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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地方态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 Ⅸ永嘉县

交通志》是本县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现率先编纂成

书，是全县一件可喜的大事。

永嘉县历史文化悠久，自古以来一直是温州地区连

接省城及附近各地区的交通抠纽。在古近代漫长的岁月

里，出于地理自然条件影响和社会镧度钓约束，本昙交

通邮电事业落后，尤其是占总面积五分之四的山区更为

闭塞，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奉县国民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致力于发展交通邮电事业，

尤其是1979年以来，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交通邮电

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金县实现了乡乡通公路，兴

建了瓯江大桥、楠溪江大桥和新的港口、码头，先后实

现了电话自动化、半自动化，电报也进入了金省的自动

化网络，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金县商品经济的发展。因

此，如实地记述和反映全县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过程及

其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1986年以来，县交通局、县邮电局按照上级有关部

门的统一部署，加强了对编纂交通志，邮电志的领导。

叁体编写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畏艰难，踏遍了

金县山区乡村道路，勘察了港口码头，翻闲了大量的历

史资料．广征博采、去伪存真，数易其稿，历时两年，

籀修了这部交通志，为本县交通邮电事业留下了珍贵的

历史文猷。我相信，《永嘉县交通志》的出版，必将对金

丢的国民经济规划和建设，起蓟参证，资治的作用，对



本县的交通邮电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县资源的开发，

使本县早日脱贫致富，都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谨此作。序圩，以志祝贺。

永嘉县县长周士琛



．凡例

一，《永嘉县交通志》是一部记述全县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的

设施、生产、管理及其有关的入与事的地方专业资料书。

=，本志书上限因事追溯发端的年代，下迄1987年，个别事

物延续到志书脱稿之对。

兰，本志书记述的地城，以1987年底全县行政区域为范围。

四，本志书采用章式结构，按交通运输、邮电机构分章，以

业务性质分节、目，横排门类，宣陈史实。

五、本志书记述的鼻解放前后骨均以194,9年5月7日为界；采

用地名均以《永嘉县地名录势为准I所用统计数据以县统

计局、县交通局提供的数据为准。

六，本志书的数字、年号，均按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

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强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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