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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县交通志》历时多载，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它记载了通江二千

多年来交通变迁诸多史实，集地方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书，

融真实性和可读性为一体，再现了通江交通的历史和现实。这对于了解

和探讨历代通江的交通建设，进一步加快通江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通

江的经济发展与现实社会进步都是极有裨益的。

交通，它是由路和桥交织而成的自由飞越的畅想曲，既有沉重的历

史节奏，又有跳荡的现代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凝铸了历史的烙印。通江

置县已一千四百余年，可谓历史悠久，胜迹赫著。通江县城1989年正式

定为省级革命历史文化名城，诺水河风景名胜区，已定为省级风景名胜

旅游区。通江山川雄奇秀丽，纵横交错，自古就有“秦川锁钥”之称。这

里山水阻隔，交通闭塞，虽有米仓古道直通中原，但蛇行鸟道，天梯石栈

相连，仍是“蜀道难、难以上青天"。1949年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通江

县委员会和通江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医治了全县地理条件

带来的“顽症”，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交通事业发生了根本变化，千

年鸟道变通途。而今省、县、乡道公路和村社公路已逾数百，13条干道

公路与外界相连，其中有油路3条、124公里，境内城(口)阿(坝)公路

横贯东西，达(县)通(江)、通(江)南(郑)公路纵穿南北。昔日闭塞之地，

今已公路四通八达，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曾来

通江视察，高度评价了通江山区公路建设，他说：“通江、通江、四面通

商"。“通江路修得好，养护得好，在山区公路建设中是个样板"。

，，移



编修《通江县交通志》，就是为了历史地反映通江交通事业的过去

和现在，并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这是一项千秋业绩。县

交通局对修志工作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编纂领导小组，并抽调熟悉交

通历史的老同志参加编纂工作。在没有详实的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

要编一部象样的志书的确很难。编辑组的同志们，耐严寒战酷暑，蹬关

隘临古寨，爬山涉水验证史实，查阅多家馆藏档案资料，共收集资料

160余万字，在此基础上编纂了这部上自远古，下至1996年，堪称是通

江交通事业的古今总览。《通江县交通志》不仅填补了通江交通史籍的

空白，也为“资治、教化、存史"提供了借鉴。它的出版问世是我县交通部

门的一件大事。因为它饱含了建国以来我县交通战线上全体干部职工

的苦辣与辛酸，成绩与荣誉，值得可喜可贺。我作为一局之长，在这欣喜

共享的日子里，聊以数语，仅此为序。
。

通江县交通局局长 张朝益

1998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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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按交通事业横分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时类并举，结构上采用

章、节、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横，以剖其事业；纵，以统合古今。

三、本志上限不拘，下限截止 年。但在具体编纂过程中，遵循详今略古，

详近略A远，详独略同的修志之规。1996
‘

四、本志以记、志、图、表、录诸体编纂。照片集中编排于正文之前，其它图表插

于志书正文之中。

五、本志所载的货币、度量衡等计量单位，按历史习惯称谓记述，公、市制兼

用，_般用汉字表示。如里、丈、尺、石、斗、升、斤、公里、米、公斤、平方米、立方米、

吨、吨公里、人公里、车公里等。数字，通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纪年和地名，一律用当时称谓。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古地名括注

今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统称建国前、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表示。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力避半文半白，汉字均以国颁《简化字总表》为准。

八、有关城镇交通，因有《通江县城乡建设志》专志，本志略记。

九、运价与规费为交通运输管理的重点，与运输企业的“双文明”建设和兴衰

唇齿相依，故设专章以记之。

十、其余未尽事项，均以地方志编纂常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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