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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为1992年出版的《益阳地区交通志》的

续修。根据《益阳市续志编纂工作方案》和《续修湖南

省志交通志第九卷编纂纲目》，本志全面记述益阳改革

开放以来交通发展状况，旨在存史、资治、教化，服务

社会，垂鉴后世。

二、以本志为主体，以县(市、区)交通志和市

直、省属驻益交通单位编纂的专业志、部门志为分册，

组成丛书，以期全方位、广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益阳交

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本志遵循以史为鉴、实事求是的精神，详近略

远，秉笔直书，突出专业特点，突出时代特征，突出地

方特色，力求资料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统一。

四、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专记、人物

及附录。按门类设篇，篇下列章、节、目。按实体性、

整体性、志体性原则，横陈门类，纵述历史。

五、本志断限为1980-一2001年，为求完整，时有

上溯下延。



六、本志体例和行文，遵照《益阳市志行文通则》

规定；有关交通技术等名词术语，按国家交通部颁布的

技术规范撰写；所记高程，20世纪50年代之前为吴淞

基准，之后为黄海基准；计量采用法定单位；所记货

币，皆依时价o 1994年3月，益阳撤地建市，前称地

区，后称市，跨两个时段称“境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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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1世纪发轫之际，作为益阳交通人献给新世纪的一

份礼物，续修的益阳市交通志业已付梓面世。盛世盛

事，斯地斯人，可喜可贺o
。

从益阳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南重要水港算起，辖境

交通有史可稽的时间跨度约2700年。1992年所纂益阳

地区交通志，纵贯公元前700年至公元1985年，真实记

载了历朝历代益阳交通曲折演进的风雨历程。此次续修

的益阳市交通志，承前纪新，重点记述的是1980_2001

年益阳交通大变革的新成就。前后两志，贯通一体，以

丛书形式全方位、广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益阳交通的

渊源嬗变。

交通运输连接四面八方和千家万户，是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和服务性行业。历史已

经证明：富国强兵，利济民生，覃敷政教，懋迁有无，

悉赖于交通。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交通运输发展的

规模和速度，交通运输的便捷，又助推社会和经济更大

更快的发展。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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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地处湘中偏北，系雪峰山余脉和湘中丘陵向洞

庭湖平原过渡的倾斜地带，自古为湘境水陆交通之要

冲，尤以水运条件得天独厚，历史悠久。辖境公路、铁

路交通，从无到有，从单一到成网，曲折发展，时渐

进，时飞跃，感应着历史的律动o

纵观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古近代交

通，规模狭小，设施简陋，长期处于自然和落后状态，

发展步履蹒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交通职工和益阳人民一道，艰苦创

业，拼搏进取，修路建桥，治河筑港，交通事业快速发

展o 1980年以来，是中国社会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

展，社会大进步，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也是

益阳交通步入跨越式发展的年代。22年间，辖境共完成

公路、水路、铁路建设投资82．58亿元，投资规模相当

于前30年总投资的5．5倍。公路主骨架、水路主通道、

铁路主动脉、港站主枢纽建设步入“快车道”，交通工

业、科技、教育、规费征稽等支持保障系统演绎至新高

度，多元运输经济在竞争中加速发展，交通管理逐步走

上德治法治兼备、“三大文明”①并进的轨道，交通事业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回首益阳交通的发展历程，无处不

①。三大文明”：即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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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刻着交通人艰苦奋斗、负重奋进的深沉足迹，无处不

燃烧着交通人奉献国家、造福益阳的满怀激情，无处不

展现着交通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动人华章。时代在

前进，社会在发展，创建益阳现代交通仍任重道远，交

通人更应奋力为之。

志乃信史o“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o续修的益阳市交通志，经编纂者广征博采，辛勤

笔耕，历时两载，数易其稿，终续前人之业，旨在服务

当代‘，垂鉴后世。期我交通人继承先贤“下轿问志”传

统，将读志列为“莅任初规”，增强用志的自觉性，知

今鉴古，彰往-／)wl来，团结奋斗，与时俱进，以科学的发

展观为指导，将前人在益阳这块热土上燃烧的激情，延

续成不灭的火焰，在新世纪铸就交通事业的新丰碑。

是为序。

互寄
2005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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