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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以下简称“908”专项）是国家批准的重大海洋专项。
开展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工作，是我国实施海洋开发战略的基础性工作。
　　浙江省“908”专项是“908”专项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国家海洋局的指导下，以“908”专项在本省的实施为契机，围绕“充分
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遵循科学、准确、系统的原则，以专项调查和全面
普查相结合的方式，分年度开展专项调查和全面普查工作，系统掌握包括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资
源情况在内的基础材料，摸清家底，为全省社会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及海洋综合管理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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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温州土壤肥沃，河流湖泊众多，海洋资源丰富，是江南“鱼米之乡”。
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柑橘、茶叶、枇杷、杨梅、甘蔗等160余种。
　　海洋鱼类有带鱼、黄鱼、鳗鱼等370余种、贝类有430余种。
沿海滩涂养殖面积达6.5万公顷，养殖蛏、蚶、虾、蟹、蛤等。
用材林有松、杉、栎等280余种。
非金属矿产资源有明矾石、花岗石、石英石等，其中，明矾石矿储量占全国储量及产品质量、花色品
种均居全国前列。
温州港现有生产性泊位55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7个，洞头、乐清湾等天然深水良港开发前景
很好，可建20万吨级码头泊位10个。
温州以东近海大陆架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泰顺县乌岩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原生植被，是浙南的绿色宝库。
　　1.8.2历史沿革　　远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已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温州古为瓯地，秦统一全国后属闽中郡。
西汉惠帝三年（前192年）为东海王（俗称东瓯王驺摇）都地。
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设在瓯江下游北岸今永嘉县瓯北镇境内，是
为温境建县之始。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析临海郡南部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四县置永嘉郡，郡治设在瓯江下
游南岸（今鹿城区），是温州建郡之始。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置东嘉州，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置温州，自此以后，历1300余年至今，
州名无改，州境亦无大变。
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11月8日温州成立“军政分府”，隶浙江军政府。
　　1914年6月置瓯海道，辖温州、处州二府，道尹公署驻永嘉县，属浙江省。
1932年建立行政督察区。
温州区初称浙江省第十县政督察区，督察专员办事处驻永嘉县。
后数度更名，称第四特区、第三特区、永嘉行政督察区、第八行政督察区，1948年4月，改称第五行政
督察区。
　　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建立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8月26日成立第五专区，并设温州市。
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为温州区专员公署。
其后，名称和辖县有所变动。
1981年9月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建立温州市，实行市管县体制。
现辖鹿城、龙湾、瓯海3区，瑞安、乐清2市（县级）和永嘉、洞头、平阳、苍南、文成、泰顺6县。
有119个镇、143个乡，30个街道办事处，5390个村委会，287个社区，229个居委会。
温州市人民政府驻地鹿城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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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省沿海地区海洋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是在《浙江省沿海地区海洋文化资源调查报告》基础上
凝练并增加了相关研究内容基础上编撰而成。
反映浙江省海洋文化发展现状、制定海洋开发战略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具体实施中共浙江省委提出的
建设文化大省决策的一项基础性和前期性工作。
本书由杨宁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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