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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地方志丛书说明

编写部门志是形势的新要求，是社会主义方志的

新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管理分工的新产物。我县的

部门志和乡镇志在各级党政领导下，从1987年开始，经

过近四年奋战，数次易稿，现已陆续编印成书。

部门志、乡镇志的编写以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可读性为目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它具有领属小、门类全的

特点，有较为翔实的资料，可详县志之略，补县志之

遣；有今人可用，后人可鉴，为各部门提供研究史料

和次策参考的作用。

萘陵县地方志丛书由各部门和各乡镇编写，经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以成书先后为序排列。因受

编审水平的局限，错误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

者予以指正。

茶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年i l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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庳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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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交通志》自1987年10月开始组织班子，

搜集资料，着手编纂以来，在各级主管单位的关怀、

县修志办的指导、以及参加修志同志们的辛勤劳动

下，几经寒暑，终于问世了。这是茶陵交通史上一件

大事，也是交通系统广大职工的一件喜事。

交通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活动而产生发展

起来的。它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等方面息息相关。它的发展是社会进步、人类文

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 茶陵地处湘省边陲，罗霄山脉中段，属半山区半

丘陵地带，交通闭塞。明、清时期，陆地仅一条驿道

可通长沙，洙水虽可资利用，但年久失修，滩多水浅，

难以通航。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基于内战需要而修建

的公路，对国计民生少有裨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

道津梁，因年代久远，仅留遗址。国民政府经营3 8

年所留下来的，是断桥残道，满目疮痍。

茶陵和平解放后，百废待兴，工农业生产亟待发

展，作为先行的交通事业，尤为迫切。建国4 0年

来，为充分利用水上运输，人民政府不遣余力，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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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浚了涞水航道，新辟了沔水航道，在陆地交通未

发展前，水运承担了全县总运量的80％以上。为促使

陆路畅通，人民政府大量投资，对原有耒阳至江西吉

安公路，改造危桥，改弯降坡，加宽路基路面，铺装

沥清，撤渡建桥，列入省道。辟山改线，重修茶陵至

酃县公路，建成三级公路，列入国道。1987年， 。三

南”公路兴建，茶陵境段第一期工程县城至界首樟

桥，修成二级公路，城区段为3 5米宽的混凝土高级

里面。尔后，以县城为中心，幅射成公路网络，通车

里程达1 341公里。现各种机动车辆，络绎于途，盘

山公路，蜿蜒而上，高路入云，堪称壮观。1973#-，

建成醴陵至茶陵铁路线。茶陵境段长50．8公里，为茶

陵的长途客货运输拓创了广阔前景，山区交通更上一

层楼。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交通工业也有所发展。汽

车配件和维修服务网点，遍布全县，昔日只能造小木

船的船厂，已能生产7 0吨的钢质机动驳，远航至南

京、上海等地，开辟了茶陵航运史上的新纪元。该厂

自行设计制造的挖砂淘金船，矗立涞水江心，为山区

小河又增新色。

观今宜鉴古，前人功绩不可磨灭。茶陵五福桥，．

又名芙江桥，为五孔，净跨8．3 5米的石拱桥，全长
6 5米，始建于同治三年(1864)，民国22年(1933)

修建末吉公路时，利用为公路桥。解放后仍继续使



用，时间近半个世纪，因桥面宽仅4．1米，不适应现

代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1988年拆除重建。这就充分

说明百多年前我县劳动人民建造的桥梁，不但造型美

观，而且结构合理，工艺精细，有较高的承载能力。
其科学技术仍可为今之借鉴。

《茶陵县交通志》出版的目的是求实存真，实事

求是，资治教化，以励来者。展望前途，任重道远。

为了茶陵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须倍加努

力，勇于进取。书成，聊书数语为序。并借此机会，

向为《茶陵交通志》的出版而关心，指导、帮助过的

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以及参加编纂本．=甘k-的同志们表
示衷心感谢。

茶陵县交通局局长 谭牛生
’

’

I 990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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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茶陵县交通志》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求实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为

准则。

二，本志资料来自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图书

馆、湘潭地区档案馆、衡阳地区档案馆、茶陵县档案

馆、省公路管理局、省运输管理局，以及茶陵水电

局、农机局、公安局、茶陵火车站和本局下属各基层

单位。并得到省交通厅修志办、株洲市交通局修志

办，茶陵县修志办的指导和资料推介。共收集建卡资

料1 3 o余万字，经反复核实，精选出有本地和本行业

特色的资料，以求资料性、思想性，实用性，科学性

的统一。，

三、本志上断不限，按有关交通的事物出现的年

代时间记载，下限至1989年。

四、本志书采用记事本末体和史志编年体相结合

的方法编写。并随文配以有关图表。

五、本志书所用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公制。凡行

业行语，未加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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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书中记年，在茶陵解放前，仍按历史年

号，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解放以后或苏区时

期，一律以公元记年。

七、志书中出现的地名，在前代与现名不同的，

仍按原名记载，必要时在括号内加注今名。

八、‘本志书经《茶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

定，篇章，章下设节、目，金书共12．6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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