保站外，有兰溪、自砂、古田、才溪等四所

中心医院，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44个，职T638人，病床位625张。为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杭县是闽西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当时，汀江以东的全部及汀江以西的70％地区建立了苏

维埃政权，汀江以西30％地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红军长征后坚持游击战争至解放的基点村的

有100多个村，著名的革命纪念胜迹，有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一处，甚P1929年12月召开红四军第九

次党代表大会的古田会议址。此外还有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一蛟洋文
昌阁。城关的琴岗书院(今实验小学)是1927年周总理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征时的住地，当时

朱德同志住在南塔寺(今上杭二中)，贺龙同志住的下张家祠在今染织厂，浮桥门的临江楼有

1929年lo月毛主席在这里的住室，北大路有“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黟，1927年3月

上杭一中的反帝堂(原天主教堂)是上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1929年9月)南

门还有红四军政治部旧址(1929年原工商联)。从1930年6月至1933年11月，毛泽东同志曾

三次亲临才溪乡调查，那里有调查会议的旧址和其他纪念建筑物，如列宁堂、才溪乡区苏维

埃政府、光荣亭，列宁台等。古田公社苏加陂的“树槐堂黟，是毛泽东同志1929年lo月创办

的平民小学的旧址。南阳公社的龙田书院(今南阳小学)，是1930年6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召

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的旧址。

著名的名胜古迹，城内有南宋王阳明的“时雨堂一及其手书石刻(今城东小学，。城区

附近有“袍山朝云黟、“长坝乐耕’’、“南塔禅钟黟、“虹渡恬波"、“琴岗霁色"、“驷

马樵歌”“西安牧笛”、“七峰拥翠"、“主褶回澜’’，“金山晓旭"、“石潭秋月矽等胜

景。城北15公里的紫金山，风景优美，石刻甚多，其间五龙寺、麒麟殿等旧废的古迹经修建

后，可避为游览区。城北十五公里处有高数十米悬立汀江两岸的赤面石。城南十公里三层岭

有周公塔及其巍然屹立于汀江畔的美女峰(又名大肚石)。赤面石与大肚石分踞于汀江上

下、杭川南北，二三十里遥相对望。汀江沿岸，一片丘陵起伏，田连阡陌，比屋炊烟，风光

秀丽。还有白砂的双髻山、太拔的福圆山，官庄的圆通山，龙山顶等。杭永边界的茫荡洋、

杭连龙边界的梅花十八洞，均是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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