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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乱世筑墙，盛世修志。梓潼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而

详尽地记载境内交通运输发展演变的《梓潼县交通

志》，通过编修者数年的辛勤劳作，现在问世了，这是

梓潼交通战线的一件大事。

梓潼地处四川西北部，自古就是巴蜀通往中原的

要冲。先民们为了生活，历来就有“逢山开道，遇水造

桥’’的修路传统。史书记载，蜀王为了拓展通往中原的

道路，曾派五丁大力士“飞桥架阁”拓宽了沟通秦蜀的

金牛栈道。自此，金牛道即成为梓潼境域北通中原南

达滇黔的交通动脉。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需

要，先民修路拓路从未停止，因而，县境与周边的府、

州、县均有大道可通，境内各乡场及其自然村落亦有

便道可达。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基本形成了以

大道为骨干，以便道、小道为经纬的四通八达的交通

网络。而交通动力仍以人力为主，兽力为辅。

1935年秋，川陕公路修通，境内始有第一条公

路，并出现了机械动力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公路运输事业得到高速发展。四十多年里，经过交通

战线广大职工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已使天崭变通

途，共建成县道公路lo条，乡镇公路26条，初步形成

了以国道为轴线的公路运输网，实现了乡、乡通公路，

90％的自然村通汽车，从而使机械动力运输代替了肩

挑背驮的人力运输，为加快梓潼经济建设步伐，作出

了重要贡献。

翻开此卷，那一串串数据、一条条公路，向人们展

示出历届县委、县人民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改变梓潼道

路交通落后面貌的英雄壮举，再次证明了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伟大创造者。放眼未来，任重道远，我们要团结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为梓潼交通事业的发展再上台阶作出

新的贡献。

在《梓潼交通志》即将付梓之际，编者要我作序，

实难推委。草拟数语，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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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梓潼县交通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叙梓

潼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

二『、本志上限时间原则上定为1840年，下限至

1995年底。

三、本志除专志外，另设图、表、记、述及附录。专

志按章、节、目、细目的层次，横分门类，纵叙史末。

四、本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

境内国道、县道、桥梁及公路运输、管理等诸方面的历

史与现状。 ．

五、本志的行文、称谓、数字、纪年等，一律按照

《新编地方志暂行条例》和国家出版局、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等部门的规定

为准。 、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省档案馆、县档案馆和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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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局所藏之档案，兼用部分口碑资料。资料运用过程

中均不注出处和编号。

七、本志按照“生不宣传”和不加评论的原则，对

确须入志者，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寓褒贬於记叙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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