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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以锏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编

史修志，鉴古明今，意义极其深远。

“盛世修志”，是我曰的历史传统。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后，全国出现了政治上空

前绝定，经济上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提高的大好形势。为了“缅怀既往，策励将

来"， “上慰先人，下启后代"，我们遵照上级党和政府决定，及时组织力量．历经两

度舂伙。编纂了潼南建县以来的第一部《交通志》，这是我县交通运输史上的一件大

事。

编纂《交通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关子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全面系统地记

叙交通运输的历史和现状；本着略古详今、古为今用，重点反映解放后我县交通运输的

发腰与成就，并把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跃然字里行间，使

之起到“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

交通运输事业历史悠久，l’-j类较多，加之变革频繁，史料残缺，志书中难免谬误干Ⅱ

遗漏，望读者批评指正。

潼南县交通局局长吴洪开

一九／＼．／k年八月十八日



凡
《潼南县交通志》(以下简称本志)，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

输的历史与现状。

例

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交通运

本志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章节为纬，附录为殿，融事业一体，以类系事，横排

竖写，详今略古，重点记述解放后我县交通运输的发展和成就。

本志排列顺序为《概述》，《大事记》，《建置沿革》、《道路》、《桥梁》、

《河道》、《渡口》，《水运》、《陆运》、《搬运、装卸》、《管理》、《工业，服务

业》、《文化、科技》、《工资、福利》，《附录》。共l 2章，4 0节，1 2 O目，

1 7 6表，3 4幅图，6 5张照片。

本志上限至1911年，下限至1985年，个剐史料有超越前后。断限前动工、搁笔后竣
工工程均列入附录。

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主要记载交通运输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

本志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12月5日演南解放前后。

本志中历史朝代沿用通称加注公元。朝代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和括号内注明公元

年代均用阿拉伯字；解放后用公元纪年，年份用全称。

本志中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百分比用描％力符号， 搿度、量，衡”按各历史时期

习惯和规定用法，未加换算。

本志称“文革"时期，即搿文化大革命时期’’，系指1966年-至1976年这段时期l

“大跃进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即i958年至1961年这段时期。

本志称“交通科”，“工交科’’系“潼南县人民委员会交通科黟和“潼南县人民

委员会工业交通科"的简称， “工交局弦系潼南县工业交通局"的简称， “革委会努、

“革导组"系“革命委员会矽和“革命领导小组”的简称。

本志人物称谓直书姓名，不加褒贬。地名根据行文确定，并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
今地名以本县新编《地名录》为准。

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本局档案室和交通基层单位所藏史料，以及社会采访的

口碑记录。绵璧公路和解放前的车辆管理的部份史料来源于四川省交通厅公路局公路史

志编辑室组编的《四川省公路交通史志公路篇》一，二辑。



潼南县交通图

一九八九年鳢制



1988年8月18日，县志编纂委员会有关同志对《澶南县交通志)进行评审。志办副

主任‘渣南县地方志'主编刘富成同志(左起第=人)在评审会上发言。

潼南县地方志编纂耍员会副主任李仁守同志(左起第—人)在评审会上讲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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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潼南古为巴国、蜀困地，秦为巴郡、蜀郡地。汉代以后，先后为遂宁、青石、崇龛、

铜梁、蓬溪县地。民国元年(1912年)始治县于梓潼镇名东安县。民国3年(1914年)

2月内务部审定； “查该县设置于梓潼镇，归潼川府辖地，居府南，拟即定名为潼南

县’’。

民国2 0年(1931年)县设建设局(后改科)辖交通管理至潼南解放。

1946年12月5日潼南解放，次年1月12日县人民政府奉令仍设建设科辖交通管理。

1955年建立交通科，后改工交科、局，交通局⋯⋯虽几易其名，但仍是县的交通管理专

职机构。

解放前，县内交通不便，运输极变困难。涪、琼两江虽横贯全县在境通航里程仅

96公里，且滩险栉比利用率不高。涪江在境平均1．7公里有滩l口，枯水期航潜水深0．4米，

仅能航行20吨以下木船；琼江属夏盈冬涸河流，在境平均2公里有滩1口，正常水位仅

太安以上能航行1．5至2．5吨小船。陆路爵有绵璧公路在境59公里也因路面破烂利用价值

极低，大量的陆路运输主要依靠自古形成的人行干道。

运输工具落后。航运船型古老，且多与涪江终年航行水位不适，运载率低。陆运工

具基本处于原始状态。民国28年(1939年)始有人畜力车，民国34年(1945年)才有l

辆私营汽车，后虽发展至3辆，但到民国37年(1948)临近全国解放。汽油昂贵，配件

奇缺致卖车告终。

解放后，交通建设速度加快，运输机械逐年增多，客货运量成倍增长。

开发琼江，整治涪江，通航里程由解放初期的99公里增至194公里。其中，于琼江

上先后修建船闸6座，渠化航线95公里(含迥水渠化的支流里程)，为解放后省

内第一条渠化河流，而今可终年航行20吨以下船舶。计在涪江航道上修筑块石坝1 8条，

总长6145米，彻底根治了浅险滩13口，枯水期航漕水深由解放初的0．4米增至0．8米，通

过能力提高近4倍，今200马力以下的机动船和80吨以下船舶可终年航行。

公路桥梁倍增。1985年底公路总长已达394公里，公路桥64座，总长1984．2米，与

解放初期相比，公路长度增加5．6倍，桥梁长度增加3．8倍；全县平均每平方公里占

有公路0．24公里。比解放初期的0．013D里增加17倍；每万人占有公路5．13公里，比解

放初期的1．13公里增加2．7倍。全县56个乡镇，已有55个通了公路，占乡镇总数的

98．2％，以县际公路而论，东与合川，南与铜梁，西与遂宁，北与蓬溪均相互沟通，公路网

络基本形成。

航运机械化业已实现。解放后木帆船逐年增加，1959年县内木帆船增至6 0 2只，

8735吨，只数和吨位分别为1951年的3．4倍和2．4倍，为木帆船发展的最高年代。是年航

运公司购钢质拖轮一艘180马力，为县航运史上第一艘机动船舶，1971年以后，航运机械发

展加快，1977年拖轮增至1l艘2080马力，实现了航运机械化，至此在航运部门中结束了

“手攀石头脚登沙，背背烈日把船拉，，的苦难历史。其时水陆运输结构已生变化，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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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力突出超过运量，1978年即着手调整拖轮，发展小型客轮，_至1985年来，机动船舶仍为

11艘1450马力，其中拖轮6艘1130马力(含出川拖轮1艘370马力)，客轮5艘641座

320马力。另有个体联户小机船7艘100马力，是农村付业航运机械发展的雏形。

机动车发展起步晚。但后期速度加快。1960年潼南罐头厂有载重货车l辆，是县内

最早的有车单位。1971年底交通部门始有l辆载重货车。1978年全县汽车增至99辆

322．5吨(混合吨下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民、集体、个体、联户汽车逐年递

增，截止1985年全县汽车增至546辆，1741．3吨与1978年相比．辆数增加4．5倍，吨位增

加4．4倍。以全县平均人口计算，每万人拥有汽车6．8辆21．9吨。从分布情况看：专业运

输企业(含汽车站)有车106辆426．5吨，占车辆总数的19．4％，占吨位的24．6％，企事业有

车284辆967．8吨，占车辆总数的52％，总吨位的55．5％；个体联户有车117辆308．5吨，占车

辆总数的21．4％，占总吨位的17．7％，小客车、特种车39辆，占辆总数的6．5％，吨位总数

的2％l另有拖拉机256台3795马力，取代了县内人畜力车，巳为县内短途运输主要力量。

随着水陆运输机械化不断提高，客货运量亦成倍增长。

1985年完成货运量28．31万吨，货运周转量2532万吨公里，与1952年相比，运量增长

6．8倍，货运周转量增长4．6倍。其中航运完成16．77万吨，1764万吨公里，分别占货运总量

的66．2％和69．5％，与1952年相比，货运量增加6．4倍，货运周转量增加3．3倍I陆运完

成11．54万吨，768万吨公里。分别占货运总量的33．8％和30．5％，与1952年相比，货运量增

加1l倍，货运周转量增加34倍。

水陆客运发展(不含汽车站)起步迟。速度快。航运始于1978年，公路始于1980

年，迄今航运开辟了涪江玉溪至安居客运航线计129公里，沿线15个乡镇(县内8

个，县外7个)通了客轮。县属3个汽车客运企业，除在县内27个乡镇设立代办站2 7

个，招呼站20个外，另在绵阳、成都，重庆、合川、大足等地建立起售票点11个，随着

客运网点增多，客运业务亦相应增大。

水陆客运以1980年为起点，当年完成客运量37万人次，客运周转里667万人公里，

后逐年递增，1985年客运量达到180万人次，客运周转量6562万人公里，与1980年相比，

客运量增长近4倍，周转量增长9倍。

渡口设置增多，渡运机械化逐步提高。1985年全县渡口计4l处(其中车渡l处，人

渡40处)比1950年增加7处。渡运机械发展l车渡始于1964年，人渡始于1978年，迄今计

有机动渡船8艘558马力，其中车渡2艘320马力，人渡6艘238马力，重要渡口实现了

渡运机械化。

造船工业发展较快。解放初期县只能生产木帆船。1960年造船厂工人仿新购"ill潼

轮，，船型试造木质拖轮成功，1971年又自己设计凭借榔头，宰子，钢锯、锉刀等简易工

具造出了a303”和“204"两艘钢质拖轮，计560马力，从此水木工人跃上了制造轮船的

历史舞台。嗣后机动船生产逐年增多，截止1985年该厂先后生产机动船计30艘3728马力，

最大钢质拖轮370马力，最大钢质驳船350吨。今有造船机具50余台件，机动船500马力

以下，驳船500吨以下均能生产。最大船舶生产周期一般为4个月，生产能力大大提高。

交通副业逐步兴起。随着运输机械化的发展，多余劳力日益增加，1978年后广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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蹯。逐步兴办起砂砖、建筑、饮料相茶馆、旅店，食店等服务业，安排职工及家属子女

755人，1985年年收入已达422万元，实现税禾I]36．3万元。

纵观历史，潼南交通运输已发生巨大变化，今与昔比，面貌焕然一新。迄今，航道畅

通、公路纵横、水运陆运机械化，运输市场一片繁荣。

目前，交通运输全体职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正迈开改革步伐，加强行业管理，开

展修路，架侨、建港、筑坝，加快交通事业的发展，为振兴潼南经济和“四化"建设而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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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光绪十九年(1 8 9 3年)

安岳县姚市乡张举人，为贩运粮食之便，出资开凿琼江庙滩，大滩、鱼溅滩、滩

石、桥滩，二滩、三滩，响堂子，方磴子，观音岩、石牛滩，罗滩，高靖等滩航漕。航漕

长分别为三丈九尺至一十八丈，宽七尺五寸，深六寸至一尺八寸不等。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双江镇守杨守鲁，大佛士绅夏璜，易兴隆、梓潼士绅肖恒义等，集资七百余缗重修

官堰沟至小桥湾大路(石板路)十华里，桥两座，历时一年竣工。

民国3年(1914年)

岳池县周恒堂，创修潼南县境米心场至合川县二郎场石板路，约70余华里。

民国16年(1927年) ，

潼遂马路(潼南至遂宁)，潼铜马路(潼南至铜梁)动工。次年，潼遂马路建成。

民国20年(1931年)

4月6日，潼南县建设局成立。局长李莹帆。县内交通隶建设局。

民国22年(1933年)

潼南县建设局改名潼南县建设科。

民国23年(1934年)

潼铜马路(潼南至铜梁)建成。

民国24年(1935年)

g月9日，潼南至铜梁公路桥太安大桥被洪水冲毁9孔、其中北岸7孔桥面全毁，

仅存拱层，南岸2、3孔桥面被冲去半边。 ．

民国26年(1937年)

6月25日，潼南县筑路委员会成立。设主席1人，委员11人，常务委员3人。

6月28日，潼南县境公路第二次整修动工。次年8月竣工通车。

12jj 9日，潼南县民船业同业公会成立。主席李明道。

民国27年(1938年)

2月18日，四川省船舶总队嘉陵江区第三大队第四中队(系潼南)成立。中队长李

明道，副中队长李敞之，邹庭辉。

四川省公路局在县城设汽车站，站长江志强。

民国28年(1939年)

4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汉口航政局公布《四川省木船运价章程》，制订嘉、涪、渠

三江最高、最低运价幅度。

陈鹤皋在县城开办利民车行，有板车7辆。经营县城至太安、塘坝货运。为县内私

营车行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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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9年(1940年)

陈相离在太安开办振华车行，有大板车10辆，骡马40头，从事太安至县城运输，主

要物资为军粮。

民国32年(1943年)

5月24日，交通部公路总局川陕公路工务局潼南管理站成立。站长廖勤。在潼南县

车站办公。

民国34年(1645年)

5月9日，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五区公路工程管理运输处潼南站建立。站长黄鑫生。

站址在城关大巷子右侧(今“太白酒家")。

民国35年(1946年)

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 “全国从元月1日起，改车辆左侧通行制为右侧通行制。’’

县人邱仲熙等借潼光中学校车之名，集资购万国牌客车1辆24座。经营潼南至重庆

客运。民国37年(1948年)客车售出。

民国37年(1948年)

7月16、17两日，连降大雨，洪水暴涨，太安大桥被冲毁6洞，三汇吴家桥被冲毁

2丈余。

民国38年(1949年)

12月3日，国民党的胡宗南一军一师溃退时，将太安大桥炸毁9孔。其中炸断3孔，

交通中断。

12月5日，潼南宣告解放。

l 9 5 0年

1月12日，潼南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建立。科长殷顺怀。县内交通隶建设科。

3月7日，潼南县人民政府公布本县汽车运输营业暂行办法。

3月13日，太安大桥修复工程动工。4月27日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胡耀邦经过大
桥时指示：,,jjn紧修桥，恢复交通"。修复工程于5月7日告竣。

11月16日，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公布《川北区公路民工建勤修路办法》、《川北区公

路群众养路暂行办法》，《川北区公路县道修筑办法》，《川北区公路植树办法》。

12月9日，绵璧公路县境段整修动工。次年3月18日完竣。计动员民工9．63万人，

开支大米19万斤。是年潼南获川北人民行政公署“筑路模范，，称号。

12月17日，潼南县淘漕委员会成立，县长李玉良兼任主任委员。

1 9 5 1年

2月，国营运输公司西南区公司南充分公司潼南运输站建立。站长阮芳茎。

4月，潼南县海员工会成立。主席吕银山，副主席唐文川。

6月，中国搬运工会潼南县委员会成立。主席王顺庭，副主席杜才华。

8月20日，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交通厅内河航运第三分局遂宁航管站潼南分站成立。

站长姜大成。1952年更名西南内河航务第三分局遂宁管理站潼南分站。1953年4月再次

更名为四川省内河航运第三分局潼南航管站。代站长夏代昭。

l O月2 2日，Jll；l卜,人民行政公署财经委员会制订《凋整川北水陆运价草案》，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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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遵照执行。

1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财委公布《西南区内河养河费征收暂行办法草案》规

定：对长短航木船，木排筏均应征收养河费，空船不征。征收标准为每吨公里1、0元(旧

人民币l万元折新人民币l元。下同)。载客，每5人折合1吨，按次计征。国家，团

体、军队之木船自运自货者减半征收，对外收取运费者，照规定全纳。
l 9 5 2年

4月24日，太安乡人力车第435运输合作社建立。经理黄北川、奚绍成。

5月5日，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交通厅拨大米3万斤给潼南培修乡村道路。

9月9日，开展水上民主改革运动，12月中旬结束。

， 12月6日，潼南县长航木船工会正式成立。

12月22日，潼南涪江航道工程委员会成立。县长许白瑞兼任主任委员o

l 9 5 3年

4月30日，撤销民船业同业工会。

5月1日，潼南船民防会成立。主席唐文川。

5月，潼南县海员工会改组为潼南长航木船工会委员会。同年9月，改称为中国内

河航运工会潼南县委员会。

l O月l 4日，中国搬运工会潼南县委员会并入中国内河航运工会潼南县委员会。

1 9 5 4年

4月25日，四川省财委批复《内河航运管理费征收暂行办法》，正式将养河费改为

管理费，并凋整征收标准为，下水每吨公里20元，上水每吨公里15元，竹木排筏收费照

标准执行，并明确觇定机动船舶及其驳船，空驶木船、粪船、渡船，水泵船、住家船不

收管理费，不对外营业的自货船折半征收o

11月．潼南县内河航运工会委员会并入潼南县船民协会。恢复中国搬运工会潼南县

委员会。

11月22日，潼南县人民政府制订《琼江木船运价标准》。此为琼江有统一运价专
●o

始。

1 9 5 5年

1月28日，潼南县人民委员会交通科建立。副科长贺志能o

2月，潼南县群众运输管理站建立。潼南县搬运工会撤销。

2月20日，潼南短航渡口管理所成立o

3月，熊述清(汇集乡八村副主任)被评为四川省岁修公路模范。同月25日，前往

成都出席劳模大会。

lOf]1日，琼江的高埔、二滩、太安船闸修建工程同时动工。次年5月竣工通航。

11月，潼柏公路(潼南至柏梓)修建动工。次年2月竣工通车，全长16公里。是解

放后我县境内建成的第一条公路o

l 9 5 6年

4月1日，潼南县第一木船运输合作社成立。社址在今梓潼镇大码头，主任唐荣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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