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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交通运输是国家的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份，也是国防建设的必要条件，是联系生产、‘分配、流通、

消费和沟通城乡的纽带，是国家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循环系

统。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先行的战略地．

位，它保证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韵正常运行。

解放前，我县交通运输业十分落后，运输主要靠人力运

输和畜力运输。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公路、桥1

梁、运力、运量比解放前增长了数十倍，这对促进我县的经．

济振兴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我县交通运输业的历史和现．

状的真实面貌记录和保存下来，为现时，也为子孙后代研究

发展我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提供参考依

据，弥渡县交通局于1988年在县委、县政府、大理州交通局i

的领导下，在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组建了编写《弥渡

县交通志》的领导小组，现任交通局长徐遵祖任组长，副局

长郭明宗任副组长，聘请曾长期在我县工交战线上工作过酶

退休干部、农机工程师田大森同志担任主编。由于我局工作

紧，人手少，因此，从资料收集、调查、核实、整理、编

辑，直至统编、复写、校对等工作都统一由田一人承担。

在本志的整个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及熟悉我



县交通运输情况的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经主编的辛

勤劳动，精心编写， 《弥渡县交通志》初稿予1989年1月脱

稿，打印成册，送有关部门及领导同志征求意见。1990年5

月，开了审稿会，与会代表对初稿进行了充分的审议，并提

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出席审稿会的有；徐遵祖、皋国珍、郭

明宗、母大森、李泽、王光辉、曹政、谢昆或、罗义高、李

藻章、李国喜等同志。

审稿会后，又由本志主编对初稿迸一步作了修改、加

工，于1990年8月完成第二稿，1991年12月完成第三稿，由

县交通局及县志办公室审定后，报有关部门批准付印出书。

这本交通志是我县交通行业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专业志书，希

望它对资治、存史、教化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县交通运输史料残缺，加之水平所限，志书的缺

点错误，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对本志主编和参加审稿的同志，以及在编写过程

巾，曾给过帮助、支持的单位和同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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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遵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凡 例

一、 《弥渡县交通志》是记载弥渡县交通运输事业的专

业志书。

二、本志时煨，一般为1912年至1989年，个别内容有上

溯或下延。

三、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大事记中所记史实在专

章中即略记或不记。

四、历年运力、运量主要选用县统计年鉴数据和县运政

管理所统计数据。公路里程及桥梁数字选用县交通局公路统

计年报数据。

五、文中的县道公路即原县区公路和县乡公路，文中的

乡道公路即原区乡公路和乡村公路。

六、计量单位一般使用公制，历史上曾使用的旧计量单

位，仍照旧时用，不再换算。

七、对于位数较多的数字，若用万作单位时，小数点后

取两位，其余四合五入。

八、旧地名、路名、桥名每章注现名一次。

九、对各时期政权名称及人物职衔，均按原名称呼，不

加政治定语。

十、表格上的表序第一个数字代表本表所属章次，第二

个数字代表本表系本章第X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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