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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金

华县交通志》问世了!金华自建治至今已一千八

百年，将境内交通运输行业的古今兴衰、发展变

迁、系统整理、编纂成志、载入史册、尚属首

次，实非易事。然而在省、地(市)、县人民政

府和交通主管部门及各方人士的关怀和支持下，

经过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通力协作，耕耘了三

个春秋，终于告成。我身为编纂人员之一，甚感

欣慰，值得庆贺!

金华是浙江中部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史称。府控临安之腰脊，当台绍之上游，西

臂信安，南肘括群，所谓腹心之地”，交通运输

素称便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交通运输已

在境内出现。但因长期受封建制度桎梏，加之外

敌人侵、战事频繁，桥梁、车站、铁路、公路、

航道屡遭蹂躏，交通运输受到严重阻碍。

解放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迅速整治历史创伤，大力发展交通建



设。四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交通部门全力

以赴，专心致志，发展交通事业，并不断采用新

科技、新方法，铺路造桥，使境内形成了较为发

达的交通网络，从而推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

的进程。

《金华县交通志》真实地记载了境内各个历

史时期交通运输业的史实与发展，资料丰富、内

容全面，体例新颖，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既体

现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时代精神，又有很强

的专业性。

修志编史，乃千秋大业．当今盛世，征集、

整理、保存我县历史和现代交通事业中大量的珍

贵资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愿这部志书，

传之社会，以利建设，存之后世，俾益来人!

徐康有

一九八九年十月



凡例

凡

一、本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政府有关

法令为依据，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o___

●

二、志书体例按条目式编排．篇首冠以序、

概述、大事记、彩照；正文分七篇，首立道路、

桥梁、站亭场三篇；次立运输、养护两篇；再立

管理篇；后设综合篇。末为编后记。黑白照及表

格随文附插。

三、记事上限始于境内交通资料可稽之时；

下限为1985年，部分篇目延止1988年。
． 四、所用地名以《金华市地名志》为准，该

志无载的古地名，注以现地名或地址．

五、解放前的计量单位(如里、分、丈、

尺、担、斤、石等)保留原貌以存真．凡可认定

的，在其第一次出现时注以现时公制折率。解放

后的计量单位均用公制．

六、所列资料首先采自县统计局的，其它方

面提供的资料亦以核实，足信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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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七、1949年5月7日金华县城解放，为文

内所称。解放前”、。解放后”的界线。

八、中华民国以前的纪年用汉字，自誓民国一

始，用阿拉伯字．

九、解放后，建置和名称多变，故文内时称

金华县，时称金华市，名不划一，实则同体。此

属历史原貌，撰者勿敢擅改。惟1985年以后的

金华市，是指现存地级市，非原县级市。志书提

及的汤溪县，已于1958年撤销，并人金华县．

为免混淆，一并说明。

十、本志未立人物传。被评为省、地级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模范人物，列入。先进名录”。其余

均以事系人，在有关条目中记述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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