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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郡县以志为鉴"，“鉴往可以知来”，自古如此，而今更是。为此，将福鼎

人民在社会进步中所走过的道路与所作的贡献，纂为新编《福鼎县志》，昭于后人，

激励进步，以创造出既无愧于先人、又无愧于后人的业绩。
、

福鼎建县至今，已历两个半世纪，仅于清嘉庆年间修成一部县志，而后几度

修志，均未能如愿，断史时间较长；加之旧志所载，偏重政绩、烈女，经济纪述

甚少，虽有一定存史价值，但由于历史局限，内容不甚丰富。因此，本届修志之

难，可想而知。

有鉴于此，1987年中共第六届福鼎县委、第十届县人民政府产生后不久，便

成立福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在人、财、物多方予以支持。经过历届县委、政

府的努力，特别是县志编辑人员千方百计收集资料，上自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图

书馆，下至民间家谱、口碑、笔录，五易寒暑、五易其稿，终于成志。我对此感

到由衷欣慰，并给予热烈祝贺!可惜的是，成书在即，为县志付出辛劳的第十届

县政府县长董东堡同志却看不到此书了。但福鼎人民永不会忘记他。

作为福鼎人民的一员，我参与并目睹了当代《福鼎县志》编纂出版的全过程。

因志上文，略表心声。

原中共福鼎县委书记
李敏忠

现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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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福鼎县志》出版，是福鼎文献工作的一大盛事，是福鼎人民的一大喜事，值

得庆贺。

建县两个半世纪以来，福鼎人民以其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在改造自然、发

展经济和自身解放的过程中，创造了辉煌业绩，留下许多宝贵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福鼎县志》以朴实的笔调，简炼的风格，完备的体例和

翔实的史料，比较系统地记叙福鼎各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建县以后的政治、经济、

文化以及民俗民情等方面的真实面貌，对于我们全面了解福鼎县情，探讨改革开

放发展福鼎经济的路子，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福鼎，具有极为重要的

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福鼎县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开拓变革精神，清嘉庆知县谭抡曾在《福鼎县

志》中写道：“名儒辈出，民厚俗淳，忠孝节义，史不绝书，理学文苑，后先辉映!”

尤称“海滨邹鲁”。不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福鼎人民无不觉醒奋起，辉煌功业彪焰史册。不甘落后的福鼎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往开来，开拓进取，艰苦创业，成就空前。

《福鼎县志》出版问世，将在“资政、教化、存史"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利在

当代，功垂后世。值此盛世盛事呈功之日，我们有幸观其大成，并以此告慰50万

福鼎人民。在此，我们谨向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鼎县志》编辑部和所有人员表

示热烈祝贺，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数载辛劳，功垂千古。 、

中共福鼎县委书记杨有志

福鼎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元明

哆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福鼎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

二、新编《福鼎县志》由概述、大事记、各分志、人物、附录等组成。概述，

综叙县情统揽全书；各分志，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J顿序排列，横排门类，

纵述史实；人物设人物传、表、录；附录，收录某些有存史价值的单项性资料。

三、本志贯串今古，详今略古，上限追溯至各类事物的起源，但基本上以建

县之时为起点，下限截止至1990年，个别项目延伸至搁笔之年。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表达，辅以图、照、表、录。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

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他各分志均用记叙文体，寓观

点于记述之中，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必要时，夹有画龙点睛之笔。

五、纪年用法。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以汉字书写，加括注公元纪年；民国

纪年用阿拉伯字表述，每节第一次出现时，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6月11日福鼎解放

之日前后。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县籍为主，兼收长期在福

鼎活动且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排列按生年为

序。

七、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

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阴历

月、日用汉字。

八、本志材料来自中央、省、地、县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正史、旧志、

家谱、有关报刊专著以及有关人士采访口碑记录等。统计数字，一般采用统计局

数字；统计局未有的，则采用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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