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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是浙江省南部贫困的山区县，是浙江省畲族聚居地，现

为我国第一个畲族自治县，又是我国东南沿海开放城市——温州

纵深腹地。革命战争年代，景宁是安全可靠根据地，抗日战争大

后方，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景宁四面皆为雄关锁扼，境内有小溪纵贯，有山脉绵亘。正

如杜甫《秦州杂诗》所写：。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浙江通

志》所记：“景宁山谷遐阻，商贾罕集”、“山居朴鲁，犹为近古”。

成为山外天地，与外界联系很少，故无游人异物迁其志。畲汉人

民则负米负薪于青嶂绿野，或舁撷，或负担，行于羊肠萦逶，男

耕女织，汗流相属，仍衣食不足。历代景宁与外界交往，唯一自

然运输线为瓯江上游小溪，以小小舴艋船，上达莲川、沙湾，下

通青田。而乡村交往，唯阡陌石径，肩挑背负，斗折蛇行。该自

然困境，造成交通封闭和堵塞，带来贫穷和落后。

景宁人民历来视修桥筑路为传统美德，许多村庄置路田，划

路山，建路会，设路亭，竖路碑。每逢白露节，村村出动，义务

修路。

建国后，山里人深知；路是连接广阔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

阶梯，只有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在人类历史43个春秋的一瞬间，景宁

旧貌变新颜。从1957年开始，党和政府领导景宁人民开通云和至

景宁的公路39公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迸一步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公路建设突飞猛进，里程激增。到199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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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建成公路444．18公里，机耕路308．6公里，33个乡镇、94个

行政村通了汽车，一些偏僻山村也通拖拉机、三轮车和小汽车，其

中畲民聚居村通车或通拖拉机的有103个，占畲族村数的28％，

户数的42％。建国后公办和民办公助建成的石拱桥、钢筋水泥混

凝土桥多达280座，计长8020延米。现在，东有景宁_鹤口公路

接青田县；西有景宁一庆元公路通闽北；西北有云和一沙湾公路

通县城和英川镇；云和一寿宁公路自北而南横贯县境，与福建省

寿宁县、温州地区泰顺县、文成县相衔，县境中部上标一标溪环

形公路，形成以县城鹤溪镇为中心，四门大开，进出方便，回旋

自如的交通新格局。历史和地理形成的封闭状况已有根本改变。

《景宁畲族自治县交通志》本着详今明古、立足当代的原则，

翔实地记述景宁交通发展变化的历史，它是景宁有史以来第一部

交通专志，它的出版将起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不仅为交通

部门研究开发山区交通积累系统资料；为社会各界了解景宁交通

现状，熟悉投资环境，为共同开发景宁经济提供信息；也告诉我

们，进一步开拓景宁交通事业，任重道远，大有可为。本志通过

交通建设这个局部的成就，深刻地反映出只要坚持党的“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

靠劳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事业就无往不胜，无坚不克!

《景宁畲族自治县交通志》是全体采编人员和上级领导、专

家和各兄弟县交通同行通力合作、精心指导的成果。借此机会，谨

向为本志倾注心血的编写、评审同志表示敬意!向一切支持、关

心本志编写、出版工作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陈清
1992年8月．



凡 例

一、本志是一部地方性交通专业志。记述地域范围，以景宁

县现行区域为限。记事上限始于境内交通资料可稽之时，

下限为1990年，个别事宜记至志书脱稿。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正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记述全县水陆交

通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编排，横排竖写、横排门类、竖写史实，分章、节、

目、子目四层次。记述采用语文体，图照、表格穿插于有

关章节之间，以求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四、计量单位，均采用现行公制，数字以阿拉伯字表示。

五、历史纪年，清代以前按朝代年号纪年用汉字，注明公历；

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

元纪年。文中的“建国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前和后。

六、本志记述地名以《景宁畲族自治县地名志》1990年12月

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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