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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华夏的传统，也是历史赋予我们光荣而
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社会安定团结，国家日臻昌盛。党中央、

国务院倡导编史修志。《平和县交通志》就是在这种新的形

势下，根据省交通厅、中共平和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的统

一部署而组织编纂的。

，《平和县交通志》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异，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叙了平和

交通历史演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鉴古资今，以促使平

和交通事业的不断开拓发展。

《平和县交通志》(初稿)于1988年出版。它是平和县
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记叙交通事业的专业志书，也是漳州市
最先推出的县一级交通志。它对漳州各县(区)“交通志》

的编修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初稿粗糙，大事只记叙到

1986年11月，而公路仅及1985年；近数年来，平和县改革开

放的深入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发生巨大变化，成就喜人，交

通设施焕然一新的面貌，初稿均未载人，深感不足，确有重

新修订的必要。因之，于1993年3月，组织人员，重新编写，

现已告成，交付印刷。增修的《平和县交通志》的出版，是

平和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增修的《平和县交通志》是在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

怀、支持下，修志人员以大量而翔实的历史资料，详尽地记

叙了平和自古至今交通事业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解放四十多

．q-来的巨大变化：全县公路网四通八达，历史上山径崎岖的

羊肠小道，而今变成了宽坦的现代化康庄大道。

增修《平和县交通志》的出版，将为发展平和交通事业，

促进平和市场经济的繁荣、振兴平和经济，探索交通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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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建设现代化交通设施提供’“存史、资治、教化"的有益
借鉴。

由于B,寸IM迫促，旧有资料不全，加上编写水平所限，错

漏在所难免，尚望各界有识之士加以指正!

平和县交通局局长叶明祥

，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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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时间上溯不限，追溯至有文字记载时止；下限

至1993年，个别事项延至1994年。

二、志书采用志、述、传、图、表等形式表达，而以志

为主。据志书体例：“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横排

竖写"，“详今略古”的原则，按时间顺序记述。

三、志书文字使用现代汉语及其标点符号，力求简明、

流畅。表格数据一般用阿拉伯字表达。

四、年代称谓均按历代年号纪链，并在括弧内加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1949年9月17日平和和平解放，在这日以前称解放

前，以后称解放后；建国前或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为线。至于机构、单位和其他名称，
首次出现时尽量用全称，其后一般用简称；地名均以省地名
录为准，古地名与今名不符者，则加括弧注明今名。

六、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公制。

七、本志书历史资料来源于旧方志、历史档案、图书、

报刊、总结、统计年车监和有关行文，包括采访的资料。除个

别注明资料来源外，一般不注明资料出处。

八、据志书贯例，“生不立传”，立传者，均属对平和

交通事业有重大贡献或影响的历史人物和英雄烈士；至于在

革命和经济建设中，做出优异成绩，荣获县级以上的先进单

位(集体)或先进个人，均以列表记载。

九、本志内容分为：序、凡例、概述、正文、附录、大

事记和编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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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山区，隶属于漳州市。地理位置：

北纬24
o

02’～24。35’，东经1160 53’--117
o

31’，西

与广东省大埔、饶平两县交界：东邻龙海市、漳浦县；南和云
霄县、诏安县接壤；北连南靖县与永定县。全县面积2328。6

平方公里。境内多山。大芹(大峰)与双尖两大山脉横贯县

境中部，把全县分成东、西两半部：西半部多高山峻岭，东

半部多蚯陵、平原。地势自中部、北部向东南顷斜。溪流多
为东、南走向，也有西流。其中芦溪、九峰溪西流广东注入

韩江；花山溪东流，经南靖汇合九龙江西溪，由漳州石码人
海。双尖山则是东西流的分水岭。大芹山海拔1544．8米，为

漳州市诸山最高峰。

平和古属百越地，居住着蛮、畲、峒等少数民族。山高
林密，树木荫翳，交通闭塞。唐初，玉铃卫将陈政、元光父子

带兵入闽靖边后，于垂拱二年(686年)，置漳州郡，设。行台”
于大峰山，始披荆斩棘，开山取道，派兵巡逻，方有历史记

载。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在境内今南胜镇置南胜

县，至元三年(1337年)，迁县治于今小溪镇旧县村，至正

十六年(1356年)，县治又迁至今南靖县靖城镇，并更名南靖

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奏准析南靖县清宁、新

安二里和漳浦二、三都，建置平和县，于正德十三年(1518

年)八月初八日开县，县治设于今九峰镇。开辟四境官道，

置“辅"、“塘”、“讥”、“关隘’’，以传递公文，防患
盗匪。平和为闽、粤交通要冲．但古时的交通大道，也都宽

仅米许的羊肠小道。

平和地处亚热带山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
有耕地37万多亩，山地250多万亩，土特产丰富，农副产品

自给有余，尤以糖、菸、茶为平和三大外销产品，为本县主
要的经济来源。山林中富有动、植物资源，有野生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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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交通不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货物运送，除水路外，

都靠人工步挑，客运靠乘轿，但乘轿者仅极少数官员和富豪。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先后倡修瑁荆、瑁城、珀南三

条简易公路，但进展缓慢，1936年始陆续通车，为时不久，

1937年“七七”芦潢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翌年秋，执行

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公路全被破坏。

抗日战争期间，海运封锁，与国外交通，仅靠内地中缅

公路。平和成为内陆运输主要交通线。本省出口土特产品由

泉、漳经平和进入两广；进口的煤油、火柴等物资以及南雄
烤烟等则由两广入平和转运漳、泉等地；沿海食盐由云霄入

平和经南靖运往闽西转广东、江西、湖南，供应大后方军需

民食。抗战胜利后，海运复苏，该运输线逐渐消失，但县内

陆路运输仍赖肩挑步运，一直延续至解放初期。

1949年9月17日，平和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平和县委

员会、平和县人民政府重视交通事业，组织木帆船从水路运

输粮、柴，支援解放厦门等沿海岛屿。当年，迅速抢修小溪

至洪濑口公路，1951年，小溪至漳州公路正式通车。尔后配

合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以及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先后修
建牛柏线、寨芦线、浦和线、双大线等公路为平和公路网奠
定基础o 1958年、1959年“大跃进”期间，在“砍掉高山头，

填平阻路沟，村村通大道，车子到处跑”的口号下，群众掀

起筑路高潮，日夜抢修道路，建成田间大道12796条，计

31282公里。由于缺乏科学技术指导，道路质量低下。

1962年后，县交通局认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对省、县道进
行标准化改弯、降坡、拓宽、改造，改建木桥为永久式钢筋

混凝土桥梁；并拓通双大线、寨芦线两条县道，使之与邻县公
路相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公路建设、交

通管理受到严重影响。70年代，全县对山、水、田、路进行

综合治理。1972年，实现县内乡乡通公路，桥梁永久化．城



乡公路网初具规模，车辆运输普及各乡村、山寨，改变了过

去单靠肩挑、水运的落后面貌。遗憾的是，在“大跃进”期

间，向山迸军，兴建水利闸坝时，忽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缺

乏通航设施，致使航道淤积，航线缩短，原水运物资逐渐为

机动车辆取代，1985年后，结束了平和水运的历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城乡建设步伐
加快，运输市场、新的公路设施、交通管理、乃至整个交通

运输事业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道路交通以县城小

溪镇为中心的公路网四通八达，与全国连成一片；运输市场
出现国营、集体、联营、个体多层次，多渠道，全民大办交

通的新局面。至1993年底，全县有公路257条，总长1383．04

公里。其中省道郊柏线、牛旧线在境内路段长122．4公里，

县道8条，长226．09公里，乡村道237条，长970．15公里，

专用道8条，长38．9公里，旅游公路2条，长25．5公里。全

县14个乡镇的239个行政村，除三个在高山上未建公路通车

外，其余236个行政村都已通车，行政村的通车率达98．7％，
全县面积2328．8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有公路0．593公里，

并又测设一级路1条8公里，四级路3条11．8公里，同时动

工修建九峰镇三坑村公路；永久性的公路桥达302座，总长

9352．52延米。全县拥有各种营运机动车辆2804辆(其中货

运汽车607辆，客车199辆，农用车638辆，轮式拖拉机115辆，

于扶拖拉机1102辆，三轮摩托车。143辆)；机动车维修服务

企业计116家。其中二类企业10家，三类企业17家，四类企

业89家；并有运输服务企业5家。

平和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基本上改变了山区交通运输

难的落后面貌，而今物畅其流，客便其行，有力地促进了全

县工农业生产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的繁

荣、科技的进步、全社会国计民生的日益需求，目前平和的
交通设施，还远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我们决心团
结奋进，倍加努力，不断开拓创新，发展现代化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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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新形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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