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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渔山灯塔

浙象汽渡1号轮



对台经济合作码头

石浦2号客轮停靠第=码头



象山港汽车轮渡(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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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交通，向为人类社会繁衍发展之先行。商业的发达，文化

的昌盛，社会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裕，无不得益于交通，

也受掣于交通。象山县修志凡十次，交通志尚属首部。它熔时

代性、地方性、专业性、历史资料性于一体，载述象山千余年交

通事业变迁的历史，昭示先辈艰苦创业的精神，启迪我辈继往

开来。

象山夙称海陬小邑，。山海阻梗，行旅不虞”，交通事业发

展艰难曲折。追溯新石器时代，境内已有人类文明遗迹。唐初，

石浦港。地为日本之贡道，时为番舶所羁留”。南宋时期，县内

造船技术达到相当水平。此后，迭经外患内乱，国运衰败，民力

摧损，交通事业裹足不前。迨至解放，挣脱旧制度桎梏，百废待

兴，交通出现生机。近十年来，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振兴发展，交

通建设方兴未艾。丹城建设路、石浦渔港路建成、拓展，沙石、

梅丹线的改造，西泽汽车轮渡建成、石沪客轮通航，旧道更迁，

新线延展，水陆并进，初步形成了内外交通的网络。。负毋肩

临，行不足履”，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

抚今追昔，象山交通事业的发展，凝聚了祖祖辈辈的向住

和血汗，体现了象山社会历史进步的轨迹，其经验教训是留给

后人至为宝贵的财富，遗憾的是没有专著予以载录。如今《象

山县交通志》付梓，恰好弥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可以说是得其

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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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者孜孜，让我们继承先辈未竟之业，紧跟时

交通事业办得更好。

邱永年
1991年1月



凡 例

一、《象山县交通志》是一部立足当代，统合古今的经济专业志

书。记事上限不拘，下迄1988年，有些史实根据需要，延至

付印前。

二、本书记述地域范围，以1985年10月浙江省测绘管理处编

制《象山县地图》地域为基准。地名一般采用现行标准名

称，必须沿用历史地名时，均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存实求真，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着重反映交通事业发展

面貌及其经验教训，垂鉴后人。

四、本志采用记叙文体和“横扫h'-J类，纵写史实，纵横结合，以

横统纵”的记述方法．分章、节、目、子目四个档次编写。概

述全貌，条述重点，表列一般。每章开头均设一段文字，或

记总况、或述沿革、或道得失，因文而异，不拘形式，除。概

述”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外，其余一般

不作议论，寓观点于记叙之中。

五、本志采述、记、传、图、表、录六体。除总图置志书正文之前

外，其余图表均穿插于文中，并注明出处。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朝代年号(用汉字)

或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夹注公元纪年，文中的“解放

前”、。解放后”系指1949年7月8日象山半岛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驻之前、后。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凡例

后，只纪公元纪年。这一天之前简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

天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后”。

七、表示近代、现代道、桥、运输量等度量衡单位，采用公制，用

汉字表示(如：公里、米、厘米、公斤、吨公里、人公里等)，数

量用阿拉伯字。引用历史文献条文，仍用原文献度量衡名

称及数字，夹注换算成公制。志中所记高度、长度除部分实

测数外，采用浙江省测绘局1985年出版的万分之一平面

图数据。

八、所记人物有职称者，则将职称冠于姓名之前，无职称者均

直书其姓名，姓名之后不加“同志”、“先生”等称谓。本志

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先进模范人物“以事系人”，将

其模范事迹在有关章节中记述。对荣获光荣称号者或集

体列入人物录。

九、航标管理包括本县及设在本县有关航标管理机构管理之

县境外海域之航标，以及外县航标机构管理之本县境内海

域之航标。

十、重大交通事故包括外县车船在本县境内发事，或本县车船

在县境外发事者。
一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