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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国道瓯海段

I县道永强至梅头公路

位于瓯海县的温州机场

量三一o。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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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道泽雅至林蛘线盘山公路

梅屿电厂公路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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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13'大桥

龙空大桥



方隆村民间桥

天长村民间桥



瓯海县运输公司

运管、交警联合路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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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瓯海县位于浙江东南沿海，地势西高东

低，南亢北卑，地形狭长，合抱温州市区。山

地占总面积的62．4 oA；平原、水域占37．6％。

解放前，辖境内平原水网地区虽有舟楫之

利，但多靠人力划行，西南山区交通更是闭

塞，互不贯通，挑运繁重，劳作艰苦。新中

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交通事

业，坚持“民办公助"的方针，推进公路建

设，1987年实现了乡乡通公路，到1988年全

县公路总里程达216．56公里，基本形成了

千支相连、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同时，水

运航道通航状况也有较大的改善。交通运输

的发展，促进了本县经济的繁荣，活跃了城

乡市场，方便了人民生活。

本县辖境原系温州市郊区，设县仅8
年，历代交通典籍不多，近代发展资料尚不

完备。因此，及时搜集整理交通发展史料工

作十分重要。瓯海县交通局根据上级指示精



神，建立了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撰者深入

群众，广征博采，梳栉去芜，数易其稿，历

经二年，终于集腋成裘，编撰成本县第一部

专业志书——《瓯海县交通志》。此书的问

世，不仅为本县交通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继

续发展提供实用的依据，而且对本县其他专

业志书的编纂工作起着促进与参考作用。在

此，我代表县政府谨向编撰者和支持、协助

本志编撰工作的专家、同志们致以深切的谢

意!

县长 体夏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是记述瓯海县行政区域内的交通设施、运输生

产和交通管理的专业性资料书，为全社会尤其是为

交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提供交通专业史料，起到存

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

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记述本县交通事业的

发生与发展过程。

三、本志记述的事件上限不拘，以事系时，适当追溯历

史，下限断至1988年，重大事件记述至志书脱稿之

时。

四、本志以交通结构与业务横排门类，采用章节体，直

陈史实。

五、本志的资料除引用历史资料外，大部分以县交通局

的资料为准，地名采用1986年《瓯海县地名录》的

称谓，新建制镇使用新名。

六、本书所记的数字、年号、均照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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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瓯海县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东濒东海，北靠瓯江及温州市鹿

城区和龙湾区，隔江与永嘉、乐清两县相望，西毗青田县，南邻

瑞安市。地形狭长，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合抱温州市区之势。

现辖泽雅、藤桥、三溪、梧埏、永强5个区、32个乡镇、379个

行政村。总面积907．66平方公里。1988年末全县人口514186人。

瓯海县辖境，自古有瓯海之称。隋代置永嘉县后，历代为永

嘉县的区域。解放初期曾属温州市，1950--1958年重属永嘉县，

1958年8月又划归温州市。1981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析置

瓯海县，县人民政府设在温州市区将军桥。交通以温州市区为枢

纽，贯通县内乡村、集镇。

本县西部泽雅、藤桥两区大部分为山区，中部和东部为平原

水网地区。水上交通历来发达，河流有戌浦江、三溪河、温瑞塘

河和永强塘河四条水系，内河航道134公里，客运航线9条，沟

通20个乡镇。瓯江瓯海段岸线长29公里。陆上交通在古代有温

州至青田、瑞安和宁村等3条过境驿道。民国26年(1937)年6

月建成永瑞平公路，抗日战争爆发后被破坏，故，建国前辖区内

基本没有通公路。直至建国之初，山区交通闭塞，乡村道路坎坷，

平原水乡渡多桥低，交通极不便利。三殚水团潭，就有渡口36处，

出门即渡。1955年温州至平阳桥墩国道线建成后，本县始有8公

里过境公路。1958年后，县乡公路逐年建设，至1981年公路总里

程达95．91公里。但全县32个乡(镇)，通公路的仅15个乡

(镇)。只通水路的16个乡(镇)，有1个乡连公路和水路都不通，



概 述

远不能适应城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建县以后，县委、县

府十分重视交通建设，根据“积极发展、稳步前进、讲究效益、量

力而行”的方针，加速了公路建设步伐。至1987年，除灵昆镇

(岛)外，乡乡都通了公路。迄至1988年，公路总里程为216．56

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24公里，平均每万人拥有公路4．2

公里。新建和改建钢筋混凝土桥梁150余座，乡村小路大多改建

成拖拉机道，有的还铺筑了水泥路面．交通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除了公路和水运外，温州民航机场坐落在本县宁城乡和海滨

镇之间。

本县仅有永强、梧埏、三溪和藤桥4个县属集体性质的运输

公司，过去以水运为主。1981年开始逐步转向陆运。个体联户运

输业和托联运服务业迅猛发展，形成集体、合资、个体多种渠道、

多种经营方式的运输结构，增强了运输力量，繁荣了运输市场。

1988年全县有各类客货机动车2135辆，5829客位，3005吨位，完

成客运量789．59万人，周转量27664．76万人公里，货运量

305．13万吨，周转量11915．74万吨公里。水运有各类机动船舶

1001艘，2875客位，8002吨位；完成客运量242．40万人．周转

量3424．38万人公里；货运量109．26万吨，周转量4227．12万吨

公里。

交通状况的不断改善，促进了本县城郊型和外向型经济的发

展。地处山区的五凤烊乡和北林蝉乡已建成为温州市的蔬菜基地，

乡镇市场迅速扩大，全县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本

县交通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公路标准有待不断改造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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