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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更有灿烂的文化，书如山，文如海。志书，在中华书

海中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居位显赫，是得以世代流传的一类图书。历朝历

代无不把修志列为一项政务，不惜时间和财力，组织能人编纂，其目的均在于

借修志以“损益古今，兴革利弊"。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

为鉴"，实乃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社会发展到今天，富国富民，建设现代化

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历史重任。在新形势

下，搞好修志工作，充分发挥志书特有的“资治、存史、教化一的历史作用，

就显得更加重要。《吉林市公路、水运交通志》，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鼓舞下开始编纂的。由于历史上行业专志甚少，要编纂的又是我市第一部交

通方面的专志，自然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付出艰苦的代价。承担该专志编纂工

作的同志们，不负党的重托、人民的重望、历史的重任，在社会多方面的配合

和支持下，连续奋战八年，几订纲目，多易其稿，终于在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

后不久的今天，将成稿奉现于广大读者。这样的大喜事，不能不令人为之振奋。

交通，是社会发展的必需；交通事业，不仅古已有之，而且是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知道，早在秦代以前，在我们吉林

市这块宝地，就已有了水陆交通。我们这里是满族女贞的发祥地，秦朝以前的

满族先民肃慎人就已利用松花江舟楫之便和部分陆路，向地处中原的周都运

送贡品。唐开元年间在桦甸苏密城一带形成的道路，是当时国家重要的陆路交

通线长岭营州道(起于陕西长安，止于黑龙江渤海镇)的一段。以后历代王朝

为加强戍边，修驿道，设驿站，沿松花江建厂造船，载货渡客，形成了我市的

早期交通。清康熙、乾隆二帝三次东巡到吉林，所利用的就是这早期的交通之

便。说明当时的吉林已成为东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镇。到了本世纪的上半

叶，虽然在这个时期修过公路，有了汽车运输，还通了铁路，由于朝政的极度

腐败和日寇的侵略，以及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吉林市交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民间运输极为困难。到建国前夕，已有的交通设施，大都已遭到严重破坏：

本书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85年近四十年间，吉



林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家乡公路水运交通的历史篇章和光辉业

绩。这部分记载篇幅长、文字多、内容翔实，是一部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这

部分史实深刻地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人民群众当家

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交通运输事业才能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这部

分史实还深刻地告诉我们，发展交通事业，必须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

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上项具体工作。1
十四大阐述的理论，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识过程中的一

次飞跃。这次认识上的飞跃，必然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地登上一个新台

阶。在国民经济登新台阶的过程中，我们交通运输业要抢在前面，当好先行官，

超前登上新台阶。现代化的交通，包括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运输五

大运输方式。对我们吉林市来说，加速发展公路、水运事业具有特殊的意义，

特别是公路事业，必须首当其冲，抢在前面。，吉林市地处半山区，幅员广阔，

又是非水运网地区。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必须使全市城乡各个方位、各个

地方、各个角落都活跃起来，这就需要有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来穿针引线。为此，

建设以公路运输为主、多种运输方式相配合的综合运输体系，应该成为吉林市

交通建设的模式。我相信，待到我们出版下一卷公路水运专志的时候，将有更

加丰富多彩的史实展现在读者面前，给后人以更大的启迪。
，

贺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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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八年的努力，《吉林市公路、水运交通志》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交

通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吉林市地处松花江上游，资源丰富，建城较早，历史悠久。早在唐开元年

问(713—742)，就在桦甸苏密城一带形成了。长岭营州道一。以后历代王朝，

为加强戍边，开始修驿道，设驿站，建厂造船，发展公路水运交通事业。但是

由于清政府腐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占掠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破坏，到解放

前夕，吉林市交通运输事业极度衰败。．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获得解放。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交通运输事业的

发展和建设，使其在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功劳。1956年我

国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交通运输部门又全力支援“三大化’’、

铁合金、炭素厂等重点工程建设，又为我市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作出了贡献。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在。有路大家行车，有水大家行船’’

的方针指引下，我市全面开放运输市场，城乡一片繁荣。“要想富、先修路刀的

道理更被大家所理解和接受，在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公路建设

事业突飞猛进，吉林市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做到了货畅其

流，人便于行。

通过这部志书，我们清楚地看到，吉林市公路水运交通事业，既有衰败的

过去，又有繁荣的今天，定会有灿烂的明天。我们全体修志人员，力求用翔实

的史料，记述这段历史，把它献给我市从事交通运输事业和关心交通运输事业

的同志们。使我们从历史的发展实践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做到古为今用。

在这部志书里。还用一定篇幅记述了建国以来，本市交通运输系统先进人

物的事迹。这些先进人物和没写进去的无名英雄，是我们交通运输事业的骨干

和中坚。正因为有了这群人，我们交通运输事业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



们相信，他们的业绩，一定会激励后来人开拓进取，奋勇向前。

这部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交通局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

特别是得N T市史志办的精心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这部志书，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所限，难免有些纰漏，欢迎批评指正。

编 者

199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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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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