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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交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它不仅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而且同政治、军事、文化密切相连。

发达的交通，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南平地区，地处阈北，毗连浙江、江西，是沟通闽、浙、赣三省的咽

喉要地。解放以前，由于反动统治，加之境内崇山峻岭，修路异常艰

难，交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民国17年(1928年)，闵北地区才开始修

建公路。至民国38年(1949年)的21年间，仅有低级公路710．742公

里，而且因为标准低、质量差，实际通车里程仅575．4公里。内河航

运仅能凭借自然航道通行小型木船、木排、竹筏。蔫后的交通严重束

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平地区的交通建设发生了巨大变

化。如今遍及城乡的公路网络基本形成，内河正在开发，航运能力逐

年提高，铁路贯通四县(市)，航空事业也在起步，发展。

蛊世修志，志以资冶。((武夷交通志》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编纂的，

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编纂人员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

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

依据，广征博采，披沙拣金，鉴别汇编，历时4年，用翔实的史料，比较

通达简炼的文字，系统地记录了全区交通建设的历史轨迹。它回顾既

往，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策励将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交通专业

特点。它的出版是全区交通战线上的一件好事，为今后闽北交通建设

提供了历史经验，为教育后代、激励人们开拓前进提供了一份很好

的教材，为省内外仁人志士了解闽北，热爱阂北和建设闽北提供了史

料。

《武夷交通志))编纂者们为闽北交通建设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

作。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忱l

福建省南平地区行署副专员 林克敏

1989年10月23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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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记述建阳地区水陆交通运输在

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发展史实。因地处武夷山脉，定名为((武夷交通

志))。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71年7月1日确定的建阳地区

行政辖区为准，即：南平市、邵武市、建瓯县、建阳县、浦城县、崇安县、

光泽县、顺昌县、松溪县、政和县。对历史上曾隶属于南平专区的县

如：古田、屏南、闽清、尤溪、沙县、永安、三元、明溪、清流、宁化、建宁、

泰宁、将乐等县则不在本志的记述范围之内。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照七种形式，以志为主体，

图、表穿插其中，志首冠以概述和大事记，以收开卷了然之效。

四、本志分编，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全志按路，运、管三大

块分设6编，计24章、70节。采取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事类编，章

节编目的体侧。立足当代，追溯古代，详今略古，重点写解放后的39

年，上限尽量追溯到事件、事物的起源，下限一般截至1987年止。

五、本志纪年，记地、记数、记量和称谓按以下原则处理：

纪年1949年lo月1日以前的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纪年，

再注明公元纪年，并省去岛公元修二字，如唐贞观十年(636年)。民国时

期按民国纪年亦加注公元，如民国1年(1912年)。1949年lo月1

日起的年代用公元年号，如1950年1月。

记地地名以1986年4月建阳地区地名办编印出版的“建阳地

区政区地名手册》为准。对于历史上的地名与今名有异者，在括弧内

加注今名。

记数除引文，序词或不确指的数字(如三五里、五六人、数十丈)

用汉字外，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志书中年龄、百分数、分数等统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计数字(4位数及4位数以上的数字，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法)

都使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

记量各种记量所用的度量衡、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并在括

弧内注明今值。
’

称谓本志采用第三人称书写。为节省文字酌情用“全区才，。本

区”、“区内一等词。对各个时代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

名称为准，不加褒贬词。 ．

六、本志。人物”篇中的英模谱，专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评上省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等光荣称号的人物。

七、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有关档案，文献、

图书、报刊。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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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建阳地区位于福建省北部，闽江上游，武夷山东南侧，处于东经

117。007～119。167，北纬26。157"--'28。197之间。全区总面积

26 301平方公里，是福建省面积最大的地区。属内陆山区，地势呈西

北、东北高，西南、东南低。山岭耸峙，丘陵起伏，河谷与山间小盆地

交错其间，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圩之称。区内资源丰富，是福建省粮

食、木材、毛竹、茶叶等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地。东与宁德地区交界，南

与三明地区相邻，西与江西省接壤，东北与浙江省毗连。全地区辖南

平、邵武两市，建瓯、建阳、顺昌、浦城、崇安、光泽、松溪、政和等8个

县。1987年末总人口2 700 301人，其中农业人口2 091 416人，占

77．45％，非农业人口608 885人，占22．55％。

建阳地区俗称闽北地区，历史悠久，是福建省开发最早的陆地。

解放后，1949年到1956年，南平、建阳曾分设。专员公署一，1956

年建阳专区与南平专区合并。。文化大革命”期间，专区改为地区。

1970年地区所在地从南平迁到建阳。1978年改称矗建阳地区行政

公署”。1989年1月1日又改称为。南平地区行政公署”。

由于境内山岭重叠，溪谷纵横，历来交通十分闭塞，因此民间有

。蜀道难，闽道更难”之说。秦汉以后，陆续修筑了一些官路，与江西，

浙江相通。由于陡峻崎岖，难以行车，民间往来，靠徒步跋涉，翻山越

岭，行路艰难；货物运输徒赖肩挑背负，费时费力。自宋至清，水路交

通虽然有所发展，但因滩多濑险，仅能凭借自然航道，通行小木船和

竹木筏。明清时期境内驿运兴起，闽北经济有过短期的发展，终因交

通局限，仍然落后于沿海各地。

民国16年(1927年)福建省政府成立后，曾多次筹划修筑闽北公

路，均因政局动荡，经费无着，未能实现。民国17年(192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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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 闽北驻军师长卢兴邦在南平成立南平、顺昌、尤溪，建瓯，建阳、沙

县6县公路委员会，并在浦城、邵武分别成立建(瓯)浦(城)干路(后

改浦水干路)、邵(武)光(泽)干路工程处，开征公路捐，摊派筑路公债

718 000元。至民国18年(1929)年底，仅修筑南平水东至安济17公

里、安济至吉溪7公里、建瓯水西至鲁口17公里，浦城至仙阳1 7r公

里、邵武至漠口9公里，总计67公里，只有路基和临时桥涵的。盲肠

公路节。这是闽北修筑公路的开端。民国21年(1932年)4月，国民党

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立了浙闽赣皖边区公路处，修筑

由浙江省江山至浦城公路，于民国22年(1933年)12月底修通，全长

1．25公里。这是我省通往邻省的第一条公路。民国23年(1934年)浙

闽赣皖边区公路处在建瓯设立边区公路分处，由曾养甫、陈体诚兼任

正副处长，为配合当时。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动用大量民工、军工，

修筑了由浦城经建阳、建瓯、南平、永安至江西省瑞金，以及永安经连

城、上杭至广东梅县等地省际公路干线。闽北公路初具规模。接着

建阳经邵武至光泽(全长112公里)、崇安至分水关(38．7公里)两条干

线公路修通，分别与江西省黎川、铅山两地相衔接，成为抗日战争时

期东南沿海通往西南后方的交通大动脉。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内

战爆发，经济崩溃，政治腐败，解放前夕境内实有公路710．742公里，

其中能勉强通车的仅575．4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从1950年6月即开，

始了公路基础建设，且取得了巨大成就。1958年全区实现了县县通

公路。在1966---'1976年4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广大职工排 ．

除干扰，对公路建设仍作出了贡献。全区修建公路1 578．31公里，通

车里程比1966年增长47．24％。1977年全区实现了乡乡通公路。。：

1978年全区干线公路渡口实现了改渡为桥。是年，全区已拥有公路

5 173．6公里，比1950年增长了8倍，年递增率为7．87％。中宫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商品的流
’

通，又掀起了筑路建桥的热潮。10年中，共修建公路3 304．7公里，

新建桥梁203座，计7 885．2延米。截至1987年末，全区实有公路

8 841．22公里，比民国时期公路增加1I．45倍。全区平均每百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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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土地上拥有公路33．62公里，比1949年增长14．28倍。全区公

路桥梁至本世纪80年代初已全部更新，共有永久性桥梁l 573座，

45 654．93延米。一个外接邻省邻区、内联城镇乡村的公路运输网已

经形成。 ／

闽北的陆路运输长期处在肩挑人驮的落后状态。民国23年

(1934年)6月浦阳公路建成通车后，省建设厅在建阳设立浦阳段车

务所。7月，建阳至浦城开通客运，是为闽北公路交通史上第一次出

现的客运班车。8月，建阳至南平开行客运班车。民国24年(1935

年)2月建阳至邵武开行客运班车。同年11月，南平至沙县开行客

运班车。这些路线的通车对改变山区交通面貌，促进山区经济开发，

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公营福建省运输公司迁设南平，大力

开拓省际及省内客货运输，民国28年(1939年)10月闽渝(南平至

重庆)间开通直达客车，途经闽、赣、湘、黔、]q5省，行程2 485公里，为

东南沿海与西南大后方打开了通途。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废待兴，交

通建设经费短缺，不久内战又起，闽北汽车运输业重陷困境。至解放

前夕全区只有7个县城通汽车，仅剩179辆老旧汽车。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

闽北现代化公路运输开辟了广阔市场，为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

造了条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

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打破了多年来国

营交通部门独家经营的旧格局，交通运输业出现了多层次、多渠道，

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局面。到1987年末全区有各种机动车29 919

辆。其中：货运汽车8 749辆，36 296．55吨位，比1950年的231辆、

858．5吨位，分别增长36．9倍和41．28倍I客运汽车2 724辆、48 405

座位，比1950年的13辆、338座位，分别增长208．5倍和142．2倍，

摩托车和其他机动车7 593辆，还有参加运输的大型拖拉机l 102台，

手扶拖拉机9 751台。运力的增长，使持续多年的。货运难一、。乘客难”

得到缓解。1987年全区完成公路货运量1 303．57万吨，货运周转量

74 816．36万吨公里，比1950年的5．7万吨、1 305．5万吨公里，分别

增长227．7倍和56．3倍，完成客运量3 482．76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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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52．49万人公里，比1950年的1．61万人次、146．9万人公里，分

别增长2 162．2倍和810．11倍。公路交通运输为振兴闽西经济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

本区铁路运输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7年4月鹰厦铁路

建成通车。1959年1月外福铁路建成通车。这两条铁路贯穿闽北地

区，贯越光泽、邵武、顺昌，南平四个县、市。境内设有38个铁路车站

和邵武、南平车务段，营运里程298．8公里。1987年铁路旅客发送量

472．79万人次，货物发送量324．42万吨。区内的铁路不仅把闽北与

本省和全国统一的铁路网联系在一起，而且对开发山区经济，繁荣地

方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建阳地区内河航运历史悠久。在未筑公路前，水运是闽北的主

要交通运输方式。分布在以建溪、富屯溪为主的河流达116条，总长
4 045公里，通航里程达1 115．5公里。各县(市)木帆船可直通南平、

福州，曾有。千里航线万吨船，三千艄公万人浆”之称。1950年全区有

木帆船2 824艘，15 372吨位，船工7680入。年货运量79万吨，周转

量6 688．75万吨公里。1958年以后，由于在航道上拦河筑坝，通航里

程逐年缩短。1979年普查时，船舶能连续通航的航道只有200公里，

为1951年通航里程的17．64％。全区除机动运输船69艘外，木帆

船仅剩258艘，为1951年的10．14％。随着经济建设对交通运输的

日益需求，河道的综合开发引起了各界的重视。1981年建阳地区行

署成立了“闽北水运开发公司”，组织力量，拨出专款，对河道进行了

分段综合治理，并修整改建了港口码头，提高了航道通过能力。建

瓯、顺昌至南平航道，原来只能通过10吨级木帆船，目前已可通过20

吨级的机动船。全区现有河港lo个，码头泊位71个，年综合通过能

力为货物93万吨，旅客12万人次。实际吞吐量，货物为93万吨，旅

客发运量已达37万人次。船舶数量不断增加，现有钢质、木机船共

1 110艘。

民国时期，闽北地区只有一家省营的建阳汽车修理厂，厂房狭

小，设备简陋，职工仅数十人，只具年保修11辆客车的生产能力。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区逐步建立起包括汽车大、中修、配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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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修造，船舶修造在内的交通工业体系。1987年全区有国营，集

体，个体等交通工业企业260家，个体经营者347户。南平汽车配件

厂可年产汽车配件100多个品种，!年工业产值l 410万元，产品行销

仝国20多个省、市及东南亚、中东一带。邵武轮胎厂，年产轮胎14万

套，年工业产值2 529万元。建阳汽车修配厂已由50年代单一的汽

车大、中修，发展成为既能承担汽车大修，又能制造配件及客、挂车的

综合交通工业企业，1937年年产值为748．25万元。

建阳地区民用航空运输开发较晚。1986年应省有关部门要求，

经当时的福州军区空军批准，使用空军伊尔-14型客机，开辟福州至

崇安的旅游航线，航程228公里。从1986年1月18日至3月18日

按原订协议飞行17个航班后停航。目前正准备复航。

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基础和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在闽北的开发，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不断解放而逐步演

进、发展的，也是勤劳勇敢的闽北人民同大自然斗争的成果。如今，

闽北人民正在继续励精图治，为发展区内的交通运输事业而努力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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