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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交通志》出版了。 ，1

r

。-

福州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从无诸建都至今已有2200
‘

多年的历史了。古代福州劳动人民以辛勤的劳动在地区交通史上 n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了一条

条道路，他们“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弦，富有航海经验，他们建

· 设的东冶港(福州港)，远在东汉初年即已对外开放，闻名于

世’-造船业更是久负盛名，享誉中外，民国初年，福州又是我国

， ’航空工业的摇篮。但是，由于长期封建的统治和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制度的束缚和摧残，福州古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从总体上

， 说又是极其缓慢的。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

下，福州已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和对外开放城市。福州

．交通事业也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

今福州地区已经具有比较发达的交通条件·公路初步遍及城乡，

，航路四通八达，铁路贯通东西，航空也日趋繁荣。这一切成就都。
； 堤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

’

．．

．i 2200多年来，福州地区交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凝聚了广大

人民的心血，体现了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趋势，同时在建设中

j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们极为

可贵的精神财富，但可惜的是以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著作来加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方志中，虽有一些有关交通方面的记载，却大都过

不详，而且散见于各卷，翻检为难，而建国以来福

成就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加以系统的总结。这

同志对本市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全面了解的

写《福州交通志》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它的出

意义。
。

通志》是在开放、改革初期编纂出版的，应具有强

所以在编写过程中，修志办公室同志自始至终力图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认真进行分

析研究：考证核实，并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记

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变革史

实，力争写出一部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交通志。’

《福州交通志》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经济专业志。它要求集地

方性，专业性、时代性子一书，要求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和部门分

工的界限，做到内涵门类尽量齐全，内容尽量丰富，而又能突出

福州的地方特点和交通专业的特色，它还要求通过对历史事件的

记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交通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人民群

众的重要作用。凡此种种，我们的编辑同志也是时时注意到的。

但由于水平有限，经验缺乏，究竟能够达到仟么程度，‘还有待于

读者的评价。
；

一
q 、

。

一总之，《福州交通志》不仅为本市今后的交通建设提供了一

份“存史资治劳的参考资料，也为教育后代，激励人们开拓前进

提供了一份良好的教材。它的出版确是为福州人民做了一件好

事。还需要提及的是，为了编写好本书，局修志办公室的同志

们，在局党委和上级修志业务部门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勇于探

索，克服了许多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这种精神也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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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记述福州市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上限尽量追溯

到事件，事物的起源，下限一般截至1985年，个别事件视需要延长

至1986年或1987年。

二，本书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83年确定的福州市辖区为准，

即市区(含郊区，马尾区)和闺侯，闽清，永泰、长乐，福清，

平潭、连江，罗源八县。对于历史上曾隶属于福州的县，如清代

的古田，屏南等，则不在本书的记述范围之内。

三，本书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形式，以志为主

体。口大事记刀用编年体记述(问亦用记事本末体)，志则“横

排门类，纵写古今一，并按“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福州市交通运输发展的状况。

四，本书记时，记地、记数，记量和记人，按以下原则处

理·

记时。辛亥革命前按朝代帝王年号用汉字纪年，并在其后

的括弧内用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按民国纪年，亦

加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以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表示。

文中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刀或矗新中国成立"，系指

1949年lOJt 1日，矗解放∥，系指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

记地I地名以1982年前后市和各县所出版的《地名录》为

l

、＼

}LII-|◆·～’’。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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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名与今名有异者，在括弧肉加注今名。

文、序词或不确指的数字(如三五里、五六人，

外，统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记量：各种记量所用的度量衡单位均采用公制。对于古代所

用以市制单位或近代所用以英制及其他专用制单位(如。链’’，

。节彦)计量者，一般换算成公制或加注说明。

记人。本“生不立传一原则，入传传主皆为已故的对福州交

通事业有过出色贡献的人物，对健在者的功绩，则按“以事系

人’’的办法，在各有关章节中提名介绍。 ·

五，本书主要取材于档案资料、旧地方志和所属各县，区新

编的交通志，也吸收了今人的研究成果和省各交通部门所提供的

资料。对资料来源，除在正文中说明者外，一般不一一注明出

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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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福州，福建省省会；简称榕。历来是全省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城市和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地理位置在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市中心

距闽江入海口52公里。1983年实行市带县以后，辖鼓楼，台江。

仓山，郊区，马尾5个区和闽侯，闽清，永泰，长乐，福清．平‘

潭，连江，罗源8个县。总面积11968平方公里。1985年全区人

口488．85万人。 ． ·．一

．

福州地区交通运输的发展决定于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

平，也受当地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由于福建省西有武夷，中

有戴云、北有仙霞，南有博平诸大山脉，福州居于东部，形成了

福州与邻省浙江、江西、广东地理上的隔绝。所以对外的陆上交

通极为不便，而在另一方面，福州市区处于闽江下游盆地i江在

其南，海在其东，溪河网布，海域辽阔，对于发展水上交通，刚

极为有利。 。 ．．

’

福州地区的道路建设，历史悠久。远古时代，原始居民为了

生产和彼此交往，开始践踏出人行小道。秦汉以来的几次军事行

动，三国时代东吴五次进攻闽地，西晋末年的“衣冠入闽弦，唐

陆庶开闽道四百里，逐步地形成了福延，福莆、福温、福瓯四条

省际古道。唐宋以来，福建驿道以福州为中心，“南出莆田

抵永嘉(温州>，西达延平(南平)"，颇为方便。明清两

＼＼、



又修筑了许多县际古道和乡村大道，交织成了县与县，乡与乡之

间的交通网。但是，当时福州通往外地的古道，由于沿途高山连

绵，始终未能发展成为车马大道。商旅步行，仍然是口登天入

渊，上下循环”。直到民国5年(1916年)，福州才修建了第一

条马路(水部至台江)，并在此后的30多年间，修建了市区马路

41．41公里，郊外公路393．17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道

路建设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市区新建了工业路，五一路，六

一路，连江路，古田路、五四路．江滨路，华林路等主要街道，

1985年市区街道增加到254条，总长176公里，其中高级路面达

168．91公里。在郊区和各县的广大地区，也迅速地建成了四通八

达的公路网，1985年，福州地区郊、县公路总长达4532．5公里，

‘较民国时期增加11．53倍，全部乡，镇和83．6％的行政村可通汽

车，平均每万人占有公路10．89公里。县道以上的公路技术状况，

多数相当于四至三级标准。福马公路按一级公路标准改造工程已

经完成，目前公路建设正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

福州地区的桥梁建设，在唐代就已崭露头角。两宋时期，造

桥的数量、种类、风格，工艺，都名闻全国，赢得了“闽中桥梁

甲天下一的美誉。据统计，福州地区的古桥多至797座。由子历史

的变迁，1985年全区古桥只剩下398座。其中名古桥有福清龙江

桥、福州万寿桥，洪山桥等39座。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公路建

设的突飞猛进，福州的桥梁建设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5年市辖区共有永久性公路桥954座，总长24867．4延米。其中

除22座(共长796．9米)为民国时期建造或改建者外，其余都是

新中国建立后所新建的。1971年建成的乌龙江大桥，是我国最早

建成的预应力混凝土刚构桥中的一座J 1976年省内第一座单孔跨

径75米的大型箱形拱桥闽清大桥的建成，显示了福州市造桥技术

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1970年6月建成的闽江大桥、1985

●



年10月建成的洪山大桥，1986年12』月建成的六卜路立交桥，都以

其造型优美、结构新颖、工艺独特I而载入我国哟桥梁史册。

： 福州地区江海相连，河网密布，闽江横贯申』部，在本市先后

汇集安仁溪、梅溪、大目溪、大樟溪．、陶江，邢港、林浦港等溪流，又

在市区接纳晋安河、白马河等内河，东流入海，沿海并有鳌江、龙

江等独流入海的河流，长乐境内由港星罗棋布。据1979年普查资．

料记载，全区内河航道长达569公里，且有渡I=1235个。市辖沿海

的长乐，福清，连江、罗源，平潭等县，东临台湾海峡与台湾省

相望，海岸线直线距离192公里，曲线长1137公里，沿海岸线自北

向南，形成了鉴江港，罗源港，凤城港，浦口港、璃头港．马祖

港，营前港，筹东港，潭头港、洋屿港，福州港、海口港，下垄

港，桥尾港，苏澳港，竹屿口港、娘宫港、观音澳港等许多天然

良港，这就为发展福州水上交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I

福州的内河航运，自唐宋以来就很发达。闽江干流的木帆船
。

运输，年代久远，清末民国盛极一时，闽清、永泰的内溪木船运

输和长乐的槽船运输也久负盛名。但运输工具无甚改进，长期沿

用中世纪式的民船，尽以橹，擢、帆为推进动力。鸦片战争后，

外轮开始驶进闽江口，清光绪元年(1875年)以后，民族资本投

资子轮船业者才逐渐增多，民国时期，闽江、平水、下游三公司

的建立，曾使闽江航运业兴盛一时。但因航运业之间的内部倾

轧，劳资矛盾，加上战争的破坏，不久即逐渐衰微。到了1949年

福州解放前夕，闽江上仅剩大小轮船77艘。新中国成立以来，先

后建立了内河航运企业29家，旧有的木帆船逐步为机动船所代

替。1985年内河专业航运企业拥有各种船只1269艘／30553吨位，

拖轮6593马力。还有乡镇内河航运社6个，各类船舶539艘／1822

吨位。个体运输1279户，船舶1279艘／12267吨位。形成了多层

次、多成分的水上运输网。市，县水运专业企业1985年完成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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