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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镇是浙江省永嘉县的直辖镇，地处瓯江

北岸，菇溪中游，上接青田县，下通温州城。气

候温和，资源富饶，历来是菇溪港脉的物资集散

要地。解放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桥头镇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巳形成以钮扣

为主的综合性的小商品市场，蜚声中外，被香港

《文汇报》誉为。世界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

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万里，田纪云等相

继莅临桥头市场视察l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

会学家费孝通和中外经济学家、记者们也先后来

考察、采访。钮扣市场的兴起， 出现了以商带

工、商工促农的喜人景象，一个贸工农型的新集

镇正在崛起。值此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百业兴

旺之盛世，又逢全国普修方志之良机，((桥头镇．

志》便应运而生。实为时代之新篇，全镇人民之．

大喜。 1 ：

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秉承。存真求

实”的方针，本着。详今略古”和。详异略同”之原

则，以经济为重点，兼及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反映地方的特色。旨在资治，教化、存史，

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

I



本志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师生的辛勤编

纂，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老干部与仁人志士提

供和贡献资料，以及专家，教授的匡正，今值镇

志出版之际，谨表衷心感谢I

我们全镇人民继续沿着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自力更生，团结奋斗，

一定要把桥头镇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庶、繁

荣的社会主义新城镇1 ．

中共永嘉县桥头镇委员会书记 、。
．

夏瑞洲

永嘉县桥头镇人民政府镇长
7 李有苗

～

1988年11月



一、本志记事起于明初洪武年间有关。菰溪木桥”的文字记

载，迄于1988年5月。
‘

=，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篇组成。概述，总摄全

书，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用纪事本

末体；专志在表述地域、自然环境和人口的前提下，

． 以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铺排，设镇域、经济、

“政治、文教体卫，社会五编三十章，一般只作记实，

．．． 不作评论。辅以图表、照片和附录。

三、．本着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以经济为重点，涉
‘

及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弄清发展脉络。故

此；经济编的十二章序歹lJ：土地占有和使用、农业、

手工业副业、商业、钮扣市场、工业、能源、建筑

业、交通邮电、金融、财政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
‘

使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相一致，体现地方特色。

四、历史纪年，明、清、民国时期用1日纪年，夹注公元纪

．， 年。1949年5月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列彩色图片目录和表格索引，便于检索；。大事记”部
7。

分记事后面注有“见第××页”，作为参考。

， 六、本志材料来自市、县，镇档案资料，镇志编纂小组进行

全方位调查所得的材料，有关部门、单位提供的文献

和统计资料，旧志，家谱、报刊专著以及有关人士晦
，

回忆材料等等，均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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