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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陆良县委书记张向前

陆良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学勇

以史为鉴，可以明智，知兴替。

从民清代到民国年间，人们的交通观念仅只是供人行马走

的驿道．轮船飘摇的江流这样一个古老而静止的观念。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21世纪，在陆良交通史上是

一个流光溢彩的时段。在这期间，经历了数百年沧桑的人们的

交通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已成为航空、水运、铁

路和现代公路动感交流的网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区域

经济与区域文化的延伸。半个多世纪以来，交通留给人们话题

的不再是上省城昆明要两天，汽车转火车；去府城曲靖坐汽车

要颠簸一天；下乡上龙海山需要爬山走一天的艰难里程。而是

在党的领导下，各地人民掀起了大干交通，大修公路的热潮。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段中，陆良加快了国道高速公路及高等级

公路和县、乡公路油路化以及铁路为核心的交通路网建设，奠

定了以国家干道公路、铁路为主要骨架，以县域经济干线为连

接支柱，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发展区域连成网络的交通优势。

当曲陆高速公路、南昆铁路与县乡油路这一世纪的交通交汇于陆

良的那一瞬间，历史的回音意味深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半

个多世纪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陆良交通发展的巨大成就，

给历史留下了一座无字的丰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陆良坝子为云南省第一大坝子。面积达771．99平方千米，占

全县总面积的38．2％，素有“云贵高原鱼米之乡”之称，是镶嵌

在云贵高原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陆良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

足。社会稳定，这与县域公路的畅通、快捷，运输业的快速发展

等交通优势是分不开的。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交

通运输的便利，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刺激着交通业的飞

跃。经济与交通事业相辅相成，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

又特别是县交通局成立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需要，

县域交通致力于争取省、市(地)项目，加快县、乡公路建设，

提高路面等级，同时搞好管理与养护，全县基本形成了“通县公

路实现高等级化，通乡(镇)公路实现油路化，通村公路实现畅

通化，内外连通实现网络化”的目标。截至2004年12月末，全

县已拥有统计入册公路1 607．72千米，其中过境国道、省道98．9千

米，高速公路51．83千米，县道295．04千米，乡道631．32千米，村道

468．78千米，专用公路61．85千米；混凝土路面、油路面共420千

米；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千米拥有公路80千米；每万人拥有公路28

千米，11个乡镇和1个华侨农场通油路，135个村委会均实现村村

寨寨通公路。交通业的飞跃，有力地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共同发展。

《陆良县交通志》的编纂人员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和志书编纂原则，广收博采，认真编写，历经艰辛地为地方文

献增添了一部厚实的专著。

社会靠一代人推进，历史靠一代人谱写。过去，先人们为了

传递讯息，相互交流，互通有无，他们披荆斩棘，一步一个脚印

地走出路来。今天，我们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机械设施

设备，铺筑着光滑宽畅的通天大道，让交通之优势在社会经济发

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对历史的回顾是十分有益的，愿这部书给

我们的新世纪交通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有益的思考，给后人以启

迪。书成之时，我们写了以上的话，与大家共勉。

2005年6月28日



序 二

陆良县交通局局长李德安

盛世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003年7月，经局领导讨论决定编纂《陆良县交通志》，在

编纂人员走乡串村、深入调查、辛勤努力下．得到了各部门及

各方面人士的密切配合，到2005年8月，我县第一部交通志书

《陆良县交通志》问世了。它铭记了勤劳勇敢的陆良人民修桥筑

路、开拓交通的悠久历史，它记载了新中国诞生以来，在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人民和交通战线的全体干部职工多

方协调，积极争取项目，劈山建路、驯洪架桥所建树的业绩。

把这些业绩形成文字载体，以对几千年来为开拓陆良交通付出

不懈努力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陆良县是曲靖市南部的交通枢纽。东邻罗平，西靠宜良；

南连师宗、泸西、石林，北接曲靖、马龙。陆良县的交通，在

一代代交通人的创造、奋斗中，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

“四化”目标。即：通县公路实现高速化，通乡公路实现油路

化，通村公路实现畅通化，内外连通实现网络化。至今，全县

公路总里程1 607．72千米，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千米达80千米，

每万人拥有28千米，11个乡镇和1个华侨农场均实现乡乡通油

路，135个村委会均实现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公路交通四通八

达、极为便捷。全县交通事业的发展是促进运输市场快速发展

的重要前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少量汽车参与运输，

80年代中期，运输业的发展已形成了以国营、集体、个人一齐
一，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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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好势头。到了现在已发展到各种类型的客货汽车、摩托车
54 761辆以及铁路火车等多种交通运输工具同时并进的格局。道

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陆良的

交通事业就是在这样的互相促进中，显示自己的特色，不断地

向多层次和更高层次发展，并在县内县外的发展中越来越显示

出它的地位和作用。

今年花胜去年红，料得明年花更红。“十一五”期间，县内

交通建设将主要围绕“三大工程”即：一是抓好在建工程(国

道326线石林至西桥一级公路延长线陆良过境公路，县、乡四

级油路改建工程马街至沙林、板桥至旧州)，精心组织，优化设

计，节约投资，强化工程质量管理，铸造精品工程。二是争取

计划工程，积极争取双菁口至核桃村四级油路11．9千米及全县

超设计限期10年以上油路大修计划。三是加强路政管理及养护

工作，进一步把公路管好用好，使它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更好地发挥作用。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客观地记述这一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是人民的重托、时代的需要。《陆良县

交通志》的编纂人员，肩负重任，不负重托，依据事实，实事

求是，详今略古，保质争速，在短短的两年里，认认真真地完

成了这个系统性的大工程。修志的目的既在于激励我们勇于开

拓，努力奋斗，做好交通工作，同时也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精

神财富，值得乐道。因此为序。

2005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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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6日，李德安局长找我谈编纂《陆良县交通

志》一事，并要我一人承担。当时我压力很大，因为纂写志书，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个人是无法胜任的。但是，我清楚

李局长的工作准则，他一旦看准的人和要做的事，只要做了决

定，就不会再改变。

我是当过兵的，知道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任务只能这样

接受了。在局领导的信任、鼓励、关怀和全局员工的支持下，

在原来纂写、主编过《陆良氮肥厂厂志》的基础上以及作为陆

良现居人口中的第一个省级作家，就编撰志书来说，应该没有

太大的问题。我首先着手写志书的目录。2003年8月6日，我

写好了《陆良县交通志》的目录首稿，并在全局员工大会上做

交通志的目录说明。之后，我除了完成少量的通讯报道工作外，

便专心阅读《陆良县志》、《陆良县年鉴》和《陆良县工业交通

志》等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依照修改后的《陆良县交通志》

目录．开始收集整理资料进行编写。

《陆良县交通志》是本着充分反映客观历史实际，详今略

古，横排竖叙等原则，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对陆良

交通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

通过努力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泱泱29．8万字的《陆良县

交通志》于2003年8月6日开写，到2005年8月出版印制完

成，仅两年就见书出版发行。

陈建生

2005年8月，、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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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陆良县交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志书“详今略古”的要

求为原则，实事求是，客观地记述陆良交通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二、《陆良县交通志》的编写结构，采用志、记、图、表、

录等形式。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分九章组成，其中第九

章“对外宣传”为附录。首立概述、大事记，概括全书内容，

可纵观陆良交通古今，为全志之纲。

三、全志书按“事以类从、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为志之

主体，共设九章，章下设节、目。章为领属目，利于横展，目

利于纵叙，概述、大事记不设章、节，不列人章的序列。

四、本志书文体，概述以叙为主，夹叙夹议，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五、本志书为了加强志书的整体性和方便读者，使读者一

目了然。各章节开头都分设无标题简述的小序，小序夹叙夹议，

以贯穿其内在，有机相连，彰明因果，揭示规律。

六、本志书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七、本志书属专志体，以事物性质设章节，不受现行行政

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事物，均编入同章节。

八、人物入表级别：涵盖交通局正职、副职和交通局下属

段、所、站、公司正副职；县级以上人大、政协及其它协会代

表、委员、理事、常务理事；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单位、



个人；各类职称人员，下限为助理工程师等同职称人员和助理

工程师以上职称人员都可人表。

九、《陆良县交通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溯到有

记载交通事物的年代，下限截至2004年12月底。

十、本志书，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朝代年号沿用朝代纪年，

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均以公元纪年。

十一、所写单位名称，均系当时名称。

十二、《陆良县交通志》资料：明清代、民国年间及建国后

到1997年7月以前，主要来自《陆良县志》、《陆良工业交通

志》、《陆良县年鉴》；交通局成立后，主要来自相关材料、会议

记录、年终总结和交通局领导及下属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

在职人员中口述、报刊⋯⋯

f’
么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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