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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县交通局是县人民政府下属的行政机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

线，方针，政策，领导和管理全县交通运输，维护交通运输秩序和安全．

我县的公路交通运输，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

不断壮大的。建国初，虽有一条长六十六公里的巴仪路(巴中至仪陇)，但只修了一个

毛胚，尚未通车．汽车还未来过一辆，更谈不上修建公路桥梁．在建国后的三十四年

中，由于建设的发展，党和政府的重视，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从一九五O年起至一九八

三年底止，全县公路交通建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五七年，县与县的四条

主干道一百四十四公里全面完成，一九六四年县区公路十条，一百五十公里先后竣工，实

现了区区通公路l一九七八年底，完成区乡公路五十八条，全长五百零七点／k-公里，达

到了乡乡通公路·一九八三年底全县已有公路八十五条，八百五十一点七公里．汽车发

展到三百七十三辆，中型拖拉机一百七十六辆，手扶式拖拉机五百九十四辆，新修各种

公路桥梁二百八十三座，全长二千三百四十点五米。这一条条公路，一座座桥梁，都是

全县广大干群的劳动成果．

在我县公路交通运输尚未发展壮大以前，全县物资运输，大都由木船和人力负担。

特别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五年时间中，木船年运量达到了六万一千五百吨，一百七

卜万五千二百吨公里，对支援首都北京以及天津，沈阳，上海等大城市在困难时期的粮食

供应，起蕾积设的作用，在抗蓬史上，它占青一定地位。民间运输在这一时期，对沟通

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经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袋巴中县交通志》，是我县公路建设，交通运输，内河航运发展变化的记录，是新

《巴中志》的组成部份·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志编写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

编写工作的·在编写时本着略古详今，立足当代，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原则，力求达

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在《交通志》工作开展的同时，首先组织领导下属单位进行编写小志，并分配专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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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了文书档案三百六十卷；进行社会调查，收集口碑材料，先后走访老工人，离休、退休干

部和社会有关人士五十多人次。对有关史实，反复核实对证·基本做到史料完整，真实

可靠，符合编写要求。一九八四年七月开始编撰，一九八五年二月完成初稿。经多次修

改增删，一九八五年七月定稿，历时一年．

值此盛世写志，荣幸莫名。我们虽有编写好《巴中县交通志》的愿望，但深感水平

有限，经验不足，又由于编志工作的面广量大，涉及时间较长，许多历史资料，残缺不

全，时间紧迫．因此，在整理和编写中不无遗漏和错误，望读者批评指正。并希今后续

编《交通志》时予以补正。

编写《交通志》工作，现已顺利完成。在此谨向大力支援我们查阅历史资料的县档

案馆，积极组织老干部，老工人举行座谈，核实史料的各有关单位以及在生活上热倩照

顾我们的县养路段，表示衷心的感谢·

巴中县交通局

一九八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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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采用语体文编写．共分古道，桥梁，渡口，管理机构演变，民间运输，内

河航运、公路建筑，公路养护，公路运输、先进集体和个人等八篇，二十三章，五十一

节，一记。以记叙为主，除文字工具外，辅以图，表、照片，俾能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和

现状的部份史实。

二、本志时限，上限为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下限为一九八三年。但有必要

引用旧志史实时，向上延伸到一九一一年以前的历史时期。

三，本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的文书档案和有关部门的档案资料，以及《四

川交通史志文稿》与本系统的文书档案和部份口碑材料。

四，本志的编写采取史志结合的方法，略古详今的原贝Ⅱo有的章节，为了使事实的

线面关系清楚，主要内容不致遗漏，在记述时有所纵横交错，文字亦间有重复。 、



《巴中县交通志》编写领导小组

成员及工作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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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县交通志*编写领导小组成员及工作人员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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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县水陆交通图

目 录

第一篇古道，桥梁，渡口

第一章道路概况⋯⋯⋯⋯⋯⋯⋯⋯⋯⋯⋯．．．⋯⋯⋯⋯⋯⋯⋯⋯⋯⋯⋯⋯⋯⋯m(1)

第二章古道，古桥，古渡⋯⋯⋯⋯⋯⋯⋯⋯⋯⋯⋯⋯⋯⋯⋯⋯⋯⋯⋯⋯⋯⋯(1)

第一节古道⋯⋯⋯⋯⋯⋯⋯⋯⋯⋯⋯⋯⋯⋯⋯⋯⋯⋯．．．⋯⋯⋯⋯⋯⋯⋯⋯j-(1)

第二节古桥⋯⋯⋯⋯⋯⋯⋯⋯⋯⋯⋯⋯⋯⋯⋯⋯⋯⋯⋯⋯⋯⋯⋯⋯⋯⋯(4)

．第三节古渡⋯⋯⋯⋯⋯⋯⋯⋯⋯⋯⋯⋯⋯⋯⋯⋯⋯⋯．．．⋯⋯⋯⋯⋯⋯⋯⋯⋯(9)

第二篇管理机构演变

第一章建国前的管理机构⋯⋯⋯⋯⋯⋯⋯⋯⋯⋯．．．⋯⋯⋯⋯⋯⋯⋯⋯⋯．．．⋯⋯(20)

第一节国民政府的管理机构⋯⋯⋯⋯⋯⋯⋯⋯⋯⋯⋯⋯⋯．．．⋯⋯⋯⋯⋯⋯⋯··(20)

第二节苏维埃时期的管理机构⋯⋯⋯⋯⋯⋯⋯⋯⋯⋯⋯⋯⋯⋯⋯⋯⋯⋯．．．·(20)

第二章建国后交通机构的演变⋯⋯⋯⋯⋯⋯⋯⋯⋯⋯⋯⋯⋯⋯．．．⋯⋯⋯⋯⋯⋯(21)

第一节建设科⋯⋯⋯⋯⋯⋯⋯⋯⋯⋯⋯⋯．．．⋯一⋯⋯⋯⋯⋯⋯⋯⋯⋯⋯⋯⋯．．(21)
第二节交通科⋯⋯⋯⋯⋯⋯⋯⋯⋯⋯⋯．．．⋯⋯⋯⋯⋯⋯⋯⋯⋯⋯⋯．．．m⋯⋯(21)

第三节工交科⋯⋯⋯⋯⋯⋯⋯⋯⋯⋯⋯⋯⋯⋯⋯⋯盘⋯⋯⋯⋯⋯⋯⋯⋯⋯．．(22)

、第四节交通科⋯⋯⋯⋯⋯⋯⋯⋯⋯⋯⋯⋯⋯⋯⋯⋯⋯⋯⋯⋯⋯⋯⋯⋯⋯⋯．．．(22)

第五节工交组⋯⋯⋯⋯⋯⋯⋯⋯⋯⋯⋯⋯⋯⋯⋯．．．⋯⋯⋯⋯⋯⋯⋯⋯⋯⋯⋯⋯(22)

、。第六节，工交科⋯⋯⋯⋯⋯⋯⋯⋯⋯⋯⋯⋯．．．⋯⋯⋯⋯⋯。⋯⋯⋯⋯⋯⋯⋯．．．·(22)

。第七节工交局⋯⋯⋯‰⋯⋯⋯⋯⋯⋯⋯⋯⋯⋯m⋯⋯⋯⋯⋯⋯⋯⋯⋯⋯⋯⋯⋯(23)

第八节交通局⋯⋯⋯⋯⋯⋯⋯⋯⋯⋯⋯⋯．．．⋯⋯．．．⋯⋯⋯⋯⋯⋯⋯⋯⋯⋯⋯(23)

第三章交通运输系统所属机构演变⋯⋯⋯⋯⋯⋯⋯⋯⋯⋯⋯⋯⋯⋯⋯⋯⋯⋯(25)

k第一节公路养护⋯⋯⋯⋯⋯⋯⋯⋯⋯⋯⋯⋯⋯⋯⋯⋯⋯⋯⋯⋯⋯．．．⋯．．．⋯⋯·(25)

、 一省养路段⋯⋯⋯⋯⋯⋯⋯⋯⋯⋯⋯⋯⋯⋯⋯⋯⋯⋯⋯⋯⋯⋯⋯⋯⋯⋯⋯(25)

二县养路段⋯⋯⋯⋯⋯⋯⋯⋯⋯⋯⋯⋯⋯⋯⋯⋯⋯⋯⋯⋯⋯⋯⋯⋯⋯．．．⋯(27)

第二节汽车运输⋯⋯⋯⋯⋯⋯⋯⋯⋯⋯⋯⋯⋯⋯⋯⋯⋯⋯⋯⋯⋯⋯⋯⋯⋯⋯(29)

一汽车运输站⋯⋯⋯⋯⋯⋯⋯⋯⋯⋯⋯⋯⋯⋯⋯⋯⋯⋯⋯⋯⋯⋯⋯⋯⋯(29)

二汽车第四十七队⋯⋯⋯⋯⋯⋯⋯⋯⋯⋯⋯⋯⋯⋯⋯⋯⋯⋯⋯⋯⋯⋯⋯(31)

三县车队⋯⋯⋯⋯⋯⋯⋯⋯⋯⋯⋯⋯⋯⋯⋯⋯⋯⋯⋯⋯⋯⋯⋯⋯⋯⋯⋯⋯·(3‘)

第三节交通管理⋯⋯⋯⋯⋯⋯⋯⋯⋯⋯⋯⋯⋯⋯⋯⋯⋯⋯⋯⋯⋯⋯⋯．．．⋯·(39)

1

0



一行政管理机构⋯⋯m⋯⋯⋯一⋯⋯⋯mm⋯⋯⋯．．．⋯m⋯⋯⋯．．．⋯m⋯⋯一⋯．．．·(36)

二交通运输管理站⋯⋯⋯⋯⋯⋯一⋯⋯⋯⋯⋯⋯⋯⋯⋯⋯⋯⋯⋯⋯⋯⋯”(38)

三航运管理站⋯⋯⋯⋯⋯⋯⋯⋯⋯⋯⋯⋯⋯⋯⋯⋯⋯⋯．．．⋯⋯⋯⋯⋯⋯”(42)

四短航渡口管理所⋯⋯⋯⋯⋯⋯⋯一⋯⋯⋯⋯⋯⋯⋯⋯⋯⋯⋯⋯⋯．．．⋯⋯(44)

五车辆监理站⋯⋯⋯⋯⋯⋯．．．⋯⋯⋯⋯⋯⋯⋯⋯⋯⋯⋯⋯⋯．．．⋯⋯⋯．．．⋯-(45)

第四节木船运输社⋯．．．⋯⋯⋯⋯⋯⋯⋯⋯⋯⋯⋯⋯⋯⋯⋯．．．⋯．．．⋯⋯⋯．．．⋯·(46)

第五节航运管理站下属企业⋯⋯⋯⋯⋯⋯⋯⋯⋯⋯⋯⋯⋯⋯⋯⋯⋯⋯．．．⋯”(50)

一汽车修理厂⋯⋯⋯⋯⋯⋯⋯⋯⋯⋯⋯⋯⋯⋯⋯⋯⋯⋯⋯⋯⋯⋯⋯⋯．．．·(50)

二巴中县砂砖厂⋯．．．⋯⋯⋯⋯⋯⋯⋯⋯⋯⋯⋯⋯⋯⋯⋯⋯⋯．．．⋯⋯⋯⋯⋯”(50)

三巴中县建筑建材公司⋯⋯⋯⋯⋯．．．⋯⋯⋯⋯⋯⋯⋯⋯⋯⋯⋯⋯⋯⋯⋯⋯(50)

第六节大跃进时期交通工业情况⋯⋯⋯⋯⋯⋯⋯⋯⋯⋯⋯⋯⋯⋯⋯⋯⋯⋯”(51)

一红旗造船厂⋯⋯⋯⋯⋯⋯⋯⋯⋯⋯⋯⋯⋯⋯⋯⋯⋯⋯．．．⋯⋯⋯⋯．．．⋯⋯(51)

二跃进机械厂⋯⋯⋯⋯⋯⋯⋯⋯⋯⋯⋯⋯⋯⋯⋯⋯⋯⋯⋯⋯⋯⋯⋯⋯⋯”(51)

三火药厂⋯⋯⋯⋯⋯⋯⋯⋯⋯⋯⋯⋯⋯⋯⋯⋯⋯⋯⋯⋯⋯⋯⋯⋯⋯⋯⋯(51)

四饲养场⋯⋯⋯⋯⋯⋯⋯⋯⋯⋯⋯⋯⋯⋯⋯⋯⋯⋯⋯⋯⋯⋯⋯⋯⋯⋯⋯”(51)

五交通医院．．．．．．⋯一⋯⋯⋯⋯⋯⋯⋯⋯⋯⋯⋯⋯⋯⋯⋯⋯⋯⋯⋯⋯⋯⋯⋯(52)

六道路测量队⋯⋯⋯．．．⋯⋯⋯⋯⋯⋯⋯．．．．．．⋯⋯⋯⋯⋯⋯⋯．．．⋯⋯⋯⋯⋯⋯(52、

第三篇民间运输

第一章建国前的民间运输⋯⋯⋯⋯⋯m⋯⋯⋯⋯m．．．⋯⋯⋯⋯⋯⋯⋯⋯⋯⋯⋯·(53、

第一节民间运输概况⋯⋯⋯⋯⋯一⋯⋯⋯⋯⋯⋯m⋯⋯⋯⋯⋯⋯⋯⋯⋯⋯⋯⋯(53、

一长途运输主要线路⋯⋯⋯～⋯．．-⋯⋯⋯⋯⋯⋯⋯⋯⋯⋯．．．⋯⋯⋯⋯⋯⋯”(54、

二入力背运⋯一⋯⋯⋯⋯⋯⋯⋯⋯．．．⋯⋯⋯⋯⋯⋯m⋯⋯⋯⋯m．．．⋯⋯⋯⋯·(54)

三滑杆抬运⋯⋯⋯⋯⋯⋯⋯⋯．．．⋯⋯⋯⋯⋯⋯⋯⋯⋯⋯⋯⋯⋯⋯⋯⋯m⋯(54)

四黄包车拉运m⋯⋯⋯⋯⋯⋯m⋯⋯⋯⋯．．．⋯⋯⋯⋯⋯⋯⋯⋯⋯⋯⋯⋯⋯⋯(55)

五民间运输组织⋯⋯⋯⋯⋯m⋯⋯m⋯⋯⋯⋯⋯⋯⋯⋯⋯⋯⋯⋯⋯⋯⋯⋯⋯⋯⋯(55)

第二节红军根据地时期的运输⋯m⋯⋯⋯⋯⋯．．．⋯⋯⋯⋯⋯⋯．．．⋯⋯⋯⋯⋯⋯“(56)

一管理机构⋯⋯⋯⋯⋯⋯⋯⋯m⋯⋯⋯⋯一⋯⋯⋯⋯⋯⋯⋯⋯⋯⋯⋯一⋯⋯”(56、

。 二运输干道和运输组织．．．⋯⋯⋯⋯⋯⋯⋯⋯⋯⋯⋯⋯⋯⋯⋯⋯⋯⋯⋯⋯⋯⋯⋯⋯(56)

三红军撤离后的运输⋯⋯⋯⋯⋯⋯⋯⋯⋯⋯⋯m⋯⋯⋯⋯⋯⋯⋯⋯⋯Ⅲ⋯⋯‘(57)

第二章建国后的民间运输⋯⋯⋯⋯．．．⋯⋯⋯⋯⋯⋯⋯⋯⋯Ⅲ⋯⋯ⅢⅢ⋯⋯⋯⋯⋯“(57)

第一节经济恢复时期⋯⋯⋯．．．⋯⋯⋯⋯⋯．．．⋯⋯⋯⋯⋯⋯⋯⋯⋯⋯⋯⋯⋯⋯⋯⋯(57)

第二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58)

第三节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调整时期⋯⋯⋯⋯⋯⋯⋯⋯⋯⋯⋯⋯⋯⋯⋯⋯⋯”(60)

第四节文化大革命时期⋯⋯⋯⋯⋯⋯⋯⋯⋯⋯⋯⋯⋯⋯⋯⋯⋯⋯⋯⋯⋯⋯(64)

第五节多渠道经营管理⋯⋯⋯⋯⋯⋯⋯⋯⋯⋯⋯⋯⋯．．．．．．Ⅲ⋯⋯⋯⋯⋯⋯⋯⋯(65)

●

●

●

●



卜
0

●

●

第四篇内河航运

第一章建国前的木船运输⋯⋯⋯⋯．．．⋯⋯⋯一⋯⋯⋯⋯⋯⋯⋯⋯⋯．．．⋯⋯⋯⋯⋯m(69)

第一节河运⋯⋯⋯⋯⋯⋯⋯⋯⋯．．．⋯⋯⋯⋯⋯⋯⋯⋯⋯⋯⋯⋯⋯⋯．．．⋯⋯·(69)

第二节主道内河运输⋯⋯⋯⋯⋯⋯⋯⋯⋯⋯⋯⋯．．．．．．⋯⋯⋯⋯⋯⋯⋯⋯．．．⋯m·(69)

——巴河”⋯·⋯⋯⋯⋯⋯⋯⋯·⋯⋯⋯··⋯·⋯⋯⋯⋯·⋯”⋯··⋯⋯⋯⋯⋯⋯⋯⋯⋯““·“(69)
二恩阳河⋯一⋯⋯⋯⋯⋯．．．m⋯m⋯⋯⋯⋯⋯⋯⋯⋯⋯⋯⋯⋯⋯⋯⋯⋯⋯m(69)

三鳌溪河⋯⋯⋯⋯一⋯⋯⋯．．．⋯⋯．．．⋯⋯⋯⋯⋯⋯一．．．⋯⋯⋯⋯⋯⋯⋯⋯⋯·(70)

第三节木船运输概况⋯⋯⋯．．．⋯⋯．．．．．．⋯⋯．．．⋯⋯⋯．．．⋯⋯⋯⋯⋯⋯⋯一⋯⋯⋯(70>

第二章建国后木船运输的发展⋯⋯⋯．．．⋯⋯⋯⋯⋯．．．⋯⋯⋯⋯⋯⋯⋯⋯⋯⋯⋯(72)

第一节恢复改造的三年⋯⋯⋯⋯⋯⋯⋯⋯⋯⋯⋯⋯⋯⋯⋯⋯．．．．．．．．．⋯⋯⋯⋯一(72)

第二节合作化的四年⋯⋯⋯⋯⋯⋯．．．⋯⋯⋯⋯⋯⋯⋯⋯⋯⋯⋯⋯．．．⋯⋯⋯⋯·(73)

第三节曲折发展的五年0000 eJDotaboo 0000 0000 oo⋯⋯⋯⋯⋯⋯⋯⋯⋯⋯⋯⋯⋯⋯⋯⋯m·('／5)

第四节调整转化的三年⋯⋯⋯⋯⋯．．．．．．⋯⋯⋯⋯⋯．．．⋯⋯⋯⋯⋯⋯⋯⋯⋯⋯⋯(77)

第五节灾难深重的十年⋯⋯⋯⋯⋯⋯⋯⋯⋯⋯⋯．．．⋯一⋯⋯⋯”一⋯⋯⋯⋯⋯(78)

第六节改革提高的七年⋯⋯⋯⋯⋯．．．⋯⋯⋯⋯⋯⋯⋯⋯⋯⋯⋯m．．．⋯⋯⋯⋯m(79)

第五篇公路建筑

第一章建国前的公路建筑⋯⋯⋯⋯⋯⋯⋯⋯⋯⋯⋯⋯⋯．．．⋯⋯．．．⋯⋯⋯⋯⋯⋯(83)

第二章建国后的公路建筑⋯⋯⋯⋯⋯．．．⋯⋯⋯⋯⋯⋯⋯⋯⋯．．．⋯⋯⋯⋯一m⋯⋯”(83)

第一节公路建筑概况⋯⋯⋯⋯⋯⋯．．．⋯⋯⋯⋯．．．⋯．．．⋯⋯⋯⋯．．．⋯．．．⋯⋯⋯⋯“(84>

第二节省道公路建筑⋯⋯⋯⋯⋯⋯⋯m⋯．．．⋯⋯⋯⋯⋯⋯⋯⋯⋯一⋯⋯⋯⋯·(85)

一唐巴路⋯⋯⋯⋯⋯⋯⋯⋯⋯一⋯⋯⋯⋯⋯⋯⋯⋯⋯．．．⋯⋯⋯⋯．．．⋯⋯⋯一⋯(85)

二巴南路⋯⋯⋯⋯⋯⋯⋯⋯⋯⋯⋯⋯⋯⋯⋯⋯⋯⋯⋯⋯⋯⋯m⋯⋯⋯⋯一一·(86)

三三达巴呈冬··⋯⋯··⋯⋯⋯⋯⋯⋯⋯⋯⋯⋯⋯⋯⋯⋯⋯⋯⋯⋯．⋯⋯⋯⋯⋯⋯⋯⋯⋯⋯”⋯⋯”(87)

四巴通路⋯⋯⋯m⋯⋯⋯⋯⋯⋯⋯⋯⋯m⋯⋯⋯⋯⋯⋯⋯⋯⋯⋯⋯⋯⋯⋯⋯(88)

第三节县道公路建筑．．．⋯⋯⋯⋯⋯⋯⋯⋯．．．⋯⋯⋯一⋯⋯⋯⋯⋯⋯⋯⋯⋯．．．⋯”(91)
’

一思渔路⋯m⋯⋯⋯．．．⋯⋯⋯．．．⋯⋯⋯⋯⋯⋯⋯⋯⋯⋯⋯⋯⋯⋯⋯⋯⋯⋯⋯⋯(91)

二柳花路⋯一⋯⋯⋯．．．⋯⋯⋯⋯一⋯m⋯⋯⋯⋯⋯⋯⋯m⋯⋯⋯⋯⋯⋯⋯⋯⋯m(92)
三恩三路⋯一⋯⋯⋯⋯m⋯⋯⋯⋯⋯⋯⋯⋯⋯⋯⋯⋯⋯。．．．⋯⋯⋯⋯⋯⋯⋯”(93)

四焦茶路⋯⋯⋯⋯．．．⋯．．．⋯⋯⋯⋯．．．⋯⋯⋯⋯⋯．．．⋯⋯⋯．．．⋯⋯⋯⋯⋯⋯⋯⋯(93>

、五枣化路⋯⋯⋯⋯⋯⋯⋯⋯⋯⋯⋯⋯m⋯⋯⋯⋯m⋯⋯⋯⋯⋯．．．⋯⋯⋯⋯”(93)

六巴玉路⋯⋯⋯⋯⋯⋯⋯⋯⋯⋯⋯⋯⋯⋯⋯⋯⋯⋯⋯⋯⋯⋯⋯．．．⋯⋯⋯⋯”(94)

七梁鼎路⋯⋯⋯⋯⋯⋯⋯⋯⋯⋯⋯⋯⋯⋯⋯⋯⋯⋯⋯叩⋯⋯⋯．．．⋯⋯⋯⋯(96)

／k扫豪曾星冬⋯⋯⋯”··⋯⋯⋯“⋯⋯一⋯⋯⋯·⋯⋯⋯⋯⋯·．·”⋯⋯⋯⋯⋯⋯⋯⋯⋯⋯⋯⋯⋯⋯⋯·(97)

九清白路⋯m⋯⋯⋯⋯⋯⋯⋯⋯⋯⋯⋯⋯⋯⋯⋯⋯⋯⋯⋯⋯⋯⋯⋯⋯⋯”．(cj$)

十凌凤路⋯⋯⋯⋯⋯⋯⋯⋯⋯⋯⋯⋯．．．⋯⋯⋯⋯⋯．．．⋯．．．⋯⋯⋯⋯⋯⋯⋯⋯⋯⋯⋯⋯⋯。(99)
十一钟南路⋯⋯⋯⋯⋯⋯．．．⋯⋯⋯⋯⋯⋯⋯¨⋯⋯⋯⋯⋯⋯⋯⋯⋯⋯⋯．(100)

3
‘k⋯。一．

&
j



第四节乡道公路建筑⋯⋯⋯⋯⋯⋯⋯⋯⋯⋯⋯⋯⋯⋯⋯⋯⋯一⋯⋯⋯⋯⋯(104)

第五节钢铁运输线——南新路的建筑⋯⋯⋯⋯⋯⋯⋯m⋯⋯⋯⋯⋯⋯⋯·(113)

第三章桥梁建筑⋯⋯⋯⋯⋯⋯⋯⋯⋯⋯⋯⋯⋯⋯⋯⋯⋯⋯⋯⋯⋯⋯⋯⋯⋯“(114)

第一节桥梁概况⋯⋯⋯⋯⋯⋯⋯⋯⋯⋯⋯⋯⋯⋯⋯⋯⋯⋯⋯⋯⋯⋯⋯⋯“(114)

第二节省道桥梁建筑⋯⋯⋯⋯⋯⋯⋯⋯⋯⋯⋯⋯⋯⋯⋯⋯⋯⋯⋯⋯⋯⋯(115>

一 巴中大桥⋯⋯⋯⋯⋯⋯⋯⋯⋯⋯⋯⋯⋯⋯⋯⋯⋯⋯⋯⋯⋯⋯⋯⋯⋯”(115)

二恩阳大桥⋯⋯⋯⋯⋯⋯⋯⋯⋯⋯⋯⋯⋯⋯⋯⋯⋯⋯⋯⋯⋯⋯⋯⋯⋯·(12 0)

三新桥河桥⋯⋯⋯⋯⋯⋯⋯⋯⋯⋯⋯⋯⋯⋯⋯⋯⋯⋯⋯⋯⋯⋯⋯⋯⋯(121,-,

四大佛寺桥⋯⋯⋯⋯⋯⋯⋯⋯⋯⋯⋯⋯⋯⋯⋯⋯⋯⋯⋯⋯⋯⋯⋯⋯⋯(122)

五柳新桥⋯⋯⋯⋯⋯⋯⋯⋯⋯⋯⋯⋯⋯⋯⋯⋯⋯⋯⋯⋯⋯⋯⋯⋯⋯⋯(122)

第三节县道桥梁建筑⋯⋯⋯⋯⋯⋯⋯⋯⋯⋯⋯⋯⋯⋯⋯⋯⋯⋯⋯⋯⋯．．．·(122)

一黑龙潭桥⋯⋯⋯⋯⋯⋯⋯⋯⋯⋯⋯⋯⋯⋯⋯⋯⋯⋯⋯⋯⋯⋯⋯⋯⋯(122)

二梁永河桥⋯⋯⋯⋯⋯⋯⋯⋯⋯．．．⋯⋯⋯⋯⋯⋯⋯⋯⋯⋯⋯⋯⋯⋯⋯·(124)

三新桥⋯⋯⋯⋯⋯⋯⋯⋯⋯⋯⋯⋯⋯⋯⋯⋯⋯⋯⋯⋯⋯⋯⋯⋯⋯⋯⋯·(124)

四幸福轿⋯⋯⋯⋯⋯⋯⋯⋯⋯⋯⋯⋯⋯⋯⋯⋯⋯⋯⋯⋯⋯⋯⋯⋯⋯⋯(124)

五三汇桥⋯⋯⋯⋯⋯⋯⋯⋯⋯⋯．．．⋯⋯⋯⋯⋯⋯⋯⋯⋯⋯⋯⋯⋯⋯⋯“(124)

第四秽乡遭挢架⋯⋯⋯⋯⋯⋯⋯⋯⋯⋯⋯⋯⋯⋯⋯⋯⋯⋯⋯⋯⋯⋯⋯⋯<，125)

一永红桥⋯⋯⋯⋯⋯⋯⋯⋯⋯⋯⋯⋯⋯⋯⋯⋯⋯⋯⋯⋯⋯⋯⋯⋯⋯⋯⋯⋯⋯⋯⋯⋯⋯⋯”(125)

二苞谷桥．．．⋯⋯⋯⋯⋯⋯⋯⋯⋯⋯⋯⋯⋯⋯⋯⋯⋯⋯⋯．．．⋯⋯⋯⋯⋯⋯”(126)

第六篇公路养护

第一章公路养护概况⋯⋯⋯⋯⋯⋯⋯⋯⋯⋯⋯⋯⋯⋯⋯⋯⋯⋯⋯⋯⋯⋯⋯(132)

第二章省道养护⋯⋯⋯⋯⋯⋯⋯⋯⋯⋯⋯⋯⋯⋯⋯⋯⋯⋯⋯⋯⋯⋯⋯⋯⋯(136)

第三章县道养护⋯⋯⋯⋯⋯．．．⋯⋯⋯⋯⋯⋯⋯⋯⋯⋯⋯⋯⋯⋯⋯⋯⋯⋯⋯⋯(142)

第四章乡道养护⋯⋯⋯⋯⋯⋯⋯⋯⋯．．．⋯⋯⋯⋯⋯⋯⋯⋯⋯⋯⋯⋯⋯⋯⋯⋯(150)

第五章路政管理及绿化⋯⋯⋯⋯⋯⋯⋯⋯⋯⋯⋯⋯⋯⋯⋯⋯⋯⋯⋯⋯⋯⋯”(152)

第六章 民勤岁修⋯⋯⋯⋯⋯⋯⋯⋯⋯．．．⋯⋯⋯⋯⋯⋯⋯．．．⋯一⋯⋯⋯．．．．．．⋯⋯·(154)

●

●

第七篇公路运输 ·

第一章货运⋯⋯⋯⋯⋯⋯⋯⋯⋯⋯⋯．．．⋯⋯⋯⋯⋯⋯⋯⋯⋯⋯⋯⋯⋯⋯⋯．．．(156)

第一节汽车第四十七队货运⋯⋯⋯．．．⋯⋯m⋯⋯⋯⋯⋯⋯．．．⋯⋯⋯⋯⋯⋯“(157) ，

第二节县车队货运⋯⋯⋯⋯⋯⋯⋯⋯⋯⋯⋯⋯⋯⋯⋯⋯．．．⋯⋯⋯⋯⋯⋯“(163)

第三节集体及私人车货运⋯⋯⋯⋯⋯⋯⋯⋯⋯⋯⋯⋯⋯．．．⋯⋯⋯⋯⋯⋯·(164)

第四节拖拉机货运⋯⋯⋯⋯⋯⋯⋯⋯⋯⋯⋯⋯⋯⋯⋯⋯．．．⋯⋯⋯⋯⋯一⋯(164)

第二章客运⋯⋯⋯⋯⋯⋯⋯⋯⋯⋯⋯⋯⋯．．．⋯⋯⋯⋯⋯⋯⋯⋯⋯⋯⋯⋯．．．⋯(164)

第一节一九七O年以前的客运⋯⋯⋯⋯⋯⋯⋯⋯⋯⋯⋯．．．⋯⋯⋯⋯⋯．．．m·(164)

第二节一九七O年至一九八O年的客运⋯⋯⋯⋯⋯⋯⋯⋯⋯⋯⋯⋯．．．⋯·(165)

第三节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的客运⋯⋯⋯⋯⋯⋯⋯⋯⋯⋯⋯⋯⋯⋯(165)

4



●

●

第三章

党．团，工会组织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篇 ．

古道、桥梁，渡口



●

●

第一章

我县地势辽阔，大山绵亘，

便。自古以来，蜀道最为艰险，

描述，如“泥丸可塞”，。前者之

一{j9【升一梯”。唐代诗人李白有

猿猱欲度愁攀援”。(摘自《四

正是这样。但是几千年来，道路

着劳动的双手，使用落后的开山工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向大自然作斗

争，开辟了无数的道路。他们越过高山，跨过深谷，使绝路相续。克服和战胜

了山涧交通断阻的困难，使巴中与邻县和邻省部份地区，都赖有道路而相通，

促使文化交流和生产发展。
，

第二章 古道古桥古渡

笫一节 古 道

秦、汉时代，自秦入蜀，有好几条山路。其中一条就是由长安至南郑(今

汉中)越米仓山至四川巴中的古商道。这是我县与邻省相连的唯'的一条交通

孔道。其它如：

一、递 铺：

驿道为官办大道，是为了暑衙官员骑马坐轿通行和传递官方信息、公文，

机密文件等的主要道路。我县在万山之中，不当孔道。无驿站马匹与轿舆，只

、

1



有清水驿在县南三十里，唐置清废。以非冠盖所往来也。其接递文报，清末分

东西北路，设递铺十八所，有铺司兵三十六人，后废弃。所谓的东、西、北路

就是：

l，巴州以东经排垭二十里，沙溪(今兴文乡)四十里，右垭六十里，朱

垭八-卜里，凤凰(今大和乡内)一百里，凡五铺抵通江县属杨柏铺。

2，巴州以西经檬头(今枣儿塘)三十里，古溪六十里，马鞍八十里，虎

头(今柳林猫儿铺)一百一十里，金山(今花丛乡内)一百四十里，尹家一百

五十里，凡六铺抵交仪陇县属老木关。

8，巴州以北经佛龛(今大佛寺)二十里，青滩四十里，枣林六十里，凡

三铺抵交南江县属沙河铺。

在秦、汉时代，每站设亭，设有亭长。唐以后称递铺。清称塘，如枣儿

塘、石笋塘。

二、栈 道：

栈道就是在悬岩削壁上开山凿石辟出来的羊肠小径。我县回龙场(今石门

乡)的桥炉子，由于山势险峻，无路可通。曾在这里的削壁处凿穴架木，又在

横木上架起凌空的道路，是为栈道。这个栈道全高五十五丈，宽尺许，便于行

旅往来。但在栈道行走，怵目惊心，有如履薄冰之感。

3、人行小道：

t我县人行小道，起源很早，到清时已基本形成道路网了。清宣统二年(公

元1 9 1 0年)，我县成立邮局后，．以县城为中心，开辟了四条主要干道o

(一)巴保路t从巴中七十里至恩阳河(今恩阳镇)，一百五十里至仪

陇，一百五十里至保宁(属阆中县)。

(二)巴汇路：从巴中六十里至曾口场，六十里至兰草渡，六十里至江口

(今平昌县)，二百里至三汇(今渠县)。

(三)巴南路：从巴中六十里到元潭场(南江县属)，九十里至长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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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里至南江县： 一’ 。■

(四)巴通路：从巴中七十里至清江场，二十五里至大和，二十五里至杨

柏河(通江县属)，三十里至鹦哥嘴(今通江县民胜乡)，三十里至通江县。

民国十二年(公元1 9 2 8年)六月添设由巴中至鼎山一百二十里的邮

路。 ’’：

通往区乡的邮路有三：， ．

其一：自巴中经枣儿塘、恩阳、兴隆，万安、双庙至茶坝等二十二个乡。

其二：自巴中经三江、梁永、羊凤、大罗、青龙、龙凤、鼎山等=十一个

乡o
+，

其三s自巴中经甘泉，曾口、店子、丝连(现为斯连乡)等二十一个乡。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 9 8 3年)初，川陕省苏维埃建立时，为了运送军用

物资，支援革命战争的需要，曾发动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对乡村人行道进行了全

面的整治。

，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乡村人行小道的整治培修尤为重视。一九五五年巴中县

人民委员会根据四川省交通会议和达县专暑交路(5 5)字第1 4 3号文件精

神，为了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以及发展山区经济，活跃城乡物资交

流，充分发挥人力运输，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

因此，省人民委员会拨给我县整修乡村人行小道经费二万元，县人委又在自筹经

费内拨给五千九百二十六元。首先整修巴中至化成，巴中至清江至大和与通江

抵界，甘泉至曾口，恩阳至渔溪等二百五十四华里。并以县交通科为主成立乡村

人行道修建办公室，与民勤岁修委员会合并办公。各区亦成立修建委员会，指定

专人负责。及时动员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健壮劳力，编成队组，民主选出

．队组长，或由乡人委指派，自备修路工具，进行建修。路的标准要求以人背挑和

新式农具能对错通行无阻。做到一米五宽，路面以沙子、碎石，煤渣为铺筑材

料，路肩稍低，以流雨水。在个别坡度特别大的地段，亦可用石板安砌成梯

形。完工后，由县修建办公室会同区乡验收，合格后即交沿线群众进行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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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养护，以保证人行道的畅通。县人委每年都拨有一定数量的专款，进行重

点维修。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交通局在大抓

全县公路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整治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乡村小邀。至

一九八三底全县各乡已修建了“文明路”(即石板大路)七十七条，全长四百四

十多华里。

第二节 古 桥

我县河流纵横，许多古道、大路和山闻小路，被无数河流溪涧所隔断，阻

碍人们的往返。古代人民群众，为了克服行旅上的不便，发挥人类改造自然的

巨大力量，历经艰难险阻，架设桥梁，缩短了来往旅程，便利了交通。使地区

之问的生产交换得以互通有无，促进了生产、经济的发展。建国后我县在修建

公路时，曾利用古道古桥改为公路桥，行驶汽车。对古为今用，因地制宜，采

取增高桥头堆土，降低桥梁纵坡，拓宽和砌筑新桥面，加固墩台等办法，进行

改造利用，行驶载重汽车。由于我县河流纵横、溪涧密布的自然特点，古桥之

多，不可胜数，仅旧县志记载就有百十座之多，兹择其要者，分述如后。

4

里仁桥原貌

1，里仁桥：在县
＼

城之东三里，为巴州知

州李汝琬所建。在建桥

之前三溪汇流，曲折如

螺旋。下即双河桥，其下

则为新桥，为通巴上下

必经要道。此桥屡建屡

圮。民国十三年(公元

1 9 2 4年)，巴州大

商人“庆丰泰”老板吴裕

卿，与当地乡绅王家烈



等自动捐助并募集资金，重新修建。原桥何名，无碑记可考。因取里仁为美之义，

故以里仁桥名之。桥型为石台石面平板。桥五孔跨径三米，高三米五，宽一米

五，全长十七米。每块桥面板的厚度为五十公分，长为三米四，宽七十五公

分。桥板石每块重达二千五百五十公斤。桥尚良好。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

在桥头立有四方石碑一块，记述其事。

2、双河桥：此桥建于何时，历时甚久，无资料可考。几经沧桑，屡建屡毁。

一九五七年匿洪水暴涨，将桥的中孑L冲走，同年修复。一九七七年修建城玉公路

(城关至玉堂)曾将桥台在原宽二米的基础上拓宽三米。改造成六孔跨径四米，

裔七米，宽四米五，全长三十九米的石拱桥，作为通行汽车的公路桥梁。

老鹳桥原貌

3、老鹳桥：在我

县城南半里许，溪堑截

道，夏秋雨涨，黄潦暴

至，奔腾喧啸，往来行

人望水兴叹不得过。清

乾隆十年(公元i 7 4

5年)，州民集资千

金，架石拱桥于其上。

一九六零年修建丝厂专用公路时，将此桥拓宽作为公路桥梁，通行汽车。由于

建桥时问过长，桥石风化，经爱不住汽车的压力，拱石呈现破裂，同时桥面过

窄，不适应汽车运输的需要，又于一九七三年重新修建为一孔十二米的石拱

桥。

4、金榜桥：县城南半里，有一石桥，长一丈五。传为唐状元张暑所建，

故称金榜桥。因桥在城南，亦俚称南门桥。历经明、清培修，由于时间过久，拱桥

两边石栏杆早已风化殆尽，现已全部改建。并新修钢质栏杆，整饰一新，为到

我县南龛公园路径之一。
一

5、双虹桥：在县东一百一十里柳岗乡。此地两溪排流，隔断大路，两

岸皆遥距十余丈。有清时乡人邓现卿，捐资造两桥跨其上，以便行人。桥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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