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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罗源县交通志》的编写始于i 984年l 04，1 986年i月完成初

稿。2月，在福州市交通局于长乐县召开的“福州市各县(区)交通

志稿互审会”上听取了有关领导和各兄弟县同行的许多意见后又作了

一次修改和补充。

现为付印，又对全书作了一次修订，并将下限延至1986年。

限于水平，本书实难尽如入意，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有请读者

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蒙县内外各有关单位和许多老同志、知情者的热情

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罗源县交通局

1 989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屈 j例

一、本书为地方交通专业志，按志书的横排门类依次记述本县交

通运输各方面的史实和现状，另以“概述”、 “大事记”冠于卷首，

便于读者把握本县交通运输纵的发展线索。 -

二、本书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起源，下限一般止于1 986年。本

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交通史实详加记
，

述。

三、因“生不立传”，本书将健在而曾出席过省、地(市)的先

进个人编入“附录，，内的《功模谱》。

本书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本县地名凡有古今异名或一地两种以上同音书写地名者，悉

依《罗源县地名录》统一命名书写。

六、本书的历史纪年，解放前沿用旧纪年，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

字加注公元；解放后用公元纪年。所谓“解放”，系指1 949年8凡

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罗源城。

七、本书记数除表示序数、概数等外，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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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罗源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地处北纬26。23’至26。39’、东经

I 1 9。07’至I 1 9。54’之间。南邻连江，北界宁德，西南同福州市、阔侯

县接壤，西北与古田县毗连，东南隔海与霞浦县东冲半岛相望。全县

东西长78．5公里，南北宽28公里，版图总面积1，l 87平方公里，内陆

地1，031平方公里，滩涂53平方公里，海域103平方公里。1986年有人

口2 1．75万人，其中畲族1．73万人。

罗源海岸线曲折，长1 29．09公里。罗源湾深入腹地，港口距县城

仅5华里。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利于海上交通，早在北宋庆历年间

(1 041一1 048)即有外国船舶来港寄碇。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阻

碍了海上交通的发展，港口基础设施因而极为薄弱。解放前罗源港除

有两座简陋的石道头和两座简易木栈桥外，别无所有。直到新中国成

立后才在五里亭修建了石砌客货码头和迹头、碧里、亭下等18个码道，

头。

解放前罗源水运陆运较为发达。本地出产的大米、土纸、茶叶等

多由水路运出，京呆、布匹、日用百货等亦由水路运入。民国时期且有

客货轮不定期航行于福州罗源之间。但承担运输的船舶除几艘定线航

行于内，港的渡船外都是外港籍的。解放后罗源才有自己航行沿海的专

业运输船j三十多年来，专业输船舶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不断更新，

首先从载重只有十来吨的小木帆船发展为可载重50～70吨的大木帆



船，继之又逐渐用机动船取代木帆船。1986年全县水运企业共拥有钢

质、水泥货轮9艘，总载重量1，190吨，吨位数为1 962年县航运公司成

立时的3．7倍，如果连同运输个体户、联户和其他单位用于货运的机

动船舶在内，则总数共达182艘2，805吨。-9船舶发展同时，船员的素

质也有显著提高，有能力运航北至长江中下游各港，南至厦门、香港

等港。

水运量在解放后总的趋势的连续上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水

上运输更为活跃。1986年水路货运量达1 3．34万吨，周转量2，420万吨

公里，分别相当于i 957年的8．3倍和1 7{t、1 9 78年的5．3倍和3．2{t。

水上客运，1 9 63年起有闽东航管总站经营的罗(源)新(澳)线客

运，年输送旅客i o—I 6万人。1 985年初罗新线客轮停航后，罗源湾客

运全为个体、联户的客渡船所承揽，i986年共有这类客渡船33艘计

935个客位。

罗源境内多山，道路建设比较困难。古代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所修道路大多盘纡陡峻，不通车辆，行旅往来只能步行，货物运输都

由肩挑。 “旧志”所谓“伛偻负担，咨嗟团苦”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前陆路交通的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固建立后公路建设突飞猛进，成绩辉煌。1954年首

建福分公路，人民梦寐以求的通车愿望终于实现。此后筑“白霍”，

修“罗中”，建“白鉴”，造“黄碧”，公路通车里程年年增加。

1979年全县乡镇政府所在地全部通车。1986年境内共有公路33条

(段)，总长336公里，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拥有公路32．58公里；能通

公路的行政村i I 1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60％，已初步形成了以县城

为中心的公路两o_公路桥梁共有82座，总长1，750米，都是永久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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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五里亭大桥连结闽东各县，雄伟壮观，气势非凡；霍口、斌溪、

福湖诸桥的落成，更使天堑变通途，极大地造福于畲汉人民。

由于公路的兴建，罗源陆上运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 954年

省属汽车运输站首在罗源办理汽车客货运输。民间运输则先以人力货

车代替了扁担拄杖，60年代末又开始了从人力货车到汽车或其他机动

车的过渡，到70年代末终于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过程。两次运输工具的变

革，大大提高了运输生产能力，使运输工人在超体办的劳动重压吓解

放出来，运输生产蒸蒸日上。1979年实行开放改革后，客货流通规模

更加扩大。1986年全县共有载货汽车104辆(内县属运输企业12辆)，

陆运货物22．25万吨，周转量1，1 45．28万吨公里，较1 978年货运量增

加57％，周转量增加11倍。全县客车营业线路已达397公里，日开各

线客车90个班次，全年运送旅客1 57万人次，周转量5，628万人公里，

分别相当于1 978年的5．2倍和6．4倍。

罗源解放前有少数手工业工人以修造小木船为业，多散居于沿海I

各地。解放后这些工人经政府组织起来办社办厂，生产能力迅速提

高，70年代末已能独立设计、制造百吨以下的木质机动船，但因原材

料供应困难于1983年被迫停产。车辆修配业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能够依靠本身力量完成汽车中修以下各项修配任务。

为适应交通建设、水陆运输发展的要求，罗源各级交通运输管理

机构在50年代已经基本建置齐全。县交通局主管全县交通行政，下属

交通运输管理站负责管理交通安全和运输市场。另有省属交通监理

站、公路段、港务站，分管车、路、港、航各种事宜。

综上所述，罗源交通事业在解放后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无论

就其发展速度或发展规模来看都是空前的。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有
S



过失误和挫折，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当今为实现“四化一宏图，开放

改革的时代浪潮正方兴未艾，罗源人民必定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发挥当地山海优势，同心同德，为振兴罗源、为实现交通运输业

稳定持久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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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大事记

公元1041～1048年(北宋庆历年间)

有“番船”来罗源港寄碇。

公元1084年(北宋元丰七年)

设南湾巡检司于贤一里帘山(今碧里乡濂澳)管理连江罗源海道。

建岭兜桥(今存)。 。 。

公元1085年(北宋元丰八年)

县尉徐某辟白岩至皇万新路

公元x098#-(北宋元符元年)

县主薄林驭铺设县西石路2，200丈。

公元1121年(北宋宣和三年)

小云寺和尚文惠等铺设白塔至应德石路700余丈。

设四明驿站。

公元I l 27～l 130年(南宋建炎年间)

公元1225一1227年(南宋宝庆年间)

宁德县主薄丁大金辟白鹤岭路与罗源叠石路相接．

公元1 370年(明洪武三年)

． 设鳌峰、应德两个驿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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