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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疣陵县交通志》j；记述沅陵赛通事’业”的发

生、发展演变过程；揭示交通行业内部变化额?律，、

是沅陵县第一部交通志书：追溯我县历代修志；

倪存二部分交通驿0站、．’台?：塘、‘所、。铺，=‘记入

府、县志中。这次编纂县交通志，历经四载乒成

书侍样，’填补了暇志的空崮4，、在百花丛中绽开了

一朵新葩，’可喜可贺。新编《浣陵县交通志》，不

仅展瑰了一参地域内交通‘建设的雄姿，‘反映了’沅

陡交通行业的历史进程和现状，’而且雄辩地证明

了。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矿’的道理。：闲毕该
志；掩卷而思，，令人余兴绵延。它让人衍了解昨

天交通发展的脉络，。欣赏今天车水马龙的盛况：{

预示明天交通的蓝图，·远景： 。·、：：一。：．。

二’，沅陵历为郡，州。路?府，道、”署所在地0并



l

为湘西重镇，交通历史悠久．秦汉，唐宋时期，就

有国驿道通往大西南，人力车．畜力车相继问世．

玩陵驿道幅射四面A方．。县境沅水．酉水为。上通

滇黔，下衢常岳”和“楚蜀通津”的主要航道．民

国时期横跨县境的湘黔÷湘川公路，总长达138．2．

公里．但由于军阀割据∥战事不止，国力衰竭，人

民贫困，、赶筑的路段，棼窄弯急．，坡陡路陷，?涵

洞壅塞，一。桥梁为简支木甓．车颦行驶，’颠簸难行，{
晴通雨阻，：误车待运，习为常事。?；+．。．一．E ，

j一{崭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i中全会以

来，。沅陵交通事业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交通

部门的干部、工人和人民群众■道，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

要，修桥铺路，始理沅水潍险，更新技术装备，改

革运输管理体制，咖强行业管理，，促使全县交通面

貌大为改观j当今初步建成一个水陆衔接、干支直

达、城乡相通的交通运输网，．并且形成了交通干线

由县城中心槲辐射，史线向乡、镇农村延伸，永



陆协调发展，纵横交错，结构合理，互相配合的交

通格局。交通运输市场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全民．

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政策，多层次、多形式、多渠

道的运输体系臻予完善。陆上肩挑背负H见减少，

水上橹声帆影已成陈迹。这种可喜变化，．反映了沅

陵交通事业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回忆过去，．固可

自豪，展望未来，：尤须自励。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j{l】，坚持改革开放的方

针，在38年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应当把握国家对交通

事业实行倾斜政策的大好机遇，突出重点，扎扎实

实，努力办好带有全局性的实事，为振兴沅陵交

通，i发展沅陵经济，．作出新的贡献。

．、· 荆立松系中共沅睦县委顾问



i《沅陵县交通志》，。是沅陵县第一部交通专业

志，‘。怠反映了金县交通事业的历史现状和兴衰起

伏，瞰察了整个交通事业同政治、军事，‘文化：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程度，r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加快

沅陵县交通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史料借鉴．⋯；。

。．一‘交通事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古

久云j。道路桥梁，7为政之先“：交通是经济命

脉，。是联系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纽带：在发

展商品经济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着

不可代替的作用。
。

在封建社会和民国时期，沅陵交通发展速度

是非常缓慢的。当时广大农村交通十分闭塞，城镇

交通建设也十分落后。全县通车里程只有138．2公

里，而且路况差，汽车也大部分残破不堪。水运方

面航道堵塞，船舶破烂；。搬运装卸为封建把头所



控制。历史遗留_}；：来的问题确实不少一蠢交西；母譬

新中国诞生后，交通运输事业得蓟了迅速恢

复，交通布局，运输结构．基础设施，技术装备，

都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以公路运输为主体，以水

上运输为骨架的水陆运输网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改革开放

的年代。有路大家行车．有河大家行船， “国营、

集体，个体一齐上”，鼓励竞争，全面开放。1987年

全县共有客，货车932辆(其中个体户和联户的营

运车达365辆)，比1949年的21辆增长43倍。年永

陆交通客运量为370．99万人次，年水陆货运量为

84．33万吨，基本解决长期以来县内乘车船难，运

货难的问题。
’ 7

回顾过去．交通事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既

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展望未来；任重

道远：我们一定要不断完善水陆综合运输体系，加

速现代化建设，提高运输现代化水平，深入开展

。人民交通为人民”的活动，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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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拓交通，j振兴面陵经济；．；加速山区开放开发

的步伐，馓出更大贡献jj



凡‘‘1例’
0‘‘‘j．：j ，’

奠?i琵凌县交遍毫i。菠马南兰艾，毛泽采思
想为指导，全面系统地记述沅陵县水陆交通发展

的历史和现状。

二，时间断限：上限以各事物资料而定，。下限

至1987年，五强溪水电工程淹没区交通的改建工

程延至定稿。

三、体裁：分述，记，志，表，图，传、录七

种，全书分11章．29节、51目．以概述为纲，大亨

记为经，志为主体，图表插于志书之中，

四、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工程技术术语，均

在页面脚注。

五，地名运用：均用当时名称，古地名加注今

地名．

六，时问表述：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内夹

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每章开头夹注公历年份。



七、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国务院1984年须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书写．历

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照实记载。
t‘’1 J．’

八，道路里程：古代里程均依驿站传统记载；

现代旱程以1987年运输部门统一公里里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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