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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椒江市交通志》的编纂出版，是椒江交通文明建设

的一项丰硕成果，值得庆贺j
i ·

， 椒江市建于1981年。作为浙江中部沿海的重要港口

城市无疑是十分年轻的，但海门港则历史悠久。早在西汉

始元二年(公元前85)海门港的雏形章安港开始兴起。三

国吴太平二年，临海郡治设于此，辖地相当于今台、温、丽

等地。唐时已成商埠雏形，宋代人烟绸密，楼台棋布，已有。

日本商船出入，。成一方要地"。元代为漕运换装出发港之

一，运粮船队出口于斯。清光绪年间创立轮埠，通航宁波、

上海、温州、福州等地。这颗镶嵌在祖国东海岸的明珠在

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

’民国年间，海门港有过兴旺，但由于饱经战争的创

伤，结果一蹶不振。解放后，“城以港兴，港为城用’’，各级

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海门港的建设0港口的基础设施不断

地得到改善，海门港经历了恢复、建设和发展几个阶段，

成为浙中和台州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椒江市陆路交通比较发达，民国21年(1932)路(桥)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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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线公路建成通车后，境内的海门成了台州地区汽

车运输的发源地。解放后，尤其是建市10年来，公路建设

发展迅速。到1990年底，全市4个辖区已有3个区实现乡

乡通公路。国道、省道与海门港相通，公路与距市区12公

里的黄岩民航站相联结，使椒江形成“海、陆、空"立体交

通网络。

各地交通史志雄辩地证明社会文明往往是交通发达

的地区率先生长发育。《椒江市交通志》所展示的椒江交

通事业发展的宏伟史卷，再一次生动地阐明了这一道理。

三国吴时，孙权命卫温、诸葛直率部万余．从章安航海达

夷洲(今台湾)谱写了开发台湾的历史篇章。唐、宋时期，

这里不仅是同日本、朝鲜贸易的港口，而且也是国际间文

化交流的窗口。现今。椒江市“以港兴城、以城兴港”的发

展战略，使海门港迅速成为超万标箱的现代化国际集装

箱海港。 ， ÷

深度开发椒江交通资源，使之成为台州交通经济的

中心，成为浙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之一，已成为社会的

共识。《椒江市交通志》将为此发挥其资治的作用。

《椒江市交通志》编纂指导思想正确，篇、章、节、目安

排科学合理，它突出了海门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地方色

彩浓郁，时代特点突出，详今明古，史料翔实，文字通畅简

炼。特定的交通素材设计出特定的得当体例，是一部有特

色的椒江市交通专业志。它的问世，不仅为交通专业志库

增一瑰宝，也是志书中新开放的一束异葩。

一《椒江市交通志》将激励交通建设者们继往开来。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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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更辉煌的篇章。值此《椒江市交通志》付梓之际，祝愿椒

江市这颗“东方明珠"，在交通史上发出更为灿烂的光辉。

椒江准备建市之初，我曾随同省委领导同志来椒江

研究过城建规划。现在目睹椒江市当前繁荣景象，深感欣

慰荣幸。愿椒江市，青山永存，绿水长流，经济繁荣，人民

幸福。

志系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

马立乎

199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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