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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它必与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等气脉相通，特别在改革发展的今天，更有必要深刻了

解交通运输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霞浦历史悠久，自然条

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海，岛岸线之长均冠子全省各县，自设

温麻县以来的1700余年间，曾长期是闽东政冶、经济、文化的中

心，这些都为霞浦发展水陆交通运输提供了优越条件。

纵观霞浦交通历史的发展，无不记载交通战线广大干群的辛

勤业绩。水上运输从孤舟飘逸到全面实现机动化生产J陆地公路

从零点发展到纵横八面的公路运输网络，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里

程达34．07公里。这些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额导，体现社会

主义制度的巨大威力。所以，正确理解交通历史的演变和发展，

不仅有其深运的历史意义，同时，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更有其

深刻的政冶意义和现实意义。

《霞浦县交通志》是一部门类比较完善的地方交通专业志

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它以完备的体例，翔实的史料，追溯

了霞浦地方交通事业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我相信，《霞浦县交通

志》的出版，不仅将为今后霞浦地方交通事业的发展起到参政、

资治的作用，而且对交通战线广大干群总结历史经验，奋发图强

也必将起到扬鞭催马的作用。

霞浦县交通局局长：陈提坤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l霉



一，本志定名为《霞浦县交通志》，是一部地方性专业志书，

以《霞浦县交通史志资料汇编》为基础编纂而成。全面地记载霞

浦县交通运输业的历史和现状。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标点符号以

《现代汉语》规定为准。
‘

=，本着详今略古，史不断代、立足当代的精神。上限时问

不拘，依事为限以溯源流，下限断于1987年，某些事延至脱稿之

时。

三、交通门类横排竖叙，力求详尽不漏。以存史、致用两大

目标为出发点，按照。时经事纬。的原则，分类述事。本志分

章，节，日，子且等四个档次，目以一，=，三⋯⋯为序，子目

则以(一)，(二)，(三)⋯⋯分列。

四，本志体裁以述，记，志，图(包括地图、图片和照片)表，

录等体式为框架，根据翔实资料分别撰用，其中以志为主，横排

门类，纵叙史实，因事系人。图，表则随文附入，以供参阅。

五、本志述及的历史纪年均沿用当时朝代年号，概以汉字数

词书写，并加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年于括号之内以便对照，如

晋太康三年(282年)，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志中建国前，

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lo月)之前，后。

六，地名概以《霞浦县地名录》为准，古地名加注今地名

(无法注明者仍用古名)。

七、志书中数量单位按国家计量标准记写，古道无法换算的

则以群众习惯之。华里”(1铺等于lo华里)来表现。

八、本志书对纪事所及人物，皆直书其名，有职务或职称

者，于姓名之前冠以职务，但不加评论，不加褒贬词。



。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健在的劳动模范、先进人

绩的领导者在以事系人中加以叙述，列入英模录。

书所引用的史料已记载于资料汇编中，一般不注出

括号内加以说明。



?t=．⋯，： ，
。． 一? ，

·
．．I|

：■?，o j‘，：。I’i ‘． ‘。|I．一o：．．，：：一j．’；：：一。
‘

蠢■。j：：，j．二‘‘。”‘，‘ 毒．；． ‘．：。．。·，：‘． 一、．√

：I√?：：，t、．概oo‘∥I述、r‘ j-．·．

： 、。⋯。． ．’ 1|_，o：。 ， ’，?：’、。 ．T’、，

o 霞浦县地处福建省东北沿海，介于北纬26。25，一船。09r，东

经119046，一120。26'之间。东临东海，西与福安交界，南与宁

德，连江隔海相望，北接福鼎，柘荣。全县面积1489．5平方公

里。人口45万(1987年)。下辖松城、三沙，牙城、沙江，溪

南，下浒6个镇和州洋、水门、柏洋、崇儒、盐田、长春、海

岛i北壁8个乡。 j

”

霞浦历史悠久，地域重要。晋太康三年(282年)始设温麻

县，天宝元年改为长溪县，元至元廿三年(1286年)升长溪县为

福宁州(辖福安．宁德两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州为

府，并增置附郭县，始名。霞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起

先后归属第一，第八行政督察区i建国后初隶福安专区，现属宁

德地区。 。

；

． 霞浦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溪流多源子北部山地，主要有罗

汉溪、七都溪，大岭溪、长溪、杯溪等。全县耕地面积27．23万

亩，粮食年产量235万担，经济作物年产量2．3万担。工业以食品

加工为主，年产值可达11477万元。霞浦素有。鱼米之乡’的称

号，水产品年产量78万担。
。+

依山傍水之邑，形成古今水陆交通运输生产兼备。水路货运

分内、外海；内海往来，自盐田经三都到达宁德，经自犬洋通达

福安，自牙城七都经沙埕通达福鼎。外海运输，分县东，县东

南，县东北和偏东四条航线。其中东北航路可循东北海岸到达上

海、天津、大连；偏东航路可通澎湖、台湾、日本以及南洋群

岛钆自海禁开，通商设埠后，霞浦沿海运输便日渐繁荣。到光绪

中，三都、沙埕先后开港，霞浦各埠航业大减，大势归三都，但
h

一11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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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运输，尤其是海产品的运输仍十分繁荣。民

高罗，渔洋等均是商船云集之所。战争时抗日

，霞浦沿海各乡均设有民船运输队。古近代水

上物资运输以粮食，茶叶和海产品为大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人民政府致力于恢复水上交通，支援前线。1950年组织船民

入股，”成立船民协会，全县时有木帆运输船101艘649吨。7 1956年

6月，霞浦县交通局对水上运输实行统一管理，沿海六个乡镇成

立水运专业机构——木帆船高级运输社，水运生产从此走向，正

轨。六十年代起，水运企业致力于船只的更新改造，并逐步向机动

化生产发展。到1980年全县实现水上运输全面机动化生产，船只

也逐步由木壳向水泥化、铁壳化和高吨位发展。1987年，全县水

运企业共有机动船46艘5930吨，年货运量27．6万吨，周转量

4178．4万吨公里。个体货运船只638艘4938．6吨。

水上客运生产自1 932年后港海运开通，始有客轮正常运输，

先后有。福兴轮”， 。震兴轮。， 。祥安轮”、 。新德安轮”航

行于后港至福州、温州，1948年废止。建国后水上客运It益繁

荣，六十年代初开辟三沙至沙埕，盐田至飞鸾的客轮运输J七十

年代南部沿海各港埠客船不断增多，1985年新开辟的福州至上海

客轮二二。茂新轮。在三沙停靠，五日一航次。1987年全县共有

客船24艘，年客运量3万人次。

陆路交通自西晋以后几经战乱、移民，开辟了由北而南的古

道通途。唐宋时期驿、馆、铺的设立，使闽浙官道成为缝子进京

进省的大道，同时通往福安、福鼎、柘荣的县际古道以及纵横交

错的乡问大道形成沟通城乡经济的交通网络。清代之后，交通工

具与交通形式逐渐变更，骑马，坐轿，马车运输在一度程度上减

轻了徒步，肩挑，背驮的艰辛。1956年4月小浦公路通车，霞浦

始有汽车运输，随后国家投资542．61万元先后修通了各乡镇公

路，到191'7年全县实现除海岛外乡乡通公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又投资147．49万元修建乡村公路。198'1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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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293个行政村已通公路150个，占51．2％，全县公路里程共计

／112．89公里，其中省道3条150．14公里，县道2条46．09公里，．

乡道46条308．5公里，专用道8条9．96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公路

里程为34．00公里。陆运工具从六十年代末叶起逐渐由木板车，

三轮车向拖拉机、汽车发展，1987年全县有拖拉机639辆(1980年

为拖拉机运输高峰期，全县有1200辆拖拉机)，客货汽车480辆，

其中客车126辆，货车340辆，特种汽车14辆。机械化陆运工具的

发展促进了陆运业的迅速发展，1987年全县客运量为5ll万人

次，货运量为70万多吨，分别比195{}年增长400倍和20倍。

交通基本建设除公路外，口港、码头的建设也都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实现。1955年建成全县第一座50吨级木质结

构客运码头——盐田码头J随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建了三沙渔

业公司码头，三沙水产码头，油库码头以及后港、古岭下石砌驳

岸码头；1982年国家投资140多万元兴建盐田钓岐码头J 1985年国

家投资75万元修建古镇港3000吨级客货码头。此外，沿海乡镇各

交通要口均建有简易码头。

霞浦造船业五十年代便初具规模，三沙，盐田，下浒等运输

社均设有造船车间。七十年代后造船业致力子木壳机动船和水泥

船的建造，到1989年全县共建造木壳机动船49艘，水泥船5艘。

车辆维修从1956年4月起，霞浦汽车站便有车辆维修车间，六十

年代城关搬运站也设车辆维修车间，1975年底成立县汽车修配双

定厂，】989年国营霞浦车队成立，承担汽车站客货汽车维修。全

县各种机动车辆维修不出县，年创产值在百万元以上。
、 忆古观今，霞浦县交通事业在中围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大

交通战线干群的努力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布局和完善的管理体制。水陆运输生产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交通基本设施的建设日新月异，1987年

；水运生产中各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达23．】万吨，以煤炭，石油、钢

铁，水泥、化肥、粮食为大宗，年货运量近40万吨，创产值在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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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客运量2·7万人次(不含排筏客运)。陆运生产
31．39万吨，也以煤炭，石油、化肥，粮食为大宗，

500多万人次j为举兴霞浦经济发展霞浦工农业生产
的一页。目前全县1300多人的交通队伍正沿着中国共
改革的道路去创造未来交通的光辉业绩． I．



大 t事‘ 记

(公元282--1 98"1年)

晋太康三年(282)

建温麻县，县址在今沙江镇古县。

唐贞元二十年(804)

8月10日，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船海上遇难，在赤岸镇松槟

墩登陆，后取道福州前往长安(今西安)研究佛学。
‘

唐末(904一一907)

赴仙娘在韩庄(今北壁乡四门桥村)造。四门桥”。

宋皇桔五年(1053)．

僧文果募捐建筑赤岸桥，长十丈阔一丈，石板为梁，旁栏以

石柱，后被水毁，明成化十年(1474)重修，后复毁，清同治年

问(1862m1874)举人吴玉书等募捐集资，改旧址重建赤岸桥，

长十六丈，阔一丈左右，旁有石栏。 ，

．． 宋元褚问(1086M1094)

建双拱石桥，位于今下浒镇赤壁村南，后毁；明季林五郎提

倡再建，改称福星桥，清乾隆pII十五年(1780)赤壁村乡民陈伯

业，余兆灿募捐重修。
’

宋嘉定十六年(1223)

长溪县令杨志修筑县内交通要道西、东杨公岭。(西杨公岭

即今杨梅岭，东杨公岭即头陀岭)

宋景炎元年(1276)

元军进逼杭州，赵是逃至福州，由海道入闽，集勤王师，途

经三沙湾时驻跸于北壁岩。文天祥随后也到，途中还留有《长溪

道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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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十六年(1418)

建林良亭于今溪南镇青山村，双层木亭，抬梁式结构，亭中

明永乐陕西巡茶御史林良匾额。清光绪五年重修。

明天顺问(1457——1465)

建临清桥于柏洋乡上万村，清同治，光绪两次重修。

明正德十三年(1518)

知州欧阳嵩建欧公桥于东门外塔头尾。

明万历八年(1581)

知州祝永寿率民修罗公亭，位于松城镇西关街，亭边建有罗

桥。

清雍正十年(1732)
’

建通津桥于牙城镇杨家溪上。乾隆十三年(1749)霞浦、福

商民集资重建。光绪四年(1878)龙亭人陈珠砺及民国初三沙

秉铨先后两次重修，该桥为闽浙交通要道。

清乾隆廿四至廿七年(1759—1762)

郡守李拔在南郊月爿河上重建月波桥亭。同治十三年(1 874)

宁知府张梦元率属捐俸重修。

清乾隆廿六年(1761)

知县魏象烈重修“盐田渡公馆”(盐田官渡)。

清嘉庆十六年(1811) ，

竹江村禀贡郑志整创筑海滩石道一一竹江。达路”，亦称海

，长八里许，宽三，四尺，用石板铺成，中途有6座跨越港汊

石便桥，每隔一段还旁设石墩，供挑担者交会时避让，

清道光年问(182l—1850) ，

盐田，七星、东冲，三沙相继设立海关分口。

清同冶二年(1883)

龙亭人陈珠瑷扩建观音亭寨，座落水门东20华里处。
‘

清光绪年问(1875—1908)

白匏山(在霞浦、福安，宁德三县交界处)开发为商埠港。

6



． ：。。。． 。’。 清光绪=十八年(1902)‘ 。．

建新安桥于水门大龙溪． ．

。． ．·，：、：．

重建溪南镇溪南村的麓寿桥(旧名登仙桥)．
_ 清光绪三十年(1904)。 ．

，

4月，日本。优航丸’轮船载茶出口，于东冲口荷叶礁处碰

礁沉没，后东冲海关在礁上架设标志，以便航行。
一 、民国四年(1915)‘

杜楚丽，冯埙等募缘重建赤岸村西的曲溪桥(旧称市桥)。

民国十三年(1924)
。

7月，溪里人林汉桐和福安人吴得思、刘啸瑚等筹资重建崇

儒乡九龙坑潮潭面石桥。 ．

一
，

6

民国二十年(1931) 。

’。’‘

。． 在后港乡利埕村开辟霞浦飞机场，后因县长刘蜥勾结财政科

长郑国雄等侵吞公款，飞机场停建。． j
，，

。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后港海运开通，由商户罗雨川、陈克桂等合资经营。福兴。

客轮，航行于福州、温州等埠，是霞浦最早的客轮运输。√‘

民国二十三年(1934)。 ，．t⋯

7兴筑霞鸥(县城至后港)、霞盐(县城至盐田)两线公路。

霞鸥路因质量差未能通车，霞盐路仅开一段路坯。

6、7月同，中国共产党西洋海上游击队独立营先后在洪

江，赤沙等地建立秘密交通站，其中以赤沙为重点。-：j

8月，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第一队配合船民工会

护送抗日先遣队伤员200多名，安全抵达西胜龙潭后方卫生所冶

疗。 ：。·
．，’·

：：

民国二十四年(1935)

．．春，海上游击独立营在赤沙建立红军外海交通站，，开展游击

活动。 ．7

·。

民国二十八年(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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