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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周宁县交通志》是一部记述周宁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历史

和现状的专业志。它的出版，将为周宁县今后实现交通运输现代

化提供翔实的历史资料和借鉴。

周宁地处闽东北山区边缘，山高岭峻，道路崎8呕，溪涧密

布、河床陡险、舟楫不通，交通闭塞。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周宁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发扬老根据地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依靠集体力量，坚持自

力更生，实行民工建勤。自1958年修建赛(岐)浦(城)公路开

始，经过30年奋斗，至1987年底已建成公路301．3公里，新建乡村

大道66．7公里，使全县60．7％的行政村通车，初步形成以城关为

中-b的公路交通网。同时，还增建、改建人行桥168座，使边远

山村的交通条件也得到初步改善。为开发山区资源，繁荣城乡经

济，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周宁原届宁德县辖，1945年建县。史料欠缺，档案不全，给

修志增加一定的难度。在修志过程中编写同志不辞劳苦，深入调

查反复考证，做了大量工作，并得到省，地，县领导和专家的悉

心指导，县有关部门、各界人士的热忱支持，在此谨致衷心感

谢l

周宁县交通局局长杨家裕

一九九O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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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事上限尽量追溯到事件的起源，下限至1987年

底，个别事件延至1988年，交通图，照片至1991年。

．二，本志膏大事记修采用编年体记述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志

书采取口横排门类，纵写古今"，并按“详今略古’’原则，着重

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交通运输发展历史。

三，本志的纪年，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沿用历史朝代年

号，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地名以《周宁县地名录》为准。历史上地名与今有

异者，括注今名。

五、本志第一次书写的单位名称均用全称，重复出现时则用

简称。

六，本志资料，取自档案和实地调查，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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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周宁地处闽东北，位子北纬26。53 7---27 519 7，东经119。077～

119。297之间。东临福安，西接政和，北连寿宁，东南与宁德接

壤，西南与屏南隔溪相望。东西宽33公里，‘南北长46公里，全县

面积1046平方公里，划为1镇8乡160#·行政村，‘1987年总人口

15．4万人。 ，
．，

周宁原属宁德县。民国24年(1935)6月，改设特种区，．

直隶省府第一、第八行政督察区。民国34年8月建县，取周墩、

宁德两地首字，定名周宁。1949年6月28日和平解放z．．

现属宁德地区。 ，

县境群山连绵，层峦叠嶂，平均海拔800米，系高海拔的山区

县。县城高踞牛岭、位：岭之巅，海拔880米，为全省海拔最高的县

城。鹫峰与洞宫山脉延伸境内，形成大小山峰661座，其中海拔

千米以上282座，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的龙冈头海拔1506

米，东南部疗鲁街头亭海拔65米，相对高差1441米。境内溪涧密

布，河床陡险，仅有水力之功，而无舟楫之利。交通靠陆路。

唐宋以来，随着人口增加，社际交往日繁，道路设施逐渐普

及。宋初宝丰银场的开发，明末街头亭官办盐仓的设置，促进相

邻县、乡道路连接成网，但因地处僻壤未能成为官马大道。境内

古道均由民间募修，通过nj隘深谷之间，皆迂回展线修成岭道。

清末全县有县际古道6条，主要乡间古道4条，桥160座，20齿

以上蹬步20处，渡筏6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县政府对交通设施的修复和发展，给予

大力扶持，但仍未能改变“出门凭两脚，运输靠双肩”的落后



状态，l!t59年5月，小(古镇)浦(城)公路周宁段44．2 7，公里

(原称赛岐～捕城公路)通车后，交通面貌始渐改观。’当年冬。

全县组织民技7"5092人，7同时投入梨(坪)外(表)、城(关)4

纯(池)、七(步)李(墩)3条公路建设，因值国民经济暂时

困难，而于1961年中停，至1965年冬才继续修建。“文化大。革

命炒期间，虽受一定程度干扰，全县仍然坚持民工建勤，在国家

的支持下，于1975年初实现社社(乡)通公路。1960-'-'1976年全

县新建公路8条105．43公里。1976年后，公路建设步伐加快，至

1987年的11年间建成矿，站、场及乡村公路23条161．6公里。

1987年，全县共有公路32条总长301．3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拥

有公路28．8公里，新建乡村大道(拖拉机路)66．7公里；通车行

政村85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60．7％，初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

的公路交通网。

公路通车后，机动车辆不断增加，公路运输量成倍增长。

1978年，全县已拥有各种机动车辆324辆；完成客运量33．2万人

次，周转量1020万人公里，货运量5．49万吨，周转量318．38万吨公

里，比1960年的1．55万人次，1．50万吨分别增长20．42倍和2．66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村企业和个体，联户车辆急剧增加。

1987年全县有各种机动车787辆，比1978年增长1．43倍。完成客

运量131．49万人次，周转量3642．32万人公里，货运量35．85万

吨，周转量2311．9万吨公里。分别比1978年增长2．96倍、2．57倍

和5．53倍、6．26倍。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亦相应加强。

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县的经济建设。公路通车后，水

电、矿产资源陆续开发，机械、冶金，化工，仪表、纺织、食品等

工矿企业不断发展，农业产量产值逐年增长。1987年全县工农业

总产值7044万元，比通车时的1959年的1599．72万元增长3．45，

比1978年的3356．57万元增长1．1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亦由1978年的38．7％上升到53．11％。

全县交通事业虽有很大发展，但因受主客观条件限制，修路

难度大，基础设施差，标准低，通过能力有限。在现有公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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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的里程达不到等级公路标准，45。56％的里程不通客

约全县经济的发展，尚待全县人民和交通战线的全体干部

团结合作，继续努力，为开创交通运输新局面谱写新的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 事 记

唐成通二年(861)
凤山寺僧建普济桥(址在今成村乡川中村)，为宁德地区最

早的木梁桥．元至大兰年(1310)改建石梁桥，至正十七年(1361)

水毁。明洪武五年(1372)重建。万历九年(r581)水毁后，改

建木拱廊屋桥。崇祯十七年(1644)焚毁。1985年改建石拱桥。

宋成淳三年(1267)
建德成桥(址在今浦源乡大桥头村)，为全县最早的木廊

桥。

元 (1279"--1368)
建石马桥(址在今狮城镇石马潭村)，为全县最早的石梁桥

之一。1984年改建石拱桥，更名坂洋桥。

明洪武五年(1 372)
风山寺僧重建鸾溪桥(址在今咸村乡川中村)，为全县最早

的石拱桥。1969年修建梨(坪)外(表)公路时拆。

明成化二年(1466)
建赤洋亭(址在今玛坑乡赤洋村)，为全县最早的路亭。

明成化三年(1467)
建澄明桥(今名三仙桥，址在今纯池乡禾溪村)，为全县最

早的木拱廊屋桥。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建仪风亭(址在川中村通福安古道)，为重檐歇山顶木构。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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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五年(1625)

建灵鹫桥(址在今浦源乡龙亭村)。桥长40米，单孔净跨30

米，距常水位16米，为全县净跨最大的木拱廊屋桥。]969年9月

水毁。

明崇祯十七年(1 644)
建深壑桥(址在今泗桥乡下三望洋村与政和县澄源乡陈厝村

交界的楹洋溪)，桥为双孔石台、墩木拱廊屋结构：清光绪二十

七年(1901)八月重修。 ：。’。：。
一’

清康熙十八年(1 679)‘
”

际会村民叶受峦在际会村建接官亭。1976年农田基建时拆。

清康熙三十五年(1 696)
七月，建仙溪石桥(织女桥)。该桥为全县现存最早的石梁

桥。 ，

清康熙四十一年(1 702)

春，建虹桥(址在今泗桥乡赤岩村)。原为木拱廊屋结构，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赤岩村民谢春荣独资改建为石拱廊屋桥。

清康熙五十六年(1 7 17)，， ．+

八蒲村民黄君宠等募建登龙桥。清道光十六年(1836)九月

武生黄高捷、张仕光募资重建。。

清雍正八年(1 730)
’

七月，上洋村民张贡十(张玉政)建麻岭卷石亭(址在通政

和古道的麻岭葭池坪)。为全县最早的石拱亭。

清乾隆四十四年(1 779)
秀坑桥工张新佑、张茂新主绳建造石竹坑桥。为全县现存最

早的木拱廊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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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十八年(1 81 3)
-．yj，咸村耆民孙正卿，黄芳礼募资重建何姑桥。 ，

‘

‘
． 二清咸丰二年(1 852)一 L．

．十月，建楹洋坝蹬步(址在泗桥乡大山村与政和县澄源乡下

楹洋村交界的楹洋溪)。全长67齿，’另设石盖方涵1道，，为全县

现存最长的磴步。 ‘，-

·! ·+

清同治四年(1 865)
宁德县奉旨为川中监生汤日坛妻黄氏建“百岁五代坊一亭

(址在通宁德古道的何姑桥左岸)。为全县唯一由国家拨款修建

的路亭。 ‘：

清光绪十六年(1890)
礼门村民魏仁宽、魏建屏募建岔溪桥。该桥为木拱廊屋结

构。民国九年(1920)焚毁。1969年改建石拱桥，为纪念周宁，

屏南两县共建友谊改名“友谊桥”。：

r、i ，。1民国24年(1．935)
6月，设立周墩特种区。

i

民国34年(1 945)
8月1日，撤销周墩特种区，改设周宁县。 ．．～

二 ， P’、

民国35年(1 946) ∥、：：：．，

lOY]，浦城～福安公路周宁段由福建省公路船舶管理局派员

测量。．- 4，；一 ．．一．j．a 。’ r．』：．-．，．：，．．|．． ：。

民国37年(1 948) ． ，一

∥9月，宁德县咸杉乡划入周宁县辖。
一· t

⋯，I 民国38年(1 949)，7。。．o ．，

6月28日周宁县和平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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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

3月渡头钢索吊桥竣工，桥该长70米，宽2米。1954年，

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拨款1．旬4万元，由周宁县建设科主持修建，

为全地区第一座钢索桥梁。小浦公路通车后失修，1978年拆。

9月 寿宁县纯池区划入周宁县辖。

10月县总工会在城关组织挑担组，为全县第一个专业挑运

组织。

1956年

。 4月 周宁县人民委员会交通科成立。1958年8月，改称周

宁县交通运输管理局．

1957年

县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拨款3200元修复老区桥梁道路。

1958年

4月 周宁县公路修建委员会成立，筹建赛(岐)浦(城)

公路周宁段。6月动工。1959年5月通车。

1959年

1月4日 槊坪～外表公路动工。

5月 周宁汽车运输站，城关搬运服务站开始营业。

6月 周宁～福州直通客车。

秋县商业局配备马车2辆，为基层供销社接运货物，1961

年停。 。

冬福安专署分配给周宁县农业局捷克LT25A 2吨位方向

盘式拖拉机1辆。

12月 周宁县地方公路修建委员会成立，组织修建梨(坪)

外(表)、城(关)纯(池)、七(步)李<墩)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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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

3月、福安专区公路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在周宁召开。。

4月 省公路局福安养路段在周宁设立养路工区。

同月20日，成立周宁县运输指挥部、产运销联合办公室。实

行产运销生产“一条龙’’。

9月，梨外公路进行定向大爆破试验。

1 961年

全年完成退赔1958,",-"1960年修建公路时，无偿或低偿调用全

县的劳力、物资价款17．32万元。

1962年

春，中共周宁县委员会用毛竹向上海市郊川沙县换回英制5

座位旧车1辆，当年执行省委。县级不准配小车骨的规定上交省府．

1963年 ，

7月2日，县物价委员会与交通局第一次联合调整装卸搬运

价格。

11月1日，县人委发出《关于加强民间运输工具的三统管理

意见》，将个体板车运输纳入人民公社统一经营。’‘

11月28日，撤销交通运输管理局，改设工业交通科。

‘ 1 964年

4月，成立周宁县民间运输中心管理站。

l 965年 ．’
．

秋，周宁县医院购置12座位救护车1辆。 ，‘

1966年

9月3日，H号台风暴雨冲坏公路桥梁7座，涵洞6道，冲

毁溪山双龙桥等人行桥73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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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6月，福州军区直升飞机为民航勘测航线在周宁城关体育场

■

1968年

1月，东方红石拱桥竣工。该桥全长70米，由省府拨款4．5万

县筹0．15万元。1987年利用为公路桥。

6月4日，撤销工交科，改设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工交

组。

10月1日，闽东水电站专用公路通车。

1969年

1月，梨外公路梨坪～梧柏洋段11公里，周(宁)寿(宁)

城关～萌源段6公里，验收列养。

9月，友谊桥竣工。该桥由周宁、屏南两县拨款2．6万元结

众集资于1968年投建。

1970年

1月，梨外公路全线竣工。

3月，撤销工交财贸组，改设工交局。

秋，县物资局购置北京牌2吨货车1辆，粉沫冶金轴承厂购

牌2．5吨货车1辆，为全县首批企业自备载货汽车。

1971年

1月，周寿公路钟山大桥竣工。单跨40．4米、高23米，全长

，为全县净跨最大的公路桥梁。

4月，梨外公路通客车，为全县第一条区间客运线路。

1972年

1月，撤销工交局，分设交通局，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

3月15日，城关～纯池，七步～李墩公路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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