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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党中央提出编修史志号召，全国

E下和各行各业掀起了编修史志的热潮。史志是一种精神力量，

是为了总结过去，反映现实，展望未来，是为了团结各族人民，

发扬爱国热情，为振兴中华施展蓝图服务。

遵照上级部署，1 9 8 5年5月，本局成立了修志、编纂领

导小组，和组织了专门编写人员，着手制定计划，拟制编目，搜

集材料进行编写。《武平县交通志》经过数审数修，反复补充订

正。现已正式编就成书了。

《武平县交通志》是武平交通运输史上第一部具有本县特

色，时代风貌和专业特点的志书。全书围绕二1个中心， 较全面

地、客观地记载了武平交通运输的起源、演变、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I实事求是地反映各个时期的交通面貌功过是非和成败得失以

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调。

《武平县交通志》突出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武平县交通

运输事业迅速发展的景况。我县交通从“鸡公"(乙种独轮车

一一鸡公车)辘辘到车水马龙，是经过了几番风雨，几番曲折

的。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工程技术人员，同全县人民一道，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变武平变通运输的落后面

貌，披荆斩棘。宿露餐风，变鸟道为通衙，化天险为坦途，把一

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小县初步建设成为公路网，四通八

达，运输业繁荣兴旺的新兴县。些可歌可泣的业绩，为《武平县

交通志》提供了丰富的篇章。

《武平县交通志》是编写人员呕心沥血，辛勤劳动的硕果。

编写人员在资料缺乏，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本着尊重历史，尊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事实，不偏不停的修志原则，深入基层，依告群众，访勘韭举，

反复核对，通过数年的努力，如期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深

源影响的修志任务。 ，

《武平县交通志》将为我县今后交通运输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是全县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十

分珍惜。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地、县有关部门，变通战线新老同志积极

提供资料以及本县方志办的指导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l

武平县交通局长何发传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武平县交通志》是部门志，侧重记述交通系统的史实，

非交通系统而属交通行业的资料，仅载其数据、情况则略之。

二，上限追溯到南宋宝佑年问(1 2 5 8～l 2 5 8年)，

下限至1 9 8 7年。

三、编写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三大精神为准

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武平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

本着“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立足当代，重点记述建国后

的交通运输事业发展面貌。

四、本志按交通部门类横排纵写。横分门类以囊括史实，纵

向叙述的贯串古今。

五，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表、图、附录、采用记叙语体

文，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六、历史纪年，建国漪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

本志所称“建国后’’，系指l 9 4 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

七、本志材料来源。县、地，省有关单位的档案资料，旧县

志、有关人员的回忆材料等，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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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武平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地处闽、粤、赣三省结合部。全

县总面积2 6 2 9．6 2平方公里，南北长7 7．8公里，东西

宽5 3．9公里。行政划分为四个镇、十三个乡．2 1 7个村。

境内崇山峻岭、丘陵起伏，河谷纵横。最高点为梁山顶， 海拔

l 5 3 8．4米，最低点为下坝的河子日，海拔l 5 0米，切割

深度1 8 8 8．4米。全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高山丘陵占

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河谷盆地占百分之十八，平地仅占百分之

—-．·o

新中国成立前，武平县的交通运输极为不便，闺西地区中，

属最为闭塞的一个县，人称武平为“无平弦。进出物资靠肩挑、

抬扛，唯有中赤、下坝、桃溪等乡有部分河道通航，用简易木船

与陆上连结。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先后开通县城至岩前、十方

至上杭二段公路(旧称马路)，共5 1公里。但质量低劣，行车

艰难。公路开通后，县内绅商集资购买五部美国制的“雪沸兰”

汽油小货车，共六个吨位。并一度成立民办汽车公司，在岩前、

十方、县城分别设立总站和分站，从事货物运输业务。后因军阀

之间、地方与军队之间的互相争夺倾轧，加之路况日坏。汽车缺

油等原因，不久即路废车坏。群众仿制独轮木车(称鸡公车．'载

重运输。县城少数群众自筹购置马驴畜力双轮车。搞长途运输。

建国前，武平没有客运业务。官僚富家出门骑马坐轿，平民

百姓只有步行跋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建设和运输事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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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别是l 9 7 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政策以来，公路建设和运

载工具迅速发展。至1 9 8 7年止．公路里程达835．64公里，其

中t国道3 3公里，省道1 2 8．3公里、县道l 5 8．8公

里、乡村公路4 4 6．9公里，林区、矿区公路7 0．6 4公

里。全县2 l 7个行政村，有l 7 7个行政村有公路可通。占总

村数的百分之八十二。武平几百年来交通靠步行、运输靠肩挑抬

扛的苦难历史已经基本结束。

随着公路的不断延伸，现代运载工具也逐年增多。1 9 6 1

年，县属汽车只有一部，1 9 6 5年增加到7部，1 9 7 6年发

展到5 9部。1 9 8 7年底，已有近8 0 0部各种类型的大小客

车和货车。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机动车辆和大小拖拉机1 5 0 0

多辆(台)。为适应交通运输业的蓬勃发展、除省属、地属的汽

车站(含代办站)、养路段、车辆管理站、石油公司等机构外，

还先后建立县属的搬运、汽运、公交公司和交通，林业汽车修配

厂，汽车配件厂，乡村公路管理站、林业公路段、交通运输中心

管理站以及林业、商业、供销、粮食等车队。上下结合，全面发

展，在改革中不断开拓前进。

但由于武平地处山区，地形复杂，所以至今尚有百分之十八

偏僻山村没有公路可通，运输上仍靠人力肩挑抬扛。同时，在已

有的公路中，不列级的简易公路为数不少，现正积极努力加以改

善。

大事记

南宋宝佑(1 2 5 8一l 2 5 8年)问

县东三里的太平桥改名登云桥。为平川八景之一，日“平桥翠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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