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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漳浦县交通志》是记载漳浦地方交通运输事业的专志。志书以水陆交通为王体，分为

六章十九节，另设概述、附录和大事记，约12万字。内收交通历史及现状系列图4幅，奠({片

16帧，统计表数十份。

志书总体设计，按交通体系现行社会分工归娄，攒排条目，纵叙原委。概述揽占今交

通，顺理沿革，总摄全志，交通设施以性质分娄，客货运输依工疑排列，进化演变傍及社

会因素和交通科技；各项管理，就职能分叙，反映地方交通施政治理，志人修f，昭事迹，有

益教化，备附录为正志补缺拾遗，大事记系全，卷纲要。l，j表“揽万里予尺寸之内，罗百世予

方册之间”，消长翻见，文省事明，执简驭繁。

本志系漳浦县地方交通忠，鉴于县内交通运输业存希：着多屡次的特点，为了能全面反映

漳浦交通运输业会貌，几辖区内一应奄通速输组织，均视为本：j应收内容，但对上级驻县交

通机构只作简介。

本志属编著体。一般资料不注明f【J处，

’本忠时隈跨一千多年，礁：这段时间墨，

均在文中央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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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文引用才锄以注明。

漳浦地方的行政区戈0和地名经历多次变更，编蕾

由于编者水平低，链误之处，敬请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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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例： 《漳浦交通志》以记、述，志、传，图、表。录诸体组成．图表随文，志为
t

本志书的主体．
’ ’’

。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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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 。
、

。r。 ；。

二二；志限。上限时间不拘，依事为限，，戳溯褥流。下限截止手'1989年6月底二r。：ti 、

一t。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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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人物：志书贯例，辱不立传I jc子具有重大贡献与影响者，简撰事迹入录。
’

。 ，

7四，t称谓：’凡地名，人名，物名概按全称，历史正称朝代纪年用汉字书写，另加公元年
．· +：i+- 、

’

。j

。‘

号子括号内l凡称。建国前”，4建国质4者，茅指。巾华人民共翻鼠”成立前后·多(镳)-

，：
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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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名称更换时间，以1987华为限。
． j ， ? ： ’，

五，注释：奉志系编著体，一般资料均不注明出处I凡明引原文者，肘文中注或页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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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位置：漳浦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东经117。35 7，北纬24。06 7，东南滨I阮台湾海峡，南

与东LJI县隔海相辊，西及西南以雀目山为界与云霄相连，西北以摩顶山脉为界与iF和、南靖

两县毗邻，北及东北以南溪、陈仓岭，风I巨斗岭为界与龙海县接壤。陆路距漳州52公里，距．

厦f]136公里，距汕头166公里。水路距厦门66海里，二距?【If头99海涅，距香港254海里。是闽

粤公路干线必经之地。

沿革：在新石器时代，漳浦早有人类侄此繁衍子孙。唐垂拱二年十--yj九门(公元686年

12月29}二j建州置县，唐开元年间漳州州治曾设李澳川，”即今漳浦县城。民国23年至26年

(1934—1937)专署也曾设在漳浦。 ．

面积s漳浦初建县时，方域甚广，东至海岛，西至新罗(龙岩)，南至潮阳；北至龙溪。至

元朝至治元年(1321年)，划出漳浦西部，合龙溪、龙岩两县一部份设置南胜县(后迁设南靖

县)。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割漳浦南路二、三、四、五等四个都设置诏安县。嘉靖

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又剖二十三都第九图合龙溪县的一部份设置海澄县，隆庆六年(1572

年)又划二十三都的第五网属海澄。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年)划漳浦二十三都镇海卫八个图

归海澄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划铜山所城属诏安，而以南靖居仁里第一陶乍田15保(今石

榴乡)属漳浦。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划云霄镇城等30保合半和、诏安二县部Ⅳ>地方设云霄

厅，民国2年建云霄县。民国5年(1916年)，划古雷网个保附东山建县。1955年，古雷半岛

划归漳浦，1956年，从南靖县划中西、马苑、南浦归漳浦，。1957年，划漳浦官浔区的三美、

山边，董浦属海澄。现有全县总面积1981平方公里。 、

人El：南术嘉定(1208至1224年)为52163【+1，(包括当时属漳浦县的现云霄，东山、诏安

县和龙海、南靖县一部5D1949年全县人口251000人。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县入口为

634298人。

地形：背山面海。境内山岭连绵，溪河错综，以丘陵山地为主，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

斜。主要山脉有石屏山、雀目山、金刚山、灶山，千里亭山、严山等300多座。全县27个港

湾，30多个岛屿。南溪，鹿溪、佛昙溪、语江溪、赤湖溪、杜浔溪横贯全境，全县有215公

里海岸线，可供利用的海滩甚广。
。

经济：、漳浦县历代以农业为主，建国前仅有电厂、碾米厂，手工业作坊。建国后工业布

局遍及全县各个角落，现有农械厂(弹簧钢板厂)、罐头厂，蜜果厂，麻塑厂、糖厂，油厂，

碾米厂、轧钢厂、拆船厂、铸造厂、五金厂，酒厂、饲料厂、冷冻厂，铝土矿厂、雨伞厂、

服装厂等。其中农用乍弹簧钢板、彩色食品包装袋、镇港二级花生}Ih分别荣获“省优产

品”。还有闽燕啤酒、白糖都誉满省内外。

漳浦县建材资源特别乍富，花岗岩100亿吨，硅砂3亿吨，玄武岩20亿吨，还有铝矾土2千

多万吨，闻名全国。漳浦县下按深水港是东南亚难得的港[-1。近年来，中国港口协会，福建

省港口吣会、厦门大学海洋系和荷兰华籍、英籍的专家、学者慕名前往实地考察，参观者络

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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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山水秀丽，风罱优美，旅游胜地有赵家堡，黄道周纪念馆、海月岩等。 ，

到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2．80亿元，其中工业产值O．85亿元，农业产值1．95亿元。近几年漳

浦大念山海经，大力发展水果生产，。大力开展山海资源，沿海发展水产养殖业，山区发展水

果生产，曾名扬海内外，国际银行为此拨低息贷款资助。
。

交通；邮驿是古代官方传递文书，停宿官员的交通机构。漳浦在唐宋以后，邮驿制度渐

臻完善。到了清朝形成较完备陆路交通网。自然，民间的交通线路，还会大大超出官方的交

通网点范围。然而，全县道路受自然环境的限错，以致秦汉以来，历二千余年的历史，交通运

输方式，一直停留在徒步、肩挑、背负的落后状态，牛马只能在少数地方才能发挥作用。不

过，漳浦的桥梁，渡口在陆路交通起重要作用，且因石料丰富，自唐宋以来，所建大石梁

桥，j石拱桥甚多，4工艺精湛，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建桥的聪明才智。漳浦第一条公路是

浦镇路，始于民国18年(1929年)，嗣后，公路网延伸衔接各地。我县地处沿海，海运得天独

厚；只是由于封建时代厉行海禁，以至造船业落后，漳浦。偏处海偶’，风气闭塞。但明末

清初也有有限度地开放海禁时期，而且民间海运业往往冲破了封建禁锢的锁链，漳浦通过海

上交通，与日本及南洋各国进行贸易，互通有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利用海运

与全国沿海各地互为交往，有力地弥补了陆路交通的不足。’ 一
此外，漳浦县的内河航运，也是交通运输的组成都份。原来全县可通航的内河，有南

溪，鹿溪，佛县溪，语江溪，赤湖溪，杜浔溪，横贯全境，一鹿溪涨潮时，小船载运货物和乘

客直达象牙一带亦甚繁忙。南溪涨潮可通30吨帆船至官浔，上游可通浅水小船至小龙溪(现

在南埔乡一带)，这些河流在当时都对漳浦内陆交通负起一定的历史使命。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日益广阔，漳浦县古今的水、陆交通运输的

发展，演变，经历了肩背，挪抬，人力车、兽力车、自行车和水上竹筏，舟楫，风帆，机动

轮船的三个发展过程。漳浦的水、陆交通的鼎盛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随着社会的经济变革，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漳浦县的交通工具，交通设施和交通运输布

局，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初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运输网。

1989年6月底全县机动车辆3556辆，其中货运汽车447部，客运汽车63部，轮式拖拉机

183部，手扶拖拉机2489部，农用车269部，三轮摩托车105部(不含中央条条管辖的汽车站、

队的数字)。有旧镇港二百吨码头一座，下寨港五百吨级泊位码头一座，佛昙港七十吨简易

码头一座。全县货轮8艘1169．5吨，拖轮8艘692．28总吨，驳船444．5吨(单指专业运输船

舶)。尚有竹屿盐场一千吨拖驳船一艘，120吨货轮一艘。1988年底，全县公路137条、746、964

公里。其中三级路107．03公里，一四级路263．32公里，等外路376．614公里。全县桥梁212座，

5873．94米。其中干线桥32座，1439．58米，县道桥26座，638．6米，乡道桥26座721．3米，专。

用线桥一座，18，6米，未列养127座3055．86米。水陆兼备，四通八达，人便于行，货畅其流o

，只

横岔’

．

飞如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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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大事记

。 公元687年

唐总章2年(公元669年)，高宗命陈政率兵镇边。开发闽南。陈政死，子陈元光接任，

垂拱二年(686年)奏准建置漳州，立巡逻台于四境，东巡逻台设在佛潭桥(今佛昙镇)。垂拱

三年，他到佛潭桥巡视，留下不朽的诗篇((晓发佛潭桥》。

1279年 。

宋朝洋兴二年(公元1279年)南宋在崖山败亡，阅冲郡王赵若和与侍臣黄材及许达甫等率

十六艘船夺港而出，残留四艘到漳浦县浦东(后名浦西，现属龙海县港尾乡)登陆隐居，后迂

佛昙积美，并在湖西顶高flJ建搂隐匿。后代子孙于明万历年间“觅先王缔造故处。建赵家堡。

1 891年

清末，攒I--I村土豪私设关卡，裁收出口税。受害者“许百万”诬报运粮被抢。光绪十七年

(1891年)农历正月初五晌午，漳州府捕役和丁勇，镇压横13村(现官浔乡康庄村)群众，打死

十多名村民。造成。初五惨案”。这是清末乱设卡、乱收费的历史悲剧。

1929年

民国初期漳浦尚无公路，囝民革命军北伐入闽后，于本年建成浦镇路(漳浦至旧镇>。漳

浦乡车协作社从台湾购买2部美国镉特牌汽车，由台籍驾驶员营运于浦镇线。与此同时。漳

浦官督民办汽棼公司吱立，并营运此线。

1931年，

下半年旧屿线(原名镇港线)、旧镇至铧昙通车。

陈雨苗带动旧镇五行与汕头商行合股购入崇胜号机动货船(俗称电船，120吨)ill走予汕

头、广州、厦门、宁波等地。

1 932年 。

浦和线(漳浦至-、F和)从城天至象牙庄段通乍。

1 937年 、
、

L匕‘七”抗}二；|战争爆发，漳麓}与全省沿海各地一样，海上交通受阻。

1938年” ～

厦门沦陷，漳浦县政府奉令，为阻rj军进攻，征召民工，将所有公路破坏，桥第炸毁。

l冀年县府强令沿海民船．嘎石到离旧镇后港尾2．5公里处坠石填起封锁线，堵塞航道，后

患无穷。1
’一

，．

1945年

抗Fj战争胜利，圜民党漳谪县政府奉令征召民工修复公路路基，交通部明令龙汾线由商

家汽车公司自筹资金修复桥涵，恢复通车。但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以内战，通货膨胀，物资

困难，商办汽车公司无力修复公路，直到解放，漳浦县公路仍来隆复通车。

1949年

，9月漳浦解放，即修复公路干线，10月成立漳浦汽车站，隶属漳州汽车站。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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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0年
，

。，

华东支前公路修建委员会商请中南军政委员会同意，由广东省交通厅调派干部组织广东

指挥分所，协助修复漳汕公路(漳州至汕头)。漳浦县府也组建筑路委员会，组织民工修筑路

基。‘ ，

、

县总工会出面组织旧镇、城关、佛县搬运工会和单车(自行车)工会。隶属地区搬运管理处。

1 951年
一

9月1日由龙溪专区公路管理处漳浦第一分段接养龙汾线在本县境内的路段。

1952年 ‘ 。 。

。
、

、 12月漳浦养路工区成立。 。

、

’

1 953年 ．

、

7月16日国民党军队窜犯东山岛，交通战线职工全力以赴，各种运输工具都组织支前，

旧镇搬运社协动部队搭起旧镇浮桥，轻装部队迅遽通过。赢得了作战时间。

1 956年- ：·

7
‘

． 7月27日成立漳浦县交通局。
。

杜古线(杜浔至古雷头)和坑虎线(深土乡坑内至六鳌虎头山)由部队投资，地方民工协助

建成通车：
’。

i’· 一

： ，’

，1 957年 7

漳浦养路工区下放县交通局管理，设工程股管养路。全慰实行。三统一“(运输市场管

理统一领导、统一调度、统一运输)。
、

、
1

1 958年 一．

8月厦门港务局打捞队到旧镇封锁线挖开中间和南侧各一个缺口。 j’‘。

．0

～

1 959年 ．
一，

8月23日旧镇航运司船舶在厦门遭台风袭出，沉船11艘，重创11艘，死亡18人

7月1日养路工区从县交通局收归龙溪公路分局管理。 一

．々1 960年 ?‘ ．～ ．
一 一。

龙汾线55Km一56Km+500m(漳浦城关段)改线，把原来利用旧城墙为路基的弯曲。环

城公路：改直，拓宽为12米的宽敞冬路。 ’． 、
．‘’j：

，．

。

。1963年 一
‘ 一¨‘ 一二’

～

，11月12日成立漳浦县民间运输中心管理站。佛昙，赤湖、旧镇、杜浔：城关、‘南浦民间

运输管理站相应成立。
4

冉

1966年 。。 一

r．
、，{。

佛昙，赤湖、旧镇，杜浔、城关、南浦民间运输管理站裁撤。
一

龙汾干线改线从漳浦城关起点经天南坂、盘陀，越过盘陀岭、古楼接云霄。全长41·3公

里。较之从城关经旧镇、．杜浔、沙西至古雷海线(此线改称龙汾副线)缩短21公里。 ．，；

1 968年
、

‘，

、

福建省车辆管理所漳滴管理站设在漳浦公路段内办公，属公路段职能机构。



1969年

漳浦汽车队成立。隶属县府办公室。

1970年

8月初成立福建省汽车第二团货车四队(后改称货车四队)现名漳浦车队，

分公司。
、

1 972年

旧镇航运公司在漳州造船厂购入第一艘水泥机动货轮(一百吨)投入运营，

浦第一艘机动船。

3月旧镇桥闸建成通车。

1976年

隶属漳州汽车

这是建国后漳

恢复杜浔、旧镇、佛昙，城关交通管理站o

3月公路桥兼有排灌作用的鹿溪桥闸建成通车。

漳浦公路段获省、市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

1980年

增设L【J边交管站。

省人民政府授于漳浦公路段、漳浦搬运兮司、古雷航运公司。大庆式企业’称号。

1982年‘

1月16 Et漳浦县公共交通公司成立。

漳浦车输管理站从公路段分出，自行挂牌对外办公o
‘

增设长桥交管站。

1 983年
、

县府发布《关于加强路政管理保障公路安全畅通的通告》o

元月，下寨港五百吨级二泊位码头建成，正式投入使用。

小龙溪的南浦、马苑大桥修复通车。

县府发布《漳浦县公路交通管理若1‘规定》。

由县府牵头，组织交通，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整治公路，扫除路障，拆除违章建筑

物。
’

1984年

1月14日-F午-I：201对，漳浦车队13—20846号客车，在杜浔附近由于旅客携带鞭炮爆

炸，烧伤32人，死1人。

9月佛昙运输服务公司由船运为主转为以客车运输为主。
7

1985年

元月，旧镇一个二百吨级泊位件杂货码头竣工交付使用。·

同年元月。横跨鹿溪的后港桥建成通车。

县府发布《漳浦县港口航道管理通告)>。

1986年

6月1日佛昙运输服务公司机动船在南澳翻船，从此结束该公司水运业。

增设官浔、鹿溪交管站。

●



漳州汽年分公司漳浦车队的解放牌货车报废后，取消货运，转入客运，并管东山，云霄

县车队。 ．

6月，又一横跨鹿溪的溪南桥建成通车。

1月，漳浦汽车培训班开学，学员120人，分两班。

’1 987年 ， ．

省长胡平于1986年6月到漳浦现场办公，批准拨30万元为旧镇港疏浚费。、

历时九个月疏浚旧镇港封锁线、6号灯标附近碍航处及港池，于1987年6月30日完工。

8月5日漳浦交通监理机构移交公安机关。 ．

从1985年始至1987年，漳浦公路段年年评为全区(市)先进单位，其中1976年、1980年评

为省级先进单位。
’’

7月，以工代账的扶贫公路，赤岭至杨美及湖西至赤岭公路通车。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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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交通线路

第一节水路(航道)
“

漳浦濒临台湾海峡，江、河、湖、海水相连，水路交通具灭然之利。全县六大河系，即

南溪、鹿溪、语江、佛昙溪、赤湖溪、托浔溪。除南溪流入龙海县九龙江下游入海外，其余五

条河流均在本县境r8入海。在历史长河中，内河航运与人芎：繁衍生息，物资交往息息相关，

起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后，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中，鹿溪的城关地段裁弯取直，并

分别予1976年3月在得仙桥(砼桥头>处建或鹿溪桥闸和1．．972年8月在旧镇港上游半公里处建

成旧镇桥闸及1966年龙海县在南陂建桥闸，从此中断了鹿溪、南溪的内河航运。语江、佛昙

溪、赤湖溪、杜浔溪由于地理变迁、河床淤浅和陆路交通工具迅速发展，使内河运输量逐年

减少，直至中断。 ．

漳浦县旧镇港、下寨港、佛罢港等都是。襟海带江”的潮汐河口。

．宋朝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趑若和与侍臣黄材，许达甫在广东省崖山失陷，宋亡后，率

十六艘船夺港而出，到漳浦县浦西(现龙海县范围)登陆隐居，。嗣后迁入佛昙，隐居湖西。

明朝漳浦海上交通远至日本、东南皿各国，民国时期的机帆船，机动货轮的兴毽，海上

交通更加兴旺发达。建国后海运事业突飞猛进，海港设施、海上交通工共口臻完善，水路运

输量占全县运输量极其重要的位置。

第一目·内河航运

漳淌六大河系均从西北部流向东南。六鳘、古雷两个半岛水量最少，井尼半岛无溪流。

迳流量丰水年(10％)22．11亿立方米，平水年(50％)13．88亿立方米，枯水年(90％>8．05亿立

方米。

鹿溪发源子平和县侯门村，河长57公里，流域面积700iy．yj"公里，出王寨流入本县，从

旧镇入海。在本县河流长度40公里，流域面81631．4平方公里，平均坡降9．1％，迳流量幸水

年(10％)9．12亿立方米，平水年(50％)5．96亿立方米，枯水年(90％)3．62亿立方米。j声康熙

版《漳浦县志》载： “LII既九九峰，水亦九九曲”。明李若瑛诗云“宿雨初舔溪水新，东风

嫒透碌波匀”。为十景之一。朗弼天题以来，地拥沙合，该河流同浅。但在历史上曾是浮滞县

土产品输出的主动脉，尤其鹿溪中游恩粮食生产主要区域，民国时期商家在鹿溪村建碾米

厂，县城区一带粮食及土产多集中鹿溪村上、下水，转运旧镇港出口汕头、香港，广州及厦

门、上海、宁披、天津。鹿溪受旧镇潮汐河口的影响，涨潮水至县城笑南门。1972年旧镇桥

闸建成后，内河航运中断，仅起灌溉作用。交通、水电、7J<F‘等利用价媳不大。

有史以来鹿溪跨河桥有10座，自下游至上游为：旧镇桥问，1972年建移。i日镇玉厝术臼

木架，蠹粱桥，1954年建成，巳圯坍。后港火掺，1985年5歪成。鹿浸挢，宋庆元四年(1_198年)

建。已圯坍。溪南桥闸予康熙旧十八年(1_709年)：垦；壹，已圮坍。溪南人侨，1986：下建成。Ji琶



多．
每

}
f

溪桥闸，在古“得仙桥”(土桥)附近，1975年8月建成。东港尾桥。．1972年建。内角漫水桥、

观音亭桥两座(一座公路轿、一座古代石板梁桥)。‘ 一
。

。

通航情况，清末民初；鹿溪河床尚深，二桅木帆船从旧镇直驶土桥，城关南门为装卸码

头，舢船(约载3千市斤)可上溯到盘陀割埔及象牙庄一带。大潮时海水涨至梅林附近的官。

径。城郊有。鹿溪水涨”之景。民国34年(公元1945年)，从旧镇海口至象牙通航42公里。建

国后内河航运仍很盛行，发挥很大作用，1972年建旧镇桥闸后，内河航运全部中断。。 ，i‘?
7

、 ‘

：
-。

(旱位：公里)

魂次沥’史迫虢吞蔼圆．

一

南溪属九龙江支流，发源于平和县欧寮村，主河流长55公里，流域面积509．9平方公里，

-平均坡降4呖，迳漉置丰水年(to咖)6．41亿立方米。下水年(50％)4．34亿立方米，枯水

年(90叻)2．78亿立方米。南溪在漳浦境内为马口溪，东过于拭[1，．至龙海FA．j譬胄人海。南溪

中游的马口，宋设甘棠铺，明没甘棠驿，清建马I-I城，是历代闽粤干线必经之地，水陆路交

、 ·
。 ． 。7J、。

～

t事，；}．7



叉要冲，清初驻兵重点，康熙四年建马口城。

南溪内河航运在漳浦仅次于鹿溪，属第二大河流，南浦(fl=J称小龙溪)、长桥、官浔的上

产自明清以来大量从南溪输出。民国时期仍然靠南溪船舶运出到厦门、泉州，并运回工业^矗

等。南溪两岸盛产大米，主要加工地点设在官浔、大埔，民国时期汽船(电船)可抵大埔、臼

米出口运量就更大。1966年南陂桥闸建成，内河航运中断。

南溪跨河桥梁有9座，南陂桥闸(1966年建成)、西山大桥(1966年建成)、横口大桥(1970

年建成)、马口大桥(1931年建成)、马苑大桥(1932年建成)、龙溪大桥(1932年建成)。

通航情况：民国时期小龙溪(现南浦乡一带)通行载60担的小船，靠二名船工撑竹竿行

驶。大埔一带汽船(电船)可载一百包至八百包大米出口，并有机动和木帆船出入。

河寮一官浔一厦门航线

(九龙江内河航运里程表1957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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