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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飞云江大桥建成通车 35 周年，和瑞安

许多重大事件一样，当年这项重大工程，也被作

家、摄影家用笔和镜头，及时捕捉并永恒记录了下

来。

已故浙江省作协会员赵三祝，早在 1988 年 1

月，就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现代化呼唤着飞云江大

桥》，发表在瑞安市文联刊物《玉海》上。赵三祝时

年50岁，正值创作高峰，该文近7300字，字里行间

洋溢着作者满腔的激情与热忱，它忠实地记录了

大桥从无到有、从构想到实现的每一个过程，从中

也可感受瑞安人当时对建飞云江大桥有多热切。

“1984年9月，瓯江大桥建成通车以后，来自全

国各地的汽车，无阻拦地潮水般涌向飞云江渡口

⋯⋯”与此同时，瑞安的经济也在迅猛发展，“1978

年至 1986 年的八年中，瑞安县的社会生产总值增

长近三倍，全县乡镇企业从不到二千家发展到三

万家⋯⋯”高速度发展的经济，也呼唤交通快速发

展。“于是，要求建造飞云江大桥的函件，不断向浙

江省交通厅飞去，向交通部飞去⋯⋯”

据悉，按照常规，这样宏大的工程，从初步设计，

钻探、审批三大程序需要三年，瑞安从1984年下半

年至1985年12月，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

“大桥建设鼓舞着人民，全县人民提出：大桥

建设需要什么，我们就贡献什么！”除政策处理涉

及的土地、房屋、墓地外，赵三祝还用大量的事例，

详述了瑞安人民的付出：

“为了大桥建设，县万隆化工厂让出了职工宿

舍三百平方米，仓库四百平方米，场地一千多平方

米，码头一座和一条三万伏的输电线路，并向大桥

工地提供水、电。县良种场腾出二十间平房、四间

仓库、一千五百平方米场地和场部最好的办公

室。县航管所安排了二百平方米的仓库，为大桥

物资中转提供了方便⋯⋯”

“驻八十亩部队、市邮电局和县广播站，及时、

迅速地拆迁了四公里的输电、通讯和广播线路

⋯⋯”

“1986 年大旱季节，莘塍、城区两区人民，想方

设法节约用水，每天支援大桥工地一百五十吨饮

用水，使建桥工人生活用水的紧张状况得以缓和

⋯⋯”

“县交通、物资、商业等部门，充分发挥各自的

优势，尽职尽责地为大桥建设服务⋯⋯”

“瑞安县人民医院规定，凡是建桥工人来院看

病，一律优先挂号，优先就诊⋯⋯”

“全县个体劳动者近百人，先后两次到大桥工

地，为大桥建设者理发、补鞋、修车等⋯⋯”

记者为采写此稿，翻找了大量档案与资料，赵

三祝此文，可能也是当时最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图片方面，更值庆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瑞

安活跃着一批摄影爱好者，除县文化馆的刘显佑，

县委报道组的郑少康、管陶，卫生防疫站的徐山等

“公家”单位的人外，还有一群“民间”摄影师，如吴

小淮、姜夏笙夫妇，李浙安、黄炳善、温晓帆等。

“我们几人没有来自工作方面的束缚，因此拍

摄题材更关注乡土和人文。”吴小淮听说记者采写

飞云江大桥的内容，提供了大量照片，包括开工典

礼、通车仪式现场，更难得的是，在胶卷时代，他们

还将镜头对准了建筑工人、挑沙土的民工，为这些

大桥建设者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倘若有机会，让这些外地的建筑工人回瑞

安，看看他们亲手建造的飞云江大桥，再看看35年

来飞云江上架起的这么多大桥，那该是一件多么

有意义的事啊！”吴小淮说。

瑞安人提到万松路，总会提及原县委书记张

桂生。他 1984 年 2 月至 1987 年 4 月在瑞担任县

委书记，干了几件大事，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他力

排众议，将万松路从原来规划设计的 18 米宽扩至

36米。万松路1985年初动工，1986年竣工。

此外，张桂生也是推动飞云江大桥建设的功

臣。在其撰写的《思共虹飞——忆建造飞云江大

桥》一文中，张桂生以诗人的文采，满怀深情地回

忆了建桥前后的一些故事。

他在开篇就交代了瑞安建飞云江大桥的迫切原

因：“当年日渡车量最高达到2453辆，而车渡仅有4艘

渡轮、南北两岸待渡车辆排成长达10公里的长龙，汽

车待渡时间最长达168小时（7个昼夜）⋯⋯”

他提及：“我到瑞安主持工作⋯⋯新班子在瑞

安第六届党代会上勇敢地将争取建造飞云江大桥

列为本届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并将理想中的大桥

构思绘成大幅油画，悬挂在常委会议室内，让大桥

的形象时时映入眼帘，撞击心灵，提醒大家时刻记

住这件头等大事。”

记者在采访中，向多人打听，可惜都找不到那

幅油画的照片，另外，也不知那油画系何人所作。

但当年在张桂生等人的努力下，画中的大桥，

逐步跃入了现实。

大致的经过是，1984 年 9 月 25 日，温州第一

座大桥——瓯江大桥举行通车典礼，交通部副部

长子刚和浙江省省长薛驹等领导都来参加，典礼

过后，大家开会讨论飞云江大桥建桥资金问题，张

桂生不顾警卫的一再阻拦，夹着蓝皮书《飞云江大

桥可行性研究报告》冲进会场，陈述飞云江渡口的

历史和现状，表达建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次日，子刚到渡口实地查看，被现场蜿蜒数里的

车阵所震惊。这里有个插曲，子刚未表明身份，随机

问一名待渡司机，这名河南司机当时已等了16小时，

见有人问，大骂“当官的怎么想的，怎么不在这里修一

座桥”。张桂生事后跟县委秘书管陶感慨：“这一骂，

比我写多少报告都强。”在做了充分了解后，子刚在当

晚离瑞赴闽途中，明确表态，飞云江大桥“这个项目

的资金若不足，可以从战备经费里拿一点”。

1984 年 10 月 8 日，省里派人下来，经反复磋

商，同时也考虑到瑞安当时全年税收收入仅 6000

万元的现实，决定建桥资金由中央、省、温州市各

负担三分之一，温州市的这三分之一通过渡口、过

桥收费的办法来筹措。

最大的难题解决了。此后，大桥项目很快正

式立项。1984 年 11 月 23 日，飞云江大桥工程指

挥部建立。1985年4月2日，设计方案顺利通过会

审。1986 年 3 月 15 日，开工典礼在隆山塔下举

行，省、市、县领导为大桥铲土奠基。

李荣龙微信名“老桥工”，1964年出生，今年正

值退休。退休前的身份是瑞安市交通工程建设中

心副主任。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与飞云江上的

各座桥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首先结缘的，就是飞云

江大桥。

“我 1983 年从学校毕业，先是去建瓯江大

桥。1986 年飞云江大桥开始建设时，我 22 岁，当

时是省交通厅第二公路工程队技术人员，因为是

瑞安人，被抽调到这里。2001 年造飞云江三桥时

才正式调到瑞安。”李荣龙说。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铁道部大桥局第四桥梁

工程处实际上是被邀请参加招投标，中标价是

2700多万元。预应力桩由上海第三航务工程局第

四工程公司承包。

“当时，飞云江大桥被列为浙江省重点建设项

目，县委书记张桂生兼任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省交

通厅副总工程师吴伯云任常务副指挥⋯⋯可以说，

飞云江大桥当时就是瑞安的‘一号工程’，特别是在政

策处理等方面，难度一点都不大。”李荣龙说。

有一组数据可以佐证当时推进速度有多快、

瑞安人心有多齐——

由于各部门、各单位的通力合作，从村、乡、区

直至县、市、省，一般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办理的

征地等政策处理手续，不到半个月就办成了；

1985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仅两个月完成

征地150亩，迁房1115平方米和移葬墓穴457座的

任务，涉及3个区、12个村（场）和5000多农户⋯⋯

那么难在哪呢？

“难度在技术！”李荣龙说，“飞云江大桥全长

1721 米，是当时全国最大跨度的预应力混凝土简

支梁桥，共 37 孔，其中 5 个主孔跨径达 62 米，是当

时全亚洲最长的 T 梁，230 多吨重，当时国内的架

桥机根本处理不了。”

据李荣龙介绍，当时没这技术也没这个钱去

做一台专用的架桥机。“为了这桥，当时还死了一

个人。我们的架桥机是万能杆件搭起来的，为了

把62米的T梁架上去，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在

架桥机上弄了个体外预应力钢铰线斜拉，以减小

架桥机最大悬臂时的挠度，结果一个塔顶滑板掉

下去，砸死了一个工人。”

“当时大桥局来了120多名专业造桥工人，大家

根据天气和涨潮情况，肯吃苦，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活。

从开工到竣工，前后就2年9个月，大桥建造非常顺

利。”李荣龙还记得，当时自己的月薪是120元，“工资

比地方上的工人多一半，住在指挥部里，吃食堂。”

说起瑞说起瑞安飞云江大桥安飞云江大桥，，许多瑞安人都有一份美好的情感在心中激荡许多瑞安人都有一份美好的情感在心中激荡、、回响回响。。

大桥南北横跨飞云江大桥南北横跨飞云江，，全长全长17211721米米，，宽宽1313米米，，总投资总投资40004000万元万元，，它是瑞安人在飞云江上建的第一座桥它是瑞安人在飞云江上建的第一座桥。。今年适逢通车今年适逢通车3535周年周年，，记记

者收集整理了许多档案资料者收集整理了许多档案资料，，并采访了亲历者并采访了亲历者、、见证者见证者，，尽可能地尽可能地““拼凑拼凑””还原当年大桥建设背后一些鲜人为知的故事还原当年大桥建设背后一些鲜人为知的故事。。

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

[编者按]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瞬

间值得被永远铭记。就像韩剧《请

回答，1988》勾勒1988年那个时代的

温情与梦想一样，在我们瑞安，也有

一个特殊的年代与一座特殊的桥

梁，承载着无数市民的记忆与情感。

1989 年 1 月 6 日，飞云江大桥

正式通车，它不仅是一座连接两岸

的交通要道，更是瑞安人民心中的

一座丰碑！35 年后的今天，我们特

别推出《请回答，1989·飞云江大桥》

回顾专题，旨在通过一系列珍贵的

历史照片、建设者的深情回忆以及

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共同回顾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铭记这座桥梁

带来的辉煌与荣光。

与 90 后 00 后只能通过翻阅照片来了解这段历史

不同，1989年正值70后80后的记忆高峰期，许多人更

是亲历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1989年，冯筱秋12岁，上小学五年级，是城关镇小

金鼓队的一员。该校的金鼓队，常常受邀到校外参加

各种庆典活动。飞云江大桥通车这样的大喜事，自然

少不了镇小金鼓队的身影。

“原本金鼓队日常就有训练，那段时间练得更加频

繁了。”冯筱秋回忆，“那时学业压力不大，课余的时间

全都用来排练。那时城关训练场地不多，除了我们的

金鼓队，我记得还有工厂代表队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

排练，大家都为这场庆典铆足了劲。”

1月 6日当天，冯筱秋起了个大早，金鼓服里被奶奶

塞进了厚厚的针织毛衣，白色板鞋里也穿上了厚厚的毛

袜子。六点多到校后，化妆很快，“我们像流水线上的产

品，出来时，个个都是红扑扑的脸，红彤彤的嘴。”她说，

城关镇小有三个方阵，两个金鼓队方阵分别着金鼓服和

运动服；还有个鲜花口号队，身穿红色毛衣头戴红花，负

责手捧花束站在大桥北边两侧，列队欢迎。

“我们一路从学校走到飞云江大桥雕塑旁边，静静

地等候出发的信号。只听得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

我们心里一紧，马上就要出发了。”冯筱秋说，“跟着游

行的队伍，我们一路打着鼓，慢慢地从大桥的北端走到

南岸，稍作停留之后，又掉头从南端走回来。那时没时

间概念，只记得走回到学校，已临近中午了。”

那天有一个小插曲让她印象深刻。鲜花口号队里

有位同学突然流鼻血，老师止了好久也不见效，于是建

议这位同学先回家。但是这位同学坚决不同意，一定

要坚持完成任务。“我当时站在一旁，目睹了全程，现在

想来，除了责任感与集体荣誉感外，应该是那份参与重

大庆典发自内心的自豪感，让她坚持了下来吧！”

““19891989年年11月月66日日，，那是永远值得瑞安人民纪念的日子那是永远值得瑞安人民纪念的日子！”！”飞云江大桥通车仪式现场拍摄者管陶回忆飞云江大桥通车仪式现场拍摄者管陶回忆3535年前的盛况年前的盛况，，那激动人心的场景仿佛穿那激动人心的场景仿佛穿

越时空越时空，，通过他精心捕捉的珍贵镜头通过他精心捕捉的珍贵镜头，，一幕幕生动再现一幕幕生动再现。。

这一天这一天，，也深深印在了许多人的心中也深深印在了许多人的心中。。鼓乐队鼓乐队、、仪仗队仪仗队、、企业花车队企业花车队、、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围观的市民们⋯⋯他们穿上节日的盛装围观的市民们⋯⋯他们穿上节日的盛装，，穿梭在庆典的洪流穿梭在庆典的洪流

中中，，欢呼雀跃欢呼雀跃，，那份参与感与自豪感那份参与感与自豪感，，至今难以忘怀至今难以忘怀。。

提到飞云江大桥通车仪式，许多人脱口而出：“当

年管陶老师拍了许多照片！”

管陶 1947 年出生，1984 年支边回瑞后，历任县委

办公室秘书、县委报道组副组长、瑞安日报副总编等，

作为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和老摄影家，他拍摄的许多照

片，都记录了瑞安的变迁与发展。

“那天下着濛濛细雨，我作为市委报道组成员，担

任大桥通车典礼的摄影报道任务。”管陶说，早在1月5

日那天，他就提前跟位于桥下的瑞安建筑机械厂办公

室主任说好，6 日一大早扛一个 2 米多高的人字梯放在

桥头给他。“我早上 5 点就到现场了，迟了就进不去

了。”

管陶说，当天省领导、温州市领导柴松岳、刘锡荣、

卢声亮都过来了，庆典仪式很简短，仅三项内容：时任

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致词；施工代表发言；瑞安市委市

政府向施工单位赠送锦旗。但是，随后的通车仪式可

用“盛典”来形容。

“我把人字梯架在桥头 100 米处桥面一侧，人坐在

梯子上，以便拍摄全景全过程。”管陶说。走在最前面

的是少先队乐队，整齐欢快的鼓乐进行曲响彻大桥上

空，把典礼推向第一个高潮。大桥两旁的人行道上，少

先队员挥动彩旗、鲜花，有节奏地欢呼“热烈庆祝，大桥

通车”。然后是红旗仪仗方队，紧接着是由当时瑞安十

几家明星企业组成的花车队，驶在最前面的是国营大

厂，百好乳品、远东蛋厂、瑞安糖厂、机械厂、酿造厂、木

材厂等，花车上尽展企业风采。然后是工人方队，有当

时名噪一时的二轻、纺织、机械等方队组成，当时瑞安

越剧团有个新编剧《玉蝶奇传》很火红，演员们也上桥

了。紧接着是颇为壮观的小轿车队伍，据统计，当时瑞

安全市小轿车仅 108 辆，“为了壮大声势，当天把 58 辆

公家和私人的轿车都拉上来，打头阵的是桑塔纳。”管

陶笑着说，“最为感动的是，车队过后，成千上万的群众

涌上桥面，大家脸上显现的那份激动真是无法形容。”

通车典礼结束后，管陶又马不停蹄赶往南门车渡

口，拍摄最后一天的车渡照片，晚上又拍摄了文艺晚

会。“当天我拍了4个胶卷，每卷36张。”

记者采写此稿时，才得知吴小淮、姜夏笙等摄影爱

好者当年也都上了大桥，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通车仪

式，包括在梯凳上拍照的管陶。

看通车仪式老照片，许多 90 后 00 后都震惊：瑞安

之前居然有这么多国营、集体企业。记者未能找到当

年这场“盛典”的“总策划”“总指挥”，许多人表示，当时

时间急，从接到市里（1987 年瑞安撤县设市）的通知到

参加仪式，前后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这些企业都是自掏腰包的，觉得受到邀请，

是无上荣光。”李权良1959年出生，1989年时任瑞安市

封包机厂政工处处长。“这红色的庆典条幅是我设计

的！别的厂都是落款某某厂贺大桥通车，我直接设计

成‘瑞安市封包机厂祝贺飞云江大桥胜利通车’，红底

白字，条幅长 20 米，字 1 米 X1.2 米。花车后面用两根

柱子挑起条幅，多醒目，还上了中央台，有 3 秒的镜

头。记得全部费用花了一万多，百好乳品花了 3 万多，

还没上央视，哈哈。”

据他回忆，封包机厂当时出动两拨人，一拨是军乐

团，60 人，集训了 3 天，演奏的是《歌唱祖国》之类的红

歌；另一拨是 20 多人的花车方阵，由厂里年轻的女员

工围在条幅旁。“当时我们听总指挥的，从万松路出发，

通车仪式共走了40多分钟。”李权良说。

能上桥参加游行的，毕竟是少数，当天，还有很多

市民以各种方式参与、见证、记录了这个特殊的日子。

1968 年出生的陈克勤，当时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1987 年左右，他花 1.2 万元买了一辆二手的菲亚特，平

时都在万松路华侨饭店门口候客。每回遇上车渡过飞

云江，“潮涨还好，潮落的时候，坡度大，菲亚特的底盘

被卡着，心疼。那时，排队车渡的车都排到了三圣门这

里。我的车小，又是本地人熟悉路况，绕来绕去，轮到

了，也要 1 个小时。再车渡到对岸，得半个小时。”长期

的积累，让他在大桥通车这天，虽没机会参加仪式，但

心情同样激动，通车仪式结束后，“我们几辆出租车也

一起开上去，来来回回开了好几趟，开心！”

李德红、林洪云夫妇今年已 60 多岁，1989 年两人

还正处于热恋期，他们分别是瑞安市造船厂和瑞安市

机械厂的职工，虽然没能参加游行队伍，但两人还是兴

致勃勃地到现场凑了热闹。

“那天特别冷，下着小雨，我们都打着伞，穿着高筒

的橡胶雨靴，为了更靠近大桥观礼，我们和许多人一

样，双脚陷在桥边泥地里，冻得冰冷。”林洪云说。据夫

妇俩回忆，当天他们站在桥下，望向大桥，看见的是打

着伞的黑压压的人群，放飞的白鸽和气球，听见的是锣

鼓喧天的热闹。

仪式过后，两人回到各自工厂，当天大部分参与游

行的工厂都没有生产作业，工人们围在一起烤火取

暖。到了中午，工友们还相约到厂边的旗儿店庆祝了

一番，“那一碗蛋酒给身体带来的温暖，我至今都记忆

犹新！”林洪云说。

也有因为缺席而抱憾的，作家胡晓霞说：“那天好多

邻居都跑去看了，我不喜欢赶热闹，没去，现在想来很可

惜，没有亲历历史。有趣的是，我同学恰好在大桥通车

那天生了个男孩，取了个小名就叫‘一桥’，现在父子俩

几乎天天在飞云江大桥上来回，因为厂房在飞云。”胡晓

霞说，35年过去，当年的新生儿如今已是小老板。

大桥建设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

故事

（（感谢陈凯感谢陈凯、、黄一华等人对本文采黄一华等人对本文采

写提供帮助写提供帮助））

作家、摄影家记录的建桥故事

“老桥工”李荣龙亲历的建桥往事

老县委书记张桂生记录的大桥建设幕后

11..记者记者：“：“飞云江大桥飞云江大桥””五个字五个字，，是由著名书法是由著名书法
家家、、咱瑞安人邹梦禅咱瑞安人邹梦禅（（19051905--19861986））书写的书写的，，想问想问
一下一下，，这是谁牵线的这是谁牵线的？？

管陶管陶：：这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桂生牵线的这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桂生牵线的。。

当时邹梦禅已年过八十当时邹梦禅已年过八十，，仍精神矍铄仍精神矍铄。。19851985 年年，，他他

在返瑞期间在返瑞期间，，除了开了一堂书法讲座外除了开了一堂书法讲座外，，还在玉海还在玉海

楼里挥毫楼里挥毫，，为筹建中的飞云江大桥题写了桥名为筹建中的飞云江大桥题写了桥名，，并并

畅游了仙岩梅雨潭等名胜古迹畅游了仙岩梅雨潭等名胜古迹。。

李荣龙李荣龙：：这也是瑞安的特色这也是瑞安的特色。。此后此后，，飞云江上飞云江上

建的每一座桥梁建的每一座桥梁，，都由书法家题写或用瑞籍名家都由书法家题写或用瑞籍名家

的集字的集字。。像后来的三桥像后来的三桥，，就是用孙诒让的集字就是用孙诒让的集字。。

22..记者记者：：网络上关于飞云江大桥有一些很玄网络上关于飞云江大桥有一些很玄
乎的传闻乎的传闻。。其中有一则广为流传其中有一则广为流传：：说是大桥合龙说是大桥合龙
时尺寸总是差了几厘米时尺寸总是差了几厘米，，后来请了个道士后来请了个道士，，道士说道士说
这是因为江中有条恶龙作乱这是因为江中有条恶龙作乱，，后在桥头立了雕塑后在桥头立了雕塑，，
大桥才造成功了大桥才造成功了。。

李荣龙李荣龙：：哈哈哈哈，，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这方面我们做得这方面我们做得

很精准的很精准的，，不可能发生这种差几厘米的情况不可能发生这种差几厘米的情况。。

管陶管陶：：这些都是乱传的这些都是乱传的。。在桥头立雕塑在桥头立雕塑，，是因是因

为当时瑞安百好乳品厂蜚声国内外为当时瑞安百好乳品厂蜚声国内外，，而它的商标而它的商标

就是就是““擒雕擒雕”。”。弄个相似的造型弄个相似的造型，，是有民族工业自是有民族工业自

豪感在里头豪感在里头。。

33..记者记者：：许多人都不知道许多人都不知道，，飞云江大桥建成后飞云江大桥建成后
有段时间是收费的有段时间是收费的，，收费处设在哪里收费处设在哪里？？收费标准收费标准
是什么是什么？？

黄亦凌黄亦凌（（市交通运输局宣传信息科科长市交通运输局宣传信息科科长））：：查查

阅阅《《瑞安市交通志瑞安市交通志》》可知可知，，大桥建成后大桥建成后，，经省人民政经省人民政

府批准府批准，，大桥实施收费通行大桥实施收费通行，，大桥征费所随之成大桥征费所随之成

立立，，归属温州公路管理处归属温州公路管理处。。初始在飞云江大桥南初始在飞云江大桥南

北南侧各设立收费亭收取过桥费北南侧各设立收费亭收取过桥费。。19941994 年年 44 月月 11

日起按车辆吨位计征公路养路费日起按车辆吨位计征公路养路费。。19961996 年年 44 月后月后

拆除北岸收费设施拆除北岸收费设施，，通行费征收全部在南岸进通行费征收全部在南岸进

行行。。20022002 年年 33 月飞云江大桥收费项目撤销月飞云江大桥收费项目撤销。。据原据原

征收所职工回忆征收所职工回忆，，征收标准刚开始是小车征收标准刚开始是小车 55 元元 11 辆辆

次次，，后提价至后提价至1010元元11辆次辆次；；大车按载重吨计大车按载重吨计。。

关于大桥的问与答

“当天拍了 4 个胶卷，觉得了不得了”

“能参加通车盛典，企业觉得无上荣光”

11..记者记者：：通车当天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通车当天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管陶管陶：：其实之前的报道中都没提到其实之前的报道中都没提到，，当天晚上当天晚上，，还还

在瑞安剧院举行了很隆重的文艺晚会在瑞安剧院举行了很隆重的文艺晚会，，不过不过，，具体有哪具体有哪

些节目哪些人参加些节目哪些人参加，，我也记不得了我也记不得了。。

王大来王大来（（曾任市文化馆馆长曾任市文化馆馆长、、市文联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温州温州

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我参加当天的晚会了我参加当天的晚会了，，但因时但因时

间久远间久远，，具体细节已想不起来了具体细节已想不起来了，，托人找了当天的节目托人找了当天的节目

单单，，也找不到了也找不到了。。

22..记者记者：：大桥是在大桥是在 19891989 年年 11 月通车的月通车的，，为什么通为什么通
车纪念章及大桥上标记的是车纪念章及大桥上标记的是““19881988..1212”？”？

管陶管陶：：大桥试通车时间是大桥试通车时间是 19881988 年年 1212 月月，，因为飞云因为飞云

江大桥对全市来说意义非常大江大桥对全市来说意义非常大，，所以才选择在元旦过所以才选择在元旦过

后再举办一次隆重的通车仪式后再举办一次隆重的通车仪式。。

关于大桥的问与答

■

记者

陈良和

■

记者

陈良和

李心如

扫一扫，看图文 扫一扫，看图文

“我们城关镇小出了三个队伍”

万人空巷，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记住了那天

飞云江大桥开工典礼 管陶/摄 1987年飞云江大桥建设中 吴小淮/摄 飞云江大桥售票处 管陶/摄

站在梯凳上拍摄的管陶 姜夏笙/摄

管陶/摄

吴小淮/摄

张维银张维银//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