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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卷帙浩繁的地方志是我们国家的宝

安地区交通志》欣逢盛世编纂出版，这是全区交通系统的一件大喜事，

值得庆贺。

吉安地区位于江西中西部，赣江中游，历来是江西南北交通要冲。据史料记

载，秦辟“通南越道’’纵贯境内南北，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即建有槠木桥，

宋代造船业居全国之冠，元明大兴漕运驿运，晚清轮船驶进庐陵。民国时期开始

修筑公路，抗日战争时期吉安地区一度成为维系祖国东南半壁与西南大后方的交

通要道，水陆运输繁忙，舟车辐辏，商旅往来，络绎不绝。然而，由于战争连年

不断，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解放前夕吉安地区交通落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一派萧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42年的建设，全区交通事业旧貌变新颜。今日

境内公路四通八达，105国道纵贯南北，319国道横贯东西，县乡道路纵横相连，

交织成网；赣江贯穿全区南北，上达赣州，下抵南昌、九江，大小28条支流流经

全区各地；铁路运输正在崛起，分文铁路于1972年建成，向吉铁路已于1989年

秋破土动工，铁路运输不久将成为全区对外交往的大动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交通运输部门贯彻改革开放方针，运输

市场一派兴旺繁荣，江中百舸争流，路上万车奔驰，运量迅速增长，管理逐步完

善。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全区经济建设的腾飞。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为了回顾既往，总结

经验，探索规律，策励将来，吉安地区交通局遵照上级指示，组织编写力量，以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本着实事求是、

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历经七载，数易其稿，终将《吉安地区交通志》编纂成功。

这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分门别类地系统记述了吉安地区交通运输

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尤其突出地展示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区交通建设的成就，认

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作是极其有益的。编写办公室

的同志为这本书的编纂呕心沥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编纂志书毕竟是初次尝

试，限于主客观条件，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恳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以求逐步完善。

．峰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上级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借此书付梓之际，谨

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宋宜 雅

1991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与方法沦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是一部记载吉安地区交通运输历史与现状的专业志，记述时坚持

“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交通运输史实，突

出专业特点、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三、本志所记实事，上溯年代以收集到的史料为据，下限一般止于公元1990

年，有的资料收到交稿前。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等形式编纂，以志为主体，编

纂时以事分类，以时为序，横排纵写，图、表分插相关节目之中。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每章第一次出现的年

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六、数目字除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用术语及引文、序词历史年号用汉

字表示外，均用阿拉伯字著录。

七、志中人的职务、党派、政府机构、单位名称，悉依当时称谓。古地名在

括号内加注今地名，古今地名均以最新出版的地名志为准。 ’．，

八、志中路名均附括起止地点，凡路名、专业术语每章首次出现用全称，以

后用简称。 一 t；!
’

九、凡入传者不分职位，均为已故的有社会影响的人士。

十、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图书馆藏书、历朝旧志、历史文物和由有关

专业部门，或知情人、当事人所提供，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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