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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迄渣
△国道319线长汀地段扩建工程民工建勤功员大
会(1992年11月13日在汀州剧院召开)。

员．组织部长林玉霖(左四)．县委书记李天
喜(左三)、县交通局长涂幕溪(左一)．副局

长昊永辉(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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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署专员游宪生(右一)、县委书记李天喜(左

一)、县长罗仁(左二)、交通局长涂幕溪(左三)

省交通厅基建处处长吴大元(左二)、龙岩地区交

通局局长张再坚(左一)、前任县委书记廖桥榕
(；g--)视察太平桥。

初期和九十年代历代改建的桥。

1u县长、3l崞国道扩建工程指挥部指挥罗仁、副县长、副指挥陈寿南、县交通局长涂慕溪等领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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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
警晖 △国遣319线长汀县城区西卡道路通行费征收管理站。

△交通部郑光迪副部长慰问养路工人。司被全区评为|_五明路-的新庵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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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车站

营运。

△搬运工人装肥支农。

△岩运长汀公司

肇。 q长汀首批豪华卧精车投入深圳、福州等地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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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县交通志》书的出版问世，是我县交通部门的一件大喜事，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就。它比较全面、客观、翔实地记载了我县交通业的变革-9

发展，突出的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辉煌成就。它是我县交通事业有史以来第一部

具有地方特色、专业特点、时代特征的志书。

《长汀县交通志》历尽艰辛，原编纂至1987年，但没出书。在省交通厅、省地方

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地区交通局的重视下，承蒙县地方志办和交通各单位的领

导热忱支持，资料员积极提供资料，经过短时间的努力，编纂人员将该志书续编至

1995年。他们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总纂了这本专业志，它又是一部鉴

古知今创未来、启迪后代展宏图的交通文献。

长汀——历史名城古汀州，是唐、宋、元、明、清朝代和民国时期的州、郡、路、

府、署所在地。汀江两岸，山川1秀丽、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水上交通，誉满神州。苏

区革命，名垂青史。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交通事业得

到了很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全县人民为

改变长汀交通落后面貌，群策群力、发愤图强、民工建勤、艰苦奋斗，实现了乡乡镇

镇通公路，并把国道319线长汀段扩建改造成为二级公路，使省道、县道、乡村道

和专用道都得到相应的提高。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交通运输管理空前

提高，为招商引资、工业腾飞、农业跃进等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好国民经济先行官、任重道远，我们要勤奋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扎实工作，

立足当代，展望未来，继续奋斗，为实现村村通公路、户户奔小康，共创明日的辉煌

而不懈努力!

长汀县县长助理、交通局局长涂慕溪

一九九六年七月



长汀县交通志编纂机构

一、续编《长汀县交通志》领导小组：

组长：涂慕溪

副组长：梁茂森黄维河
—瞄

r-i

础贝：

吴永辉、李文先 (长汀县交通局)

梁茂森(长汀县交通运输管理所)

马茂财、赖光荣、胡南寿 (交通工程管理站)

董以贤 (长汀公路分局)

林芝华 (岩运长汀公司)

吴维雄(长汀公路稽征所)

陈列荣(长汀县公路路政管理所)

黄扬翼 (长汀县环城路道路通行费征收站)
袁桂庭 (长汀县汽车运输公司)

林平(长汀县公共汽车交通公司)

(长汀县公交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范 松 (长汀县一建总公司车队)

赖道金(长汀县交通运输联营公司)
张振声 (长汀县搬运公司)

赖永清(长汀县交通工具修配厂)

任汉波(长汀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

．蒋萌生 (长汀县交通建设发展公司)

二、交通志编纂办公室：

主任：黄维河

副主任：王炳华

成员：王晓阳 华从胜

主编：王炳华

三、交通志资料员：
张景源 (长汀公路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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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小明 (岩运长汀公司)

傅如春(长汀汽车站)

涂婷风(长汀公路稽征所)

胡腾贵 (长汀县交通运输管理所)

林荣生 (长汀县机动车船维修管理所)

黄桂荣 (长汀县交通运输管理所)

蔡秋生 (长汀县交通运输管理所)

张河达 (长汀县环城路道路通行费征收站)

廖必任(319国道扩建工程指挥部)
张 学 (松毛岭隧道工程指挥部)

丘春盛 (牛岭隧道工程指挥部)

朱征茂 (长汀县林业公路养路段)

赖光荣 (长汀县交通工程管理站)

陈列荣(长汀县公路路政管理所)
王源江 (长汀县汽车运输公司)

(长汀县公交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李学斌 (长汀县交通运输联营公司)

黄招秀 (长汀县公共汽车交通公司)

郑瑞烽(长汀县一建总公司车队)
黄玉华 (长汀县交通工具修配厂)

黄子荣 (长汀县搬运公司)

梁兴武 (长汀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

蒋萌生 (长汀县交通建设发展公司)

四、摄影：胡晓刚

五、校对：赖道星 王晓阳



凡 例

一、本志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坚持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为指针，坚持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生产力为标准，全面、系统地记述本县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为长汀县发展交通事业，振兴经济，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书是部综合的经济专业志书，记事上溯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唐、宋，立足

当代，略古详今，重点记述建国后的四十余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方针指

引下所取得伟大成就。下限止于公元1995年，重要事项记载迄讫成稿之日。

三、本志体例《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个别事件并记其本末以资借鉴，其余章节则以事为

’经‘以时为纬，按交通门类横排纵写，分项记述，按章、节、目编排，横分门类壤括史实，纵以记述

贯通古今。

四、全志列四章二十一节四十六目，以文为主，加设附录，分别以图、文、表、录等形式编纂，

志首以概述开卷，以达了然之效。力求使志书纵不断线、横不缺项、观点鲜明、体例完备。

五、志的历史纪年，均以公元纪年，并注明有历史年号，建国后全以公元纪年。

六、本志书重点记述本行业、本系统的史述，对省、地属交通单位、县航空事业兼而述之，有

关社会运输问题也一并作了记述。

七、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于交通系统各单位、县档案馆、博物馆、《长汀县志》、县统计局、县文

史资料、运输史料、地区交通局志史办、车辆监理所、公路局、岩运汽车运输公司，并拜访了老苏

区交通局长、老干部、老工人和现已退休领导、干部、职工以及社会知情者进行采访核对，存真

求实，弃粗取精，综合整理编纂。
’

八、志书使用的长度重量采用公制。如：米、公里、吨、百分比，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一

般语汇、习惯用语、成语专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几分之几则用汉字。

九、本志记载的先进单位、先进人物，是为在历史发展中受过表彰者，不为在世人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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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长汀县位于福建省西部汀江上游武夷山脉南麓，东接连城县，西北与江西省瑞金、石城县

毗邻，南通上杭县，西南与武平县相连，北界宁化县，东北和清流县接壤，是闽、粤、赣边陲交通

枢纽，全县面积3099．59平方公里。

地形是东西北高，中南部低，山峰连绵，构成东北部屏障，最高峰是童坊与连城交界的白沙

岭，海拔1459米，亚热带气候。

全县有18个乡(镇)295个行政村2883，个村民小组，总人口465214人，县城设汀州镇，耕

地面积309393亩，山地面积1463万亩，其中：林地面积278万亩，山多田少，资源丰富，盛产粮

食、土纸、竹、木等土特产品。1995年工农业总产值190788万元。

长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山城，西晋大康三年(282年)隶属新罗县建置于唐开元二十四年

(公元736年)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在此设过州、郡、路、府，土地革命时期曾设汀州市，为

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民国时期先后在此设立第七、第八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是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隶属龙岩地区行

政专员公署。

古代交通由候、驿、塘、铺发展为近代大道(石砌路)、马路和现代公路。古代长汀开辟驿铺

道五条，谓之官路，总长398华里，除官绅乘舆骑马外，民问往来则靠徒步，行走在崎岖小道，民

谚：“看得见，行得厌”道出了人们长途跋涉的艰苦。交通运输工具有：人畜力运输肩挑、手提、扛

抬，后来发展鸡公车(独轮车)、板车、黄包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运输，到1934年朋瑞公路开通

以后，始有汽车运输，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前夕曾一度有过航空运输。

汀江航运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便有舟楫之利，是县内古今通往外地主要交通运输线，汀江

发源于宁化县赖家山将军凹，流入我县上赤、庵杰、穿过龙门，流经新桥、大同、城关、河田、濯

田、宣成，以上杭县迥龙为航界，全长153．7公里。其中：航运线从庵杰起有121．5公里，宋端平

三年(公元1236年)县令宋慈开辟了汀江与广东潮汕商埠长途通航，降低了盐价，造福人民。此

后，航运最盛时期有“上河三千、下河八百”之称，对当时的汀州府所在地——长汀的政治、文

化、经济之繁荣昌盛起了一定作用。汀江，贯穿闽西四县，上近赣南，下通粤东，是接连三省的交

通运输大动脉，是粮、油、盐、布匹、百货、京果、农村士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建国后航道得到不

断整治，1956‘年合作化时组织民船社，成立航运管理站，有船202艘，1957年达到250艘，船工

500余人，货运量达三万多吨，运输好势头，逐年上升。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割资本主义“尾

巴”为由，于1 969年撤销了水运机构，船工与船只一齐下放沿河社队落户，变为社队农付业运

输队。1972年以后，恢复了水上运输管理机构，航运得到了新生，并发展为机动船运输，开辟了

新的客货运输业务，后因公路运输的发展和境内汀江三处拦河坝的阻航等原因，使航运萎缩，

现仅存羊牯乡羊牯水运队专营短途客货运输服务。1995年汀江被誉为客家母亲河。

公路建设始于1934年，国民党为了进攻苏区时，修建了朋口至瑞金公路108公里，县境内

81．5公里，质量低劣、坡陡、弯急、运行艰难，经常发生翻车事故，群从说：“坐船乘车三分命”。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败退中对该线公路破坏十分严重，县境内只有28公里可通车。

建国后，人民政府重视交通建设，1949年11月组织突击秃修械了朋瑞公路的畅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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