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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往和资料性的

统一。
‘

二、本志上限于1953年建县，部份章节作了适当上溯，下限断至1988年，：个别事物

为其完整延至1989年7月。

，三、本志按照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忠于史实，力求系统反映全县交通

运输的概貌。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西昌铁路分局，州，县档案馆，西昌运输公司，凉山公路养护

总段，县志办，交通局档案室和耨份知情的干部群众的口碑，经核实后使用。

1五、本志以志、记、。述、图、表i录、考为体藏其结构除序、概述、编后外，共设

7编．16章、38节，66个目。约8万字。．

i六，本志对朝代年号，使用原称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

元记年。本志所用地名，以地名普查后的名称为准，沿用原地名的，加注普查后地

名。

七、本志的图表，+百分比、产值产量数字、年月日及专用名称均用阿拉伯字，其余

用汉字}文字上使用语体文，加注标点符号。?

八、本志对中国共产党喜德县委员会、喜德县人民政府、凉山州交通局等机关名称

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县委，县政府、州交通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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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篡史修态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希I精神文明建设的需娶，是一项’文化恩想建设，的千秩

大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喜德县交通局根据喜德县蟪编篡委员会关于编写交通专业志的通知精神，编写了

《喜德县交通志》。在编写过程中，编写组的同志们克服了资料缺，人员少，无经费曲

重重困难，多方辛勤摘抄档案资料、证集口碑资料，?。反复监别核实，认真编篡了这部内

容丰富，材料翔实的交通专志，为喜德人民做了一件好事，这确实是值得赞誉的．借

此，、我向征集资料和编写．卷书的t阿志们表示感谢10、

《喜德县交通态》记载了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酱修清溪道至1988年t底的交通发麓

史略。喜德在1957年前处子奴隶社会j交通运输相鹭落后j新中固成立后，．。三十多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喜德交通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戍昆铁路横贯县境83

公里，省、县、乡道公路和专用公路已初步形成我县公路网络骨架。随着交通运输事业

的发‘展j昔日处于奴隶社会的喜德，冷天已发展成。耷经济日趋繁荣，。科技文化日趋昌

盛的社会主义新喜德。

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经济腾飞，交通发展的盛世之年，为总结前人之经验教

训，写出体现喜德交通发展规律的《喜德县交道志》，、将起着资政、‘存史、教化的伊

用，有其现实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寥寥数语，表意为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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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喜德县位于四川西南，凉山于l'l中北部，介予东经102 6127至102。437，北纬270537至

2&7317之间，东邻昭觉，北连越西，西南、西北与西昌、冕宁接壤。全县面积2207．44

平方公里，总人口117416人，其中彝族占83％，汉族占16．84％，还有回、藏、壮，

自、布依等民族占0．16％，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1．71人，地形以中山为主，地势东北

高，西南低，山脉呈南北走向，境内河谷纵横，水系发育，故公路布线以沿河傍LfJ居

多。’

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司马相如奉使西南夷，开凿了成都至云南大姚的

清溪道，在喜德境内设九盘营、登相营、深沟、冕出、新桥等驿站，西汉元鼎五年(公

元前112年)，汉武帝复事西夷期间，清溪道全线贯通；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

诸葛亮南征，再次整修清溪道，唐、宋、元、明、清时亦有官修及民众集资整修i民国

初期登相营驿站日有过往驮马300多匹，行人、商客上千人次。1958年lo月前全县有驿

遭王7条，计418公里，有驿遭渡口4处，县内运输多靠驿道，至1988年尚存驿遭15条，长

330公里。

1958年10月1日泸(沽)普(雄)公路通车，至1988年，有公路17条，通车里程340

公里，每万人有公路29公里。其中：省养道泸普路52公里；县道喜(德)裤(裆沟)

路、两(河口)米(市)路共74公里，乡道礼、(州)红(莫)、李子、鲁基、冕中、则

莫、巴久、米(市)热(柯依达)路共7条，，119公里，专用公路有东河、北山、四(合)

西(河)、新红、瓦依、拉克、朝王坪路共7条，、95公里。这些公路为全县的经济

发展起到了先行作用，也为乡乡通公路，接通断头路、建成公路，网奠定了基础。同时也

必须看到；全县通公路的乡仅占四分之三，每百平方公里仅有公路15公里。上述两项指标

均低于省、州平均水平。在通车道路中，达到国标四级公路标准的只有142公里，仅占

通车里程的43％；属于次高级路面的里程为32公里，占通车里程的9．7％；有路面的里

程146公里、，只占通车里程的44％，其余道路因资金所限或未经测设等诸多因素所致。道

路处于弯急坡陡、路窄的不良状况，也处于晴通雨阻的状况，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忽视．

测设、施工，重修轻养应是我们的教训。为了建成我县公路网}逐步改善好现有道路，

尚需继续坚持民工建勤，贯彻“国家补助，地方财政补贴，多方集资，群众投劳’’的山

区公路建设方针，才能提高运输效率，适应经济建设需要。

喜德公路建设的历程，大体经历过三个阶段：一、1957年至1964年，省养道泸普公

路、喜裤路相继通车，境内公路从无到有，通车里程达110公里，这种状况直至1969

年。二、1970年至1975年，县内形成民办公助、民工建勤修建公路的热潮，新建公路
1 33公里，通车里程达到243公里。三、1980年后，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为适应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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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又修建了部份山区公路和林区公路，1985年起，利用粮棉布以工代帐修路修

桥，把喜德公路建设推向新阶段。其间修建公路87公里，使通车里程达到340公里。县

内的机耕道始建于六十年代，至1988年尚存285条255公里。

公路养护始子六十年代，县遭实行专群结合养护，壹道多为季节养护，1984年以来

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落实经济承包责任制和计件制，县道好路率平均每年以提高

5％的速度持续上升。

成昆铁路东西横贯县境北部，有火车站10个，始建于1958年，竣工于1970年7月

1日，施工最紧张阶段达3．7万人。在修筑铁路期间，县里成立了支铁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协助解决土地征用，物资调运、供给，设置商业服务网点，提供施工所需的各种生

产i生活物资和劳务等。筑路职工也为地方群众办好事，出现了人民支援铁路，铁路支

援地方的动人局面。在境内铁路施工串，有201名职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因

公殉职122名，病故43名，被洪水和泥石流冲没22名，其它原因亡故14名。成昆铁路上

最长的隧道——沙马拉达隧道长6．3公里，就在喜德境内。县境内桥、隧总长49184米，

占总长度的59．26％，多处桥隧相连，洞口相望。

喜德有文字可考的古桥共50米／6座，驿道桥42：5米，／8座，因年久失修至人民共和

国建立时已幸存无几，至七十年代已被永久性公路桥或钢索桥所代替，全县共建钢索吊

桥497．6米／9座，1971年前；u县、乡两级公路中无永久性桥梁，大部份为石台、·墩简支

梁木面挢或木架台，墩木面桥。这些桥基础过浅而被毁，成为建桥史中的沉痛教训。

1971年后的公路桥为永久性建筑，绝大部份为拱桥，主要是石拱、混凝士拱、实腹

式、空腹式、板拱、双曲拱之分，其次为梁式平桥。至1988年止，全县共有省养，县、

乡道、专用道各类公路桥梁1169．62延米／26座。其中省养道482．32延米／11座，县道

297延米／6座，乡道291．3延米／7座，专用道99延米／2座。‘

喜德的运输，翻人背马驮、轿子、滑竿、手推鸡公车、富力车发展到汽车、火车，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速度加快，仅20年时间发展到汽车、火车运输o 1960

年建成喜德汽车站，由西昌汽车运输公司开展客、货运输；1966年县内始有汽车，1988

年全县巳有各类汽车260辆j全县完成社会货运量39．7万吨，铁路货物运输量1988年为

19．5万吨，旅客发送量18．8万人次。

交通工业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工业，1980年来陆续建起8家修理厂，三保以下均

可不出县。

交通事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经济建设的先行，是人类文明的窗口。喜德交通事

业的发展是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战胜大自然，宰勤建设的结晶。展望未来，尚需坚持改

革创新，为喜德交通事业韵发展再写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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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德县交通局

县汽车队职工宿舍



清溪道上一登相营古城堡



清溪道古碑圮



清溪道上一古哨所



茸养道——泸普公路

县道一喜裤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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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道～米热公路

专用公路一朝王坪“盘山”公路



联 合 ’吊 桥

省养道泸普路一新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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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养道泸普路一冕山公路大桥

县道两米路一乃加桥



专用公路一拉克矿山大桥



城东铁路一拉洛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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