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经济发展 

经济概况 

长乐人多在外投资或移民海外，一部分留在本地办企业，纺织、钢铁、食品、电子、水

泥等是长乐人的民营企业。拥有空、海、江“三港”齐备的交通优势。空中，长乐国际机场

作为区域性枢纽中心机场和首批对台空中直航点，现已开通 70 多条国内外航线，年旅客吞

吐量突破 500 万人次；海上，作为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和首批对台海上直航港口的松下深

水港区与闽江口洋屿港区，已建成泊位 23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12个，年货物吞吐量超

千万吨；陆路，全市公路总长达 1300 多公里，沈海、福厦、机场、京福、福州东绕城等 5

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境内设有 10个高速路出口；上岛铁路、城际铁路、沿海客专、沿海

货专等 4 条高速铁路途经长乐，境内设有 5 个站点，形成了“六纵六横”的交通网络。 

工业经济 

长乐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和福建省综合改革试点县（市），是福建省“草根工业”

的发源地和“回归经济”的发起地，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充裕，2010 年全市流量资金

高达 8500 亿元，侨汇收入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在域内，形成了以纺织、钢铁为主的产

业集群，奠定了“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中国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市”的基础，推动全市

经济综合实力连续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全省十强县（市）”行列，2010年地区生

产总值将突破 305 亿元、人均 GDP将突破 6000美元、工业总产值将突破 903 亿元、财政总

收入（含基金）将突破 58亿元；在域外，长乐籍企业家共创办各类工业企业 1000 余家，2010

年产值超过 5000 亿元。按照“增效一产、做强二产、提升三产”的发展思路，到 2015 年全

市工业总产值将达 2000亿元，拥有 5 家百亿企业、50 家十亿企业、1 个千亿产业集群（纺

织）、4 个百亿产业集群（钢铁、电力、粮油、机械）、2个 500 亿产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将达 3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 30%以上。 

农业经济 

2008 年，12家省、福州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产值 7.76 亿元，带动农户 18290

户。全年共投资 6000 万元，实施“双百工程”建设项目 67项。建成渡桥泵站，启动下洞江

整治、空港工业集中区排涝等水利工程，完成“六千”水利工程项目 22 项。 

第三产业 



 

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从 100 元、220 元调高至 110元、235 元，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每人每月从

100 元提高到 200 元，将 1779 名医改前关闭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保。全

市城镇新增就业 6126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420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1.9%。发展慈善

事业，成立老区促进会，投入 1535万元开展扶残助学等各类扶贫济困活动。为四川汶川地

震灾区捐款 1949 万元，衣被 3569 套，全力做好对口帮扶的四川彭州市磁峰镇灾后重建工作，

长乐市援建的磁峰水厂已动工建设。完成玉田、松下等 8 个乡镇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投资

1.6 亿元建成共 732 套、总面积 7.8万平方米的首期经济适用住房、限价住房，进入分配供

应阶段；投资 1600 万元、共 194 套、总面积 1.06万平方米的廉租住房主体工程封顶。城乡

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950元，增长 12.3%；农民人均纯收入

8310 元，增长 12.1%。 

社会事业 

长乐做好民生保障工作，2008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8228个，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1.32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1.6%，低于省、福州市平均水平。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城镇低保

金，农村低保标准从每人每年 1000元调高至 1200 元，城镇低保金从每人每月单人户 156

元、多人户 130 元统一提高到 220 元，完成全年新增 1200 人的低保扩面任务，发放低保金

830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巩固提高，参合率达 95.33%，顺利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全民覆盖。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和“两

免一补”政策，全年减免费用 1392 万元。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新建校舍面积 1.09

万平方米。创作出版《大爱暖千秋》系列丛书，新编闽剧《功德碑》获省戏曲汇演大奖。显

应宫泥塑群和圣寿寺塔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琴江抬阁”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完善农村计划免疫、卫生监督、医疗救治、紧急救援四大体系，完成艾滋病、

结核病和血吸虫 3 项国家级监控项目。 

第八章 风俗习惯 

风俗 

地硗产薄，人多业儒，父子兄弟同登科第者有之，次则习句读为童子师。又俗尚俭朴，

虽膏粱之家皆耻服华丽。古所谓“海滨邹鲁”，长乐近之矣。近海者率以渔为生，在农之家

妇女亦执工作。 

人口 



 

西晋永嘉元年(307)士大夫避乱入闽时，有人定居长乐。但大量移民在唐末五代以后，

从北方迁入。唐末中原起义农民随王审知兄弟入闽，于景福二年(893)进入福州，王审知命

其弟王想为长乐县令，王想的随从人员及子孙当时这一个阶段就有二十三个姓氏在长乐安家

落户；同时，有陈、郑、梁、赵、许、马、李、丁等姓氏先后迁入长乐。宋高宗南渡后，由

北方陆续移民入闽，有赵氏等家族迁居长乐，促进长乐人口繁衍。清雍正七年(1729)，原东

北五省迁来驻扎福州的满族 500 名官兵，移驻长乐洋屿，建立水师旗营，现满族自治村村民

多为旗营后代。 

第九章 旅游景点 

名胜 

南山：在长乐古城内西南，故名。又因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高阜，亦称三峰山。

南山有塔，俗呼塔山、塔坪山。古人每年重阳登此山，又称登高山。 

南山面对上洞江、下洞江，背负六平山、首石山。南山高 45.8 米，方圆不过数方里，

但气势雄伟壮观，古往今来不少学者、名人游览登临，咏诗作记。 

自唐上元元年(760)，县治移置六平吴航头，长乐人民就开始开发南山。在山的周围，

亭、台、楼、阁递建。山路纵横，松柏苍翠，花卉繁荫，山前江涛滚滚，风帆蔽空。明代郑

和七次下西洋驻师期间，曾在南山修葺三峰塔寺并题额，奏建天妃行宫并立碑，新建三清宝

殿等。南山经全面整建，初具规模，成为儒道释文化交融之地。嘉靖以后，经多次倭患兵燹，

风雨侵蚀，民国期间，县城二度沦陷，名胜文物破坏殆尽，只余三峰塔与郑和碑。 

1958 年，南山石林峰上矗立起“长乐县革命烈士纪念碑”。1985 年辟为“郑和公园”。

公园内人工湖上有印心亭，香界峰建有明志亭。在隐屏峰的三峰塔，经过全面整修，更加壮

观。1985 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 580 周年，在当年三峰寺、天妃行宫和三清宝殿的遗址上，

建造了仿明代古建筑红墙碧瓦的郑和史迹陈列馆。如今，南山郑和公园树木葱茏，簇拥着宝

塔丰碑，掩映着馆舍亭台，犹如绿岛浮在日益扩大的长乐城区之中。 

六平山：又名鹿屏山，位于吴航镇东北面，系长乐主山，蜿蜒神秀，六折而上，故名六

平山。山高 564.6 米，左连芝山，右傍首石山、四明山。六平山擅一方泉石之胜。自山麓汾

阳溪畔至山巅约四华里，此间层岩叠翠，自宋、明、清以来，亭、台、寺、庙、书院递建，

文人墨客相率登临，留下不少名人摩崖题刻。据传董奉曾驻此炼丹，有丹灶、银杏留传。南

宋工部尚书陈合，德祐间移居邑东隅，开拓六平山小有洞天，建“天地四方宇”，优游其中，

题刻“第一小有洞天”，至今犹存。宋太傅陈俞建“乾坤一草亭”。明进士曹贤建“六平书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