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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八十年，在历史长湾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磷。徨年青未必空虚，

短暂也能辉煌。平潭建县为时虽短，然八十年的历史经纬却也交

织着海坛的天风海涛、史踪民情，津洋大珉，引人瞩目。

作史存照，功在于敌。八十年的县清史料，浩如嬉海。半年

多来， ((乎潭县八十年大事记》的编撰者，史海钩混，沙里淘金，

合血写春软，甘苦寸心知。

《大事记》广征博采，含英哩华，政经人文融于一炉，历史现

云汇于一卷。由此，可寻觅岚岛七千年人类文明史迹，探求平潭

八十年县史的起承转合，捕提时代发展的脉搏，感崖人民奋斗的

声息。虽然还谈不上鸿篇巨剖，博大精深，但饵不失为一部选材

周金、史料翔实的存史之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二八十年来，时代更迭，岚岛磨难何

其多 z 物竞天择，人民倡业多艰辛! ((大事记》簿录风云变幻，写

记得失兴衰。在对史实的描述中，客观求实。它既是一部难得的

史籍，揭示着社会制度的是非优劣;又是一菌客观的"镜子飞功

过是非，了了分明。有志于造福平潭的志士公仆不妨把它作为

"资政通鉴"来读。

八十年浩海桑田，八十年睁蝶岁丹。为岚岛人员的解放和幸

福，多少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无数海坛JL女奋勇拼搏。在抗战期

间，子潭曾有可歌可泣的"六次沧陷，六次技复押的历史壮举 F 解

政战争时期，平潭人民费击支队又在全省首开俄靠当地武装解放

县城的记录e 近四十三年，平潭人民移出填海、造林绿化、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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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又写下了多少辉煌的历史新篇。纵观历史，先辈今人从未

懈怠，更不沉沦。《大事记》可让平潭人民M.八十年来提御外侮、

保卫家乡的英雄史话和开发海岛、建设家乡的不朽韭绩中，获得

教化，吸取活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平潭的文明、富裕、繁

荣而矢志不壤，奋斗不息。

《平潭县人十年大事记》有存史、资政、教化之功能，付梓菌

世亦当之无愧矣。是为序。

XiJ嘉静

1992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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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平潭县八十年大事记》数易其穗，终于成书。这本建县八十

周年丛书之一，是作为献给八十庵年县庆的礼物商奉于全县人民

和海内外关，心平潭曲器友面前的。它记述了建县八十年商在于潭

这 309.84 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6064 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发生的各类

事件，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平潭八十年纷纭繁杂的政治、经济、文

化、科学、军事以及自然变异等历史噩卷。

平潭， ，日称海坛山。位于福建东高沿海，地扼台湾海峡北部

锢喉，南近黄E南 a 击，北望马祖列岛，西隔海坛海换与福清、长

乐梧望，东距台湾仅 68 海里。作为自近千个岛碟组成的岛县，她

拥有全盟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一一海坛岛。

沧海桑E巨变，天对人事梧摧，造就了源远流长的平潭历史。

尽管"平潭见于书，自唐为牧马地始"，然在典之前，地处浩瀚东

海之酶的"海坛"，却非蛮荒之埠，被考古界命名为"壳丘头文

化"的福建最早的一娃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在平津的离垄样，

说明早在 7000 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海坛岛上栖息、繁衍，开始

了开发平潭的历史。其后，政区带革JL经更迭，秦汉时隶暑闺中

侯官县和原丰县 F 晴唐时分属酶县、长乐部 p 宋时编为海坛里，归

福清县管辖; ~啻嘉庆三年置海防厅，直属福分i府 p 直至 1912 年攻

厅为县。解放后，先后隶属部侯专区、晋江专区、曹田专区。 1983



年 4 )寻划归福:圳市管辖至今。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平、潭虽然没有出现过显赫的达官贵人，部

孕育出许多仁人志士。尤其是长期与风浪搏击据有海一般广阔心

胸的坚强的平潭人民，创造了自己悠久百丰富的历史。从明日才与

拉倭英雄戚继光部一道扫荡倭寇，到抗日战争期间军民同仇敌汽，

奋起拭 E. 六度光复被 E 伪军费占的故土，谱写了平潭人民抵抗

并侮、保家卫嚣的篇章;，R刀耕火种，牧马海坛，逆风搏?庭，渔

猎海疆，到今日开发海洋，营林绿化，百业兴旺，安居乐业，无

不留下了手潭人民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部记。在激器的政治斗争

和珉苦的生产斗争中，平潭人民推动着历史前进，使平潭从贫穷

落后而 E臻繁荣富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平潭人

民沿着改革开放的大道，坚定不移地朝着文明富裕的吕棕迈进，写

下了更为崭新的历史篇章。 1991 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 3.9 亿

元，为 1949 年的 64 倍;雷民收入 3.19 i乙元，为 1949 年的 60 倍 z

工业初步形成以轻工、建材租食品加工为主体的工业体系. 1991 

年工业总产值达1. 2 亿元，为 1949 年的 945 倍 F 农林敦副渔各业

发展远速. 1991 年农业总产值达 3.2 也无，为 1949 年的 48.5 倍 F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达 829 元，为 1949 年的

11. 7 倍。

今天，在省市对平潭更加特殊的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扶持下，平

潭的对台、旅游、海洋、建材、新能漂等忧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平

潭更加广阔壮丽的前景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历史是不会

也不能割斯的，明天的平潭是今天平潭的发囊，百今天前乎潭又

是历史的平潭的廷续。古人云，以吉为镜，可以知兴替。当身逢

盛世，又喜迎佳期之际，我们编寨《平潭县八十年大事记>).就是

希望 32 万生于平潭、长于平潭的平潭人，都能在这历史的一截中，

看望j建县 80 年乃至更长远的平潭的发展史上，凝聚着汗多革命先



烈、仁人志士和劳动人民的血汗 F 都能在懂得平潭的过去后，更

加珍惜孚潭的现在，更加自强不患地去开拓平潭韵未来。也析踏

着许许多多热岳于平潭事业的人剖，与我们共同缸造平潭更加光

辉姐烂的明天。

薛串芳

1992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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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书到马克思亮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肥，遵据中国共产党十一窟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 80 年以来所发生的事件。

二、本书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捧为辅。

三、新陵 z 上限 1912 年，下限 1992 年 7 )30 

胃、篇吕结掏采用年代暑中，单强立行。如遇某事件无法考

证准确时间，采用日元考记月，月无考记季，季无考记年e

五、凡政权就梅、职官、党波、地理名称等均按当时当地的

历史习惯称呼。使用竭地名时注明今地名。对人物直书其名，不

如贬褒。

六、专用名词在第一次击现时培用全称。

七、计量单位采勇《中华人虱共和雷法定计量单位》有关规

定。

人、数字书写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仔规定》为准。

九、资料来露于省、县档案馆档案和有关本县的史料，均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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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1 月 1 8 中华民匮南京i苗时政府或立。各省先后废除府、

州、厅的建制，实行省、县二级地方政制。 ;1+1 ， 厅改量为县。

10 月 148 平潭海防厅改为平潭县，同知张士告改任县知

事。

周年 县署设窜判员，专门负责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首任

审判员李宝麟。次年，设窜捡所，审判员改称帮审员。 1914 年，撒

审检所，帮窜员又改称承审员。 1916 年 6 月，承审员复称审判员，

由县知事兼任。

1913 年

1 月 部婿董任县知事。

2 月 或立平潭县商会，会址设在县境武圣店。会员 100 多

人，首任会提林幼轩〈斗垣村人)。

5 月 228 吴宪章等 20 人，遵景教育部旗发的现程，筹组平

潭县教育会。 12 月组成，带腾辉当选为会长。

§月 设立县警备队. ~人长黄费。下设巡官 1 人，巡长 s 人，

警士 30 人。 1914 年 8 月 29 日改为警察所〈仍惯称警备队) 0 1934 

年改设警察署，警员 31 人。

12 ~ 事钊任县知事。

国年 实行省、道、县三级建制，本县霜于东路道。次年，东

路道改为闰海道，本县归属隔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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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

6~ 戈乃康任县知事。

8 ~ 258 开5年乎潭甚劝学所，陈鹤章任所长。

国年 福建省水上警察第三署设于平潭，署长缚兆祥。下辖

三棒、南镇、南吕、渥江、揭ft15 个分驻所，宫警共 160 名，茸

备大小炮船 8 艘 o 1918 年，分驻所撤销 o 1933 年，改编为福建省

水上保安警察总队第二大鼠，队址迁往福判。 1935 年，该大队所

属第二分队分驻平潭和福清县海口镇。 1938 年扩编为水警中队，

官警 80 人，驻扎平潭甚域。

离年 韩唐察盐场改为宫5忌，省援盐警 40 多人驻守盐æ. 控

告u食盐夕护涯。

1915 年

3~" 月 先后在高坪区石莲寺、坟北区晏福寺、奇峰寺、北

海区囡美村、大墩区至岚村林民宗祠、庄上区增福寺分别设立县

立第三、第十六、第十、第七、第九、第八嚣罢学校。

s 月 福建巡按使许世英视察乎潭，巡带小湾村美女黯镜景

点，题写"明镜"二字e 县知事戈乃康将"胡镜"二字刻于该景

点的巨石上e 次年，戈乃康调离时，在上面又到数语，表示软仰

等意思。现"明镜"石刻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 斗门区苏澳街林奇捐资改建天后;日菇，用于开办县立

第四区第二高等小学校。

周年 平潭哀务分会改为子潭县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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