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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专。

经济要腾飞，交通需先行。没有发达的交通，就没有社会经

济的发展。它不仅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也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一

个重要标志，而且与政治、军事、文化密切相连。发达的交通是

推动社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的动力。

永春地处山区，戴云山脉自德化南伸本县．绵延全境，地势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丘陵起伏，山峦叠嶂，溪涧交错，陆路交通

十分不便，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宋开宝二年(969)

知县林滂率众开凿桃溪下游四个险滩，永春舟楫可出东关入南安

直达泉州，但溪中巨石阻途．弯小水急。旧志载：“持篙者稍失尺

寸，往往患碎溺。”后经多次疏浚，加深溪槽，航道才较安全。清

束民初直至抗战军兴，沿海失守，永春、德化、大田等县的土特

产的外销和食盐、布匹等日用必需品的内运，桃溪航道确实发挥

了重大的作用。由于陆上交通运输的发展，加上溪床淤塞，山美

水库勘测施工受阻，60年代仅个别船只停靠在东平水磨坟、长厅．

1972年山美水库建成该航道停航．

新中国成立后，永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人们懂得：没有发达的交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要想富，

先修路。修建公路的热情如火燎原，真的做到逢山开路、遇水建

桥，昔日山问蜿蜓曲折、起伏不平的乡村小道．形成了以县城为

中心辐射城乡的公路网。乡’村大道更是纵横交错，机动车辆，更

是无村不通。永春最高的雪心J，海拔1366米，也可驱车直上．公

路密度百平方公里居全省平均数的前茅．漳泉铁路干线长基至下

洋支线，永春境内14．4公里的铁路已于1990年建成，这是永春

有史以来第一条铁路。旧城改建，新区形成，社会日趋进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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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日见发展，永春风貌日新月异，这是永春人民艰辛的劳动、努

力建设的成就，可引以自豪．

盛世修志，存史资治，编纂一部具有时代特征、永春地方特

色的交通志，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对于研究、了解永春交通的历

史和现状．交通之于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等方面的关系，都具有

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是一件得益今人、惠

及后世的事业。永春交通志经历四年，数改其稿以成书．在编写

过程中得到县有关单位和上级交通部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编

写组的同志历尽艰辛作了大量工作，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l限于

水平，错、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值此志书完稿之际，谨写数言，附于篇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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