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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纂《龙泉县交通志》，是史无前例的。我局于1987

年4月开始进行编志工作，历经几载努力，这部志书终

于出版了，这是我县交通战线的一件喜事。《龙泉县交通

志》系统地记述了本县有史以来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和

变迁，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时代特点的交通专业志。

龙泉地处浙闽边陲，自古以来，除水路瓯江流域的

龙泉溪和住溪、宝溪能通行竹、木筏，龙泉溪上游的小

梅溪、八都溪至县城汇合顺流至武溪能通舴艋船，经云

和、丽水、青田至温州外，广大乡村的交通均要步行山

闻道路和肩挑运输；要翻山越岭，行而艰难。公路建设

起步较晚，1933年始有丽浦公路过境，解放初期(1949

～1950年)，亦仅有丽浦、龙庆两条公路通过龙泉县境。

解放后，公路交通事业发展很快，至1988年底，县境内

已建设公路44条，817．38公里}农村机耕路263条，

1055．56公里；全县9区、7镇、37乡(除建龙、王庄乡

公路在建外)，全部通了公路f公路交通蛛网化已居全省

首位。交通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原来。行路靠脚板，运

输靠肩担一的落后面貌。《龙泉县交通志》就是根据这一

发展、变迁的情况，用历史的、现实的观点，以翔实的

资料，分门别类，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解放后

40年来交通事业发展的史实，编纂成这部社会主义的交

I’【【’}0-------I．。‘’‘-·---·---·--f’



2 序言

通专业志。它体现了龙泉人民投身交通建设的聪明才智

和时代精神，也为龙泉县交通事业的存史、资治、教化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是一项交通文明建设，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千秋大业。

《龙泉县交通志》的出版，是县交通志修志人员辛

勤劳动、呕心沥血的结晶；他们经过大量调查，搜集了

大量的历史资料，广征博采，去伪存真，数易其稿，用

了4年的时间，编写成这部约20万字的交通专业志，可

庆，可贺。

本书的编纂和出版，是在中共龙泉县委、县人民政

府领导和关怀、交通部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才

得以完成，值此，我谨向支持和关怀《龙泉县交通志》工

作的各级领导和为本书搜集及提供资料、编写、出版等

作出努力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范鼎维

1991年10月

▲



凡 例

一、本志记述范围，以龙泉县行政区域为限。年代断限，上

起不拘，下讫1988年，东大桥及个别事例延至1990年

止。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如实反映

龙泉县交通的历史和现状。。详今溯古，立足当代”，着

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交通事业的发展变化，

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按照篇章结构编排，下分节目叙事；按交通门类横

排竖写。

四、本志首置地图和彩色照片，以领全书记载的主要交通面

貌，其余照片、表格视史实随文穿插在有关章节之中。

五、历代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采用朝代纪年(民

国前用汉字，民国用阿拉伯字，括号加注公历)；1949年

5月13日龙泉解放后，以公元用阿拉伯字纪年。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新中国成立。

六、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古文引用，力求少而精，行业

用语力求通俗，除引文外的数字均用阿拉伯字，量词采

用通常称谓。

七、本志所用地名，均采用《龙泉县地名志》公布的地名，原

名、多名者按史实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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