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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三台县交通志》是继承和发扬历史遗产，上对先辈负责，

现为四化服务，下为子孙造福的千秋事业，也是全面反映我县交通事

业各个时期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

“小百科全书"，它将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建设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意义重大，作用深

远。

盛世修志，是继往开来之举。我局遵照中共三台县委、县府、县

志编委会的指示，于l 9 8 4年1 0月抽调入员正式组建“编写组"

并开展工作。

鉴于我县水陆交通源远流长，门类繁多，牵连面广，修志需要大

量史料，而旧《三台县志》对交通记述过简，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又

记载不详，解放以来的部份资料在“文革"中散失后残缺不全，对

编写工作都带来极大困难。后经编写组人员到各级档案馆查阅资

料、采访口碑、察看现场、走访有关单位，采集了大量史料。然后用

记叙资料和探求历史相结合的方法，以史实为依据，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我县交通事业的演变和发展为主体，本着“详

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放眼未来"的原则，进行收集、

整理、编写，经有关各方审议后，又详加修改，于l 9 9 0年

3月定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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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三台县交通志》完成之际，谨此为序。并对在编写过程中

给予我局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付

出辛勤劳动的编写组全体同志深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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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运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进行编写，全

面真实地反映我县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原则上以公元1 9 1 1年辛亥革命为上限，下限止于公

元1 9 8 5年底。对个别事物关联紧密，必须阐明其始末的，在记述

对作了适当的追溯和下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统称解放前，采用

旧纪年(注明公元)；成立后简称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属部门专业志，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

编写重点放在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对于政治性的只略加记述。但对机

构演变、公路建设、桥梁渡口、运输生产、民工建勤、路政管理等重

要章节，解放前的情况仍以较详的笔墨记述，使之保存其史料价值，

供读者通盘了解。

四k本志主要反映时代特点和行业特点。采用章、节、目的结构

形式，编写时多数章节“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少数章节“以时为

序，纵贯古今"，体藏采用述、记、志、图、表等，以志为主并辅以

图表·

五、本志历史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一律以1 9 8 3年3月《三

台县第三次入口普查资料汇编》为准；公历世纪、年月日、统计数

字、百分比数、表格数字等一律用“阿拉伯"字书写，5位数以上的

数字，尾数零多的，一律改写为以万作单位，全县各时期运力、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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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数据，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编排，便于广泛应用，行文用字，

一律以国家发布的简化字为准，并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坚持搿生不立

传’’的原则，人物未专设章节，用“以事系入”的方法记述，历史地

名和旧纪年在文中只注释一次以避免重复，本志拍摄的交通机构、公

路桥渡、运输工具、奖旗奖状等大量照片另备“影集"单独储存，但

也精选少量刊入志书中；各章节不能包括的其它重要内容，均列入

“杂记"中专项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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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顾 问

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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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 录

概 述⋯⋯⋯⋯．．．⋯⋯⋯⋯⋯⋯⋯⋯⋯⋯⋯⋯⋯⋯⋯⋯⋯⋯⋯⋯⋯⋯⋯⋯⋯⋯⋯···一··l

大事记⋯⋯⋯⋯．．．⋯⋯⋯⋯⋯⋯⋯⋯⋯⋯⋯⋯⋯⋯⋯⋯⋯⋯⋯⋯⋯⋯⋯··j⋯⋯⋯一～3

第一章机构“⋯⋯⋯⋯⋯⋯⋯m⋯⋯⋯⋯⋯⋯⋯⋯⋯⋯⋯⋯⋯⋯一⋯⋯·3 o：

第一节行政枫构⋯⋯⋯⋯⋯⋯⋯⋯⋯⋯⋯⋯⋯⋯⋯⋯⋯·⋯⋯⋯⋯．．．30

第二节管理机构⋯⋯⋯⋯⋯⋯⋯⋯⋯⋯．．．⋯⋯⋯⋯⋯⋯⋯⋯⋯一⋯··32

一、县交通运输管理站⋯⋯⋯⋯⋯⋯⋯⋯⋯⋯⋯⋯⋯⋯⋯⋯⋯⋯32

二、县航运管理站⋯⋯⋯⋯⋯⋯⋯⋯⋯⋯⋯⋯⋯⋯⋯⋯⋯⋯⋯⋯··34

三、县渡口管理所⋯⋯⋯⋯⋯⋯⋯⋯⋯⋯⋯⋯⋯⋯⋯⋯⋯．．．⋯·36

四、县交通监理所⋯⋯⋯⋯⋯⋯⋯⋯⋯⋯⋯⋯⋯⋯⋯⋯⋯⋯⋯⋯37

第三节企业事业单位⋯⋯⋯⋯⋯⋯⋯⋯⋯⋯⋯⋯⋯⋯⋯⋯⋯⋯⋯··38

一、县航运公司⋯⋯⋯⋯⋯⋯⋯⋯⋯⋯⋯⋯⋯⋯⋯⋯⋯⋯⋯⋯⋯⋯·38

二、县运输公司⋯⋯⋯⋯⋯⋯⋯⋯⋯⋯⋯⋯⋯⋯⋯⋯⋯⋯⋯⋯⋯40

三、县汽车运输队⋯⋯⋯⋯⋯⋯⋯⋯⋯⋯⋯⋯⋯⋯⋯⋯⋯⋯⋯⋯42

四、县养路段⋯⋯⋯⋯⋯⋯⋯一⋯⋯⋯⋯⋯⋯⋯⋯⋯⋯⋯⋯⋯⋯⋯44

五、省属三台养路段⋯⋯⋯⋯⋯⋯⋯⋯⋯⋯⋯⋯⋯⋯⋯⋯⋯⋯⋯·45

六、省属三台汽车运输中心站⋯⋯⋯⋯⋯⋯⋯⋯⋯⋯⋯⋯⋯⋯46

七、省属汽车运输第三十九队⋯⋯⋯⋯⋯⋯⋯⋯⋯⋯⋯·一⋯··50

第二章党群组织⋯⋯⋯⋯⋯⋯⋯⋯⋯⋯⋯⋯⋯⋯⋯⋯⋯⋯⋯⋯⋯⋯⋯⋯⋯·52

第一节党组织”⋯⋯⋯⋯⋯⋯⋯．．．⋯⋯⋯⋯⋯⋯⋯⋯⋯⋯⋯⋯⋯⋯⋯⋯52

第二节群众组织·01·mB O QIID⋯⋯⋯⋯⋯⋯⋯⋯⋯⋯⋯⋯⋯⋯⋯⋯一⋯⋯54

一、共青团组织⋯⋯⋯⋯·⋯⋯⋯⋯⋯⋯⋯⋯⋯⋯⋯⋯⋯⋯⋯⋯⋯⋯54

～8～



二、工会组织．．．⋯⋯⋯⋯⋯⋯⋯．．．⋯⋯⋯⋯⋯⋯⋯⋯⋯⋯⋯⋯⋯⋯·54

三、妇女组织⋯⋯⋯⋯⋯⋯⋯⋯⋯⋯⋯⋯⋯⋯⋯⋯⋯⋯⋯⋯⋯⋯55

第三章道路⋯⋯⋯⋯⋯⋯⋯⋯⋯⋯⋯⋯⋯⋯⋯⋯⋯⋯⋯⋯⋯⋯⋯⋯⋯⋯“60

第一节古道⋯⋯⋯⋯⋯⋯⋯⋯⋯⋯_⋯⋯⋯⋯⋯⋯⋯⋯⋯⋯⋯⋯⋯⋯¨60

一、古道的形成与发展⋯⋯⋯⋯⋯⋯⋯⋯⋯⋯⋯⋯⋯⋯⋯⋯⋯”60

二、县境内的驿道交通⋯⋯⋯⋯⋯⋯⋯⋯⋯⋯⋯⋯⋯⋯⋯⋯⋯．．61

三、驿传、驿站、铺司的设置⋯⋯⋯⋯⋯⋯⋯⋯⋯⋯⋯⋯·62

第二节公路⋯⋯⋯⋯⋯⋯⋯⋯⋯⋯⋯⋯⋯⋯⋯⋯⋯⋯⋯⋯⋯⋯⋯o

一、省道干线⋯⋯⋯⋯⋯⋯⋯⋯⋯⋯⋯⋯⋯⋯⋯⋯⋯⋯⋯⋯⋯⋯b9

二、重要县乡公路⋯⋯⋯⋯⋯⋯⋯⋯⋯⋯⋯⋯⋯⋯⋯⋯⋯⋯·70

三、公路养护⋯⋯⋯⋯⋯⋯⋯⋯⋯⋯⋯⋯⋯⋯⋯⋯⋯⋯⋯⋯¨80

四、民工建勤⋯⋯⋯⋯⋯⋯⋯⋯⋯⋯⋯⋯⋯⋯⋯⋯⋯⋯⋯⋯⋯⋯．．．85

第四章 桥梁渡口⋯⋯⋯⋯⋯⋯⋯⋯⋯⋯⋯⋯⋯⋯一⋯⋯⋯⋯⋯⋯⋯97

第一节桥梁⋯⋯⋯⋯⋯⋯⋯⋯⋯⋯⋯⋯⋯⋯⋯⋯⋯⋯⋯⋯⋯⋯⋯．．．．97

一、大桥⋯⋯⋯⋯⋯⋯⋯⋯⋯⋯⋯⋯⋯⋯⋯⋯⋯⋯⋯⋯⋯⋯⋯98

二、中桥⋯⋯⋯⋯⋯⋯⋯⋯⋯一⋯⋯⋯⋯⋯⋯⋯⋯⋯⋯⋯⋯⋯⋯⋯．．104

第二节渡口⋯⋯⋯⋯⋯⋯⋯⋯⋯⋯⋯⋯⋯⋯⋯⋯⋯⋯⋯⋯⋯⋯107

一、江河概述⋯⋯⋯⋯⋯⋯⋯⋯⋯⋯⋯⋯⋯⋯⋯⋯⋯⋯⋯“107

二、主要渡口⋯⋯⋯⋯⋯⋯⋯⋯⋯⋯⋯⋯⋯⋯⋯⋯⋯⋯⋯⋯“111

第五章运输⋯⋯⋯⋯⋯⋯⋯⋯⋯⋯⋯⋯⋯⋯⋯⋯⋯⋯⋯⋯⋯⋯⋯⋯⋯·134

第一节水上运输⋯⋯⋯⋯⋯⋯⋯⋯⋯⋯⋯⋯⋯⋯⋯⋯⋯⋯⋯⋯·134

第二节陆地运输⋯⋯⋯⋯⋯⋯⋯⋯⋯⋯⋯⋯⋯⋯⋯⋯⋯⋯⋯·137

一、入力运输⋯⋯⋯⋯⋯⋯⋯⋯⋯⋯⋯⋯⋯⋯⋯⋯⋯⋯⋯⋯⋯⋯．137

二、入力车运输⋯⋯⋯⋯⋯⋯⋯⋯⋯⋯⋯⋯⋯⋯⋯⋯⋯⋯⋯⋯“139

三、畜力车运输．．．⋯⋯⋯⋯．．．⋯⋯⋯⋯⋯⋯⋯．．-⋯⋯⋯⋯⋯⋯⋯141

～7。



四、小型机动车运输⋯⋯⋯⋯⋯⋯⋯⋯⋯⋯⋯⋯．．．⋯⋯⋯⋯⋯．143

五、汽车运输⋯⋯⋯⋯⋯⋯⋯⋯⋯⋯⋯⋯⋯⋯⋯⋯⋯⋯⋯⋯。144

第六章运价⋯⋯⋯⋯⋯⋯⋯⋯⋯⋯⋯⋯⋯⋯⋯⋯⋯⋯⋯⋯⋯⋯⋯⋯⋯166

第一节汽车运价⋯⋯⋯⋯⋯⋯⋯⋯⋯⋯⋯⋯⋯⋯⋯⋯⋯⋯⋯⋯⋯⋯166

第二节木船运价⋯⋯⋯⋯⋯⋯⋯⋯⋯⋯⋯⋯⋯⋯⋯⋯⋯⋯⋯⋯⋯．168

第三节群运和搬运装卸运价⋯⋯⋯⋯⋯⋯⋯⋯⋯⋯⋯⋯⋯⋯．170

第七章诸费征收⋯⋯⋯⋯⋯⋯⋯⋯⋯⋯⋯⋯⋯⋯⋯⋯⋯⋯⋯⋯⋯⋯。174

第一节公路养路费⋯⋯⋯⋯⋯⋯⋯⋯⋯⋯⋯⋯⋯⋯⋯⋯⋯⋯⋯一174

一、汽车⋯⋯⋯⋯⋯⋯⋯⋯⋯⋯⋯⋯⋯⋯⋯⋯⋯⋯⋯⋯⋯⋯⋯．174

二、拖拉机⋯⋯⋯⋯⋯⋯⋯⋯⋯⋯⋯⋯⋯⋯⋯⋯⋯⋯⋯⋯⋯178

三、人畜力车⋯⋯⋯⋯⋯⋯⋯⋯⋯⋯⋯⋯⋯⋯⋯⋯⋯⋯⋯⋯·180

四、摩托车⋯⋯⋯⋯⋯⋯⋯⋯⋯⋯⋯⋯⋯⋯⋯⋯⋯⋯⋯⋯“181

五、其他⋯⋯⋯⋯⋯⋯⋯⋯⋯⋯⋯⋯⋯⋯⋯⋯⋯⋯⋯⋯⋯·182

第二节交通运输管理费⋯⋯⋯⋯⋯⋯⋯⋯⋯⋯⋯⋯⋯⋯⋯··183

第三节内河养河费⋯⋯⋯⋯⋯⋯⋯⋯⋯⋯⋯⋯⋯⋯⋯⋯⋯⋯184

第八章交通安全与路政管理⋯⋯⋯⋯⋯⋯⋯⋯⋯⋯⋯⋯⋯⋯⋯⋯”186

第一节交通安全⋯⋯⋯⋯⋯⋯⋯⋯⋯⋯⋯⋯⋯⋯⋯⋯⋯⋯⋯186

第二节路政管理⋯⋯⋯⋯⋯⋯⋯⋯⋯⋯⋯⋯⋯⋯⋯⋯⋯⋯⋯·188

一、路政诸禁⋯⋯⋯⋯⋯⋯⋯⋯⋯⋯⋯⋯⋯⋯⋯⋯⋯⋯⋯”188

．二、明确三权⋯⋯⋯⋯⋯⋯⋯⋯⋯⋯⋯⋯⋯⋯⋯⋯⋯⋯-190

第三节公路绿化⋯⋯⋯⋯⋯⋯⋯⋯⋯⋯⋯⋯⋯⋯⋯⋯⋯⋯⋯¨192

第九章杂记⋯⋯⋯⋯⋯⋯⋯⋯⋯⋯⋯⋯⋯⋯⋯⋯⋯⋯⋯⋯⋯⋯．．196

一、三台飞机场⋯⋯⋯⋯⋯⋯⋯⋯⋯⋯⋯⋯⋯⋯⋯⋯⋯⋯⋯196

二、三台筏运⋯⋯⋯⋯⋯⋯⋯⋯⋯⋯⋯⋯⋯⋯⋯⋯⋯⋯⋯⋯¨197

三、精神文明⋯⋯⋯⋯⋯⋯⋯⋯⋯⋯⋯⋯⋯⋯⋯⋯⋯⋯”一⋯⋯197

～8～



四、支农运输⋯⋯⋯⋯⋯⋯⋯⋯⋯⋯⋯⋯⋯⋯⋯⋯⋯⋯⋯⋯⋯⋯“198

五、抗洪救灾⋯⋯⋯⋯⋯⋯⋯⋯·⋯⋯⋯⋯⋯⋯⋯⋯⋯h 199

六、技术改造⋯⋯⋯⋯⋯⋯⋯⋯⋯⋯⋯⋯⋯⋯⋯⋯⋯⋯⋯·200

．七、文化大革命⋯⋯⋯⋯⋯⋯⋯⋯⋯⋯⋯⋯⋯⋯⋯⋯⋯“200

八、落实政策⋯⋯⋯⋯⋯⋯⋯⋯⋯⋯⋯⋯⋯⋯⋯⋯⋯⋯．．201

九、县个体运输业协会⋯⋯⋯⋯⋯⋯⋯⋯⋯⋯⋯⋯⋯⋯·201

十、警钟长鸣⋯⋯⋯⋯⋯⋯⋯⋯⋯⋯⋯⋯⋯⋯⋯⋯⋯⋯⋯·202

编后语⋯⋯”QI O-D D p⋯⋯⋯⋯⋯⋯⋯⋯⋯⋯⋯⋯⋯⋯⋯⋯⋯⋯⋯⋯⋯⋯⋯⋯”206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三台县位于川中偏东北部，省道唐巴、绵重公路交汇处。地处东

经1 0 4。4 2 7—1 0 5。7 7北纬3 0。4 2 7—3 l。2 3 7。东邻梓

潼和盐亭县，南接蓬溪和射洪县，西靠中江县，北抵绵阳市中区。现

辖1 5个区(含潼川镇)、1 1 5个乡镇、9 4 4个村、3 1万户

_1 3 4万人，总幅员面积2 6 6 0平方公里，东西宽约5 6公里、南

北长约8 1公里，耕地l 3 5万亩，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

富，交通方便，百业兴旺。

解放前，我县水陆运输比较发达。水：运主要以涪江、凯江为动

脉，全年物资吞吐量约3万余吨。在清代，当时潼川为相当繁荣的水

运码头和重要商品的集散市场，投入营运的木船3 3 8只，县境内的

食盐、纱布、生丝大部份由水路输出；抗日战争时期，我县投入营运

的木船不少于2 8 0只，主要从江油、绵阳、中江等地每年输人大

米、小麦、玉米共8 7 5万公斤，除供本县消费3 2 0万公斤外，其于

则转运到射洪、遂宁等处销售；至民国末年，全县木船发展到3 6 9

只，从业人员l 3 7．o人，年货运量达1．4 7万吨，附搭乘客

2 5 0 0人。同时，县境内的陆路交通也很方便，在清代，川省的中

大路、小川北路等驿道干支线均途经三台，成为当时传递军情文报和

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民国时期相继修筑潼赵、潼保、潼绵、潼射4

条马路共长1 3 l公里，和南段、北段、西北、潼罗4条县道共长

l 4 6公里，以及与之连接的桥芦、柳会、柳桥、桥南、三香、城万、

芦黄等7条乡村大道共长1 2 3公里，构成纵横交错的驿道鼢，虽修

～1，



筑质量差，车辆不能畅行，但对于我县道路的发展，搞活商品流通仍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全县除私营汽车3辆搞长途

运输外，主要靠力夫8 1 5人，滑竿2 1 0乘、鸡公车2 6 0架、黄

包车4 5 o辆、板架车2 4 0部、马车4 9辆担负城乡客货运输，这

些工具运量小、运效低、劳动强度大，工人收入微薄，营生艰难，生

活困苦。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生

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县交通事业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年行旅

裹脚的驿道交通和山乡小径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昔日望河兴叹

的涪江东渡架起了我国第一座大跨度预应力斜张桥；慢悠悠的人力和

畜力运输，逐渐被汽车和拖拉机等现代化运力所取代；各式摩托车和

自行车遍布城乡，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代步工具。1 9 8 5年，全县共

有公路9 0 1公里，大小客货汽车9 4 3辆，营运拖拉机3 0 2辆，

自行车1 1．3万多辆，平均每公里就有汽车1．0 5辆，拖拉机

0．4 2台，自行车l 2 6部博集行驶；每天开出客运班车1 4 8班

次接送旅客达1万人次以上，日渡运量2．5万人次；农民早进城晚

归家，买卖商品都很方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交通事业正蓬勃发展，开拓前进，显

示强大的活力，它必将为我县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三

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先行官"的作用。

～2一



大 事 记

清光绪二十六年(1 9 0 0年)

是年，由邑人募资修建七星桥(俗称南桥)，共2 6孔，动用民

工1．3万余人，历时7年竣工。1 9 8 1年9月2日被特大洪水冲

垮4孔。为适应交通运输的发展，经省交通厅批准同意在该桥上游约

6米处新建一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简支梁桥，于l 9 8 3年1月正式

开工至1 9 8 6年1 2月2 9日完工，1 9 8 7年1月2 5日春节前

新南桥正式通车后，不久便将旧南桥拆除。

清光绪三十二年(1 9 0 6年)

是年，成立邮传部，推广新的邮递制度，驿传事务改归邮传部管

理·

清宣统三年(1 9 l 1年)

是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波及三台县城，l 0月下旬城门昼

闭，人心惶惶，商业萧条。

1 1月2 1日，三台县知事以电线邮政未通之区，军书不易传达，

乃创设军事邮便，令民间团保为之。

民国元年(1 9 1 2年)

1月，三台县公署将“工房”改为“工股"主管全县河道、水衬

和城镇建设。

5月，我县奉令推广新的邮递制度，所设军事邮便、传递文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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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邮传部管理，全县铺司至此尽数裁撤。

民国4年(1 9 1 5年)

是年，国民政府公布森林法细则和修改森林奖励例条。规定每年

清明节为随树节，县城各机关学校开始在牛头山植树造林。

民国5年(1 9 1 6年)

7月2 4曰，大雨倾盆，河水暴涨二丈有余，房屋被冲，沿河水

高三丈。

民国6年(1 9 1 7年)

2月，三台县公署并六股为行政、司法两科， “工股”并入行政

科，改称实业股。

是年，川北盐务稽核所从绵阳移至三台县城。

民国7年(1 9 1 8年)

是年，三台县始设电信局。当时仅有潼绵、潼遂两线，后经驻军

添设保宁线，三台电信局成为川北电信之枢纽。

民国8年(1 9 l 9年)

3月，奉省长令，撤实业股创办实业所。所址设县城方家街白衲

庵内。

民国1 0年(1 9 2 1年)

是年夏，大雨成灾，7月中旬城垣被洪水冲击，城内进水忽然高

涨丈余，倒塌房屋，淹死人畜。

民国1 1年(1 9 2 2年)

是年，县署拨罚款及船帮出捐款修建南门外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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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 2年(1 9 2 8年)

是年冬，我县驻军二十九军二十一师在东门外涪江边整修大操

场。

民国1 3年(1 9 2 4年)

是年，春大旱，井泉皆桔。5月大水，石谷溪水奔射i西f-]。

民国1 4年(1 9 2 5年)

4月，县实业所改称实业局，分管全县农业、水利、手工业。

1 0月，设刘营上渡口为义渡。

民国1 5年(1 9 2 6年)

1月，驻军二十九军为了当时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以军部所在

地潼川为中心筹修马路。

是年，第一辆英国产自行车用滑竿抬到三台县城。

民国1 6年(1 9 2 7年)

9月，潼赵马路(潼川至赵镇)三台路段开工，至次年5月路成，

共长3 0余公里，路基宽7米。

民国l 7年(1 9 2 8年)

4月，潼赵马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三台成立，并在新西门外

(今三台旅社)修建房屋一院。

9月，潼赵马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派车2辆，试开潼川至赵镇班

车。

1 0月，我县成立船捐局，主要对来往船筏征收捐税，年收入

六、七干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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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 8年(1 9 2 9年)

是年春，动工修筑县城环城马路，至次年秋四门皆通。

7月，潼保马路总局在保宁(今阆中)成立。

l 1月，潼保马路(潼川至保宁)三台路段开工，至民国2 0年

1 1月路成，共长4 5公里，路基宽1 0米。

是年，英国传教士代培德在县城后小弯街设立基督教堂，宣传教

义。她也是在三台首次骑自行车者。

是年，发行四川军用票，每元军用票与银元1元相等兑换。

民国1 9年(1 9 3 0年)

5月，川北道制废，公署改称县政府，实业局改名建设局，主管

全县农业、水利、手工业、交通。

7月，潼绵马路(潼川至绵阳)三台路段开工，至民国2 1年1月路

成，共长8 6公里，路基宽8米。并由绵阳马路局派车5辆经营此段

班车。

l 2月，我县正式开行三台至中江旅客班车。

民国2 0年(1 9 3 1年)

7月，第二十九军在县城东门外租民地4 0户共3 5 0多亩，修

建飞机场，至民国2 4年初建成，只能容小型飞机2架，后来只停过

一次邮政飞机。民国2 8年1月刘营飞机场完工，同年8月，因东门

外飞机场年久荒芜，奉省府令，准由原业主收回耕种。

民国2 1年(1 9 3 2年)

9月8日，潼保马路汽车公司三台车站成立，并买汽车l 0辆正

式经营潼川至保宁旅客班车。同时，在新渡口置木平船～只，雇渡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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