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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松阳置县，迄今已有1790年历史。《松阳县交通志》是有史

以来全县第一部交通专志。它以珍贵的文史资料和翔实的记载，反

映了松阳交通进化、变革的历史过程和现貌。具有“存史、教化、

资治”的作用。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四大要素。“行”占重要地

位，缺之不可。交通实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松阳是个山

区，群山起伏，限于地形山势，素以溪流和崎岖小路为交通主要

途径。因而文化、经济落后，各项资源不能早日开发，人民群众

陷于封闭贫困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状况逐渐变化，缓慢

前进。

由于人民生活的需要，少数乐善热心公益的善士，以及个别

稍能恤民艰苦的良吏，倡导劝募。历代对于民间交通有所建树，建

桥修路、设渡造亭多有记载。1934年始有公路，但因技术、物质

条件，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局限性，进展缓慢。1949年，全县仅有

一条龙南公路，境内58公里。

建国后，全县交通事业，逐步由恢复到发展。从1957年起，

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公路，经过25年的艰苦奋斗，到1982年12

月实现乡乡通公路。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交通事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指导下，公

路向县际、乡村、连网发展，到1990年底，全县有公路355．17公

里，交通事业出现了以陆运为主的面貌。建国40年，特别是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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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松阳国民经济

度的优越，证明了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在此谨向所有参与交通建设事业

辛勤劳动的金县人民，交通战线的全体职工表示诚挚的敬意!

“盛世修志”，用以存史，籍以致用。自古迄今，历尽劫难，

资料散失残缺，收集核实艰难。始修专志，缺乏经验。参与执笔

修志的几位离退休同志，年过花甲，或逾古稀，不畏艰苦，发挥

余热。更蒙有关领导、单位和专家热情帮助指导和提供宝贵资料，

使本志能够成书，谨致衷心的感谢!松阳交通事业，仍然比较落

后，有待继续发展。以史为鉴，愿本志能为进一步研究发展松阳

交通事业，振兴松阳经济，发挥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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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以松阳县现行辖区为限的地方性交通专业志书。

记事上限不拘，下迄1990年底。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如实记述松阳

县交通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分

“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编排。

四、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彩照列卷首。表及有

关照片插正文，以求图文并茂。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简朴、切实、流畅、通俗易懂。

六、历史纪年，至清代止，一律用汉字，民国以后用阿拉伯

数字，括号内注明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历。

七、文中的解放前后，指1949年5月9日前后。建国前后，

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松遂并

县指1958年10月，松阳复县指1982年1月。

八、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前保留原称，建国后用现行公制。

九、本志所用数据资料以松阳县统计局数据为主，地名以

《松阳县地名志》为本，古地名括注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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