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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编 者 献 辞
“

I ．

} “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太湖流域和长江

三角洲，是我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向以，“衣

被天下”、“食供四方”的“锦绣江南”和“金

三角”著称于世。几年来这一地区的乡镇企

业异军突起，在经历了几番风风雨雨之后，

』一部分以它的勃勃生机而存留下来，成为

I 地3-经济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其他各行各

l 业也继承、发扬了各自的传统和优势，迅

f 猛发展，千红万紫，繁华竞逐。这一地区

的社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在我国国民经

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国财政上缴

最多的10个市县，十之八九出于其间，它

『 是我国经济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编这

} ，套书，除了一存史，传之后代，还为了向国
’

。内外如实地介绍这一地区的主要行业和它

的特点，提高它们的地位和知名度，促进
’

改革开放，以开拓国内外市场，发展外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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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体，它的影响将会大大增强。这两套

书，还把苏锡常、杭嘉湖地区与我国最大

的工商业城市和世界名城——上海密切联

系起来，这对上海经济区“心脏地带’’的开

发，将有重要意义。

广大读者对于编好这套丛书的各种批

评和建议，均竭诚欢迎。

一九八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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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交通局在完成市志交通分志的编写任务后，又组织编

志人员按照部门专业志的要求，编纂成了交通专志。这本专志在一

市志有关条目的基础上，增歹《了章节，扩大了容量，使之在微观上

充实了内涵，保存的历史资料更加宏富，并反映了较强的科学性，

专韭性与地方性。现在将它出版，无疑是盛世修志的一个盛举，也“

是交通部门在当代两个文明建设中积累的一项精神财富，值得为

之庆贺。 、

‘

{ ．
、

．
商品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水陆交通。常熟为长江三角i|l|苏锡

常经济发达区的城市之一，东倚上海，南连苏州，西邻无锡，北滨长

’江，与南通隔江相望，历史上是苏州地区沟通大江南北的重要广了

卢。随着公路的建设，河港的拓浚，复又成为上海经济区连结江 。

苏、浙江的运输通道。这就使得交通为经济服务的位置愈益突出。然

而在旧中国，因时代的局限和诸多人为的因素，常熟的地理优势未
’

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境内虽然河港密布，但运输仅依赖小型木船，

公路建设缓慢，陆上交通仅能维持少量客运。． ：

中华人民共和目成立后，百废俱兴，交通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

先行。公路千支线次第兴建，水运航道历年增辟和疏浚拓展，物资

。运输四通八达i尤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内加快了城乡公

路网的建设，达蓟了乡乡通汽运，村村有大道，并与水运交织，初步 ，．

形成了货尽其剩、物畅其流的新局面。遮对于更好地发展商品生

产，搞活商品流通，推进外向型经济，发挥城乡一体的优势，完善工

’业生产体系，与扳兴农副各业，势将产生末可估量的作用· }
， {

一：；r‘f¨—■厂‘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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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城市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发展，

对交通的要求也更高、更为迫切。当前，常熟的水陆交通仍有其不

足之处，如有些通道狭窄。不能完全适应繁重的客货流量的增长，

需要交通部门在深化改革中联络社会各方面，开展战略性研究，继

续作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创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交通志'所记述

的常熟交通历史的变化及其艰难的创业过程，是能使人们从中温

故知新，使之韶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而有所得益的．

钐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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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_，本志断限自民国元年(1912年)至1985年，个别事物追溯

至开始。
。

、， l’．

，+ 二、本志地域按当时行政区域，即昂国时期的常熟县；1949年

的常熟县和常熟市；1958年撤市并县的常熟县；1961年沙洲地区划

出后的常熟县，1983年改县建市的常熟市。
‘

三，本志属经济专业志’，主要记述航道，公路、桥梁等交通设

施，工人队伍和运输工具、生严关系和经济性质、企业经营管理，

交通机构设置和运输行业沿革等。其它有存史价值的相关事物，设

附录志之。t ．

、 i、

四、本着_以事系人，择要记名帚的原则，人物不设专章；模范

．先进人物收入编年大事记。 ：

五，按照鼻立足当代，统合古今，以类系事，横排纵述劳的原则，

详大事新事，略枝节一般。横排设章’节、目、条，归类统属；纵述古

今，·笔到底；交叉记述，各有侧重。 ·，

六、记时除民国以前用汉字记朝代年号夹注公元年份外，余

均用阿拉伯字记公历年月日。民国记年在每章首出现时夹注公历。

． r七，记数一律甩阿拉伯字。负数冠以减号。非统计数字和特

定数字用汉字。计量用国家公布的标准单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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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地处长江三角if}l，境内河流湖港密布如网，水上交通自古

称使．东经昆山或太仓直达上海，南过苏州通往杭、嘉，湖，西出无

锡联接京杭大运河，滨江诸多港口近通苏北，远至浙鲁。水上运载

’工具素赖木船0城乡市镇，莫不临水傍河，借以便农作，通商货．清

代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始有上海客轮到县。自后轮船兴

起，逐渐取代航船成为客运主要工具，货运仍仰靠木帆船。。陆上交

通旧有沿河塘路，通往沿江港日和毗邻各县：清末内政腐败，外患

迭至．灾祸频仍，塘路渐废。民国24年(1935年)8月j锡沪，苏常

两公路同时建成通车，县内始有汽车运输。’旋因日本帝国主义入

侵，沦陷八年，路桥残破，运输萧条i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

一意内战，交通运输受制于军事，无论发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万象更新，经过。一五计划一的顺利建

设，县内公路、航道、桥梁、码头等各项交通设施，次第整修兴建，运

，输业之经营管理莫不为方便顾客、有利生产；装卸搬运开始机械作

业，减轻工人笨重体力劳动，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和法规制度，逐步

一建立健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58年。大跃

进骨之后的经济困难，通过调整，刚有好转，又经历10年。文化大

革命节，交通运输事业在动荡中曲折前进。
”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运重兴，交通运输部门在

一改革，开放、搞活一中，逐步深化，不断开拓进取。至1985年，市内

已有通车公路282公里、轮船航道525公里(1949年包括沙2ffl在内

分别为65公里、401公里)。各项交通设施的规模结构和通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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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远胜往昔。运输工具亦在迅速更新换代，古老的运输工具木帆船

终于在30年代末退出航运历史舞台，汽车运输则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而迅速发展。1985年全市有专业运输工具(含乡办和个体，不

包括工商企事业单位自备，运量同)各种机动车381辆、拖拉机738

辆、各种机动船3748艘、驳船1195艘，此外有城乡居民代步自行

车30万余辆(1949年全县仅有私营汽车10多辆、轮船驳船30余

艘，运输木帆船1400余艘，自行车不足百辆)：1985年专业运输

量陆上客运1720万人次、货运瑚万吨，水上客运61万人次、货
运1124万吨(1949年长途汽车客运约15万人次，其它运量缺乏统

计资料)。1985年沪宜，十苏王两干线市区路段机动车平均日流量’

已分别达到38'08和3802；辆次，虞山港船舶流量仅虞山船闸的统

计数，平均每天已达1542艘次。现有水陆交通设施，均处于超负

荷状态I加以车船驾驶人员新手居多，部份素质较差，拖拉机运输

4缺乏安全保障设施等多种原因，交通事故，日渐增多。现正以改

革统揽全局，对交通问题实行综合治理。90年代的常熟交通一定

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为建设文明昌盛妁常熟作出应

有的贡献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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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49年常熟县公路航道示意图

1985年常熟市公路航道示意图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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