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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编写。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断至l 9 8 7年，部分事件延至搁

笔为止。

三，本志共立道路，运输和管理三章，分十六节，下设目和

子目共四个档次。对县内发生的有关交通大事，采用大事年表记

载。交通先进人物和桥碑记归入附录。
。

四、本志历史纪年，沿用历史朝代年号，括号内注明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数字，不论正文和表格，除因特殊需要外，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数据，除第二章运输量因资料残缺不全，采用抽样

调查分析测算得出数据外(加注)，其余均依据原始资料或实地

丈量数据。
。

七，本志所书地名，以县地名办确定的地名为准，古地名以

资料为准，括号内加注今地名。

八，本志凡第一次书写单位名称均用全静，重复出现则用简

称。

九，本志所载海拔高度，均以青岛黄海海平面零点为基准。

十，本志所载的年代均指二十世纪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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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荣县交通志》的编纂和出版，是我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

事。

柘荣县地处闽东北山区，长期以来，交通不便，客货运输困

难。多少年来，柘荣人民盼望有朝一日能坐上汽车。1 9 5 6年

元旦，山区人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福温公路竣工通车，柘荣第

一次有了公路运输，这是柘荣县交通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此后，

县、乡公路陆续修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建

设步伐。I 9 8 7年底．全县计有公路l 2条，总长l 5 5．2 8

公里，拥有机动车6 2 8辆。全县所有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

4 5．6％行政村所在地可通公路·交通事业的发暖，便利了城

乡商品交流，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繁荣了山区经济，改变

了贫穷落后的山区面貌。

《柘荣县交通志》是一部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写的

具有时代性，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志书。它比较全面．系统，客观

地记述了我县交通运输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突出反映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柘荣人民为改变山区交

通落后面貌，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的出

版·将在，资治，教化、存史力诸方面起到明显的作用，并将为

我县逐步实现变通运输现代化，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历史
：， 。



的经验和现实的依据。

《柘荣县交通志》在编纂过程中，承蒙省，地交通部门和县

方志委的指导，得到交通系统各单位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热

忱帮助，尤其是编纂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I

柘荣县交通局局长张诗源

1 9 8 9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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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柘荣原名柘洋，是霞浦县的一个普通区，1 9 3 5年升为柘

。

洋特种区，l 9 4 5年成立柘荣县，1 9 5 6年和1 9 7 0年曾

。 两次撤销县制，l 9 7 5年3月1 5日第二次恢复柘荣县，属宁

： 德地区。
’

柘荣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介予东经119。留,-,-,120：锯‘与北纬
27。05，～27。磊；之间。．东连福鼎，云接福安，南临霞浦，北与浙

，

江泰顺毗邻。东西宽3 4公里，南北长2 6公里，总面积552．78

平方公里。全县分为l镇8乡1 1 4个行政村和3个居民委员

： 会，共6 0 7个自然村。1 9 8 7年底全县总人口8 2‘2 5 0人。

．’ 地形以山地为主，境‘内0峦起伏，千米以上山峰有强座。
东山是太姥山脉主蜂，海拔l 4 7 9米，为全县竣高峰。地势中

t 部高四周低。全县除城关(海拔6 6 7米)，石山、前宅三个山

‘

问盆地地面较平坦外，其余均为山地和重丘陵。柘荣虽属山区县，

但距海较近，东部的乍洋乡与福鼎县的点头港直线距离仅2 0公

里。
。

’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气候。境内地势变化大，多地形

雨，是全省暴雨区之一。6～9月的台风暴雨，对交通设施的破 ．

坏性很大。冬季常有降雪结冰，阻车现象时有发生。

历史上柘荣与邻县以及城乡之问有古道相通，有县际古道4

； 。1
，，f

、



(2) 概述

条，乡间古道l 3条。古道沿途每隔三，五公里就建有路亭以供

行人，挑夫歇息。l 9 4 9年前全县有路亭5 4座。随着公路的

不断修建，路亭逐渐减少，到l 9 8 7年尚有路亭1 8座。

境内溪流流程大于2 0公里的有6条，大部分发源于中部山

地，呈放射状向四周分流。溪水浅，落差大，不通舟楫，但可流

放木材。一般溪流与道路交叉点均建有桥梁或碇步，供行人通

过。全县计有乡道桥梁l 5 6座，碇步4 8条。

柘荣境内山高岭陡，交通极不方便。长期以来，人们外出只能

步行，乘轿，货物运输主要靠肩挑、背驮。丰富的农矿资源得不

到开发，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文化教育基础很

差。柘荣有句谚语。 “柘洋三件宝s薯米当粮草，火笼当棉袄，

火篾满山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柘荥人民贫困生活的

真实写照。

l 9 5 5年底，福温公路竣工(通过县境3 0公里)，柘荣

第一次有了公路运输，这是柘荣交通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接着，

县乡公路陆续修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交通建设加快了

步伐。1 9 8 O年实现全县乡乡通公路。1 9 8 7年全县有等级

公路9条，l 4 2．7 8公里l等外公路3条，l 2．5公里。

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2 8．1公里，有5 2个行政村所在地

通公路，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4 5．6％。此外，还有可通拖拉

机和小型汽车的乡间大道2 l条，4 7公里。

1 9 5 6年元旦福温公路正式通车，柘荣车站成立，承担全



-

概述 (3)

县客货运输。当年全县客运量O．6万人次，周转量l 6．7万

人公里，货运量0．2 8万吨，周转量2 9；l 9万吨公里。

l 9 8 7年全县拥有机动车6 2 8辆，全年客运量l 2 7．5万

人次，周转量2 7 8 l万人公里，货运量达列2 2．9 5万吨，

周转量l 5 6 6．8万吨公里。。l 9召7年的客运量和货运量分

别是1 9 5 6年的2 2 8．1倍和8 1．7倍。l 9 5 6．年柘荣

车站还没有发客班车，l 9 8 7年柘荣车站每天发客班车l 9班，

过路客车l 0 0多班．其中进站停靠l 7班。个体的小型汽车和

三轮摩托车9 6辆，担负县内短途客运，使多年．来乘车难的|，可题，

得到初步解决。如今是对外交通，横有国道l 0 4线可通福州．

温州，纵有县道柘霞线可通霞浦(另一条柘泰公路正在修建中)。

公路与铁路、水路、航空联运，沟通了柘荣山区与祖国各地的联
‘

系；县境内交通有乡村公路和乡间大道，连接国道，县遭，形成

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对加速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商品生产，繁

荣山区经济起到促进作用。

柘荣经济二向以农为主，至l 9 8 5年工业总产值始超过农

业总产值。l 9 7 8年前，运出的主要是农副产品，运进的主要

是日用工业品，海产品。化肥，建筑材料等。l 9 7 9年以来，．

在运出货物中工业品占了很大比例，运进的货物中，工业原料，

工业设备、钢材、水泥，煤炭，石油和家用电器等的比重逐年增

长。“交通发展为工业发展戗造了有利条件。l 9 8 6年柘荣县初

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生命力的针织印染，皮革塑料，电子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概述

金、医药食品，建材陶瓷五大支柱行业，人均工业产值居全地区

首位。1 9 8 7年工业总产值分别是l 9 5 6年和l 9 7 8年的

3 0．5倍和7．2倍。 。．

交通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l 9 8 7年全县农业生

产总产值分别是1 9 5 6年和l 9 7 8年的3．4倍和2倍。文

化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和商贸金融等方面都得到较大的发

展。市场繁荣，商品多样，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昔日的“柘

洋三件宝黟已被稻米、毛衣、电灯所取代。l 9 8 7年人均国民

收入是l 9 7 8年的2．7倍。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管理机构也逐步建立和健全。1 9 5 6

年柘荣县只有运输站，养路工区和搬运站三个机构，6 7人。

l 9 7 5年以来，先后成立了交通局，交通运输中心管理站、交通

监理站和汽车修配厂等机构。1 9 8 7年全县交通系统有干部、

职工l 4 2人。集体个体运输户遍布城乡，从业人员8 5 3人o

l 9 6 9年起，交通系统各单位先后成立了五个中国共产党基层

支部，加强了党对交通事业的领导。交通队伍的壮大，交通管理

的加强，推动交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忆古观今，成就喜人。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柘

荣人民改变了山区交通落后面貌，为柘荣经济繁荣起到先行作

用。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柘荣人民将继续艰苦奋斗，开创交通

运输事业新局面，为柘荣经济的全面发展作出新贡献。
一

．



大事记

宋淳熙十四年(1 l 8 T年)

富溪袁鉴元倡建归泗桥。

东源桥建成。

元至元元年(1 3 3 5年)

清康熙三十年(1 6 9 1年)

西源魏族建孙隆桥和祖德亭。

清乾隆十六年(1 7 5 1年)

拓荣巡检俞楚玉倡建桃坑溪睇云桥。

清道光十九年(1 8 3 9年)

下城南门魏潜溪子孙捐建梨坪洋尾仙龙桥。

清道光=十六年(1 8 4 6年)

下城南门魏殿成，魏范成兄弟捐建上、下城之问的龙溪桥。

渍成丰=卑(1 8 5 2年)

林添镜，吴培德，袁晋开等为董事，倡建溪口资寿、庆安、



(6) 大事记

同安三桥。

清成丰六年(1 8 5 6年)

下城南门魏殿成、魏范成兄弟捐建西宅溪温安桥。

清同治二年(1 8 6 3年)

袁位道等为董事，捐建溪I：1永安桥。

清同治年问(1 8 6 3年一一)

下城南门魏宗孝和子侄集资建溪坪桥。

清光绪十年(1 13 8 4年)

吴恩泰等为董事，倡建碗窑下罗浮桥和罗浮亭。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

为阻挡FI军进攻，福建各地奉命挖断交通路线。柘荣虽无公

路，但从柘洋至福安和柘洋至福鼎的两条古道也被掘毁几十处。

民国三十七年(1 9 I 8年)

8月2 2 1t，特大洪水，上下城之间的龙溪桥被冲毁。

成立柘荣城关挑运站。

1 S 5 2年



大事记 (7)

1 9 5 4年

4月，英山王社渡口的竹排改为木船。

l 9 5 5年

4月，柘荣县成立吱援前线委员会"，领导福温公路财草

段(福安财洪至柘荣草鞋亭段)修建事宜。

7月，福温公路财草段全面动工，同年l 2月2 4日竣工验

收。长3 9 j 8 4公里。其中经过柘荣县境3 O公里。

1 9 5 6年

1月l目，福温公路举行通车典礼。

同日，成立柘荣汽车运输站。

2月，福安工区养路段柘荣养路工区成立。

5月，柘荣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购置全县第一辆自行车。

8月，柘荣组织民工l 5 0人，前往支援鹰厦铁路建设。

同月，柘荣养路工区撤并到福安养路工区。 ／

●

●f

1 9 5 7年

5月，楮坪设客运代办站。
’

6月，柘荣城关搬运社购置第一辆人力板车。

l O月，柘荣溪坪一居民购置第一辆脚踏三轮车。



(8) 大事记

道。

1 9 5 8年

7月，为大炼钢铁，修建下村桥头至际头铁厂第一条乡间大

8月，柘荣至福安线开始通直达客班车。

l 0月，柘荣农机站购置柘荣第一辆大型轮拖。

1 9 5 9年

2月l 8日，福鼎至福安客班车开到柘荣下村桥因超速翻落

桥下，乘客3 1人，死l 0人，伤8人。

1 9 O 0年

7月1日，湄洋至富溪公路竣工通车(1 9 5 9年5月动

工)。

l 2月l 5日，柘荣至福鼎线开始对开客班车。

l 9●1年
，

1 0月。柘荣复县，从福安分回小轿车一辆。为柘荣有小车

之始．

1 0月2 5日，柘荣养路工区恢复。

1 9 O 2年

8J]，中共柘荣县委员会购置第一辆双轮摩托车。 。



大率记 (9)

1 9 6 3年

8月6日，成立柘荣县民问运输管理站。

l 9 6 4年

5月，柘荣县农机站购置全县第一辆手扶拖拉机，

l 9 8 6年

6月2 8日，柘荣县人民委员会设工交科。

9月，柘荣县医院购置全县第一辆(南京牌)特种车。

l 9 6 8年

3月，福温线柘荣境内下村石拱桥改建落成。

l 9 8 9年

1 2月，龙溪一级水电站专用公路竣工通车(1 9 6 6年动

工)。

1 9 7 0年

7月，柘荣养路工区撤并福安养路工区。

l 9 7 3年

1月，成立柘荣交通运输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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