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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湾里区是南昌市新兴卫星城区，自1969年10月组建以

来，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党的十四

届六中全会《决议》，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

时刻，回顾湾里区的交通工作，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区以来，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各个时期的路

线、方针、政策，依靠全区人民和交通部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

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刨业精神，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

难和挫折，在公路建设、运输经济、行业管理等方面，都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区

委、区政府坚决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实行简政放权，

转变职能，落实公路4县管、乡办、群养”的原则，调动了区、

乡(镇)、村三级发展交通事业的积极性；实现了村与村通公

路，全区县乡公路好路率逐年提高，运输经济不断发展，形

成了国有、集体、个体一齐上的运输格局，促进了商品流通和

全区经济的发展．

20多年来，湾里的交通事业虽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程度

上发挥了先导作用，但又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成为全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

’。道路通，百业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

我们，在认真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更要努力

探索适合湾里情况的交通建设新路子．《湾里区交通志》浓缩

了湾里交通事业发展的轨迹，为探索交通建设的路径，赡视

未来工作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它的问世是我区交通部

门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也是交通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值得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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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贺，故为之序．

《湾里区交通志》真实地再现了湾里区1990年以前交通

工作的成败得失，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一本值

得一读的交通工具书．

志书编纂过程中，市交通局领导、市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

和兄弟县交通史志编纂行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区交通

部门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

敬意；同时也希望全区人民和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关心、支

持交通工作，为新兴卫星城区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未来湾里交

通事业济沧海的历史使命，寄寓在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中．

2

湾里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徐志海
1996年12月23日



凡 例

一、本志书运用唯物史观，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主要记

述上起1969年lo月湾里区组建之始、下迄1990年底(个别

事件延至1991年)的交通史迹．凡区辖行政区域内的道

路、铁路、运输、机构、管理以及其它为交通行业服务的单位

均记入本志书．对古代交通史料则尽量收集和记述．

二、考虑到湾里区是。全省五个重点风景旅游区之一’的

实际情况，本志书在主要记述公路情况的同时，对公路两侧

的风景名胜点亦作了适当记述．

三、本志书横排竖写，分章、节、目，按时间顺序编纂，并

在每章篇末附本章内容的资料来源．‘

四、本志书资料来源以原始档案记录资料为主、兼采邻县

地方志和上级交通部门交通志以及本区其它部门的统计资料。

并辅以个别经过考证的口碑资料．

五、本志书文字采用1956年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公布

的简化字．但对古代交通资料中的文字，为保持资料的原始

性，对其中的繁体字未作简化．

六、本志书的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

习惯称谓，必要时括注公元年和今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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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湾里区原为新建县、安义县、永修县的边远地区．

1969年10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以梅岭为中心，期

出新建县梅岭垦殖场，新建县望城公社余牟大队、湾里大队，

安义县太平公社(场)、安义县万埠公社名山、新庄、礼观、庄

上、排头5个自然村，永修县马口公社罗亭、上坂、义坪大队，

建立南昌市梅岭管理区．同年年底，南昌市革命委员会决定

以拆旧房搬迁的办法在湾里、石岗建新城．1970年4月，梅

岭管理区革命委员会成立．1971年“月9日，新建县望城

公社招贤大队划归梅岭管理区．

1972年3月10日梅岭管理区改名为湾里管理区：1973

年7月，改称湾里区．
一

●■一

湾里区位于南昌市西北，居西山中部，地理座标东经
l 15037。一115049’、北纬28040’一280 55’．东、南邻新建

县；西邻安义县；北接永修县．境内南北长27公里，东西宽

20公里；全区总面积274．5平方公里，概括为。七山半水分半

田，一分道路和庄园’i

全区下设4乡l镇、2个国营垦殖场、3个城镇街道办事

处；44个村民委员会(或分场)，239个村民小组(或生产

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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