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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慈溪历史上第一部交通专业志，

四经寒暑，现在终于成书出版，这不仅是我市交通系统干部

职工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市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

大喜事。

慈溪依山傍海，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勤劳智慧的“兰

北"人民借此山海之利，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

耘，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其中有许多交通方面永载史册的事例。远在秦时，秦始皇遣

徐福即由大蓬山东渡日本I三国时，东吴孙权在东埠头一带

操演水师，其船队曾由此出征东越。这些都说明当时慈溪航

海事业之发达。在唐、五代时期，上林湖等沿山一带陶瓷业

发达，是越窑群最集中、工艺水平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其产

品不仅上贡皇室、内输各地，且藉海运远销海外20余国，东

抵let本，南刭东南亚，西达中亚各国，形成著名的海上“陶

瓷之路”。清康熙时，古窑、邱洋(在今雁门乡境内)两处

曾是浙东出海关卡，为重要的海运贸易口岸。民国初，旅沪

巨商虞洽卿曾在龙山建造轮船码头，刨设三北轮埠公司，辟

客货航线，其海船航行于江浙沿海，lFI址犹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采取“民工建勤力、“民办公助’’和国家、集体、个人

多方集资的方式加快交通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十年间，交通事业尤其是公路事业发展迅速。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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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交通以公路为骨干，水陆相济，四通八达，329国道横

贯东西，浒溪公路与萧甬铁路福连，内河航运交织城乡，沿

海货运可达乍浦、宁波，舟山、上海等港口，交通条件明显

改观。交通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慈溪工农业生产及社

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慈溪已跻身于浙江五大经济县(市)

之列，成为全国的首富地区之一。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弦，‘是城市社会各项事业的

重要基础设施之一，面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

断发展，交通仍将处于先行的战略地位。然而，在慈溪众多

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交通的记载却不多，且散载予慈溪，余

姚，镇海三县的各志中，从来形成过一部系统、详尽的交通

专著。有鉴于此，慈溪市交通局远觅卓识，组织力量，广搜

博采，精心著述，奋力四载，终成专著。

《慈溪交通志>>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详细记载了慈

溪交通发展、变迁的历史，客观反映了慈溪交通的现状，达

到“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文字简朴"的志书质

量要求。它不仅介绍了慈溪的交通设施、交通运输，交通工

业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管理方法，而且还设“人物"、懈附

录打，介绍为慈溪交通作出过贡献的人物或有影响的人物，，

收录交通方面的轶闻、诗词和歌谣，前以大事记为经，后用

附录补造，具有一定的慈溪地方特色和交通行业特点，可{；(

说是一部珍贵的地方交通百科全书，是一部新型的社会主义

的地方专业志。它的出版，豁将促进慈溪交通事业的发展，

推进社会安定、环境优美、文明富庶的社会主义新慈溪的建

设事业，更为后人留下。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移的历史

遗产，也为人们了解慈溪，探求经济规律．建设新型城市提

供一部极好的资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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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交通志》的出版闯世，填补了慈溪交通史志的空

白，是慈溪地方志宝库新绽出的一朵异葩，可喜可贺，欣以

为序。

沈祥家

1991年I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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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慈溪帘

1989年行政区域为范围(个别处适当涉及原慈溪境域)，如

实记载全市水陆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为记述重点。
‘

二，本志记述上限不拘，下限截止1989年宋，个别事件

延伸至脱稿之日。

三、本志统计数字以慈溪市统计局统计资料及交通主管

都门档案资料为准。

四、本志按交通门类横排纵述，并配以图，表，照片。
’

五、纪年以1949年lO月1日为界，以前用历史纪年，夹

注公元纪年，后用公元纪年。．文中“勰放后”指1949年5月

24日慈溪解放之后。1949年10月1日后称“中华人民共和匿

建立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后刀。

六、“人物传略"收录古今对交通事业有较大影响的现

境已故人物。“人物简介”记述新中国建立后交通系统的先

进模范人物。附表收录县级以上机关命名的劳动模范及地
(市)级以上机关命名的先进个人。

七，本志所用地名除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使用历史地各

外，均采用《慈溪县地名志》公布地名。1988年11月，慈溪

撤县设市，此后，所有冠县企事业单位均改为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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