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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发展国民经济，交通是先行。因为经济的振兴，文化

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都离不开交通事业

的发展，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对此，庆元人民就有‘‘汽

车轮子滚到哪里，哪里人民就富裕起来”的说法。这是朴

素的语言，经验的概括，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庆元地处浙闽边陲，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长期

以来，交通阻塞，行旅艰难，人民生活贫困。在抗日战争

期间，虽然修通了龙庆公路，但未给人民带塞利董，而且
1946年遭水毁后就未恢复。

一 i

解放后，庆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多方筹措资金，大力开辟

山区交通，到1989年全县已建成公路527．045公里，简 !

易公路130．54公里，拖拉机路513．06公里。全县38个

乡镇，已有3 7r个通公路。到1988年底，全县已拥有各种

机动车辆1786辆(台)，客车营运里程3340公里。现在

以松源镇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城乡交通堪称

方便，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发挥更

大作用。

《庆元县交通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翔实

地、全面地、客观地记述全县交通事业发展全貌，用作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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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存史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志书的编纂完成，也填补

了本县交通史籍的空白。

在编纂本志过程中，编纂人员付出了很大劳动，并承

蒙地区交通志办公室、县志办公室以及有关部门的指导

和支持，始克期完成，特借此以表谢忱!

曹 律
1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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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一部地方性交通专业志。记述地域范围，以本县

行政辖区为限。年代断限上起不拘，下迄1988年，个别

事项记述到志书脱稿。

二、本志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作为指导

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按照原貌反映全

县交通的历史和现状。志事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

代”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交通事

业的发展，把握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按篇章结构编排，下分节目叙事。按交通门类横排

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力求翔实记载交通各行业

不同规律和相互关系。

四、本志主要图片置于卷首，其余照片，表格视史实需要穿

插于正文有关章节之中。

五、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朝代年号纪年，并在括号内注明

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公历纪年。清代

以前用汉字，民国以后用阿拉伯数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

六，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引用文仍保留原文体，行业用

语力求通俗。

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用法定计量单位。引用史料仍保

留原计量单位。

七、本志资料来源，除引用书名和原文件名称用书名号外，不



凡例

一一记明出处。文中注释用括号表示。

八、本志地名，采用《庆元县地名志》公布的地名，多名者

按史实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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