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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上溯不限，下限断至1987年．

二、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本志书重点记载近

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变化．

三、本志书一般采用公元纪年法．叙述历史冠以历史年号，

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志书中的。解放前”、“解放后一分别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及成立后。

四、本志书中涉及的地名巴般以县人民政府颁布的地名为

准，涉及历史问题时均按当时名称，必要时在括号内注明今地
名．

五、本志书采用部份交通术语，简释如下。

1．汽一15、挂一80系公路桥涵设计的荷载标准．

2．根据交通部规定，大、中型公路桥梁指单孔跨径20米和

20米以上，多孔跨径总长30米以上的桥梁．

3．铨；钢筋混凝土简化专用字．



序 言

沙县自古以来便是闽中重镇，但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

的限制，历代仅靠一条布满礁石的沙溪航道和几条崎岖小路同

外界建立联系。民国时期虽然有了一条坎坷不平的过境窄公路，

但仍不能改变山区交通闭塞的状况。

1949年6月沙县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

民努力奋斗，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逐步改变了沙县交通事业

的落后面貌。37年来，现代交通工具取替了落后、原始的扁担和

杠捧，铁路、公路、水路形成的交通网络沟通了县内、县外的联

系。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沙县经济的腾飞，方便了人民的生

活，在沙县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先行官的作用。

<沙县交通志)用翔实可靠的资料记载了沙县交通事业发展

变化过程，记载了这个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它运用唯物主义史

观，热情呕歌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相统一．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希望这

部志书在进一步发展沙县交通事业、提高交通队伍的素质等方

面，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回首过去，信心百倍．放眼未来．任重道远。为了适应“四

化”建设的需要，为沙县经济的发展插上雄健的翅膀，还有许多

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愿交通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党中央的领

导下，努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发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为沙县交通事业的现代化作出更

大贡献．

沙县副县长许长庚

一九／k／k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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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沙县地处闽西北中部，东经11 7。，32L118。，6”，北纬26。
6’L26。40”。县境北邻南平；东毗尤溪、大田；南接三明；北连将
乐、顺昌。面积1815．09平方公里。1989年辖三镇十二乡，总人

口217144人。汉族占绝大多数。

沙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境内山峦起

伏、溪谷纵横，森林覆盖率达65％，水利资源、森林资源十分丰

富，是福建商品粮基地县之一。

沙县建县于南朝刘宋元嘉中(公元424年～453年)，已有

1500多年历史。早在宋代，沙县就是闽县(今福州)经剑浦(今南

平)、宁化入江西的咽喉要道。明代，陆上驿道、乡间大道交通进

一步发展，在通往邻县的东、西、南三个方向建有公馆，每间隔十

里至二十里设有铺驿。清朝开辟了由广东入闽经连城、永安顺沙

溪下延平经闽江抵福州的通道，水上运输逐步发展为对外贸易

的重要渠道．

民国期间，4"--'8吨的木帆船可沿沙溪河上抵莘口、永安，下

达南平、福州，丰水期汽船和30吨位的木帆船也可由福州通到

沙县。1935年第一条长53公里的延永过境公路建成，开办了汽

车运输业务，成为现代交通事业的开端。但此后时局动荡，战乱

不断，航道失修，公路失养，行船行车均十分危险。直至解放前

夕，交通运输事业几乎完全处于肩挑背负的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艰苦奋

斗，努力改变交通落后的面貌。继1953年全面整修改造延、沙、

永公路后，1956年鹰厦铁路贯穿县境，并有计划地开始整治沙

溪和东溪航道，1957年在“全党全民大办交通”和“依靠地方、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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