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藩具轰e通患

沈福大橘

尤溪繇交通志褊纂委员舍

一九八八年九月



序 言

新中国成立以前，闽中之地的尤溪县以山路陡峭、溪流滩险闻

名于世，外地人非不得已，都不愿来。建国后，尤溪县人民在共产

党领导下，以兴办交通为先导，努力开发山区资源。经过近四十年

的努力，一个四通入达的交通网，已布在崇山峻岭之中，交通事业

的蓬勃发展，促成了尤溪县成为全国的二十个重点林业县之一，成

为全省的重点产粮区。达一历史性的进步，使熟悉尤溪县旧日景况

的人，为之惊叹!为记载尤溪县交通发展的历史过程，留给后人借

鉴，特编纂本志·

本志贯彻“详今略古，，的原则，采取以类叙事：横排竖写的方

法，记述交通史迹。对于热心为本意提供资料的交通系统老前辈和

各方人士，在此谨表谢意。

尤溪县交通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入入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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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历史渊源；下限为1 9 8 7

年。

二，本志书一般采用公元纪年法，叙述事件时，冠以当时年

号，并在括符内注明公元年份。

三．．本志书地名遵照《尤溪县地名录》称谓。1 9 8 4年9

月，公社改称乡，大队改称村，本志书采用当时名称。

四、本志书采用的部分术语，简释如下：

“铨”——钢筋混凝土专用字。

“汽——1 5矽，“拖——6 0，，为载荷量，分别释为： “载

重1 5吨的汽车矽和“带拖斗的汽车载重6 0吨’’或“带平板车的

汽车载重6 0吨”，余类推。

五、本志书需要对部分概念或事实释义者，均在紧接该文章节

的背后加(注)。

六、 “建国前”、 “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和以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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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Itt-述

群山，深涧，峻岩，小径。挑担者在逶迤的山路巾跋涉——这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前

尤溪县陆上交通的缩影。

云海讨托着群峰，蜿蜒的公路在峰峦中迪转、，鱼贯的汽车在云海边的公路上飞驶——

这又是本世纪八十年代尤溪县陆上交通的另一幅图画。’
：

两个画面的对比是强烈的，它标志着尤溪县交通状况在近四十年问发生的显著变化。

尤溪县地处福建省中部，戴云山北麓，面积有3 4 1 1平方公里。境内山峦重叠，林

海无垠，悬岩绝壁，涧泻幽i蒙。溪流如树根样分布。主溪流尤溪自西南发源，穿过中部，

流向东北，注入闽江。从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T 4 1年)建县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溪

流就是主要交通线，扁担、土箕和小木船就是主要交通工具I一千多年来，一直如此。除

尤溪与闽江有船只来往外，尤溪县同邻县的联系均因山路艰险而难于有效建立。全县处于

半封闭状态。有的相邻两村虽有鸡犬声闻之近，却需徒步半日路程之远。由于语言缺乏交

流，两村个别单词的发音已经两样。在这样的闭塞环境中，自然经济便成为社会经济的主

要形式。即使境内蕴藏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达7 2％)，居民仍然过着难以温

饱的生活。徒具物产之丰富，慨叹输出之惟艰。
。

，1 9 4 9年7月，尤溪县获得解放。才出现了改变闭塞环境的可能性。
‘

当时，主溪流尤溪虽是对外联系的交通要道，但暗礁密布，濑急滩险，每年都吞没

几个船工和乘客的生命。1 9 5 3年，尤溪县剿灭了土匪，社会实现安定之后，人民政府

即抓紧整治尤溪航道。当年1 0月，在最险的蛋圈濑上炸石排险，拓宽了航道。1 9 5 6

年，邀请省航管局航道工程‘队来尤，测设并整治了西洋——尤溪口一段航道，排除了险情，

全县最重要一段航道从此顺航．
’ ：。

·4

交通事业的迅速起步是1 9 5 8年。这一年，沙尤公路(沙县——尤溪)建成并于年

底通车，结束了尤溪县没有一寸公路的历史。1 9 5 8年——1 9 6 0年的三年“大跃

进"时期，全县贯彻“地、群、普’，方针，掀起了构筑公路热潮。到了1 9 6 1年2月

止，全县已有2条县道，4条乡道建成。与此同时，航道整治也打开了新局厦。尤溪航道

最初的大规模整治，是在1 9 5 8、1 9 5 9两年完成的。但是，三年“大跃进"，既给

尤溪县交通事业带来重大成绩，也给尤溪县人民留下深刻教训。公路建设中，只求速度，

忽视质量，追求“三边"(边测设、边施工，边通车)。工程进度快是快了，但所建公咯

普遍是路面窄、纵坡大、弯道多。桥涵又大部份是木桥面。勉强通车，不久就因严重塌

方、溜方需要重新改建，造成巨大浪费。航道整治，也因工程草率，需要加以补救。这些

教训，通过1 9 6 3年——1 9 6 5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方

认真吸取．



2 尤溪县交通志

1 9 6 6年，正当尤溪县人民盼望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大力发展交通事业之时，

风云突变，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由于体会到通公路给山区经济带来好处，就

自觉地排除极“左黟路线的干扰，掀起第二次筑路热。多数乡村都主动筹集资金，寻找材

料，贯彻自力更生精神构筑公路。1 0年“文革"，全县构筑公路具一定的规模。但因政

局动荡，领导机构更迭频繁，组织内部有派性，造成指挥不灵。加上缺资金、缺材料等困

难，使一些公路质量低、线型差，工期长。航道建没也因邬门分割，缺乏统一规划，新建

的拦河埂、水轮泵坝碍航、塞航，导致航运业逐渐萎缩。

l 9 7 6年1 0月粉碎了“四人帮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历史进入重

大转折。1 9 T 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新时期。尤溪县交通系统职工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同尤溪人民群众一起。重振旗

鼓，大力振兴交通事业。1 9 T 9—1 9 8 2年改善、提高了干线公路路况，乡村公路建

设的速度也迈出了新步伐，公路平均年进度超过了1 0年。文革”时期，且质量有所提高。

1 9 8 5年，一个通往大部分乡村的公路网已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全县2 5 5个村，仅

1 2个村不通公路)。农民进城办事，早上跨出门坎，晚上即可回家。1 9 8 7年，全县公

路里程已达1 T 6 3公里．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4 8公里。全县有汽车7 5 5辆，其

印客车5 5辆，每日来往客班车l 3 6班次。去福州、三明、南平、沙县，大田、德化、

闽清、莆困，均有专程班车，半天至一天均可到达。进入八十年代，用汽车年输出木材达

十多万立方米，还运出笋干、土纸、机制纸、松香、化肥、罐头等土特产；又有大批煤、

钢材、机器、日用百货通过公路运进。航运业通过体制改革和发展机动船，运输量比七十

年代有成倍增长，航运工人生活显著改善。

交通建设的发展为乡镇企业大发展创造了条件。1 9 8 T年，全县乡镇企业产值比

1 9 8 1年翻了三番，其中1 3个企业还是产品对外出口的外向型企业。

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面前。本县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仍不能适应需要。

公路网中的公路等级低，路面窄、弯道多；航道通航也不顺畅，这些都是制约全县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有待后人继往开来，克服困难，创造出更光辉的业绩来。尤溪县的交通事

业在不远的将来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大2事 记

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 4 1年)

建置尤溪县。

宋元丰六年(公元1 0 8 3年)

剑州(今南平)至尤溪设驿道，计l 6 0华里。

清咸丰二年(公元l 8 5 2年)

沙县至尤溪设驿道，计l 4 0华里。

民国元年(辛亥年，1 9 1 1年>

农历5月，青印溪洪水冲毁城西玉带桥。
．．

民国二年(癸丑年，l 9 l 3年)

玉带桥重建竣工。

民国三年<甲寅年，l 9 1 4年) ． 。

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水南桥因乞丐夜间失火被烧毁。 j

民国四年(乙卯年，1 9 l 5年) ‘．

农历5月，青印溪发生洪水，城西利见桥、城南玉；带桥均被冲走。 二、。r

’

民国七年(戍午年，l 9 l 8年)’ i
7。’

在众人募捐基础上，水南桥重建竣工。
?

民国十二年(癸亥年，l 9 2 3年)

利见桥重建竣工。
“

民国十三年(甲子年，1 9 2 4年)
’

。

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县境内发生大洪水，七口桥(蟠龙桥)、利见桥、玉带桥、水南

桥、蓬莱桥均被洪水冲走。
‘7

‘

民国十四年(乙丑年，1 9 2 5年)

春，民国军队新编师师长卢兴邦首倡重建水南桥。

冬，募捐得9 0 0 0元大洋。

民国十五年(丙寅年，l 9 2 6年)

春，重建水南桥动工。农历五月，该桥竣工。

民国二十三年(甲戊年，l 9 3 4年)

农历～月，卢兴邦部下官员为抵御红军攻域，把利见桥烧毁。 ·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年，l 9 4 2年)

卢兴邦倡建利见桥，是年冬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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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二年(癸来年，1 9 4 3年)

农历五月初一，水南桥、利见桥被大水冲走。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年。1 9 4 5年)

1月l 3日，福建省公路船舶管理局裂尤溪县政府函，指定成立尤溪县驿运站和尤溪

口驿运分站，并规定船舶军运的统一价格。

5月。成立“尤溪县公路筹建委员会’’，由尤溪县参议会参议长洪钟元任主席，池国

标为监工．刘孔江为测量技术员，计划收路捐十亿元筑公路，但路未筑成。

民国三十五年(丙戊年，1 9 4 6年)

夏，“尤溪县民船商业同业公会黟成立，理事长肖上广。

5月，城关码头工人因民国县党部秘书张连升的刁难罢工达半年之久。

8月l 3日，船主邱有信的木帆船载客2-『人，从沈福门驶往尤溪口，在蛋圈濑触礁

沉没，乘客中有1 8人淹死。

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年，1 9 4 9年)

7月5日，尤溪县和平解放。

8月，梅仙坂的船民，用木帆船架浮桥支援从南平来的解放军过溪，去解放永泰。

1 9 5 1年

3月，梅仙船工组成尤溪县民船工会第一基层工会，西洋船工组成第二基层工会，坂

面船工组成第三基层工会。 。。

3月2 5 Et，以船工、码头工人。捎排工人为主体成立尤溪县总工会，总工会主席杜

生德。“闽江上游木帆船联运社’’在尤溪口设“联运站"。

5月4日，民船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筹备进行第一批民主改革．同年1 2月，

进行第二批民主改革。

1 9 5 2年

8月2 5 Et，县贸易公司、合作总社、工商局代表同船工代表第一次商谈运价改革问

题，并作出调整运价的决定。、 ，

．t 9 5 3年 ．

9月，闽江航运管理处尤溪航运管理站成立。 ，

1 9 5 5年

6月一1 0月，全县木帆船分别加入所在地的初级农业合作社。

9月，尤溪航管站成立(隶属南平航管站管辖)． ．．

1 9 5 6年
．，

2月．县交通局成立，各区分派交通助理员1人。 ．．，

6月， “尤溪县双梅镇木帆船运输合作社?成立。 、

T月l 2日，“尤溪县搬运服务社纾戚立，．社员2 5人。．． 一

8月1日．尤溪航道沈福门至尤溪口河段开始有交通船载客航行，此后交通船日下行
‘

， ，

‘

开一班．
． 。：。j：．：．．．弘：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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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省公路局第一工程队开始测设沙县一尤溪公路。
1 0月一1 2月。福建省航务工程处第二工程队整治西洋——尤溪口1 0公里航道。

1 9 5 7年 。 ’

? 3月．水南浮桥竣工．

3月，省公路局第一工程队测设尤溪——永泰公路。7月，完成尤溪城关至中仙吉

花段的测设。

1 9 5 8年

1月．成立“沙县——尤溪公路尤溪指挥部”。成立“尤溪县航道整治委员会"。

2月，尤溪肮管站更名为尤溪县航管站，直属县交通局领导。

2月2日，“尤1号’’小汽船载客4 0人，从尤溪1：3到沈福门试航成功。此后机动交

通船隔日一班在沈福门到尤溪口来回航行。

．3月，全县航道整治工程开始动工。
’

沙县——尤溪公路因严重塌方，溜方阻断行车三个月之久。

4月，县交通局制订出l g 5 8年一l 9 6 3年交通发展规划。 、．

7月。成立“尤溪县公路修建委员会黟。 j’ ．

成立交通工具修配厂。
’

。’g月2日。刘坂渡渡船翻船。淹死8人。二 ．z 。；

1 2月l El，沙县——尤溪公路通车。客班车每日对开壹班。“尤溪县汽车运输站∥

同时成立0．．≥‘，一．，‘ ⋯： ’．’ ，一 ．

，。t，
‘

j。。 j 1 9。5 9年 ．‘
，

4月，成立梅仙造船厂。成立尤溪县航道队o+ ．‘

。

l 1月．吉木溪口——联合公路动工。

l 2月。5条公路先后动工兴建，分别是： 。’

：t

‘·： 城关—‘尤溪口 ，，，一，： ．
5

．j

城关——台溪 ? ：’j：：e；

城关——溪尾 ．，

‘， ?。

西洋一洋中
’?管前一新桥 ．·一 、一

‘’

1 9 6 0年
‘

i

： ，．7：

： ，1月1日，城关一尤溪口公路通车。 ’， j

1月．县搬运站成立。
’’

2月T日，全省交通建设道路养护会议在尤溪县召开。梅仙交通运输管理站成立。

6月9日，尤溪县境内因连降大雨，洪水为灾，多座桥梁被冲毁，航道工程被破坏，

航道淤积变形，枯水期不能通航． ：．。

．7．
．

’，， ．

6月，在“全党金民大抒农业、大办粮食修的号召下，交通系统下放到农村的职工有

l 4 1人。 ． ：j。 ．，‘ ．j ．。，’
．t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尤溪县交通志

T月，县交通局下辖的养路工区划归省公路局管辖。并成立福建省公路局尤溪工区．

矗尤溪县木帆船运输大队刀成立，。 。

l 0月，县森工局在尤溪河尤墩渡口建立拦河埂。

l 1月，尤溪河尤墩渡口拦河埂建成，主航道从凉树湾改在尤墩渡口岸边，。水流湍

急。出现碍航现象。

1 9 6 1年

3月，城关——溪尾公路竣工．全程3 2公里。

1 9 6 2年

2月，交通局改为交通科。

5月．县交通工具修配厂撤销。 。 ?

6月，尤溪县第一座石拱公路大桥——尤溪大桥竣工通车。

6月2 2日，尤溪河坂面溪河段小观音滩一载客2 2人木船触礁沉船，淹死丁人。

8月1日，尤溪河航道费从5％减至4％。

8月，成立“尤溪县木帆船运输合作社"，与县航管站结为政社合一组织。

，l 2月，坂面公社蓬莱桥重建竣工。 ，

1 9 6 3年

1月，为改建城关——台溪公路，林业部门投资3 0万元，台溪公社自筹2．8万元．

并开始施工。 ，

’

7月，成立“尤溪县民间运输中心管理站矽，交通科长兼站长，同交通局合署办公．

1 0月一l 2月，梅仙木帆船运输大队自筹资金3万余元，对尤溪下游航道进行疏浚。

1 2月2 9日，城关一台溪公路改建竣工。
1 9 6 4年

1月2 T日．坂面溪改正渡口，一载客渡船超载翻船，淹死2 3人。

T月l 6日，交通部，公安部、农业部、水电部，通报尤溪县半年内发生的沉船、翻

船事故3起，死亡2 4人，损失松脂两万公斤的事故。
“

1 2月，管前——新桥公路由林业部门投资改建后通车。 ‘‘：

1 9 6 5年

3月，交通科组织人员去南平、厦门等地学习技术革新，回来后在尤溪口码头安装了

两台循环斗车，比人力搬运提高工效5倍。‘’

l 0月，城关——尤口公路吉木溪口石拱桥建成．‘克服了因桥位过低，洪水漫桥、汽

车交通中断的现象。 ： 。

l 2’月，“尤溪县交通局公路测量队"成立。’．，， ‘。

’

j
。

1 9 6 6年 ，} ，

3月7日，南平地区交通建设现场会议在尤溪县召开。’ √ -， ?

3月，县森工局在青印溪西门河段建一拦河埂，产生碍航现象。．

3月1 9日，坂面溪瓢濑一载客木帆船触礁翻船，淹死T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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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 8日，县搬运站成立马车队，’有5部马车。

8月1日，城关——坂面公路通车(从团结起点．计2 4公里)。

9月1日，．坂面溪古迹口至坂面航道上，古迹口副业队木船载客下行，在云奈滩发生

翻船事故，．淹死、Z人。

1 2月2 7日， “造反派"在县电影院举行批判大会。此后，全县党、政机构累受

。造反派一冲击，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l 9 6 T年

3月3日，南平专区交通建设现场会在尤溪县召开。

4月·溪尾——中仙公路上场民工6 0 0 O人因受搿闹革命黟批判“走资派’’的冲

击，停工1 3天．开山工独自撤离，然后民工全部散场。

6月，溪尾——中仙公路陆续复工。

’9月，交通科被撤销。“尤溪县交通局公路测量队黟因无人领导，被迫解散。．

1 0月。溪尾——中仙公路通车。

1 9 6 8年 一

9月，尤溪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交通系统归县工交组领导。县民间运输中心管理站被

撤销；县航管站合并到县搬运站。

l 2月l 5日，县搬运站副站长周家万同志被极左路线迫害致死(尤革I 9 7 9年综

字第8 5号文认定)。同期，县交通科教导员肖上贵同志被打致残。

1 2月，县工交组和邮电局合并，成立搿尤溪县工交邮电服务站弦。“尤溪县运输站

革命委员会"成立。

县革委会动员职工上山下乡。
、

·．． ：

l 9 6 9年

1月一2月，县木帆船运输合作社被解散，该社外籍船工7 6人“下放黟回原籍。

梅仙航运大队有l 4 5名船工及其家属搿下放糟回农业大队．国家为安置这些人花安置费

3 O万元。这些。鼻下放∥工人因不会农业劳动。。此后反复要求归队。

‘l 9 7 0年‘、 ，i
；，‘

3月，重新成立县交通科。“尤溪县运输站革命委员会弦因纯属并凑的机构，无效

率，被撤销。。’“ ·‰． 々

． ，

5月，成立0 T 0 3 2公路工程指挥部(闽清一尤溪公路工程指挥部)。
T月，福建汽车八团五连从建阳迁来尤溪。

9月一l 2月∥被“下放黟到闺清船工有3 6人g落实政策彦安排到县搬运站。这

些工人不熟悉搬运业务i致使搬运站成本上升。 j

●

l 9 7 1年。 ，． _ 、

T月，g尤溪县交通管理站弦成立。1 ．

8月，县自来水厂在青印溪下游谙坑处建成水轮泵站大坝。

1 0月，尤溪——闽清公路通车。 ．
．。

从此．青印溪断航。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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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 7 2年
。

：：：f。
1

6月．坂面——溪口公路(32．9公里)通车。 ’：

9月一1 1月，城关解放路3公里(城西门至东门三角场)改为油渣路。

1 0月．尤溪Vl搬运队在尤溪口码头闽江岸河边陡坡上建立平地索道，比循环斗车工

效提高一倍。 ，

1 9了3年 ：

’

1月，汽车八团五连改名为永安运输分公司尤溪货车队。

4月．卜石洋——葛竹公路(25．4公里)通车。西奇公路通车。

l 0月，坂面公社下川大队在清溪河下游建成TJlI水轮泵，堵塞清溪航道。：

“尤溪县汽车队彦成立。

1 9 T 4年

5月．梅仙坪寨大队在尤溪河道半山河段建成半山水轮泵，该段航道在此产生碍航现

象。

1 0月，坂面——大坪公路(24．6公里)通车。
’

1 9 7 5年 ．
．

1 0月，g下放"到闽清船工因“落实政策彦陆续安排到县搬运站，总人数B达70人．

t 1 9 7 6年

1月1 4日，县交通局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的全县交通规划。

1 0月，溪尾——中仙——大坪公路(6s．8公里)通车。 ：

1 1月6日， “尤溪县汽车队"更名为“尤溪县汽车保修厂"。

1 2月。组成“城区公路改线工程指挥部"。

1 9 T 7年

6月2 0日，西洋——洋中公路中的西洋大桥通车。。

1，
l 9 7 8年， 。’。：1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青印溪水南一段河面龙舟竞渡．南门钢索轿因站着观看的人

太多，钢索螺口松脱．全桥倾覆．落水百余人，溺死1 2人。

1 2月1日，尤溪口跨闽江吊桥动工。 。‘

1 2月，在半山水轮泵处建成一道过船闸，克服了船只航行的碍航现象．

l 9 T 9年 ，

5月4日，沈福大桥(上“尤溪大桥黟)和3．5公里环城路正式验收通车。

．5月，梅仙航运站黄元和、肖上书获国家交通部颁发的_安全优质奖章纾各一枚．

1 0月1日，尤溪口火车站(在尤溪口隔闽江对面)竣工投A营运。

叠尤溪县汽车保修场"成立。

1 O月．坂面水轮泵公路两用桥建成，同时使坂面溪产生碍航现象．

． ‘1 9 8 0年． ：j
一

3月，“尤溪县航运公司"成立。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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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 2日，“尤溪县搬运站黟改名。尤溪县搬运公司廖．

1 0月， “尤溪县公交公司"成立．

1 1月。交通科改称交通局。
’

1 9 8 1年

6月1 1日，暴雨，社队公路受到严重破坏．塌方，溜方计2 l万立方，冲坏桥涵

3 7处。

吉木溪口——联合公路1 1公里处，溜方严重，阻塞公路0．5公里，造致3个月不能

通车。

1 9 8 2年

1月，原养路工区管辖的1 2个社队公路养护队划归交通局管辖。

5月1日．尤溪口闽江渡口，l 2匹马力渡船改为2 4匹马力渡船，克服了渡客拥挤

现象。 ·。

6月，“尤溪县汽车保修场"改名“尤溪县汽车运输公司乃。

1 0月1日。三明地区社队公路工作会议在尤溪县召开，学习中仙养路队养护公路的

经验。

I 1月3 0日，l 3——5058 7号大客车载客6 6人在闽——沙公路上向西方向行

驶。车至溪尾埔宁85Kin+5432m处，两位乘客违章携带的发令纸在车上燃烧爆炸．当场

有2 6位乘客被烧伤，其中重伤1人。

1 9 8 3年

3月一1 1月，城关建设街、伏虎巷至六角井巷1公里的石板路改为水泥路。

1 1月2 9日，各公社成立交通运输中心管理站代办站。

1 2月，交通局改组为县经济委员会交通股。
‘

1 9 8 4年

3月，交通局办公地点由原解放路1 6 3号原航管站楼迁至环城路3号新建的办公

楼。

6月一l 2月，城关建设街伏虎巷至西门木制厂0．5公里石板路，六角井巷至沈福仃

0．5公里石板路，全改为水泥路。

1 2月，十字峡——德化1．5公里公路通车。从此，尤溪——德化有直达班车。
1 1月，七里村手扶拖拉机人货混装，从七里驶往梅仙途中翻车，乘车人死5人，重

伤5人。

l 9 8 5年

5月，梅仙谢坑大桥通车。

l 0月，尤溪县劳动服务公司汽车运输队成立，有解放牌货车4部，2 4吨位。

1 2月，尤溪口跨闽江的多跨连续柔式吊桥竣工。

1 9 8 6年

3月， “尤溪口公路改建指挥部"成立，指挥：林尤生，副指挥：吴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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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洋中乡成立个体汽车运输户联营车队，拥有货车8辆，4 0吨位。

1 0月一l 2月，县航道队治理西滨至尤溪口航道，计炸礁石3 4 0 0多立方米，筑

坝1 0条，共7 0 0米。

1 2月l 2日，高士——文江公路通车，尤溪去大田不要绕道管前，奇韬，路程缩短1 2
、

公电 御Ⅷ
l 2月2 0日，七五路2 2号原交通局办公楼改建完工．

1 9 8了年

1月2 2日，交通局从环城路3号搬迁至七五路2 2号新改建的四层办公楼办公。

3月1 6日，三明市公路管理工作会议在尤溪县召开。

7月T日至9日，三明市交通志工作会议在尤溪县召开。

8月，尤溪县港航监督站成立。

9月1 0日，1 0号强台风袭击本县，公路、桥梁、道班房遭水毁严重，计损失2 3

多万元。

l 2月9日，尤溪县交通工程管理站成立。
冯

1 2月2 7日，尤溪城关至大排公路改建完工，路基宽8米至9米，路面宽T．5米，

最大纵坡4．5％，最小弯道半径3 0米。

稀l



第一章 陆 路

尤溪县境内重峦叠蟑，在1 9 5 8年出现公路以前，陆路交通仅有山路和田间小路，

比较宽的山路是驿道，其次是乡道，以驿道、乡道为干线连接村道，就构成尤溪县境内的

山路之网。

五十年代末以后，陆路交通起了大变化：公路网逐渐形成。随着公路的发展，板车

路、拖拉机路也扩展和普及．原有的供人行的山路就逐渐被板车路、拖拉机路所代替而荒

废了。尤溪县人民自此进入一个以车代步的新的历史时期。

第一节驿 道(注)县际古道

据《福建邮驿志》记载，宋元丰六年(1 0 8 3年)，尤溪县属南剑州(今南平市)

辖。南盒眇I{有一条驿道通向尤溪县．从南剑州的城西铺起，向南行8 0华里，至南平、尤

溪交界处罗源铺，再经尤溪县境内的九乌源铺、大盖铺、丹溪铺、马坪铺、白莲铺，到达

尤溪县的县前铺，共I 8 0华里。清咸丰二年(1 8 5 2年)，新开辟沙县至尤溪驿道。

从沙县县前铺起，经大基铺、罗岩铺，至0达尤溪县境内的岭头铺、涪头铺、秀溪铺，到达

尤溪县的县前铺，共l 4 0华里。

驿道为石砌山路，宽0．75米至I．2米。

民国时期，县设邮政所。驿道就被改为县际大道(也是山路)。沙县——尤溪驿道

改为县道后缩短了l 0华里。 ·，

尤溪——南平县道，全长1 6 0华里。 j

起点：尤溪县城东门，经过的要地有： 。 ：

兰龟山、通演、马蹄岭，南洋、源湖、玉石(过玉麟桥)，惠州、塔兜街(十二都)，。

小岭(县界)、虎鼻山，上下岭、洋头、东坑，横排头，到达终点——南平城关。’

卢兴邦在任“闽北各属绥靖委员移期间中的三年(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年)，曾组

织修建尤溪至南平的县道。 ， ．。|

尤溪——沙县县道，全长1 3 O华里。 ．：

起点：尤溪县城西门，经过的要地是：

七口，玉田口、谙头、山连，大小岭、溪口尾、溪口、际头、谢扮、黄墩、半山(过县

界)、罗岩岭、七都(南阳)、水北、镇头、浪口，至Ⅱ达终点——沙县城关。 一_、

尤溪至闽清的县际古道是由两县相邻的乡间山路连接起来的，有2 1 0华里，?j：每

起点：尤溪县城南门，经过的要地是：

： 水东渡口，八都拱桥头、下村、草洋峡，枣坑、纲纪、溪尾j长华、下洋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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