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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公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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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四川省公路志》，始于1990年8月。当时，《四川省志·交通志》公路篇(修

改送审稿)已经送出，由于篇幅有限，内容过于简略，很多重要史实篇章未能收录，甚

觉可惜。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更有利于存史借鉴，经请示省交通厅同意，公路局决定筹

备编写本《志》，并于1991年4月6日正式成立编审委员会开展工作。

四川公路发展已有80年历史，但从未作全面系统的记载和总结。有许多宝贵的史实

资料，零星分散各处，没有进行过归纳集中和整理．全省广大公路职工，特别是公路行

业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前辈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希望能够按照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关

于编史修志的要求，比较全面、系统地回顾总结几十年来四川公路发展演变历程，把多

年积累的宝贵资料认真进行归纳整理，编写出一本资料翔实、科学严谨、图文并茂、经

得起历史考证的专著——《四川省公路志》，以此上慰先人，下惠子孙，起到存史、资政、

教化的作用。这对于服务当前，促进四川公路的发展，也是十分需要的。

在上述基本思想的指导下，1991年夏开始了《纲目》的编写拟定工作。《纲目》初稿

经过领导、专家审阅修改后于同年10月24日在都江堰市召开的有全省大部分市地州公

路交通部门有关领导、专家参加的《四川省公路志》编审工作会议，对编写《纲目》的

总体设计和框架结构进行了审议。会后，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对《纲目》作了进一步的

增删修改，完成了定纲立目的工作。

现在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志》书，可以说是《四川省志·交通志》公路篇的进

一步扩展、延伸、深化和完善。其内容除《序言》、《凡例》、《总述》、《后记》外，计有

9篇47章、167节、400多个子目，另配一些图表、照片等，共有120多万字。其中除

《大事记》为80年来本省公路发展历程的分年记述外，其余各篇均按公路行业的特性横

分门类，纵述史实，以反映事业的全貌，尽可能避免疏漏或虚设。对于不能归类或不必

另立项者，统编入《附录篇》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四川省公路恚

编史修志是一项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社会科学活动．《四川省公路志》的问世，不仅填

补了本省公路交通这一领域的一项空白，也是对过去在四川公路建设中默默奋斗了几十

年献出了青春乃至献出了生命的人们的一种追念≯也是对已锈迹斑斑渐为人们所遗忘的

那段历史的新的擦拭，使之生辉、放光。它可以从中告诉人们，“蜀道难”的历史虽然有

很大改变，但不能忘却为此而奋斗的那些艰辛岁月，特别是不能忘却建国后40多年来多

少人为蜀道不再难所付出的劳动和汗水乃至鲜血和生命。它产生的精神力量将是无穷

的．
、

本《志》费时三年修成。限于水平，错漏难免，恳请志史专家和广大读者特别是公

《四川省公路志》编委会

，。 ．1。199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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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公路志》运用唯物史观，坚持存真求实，记述四川公路近80年发展史

迹。上限原则上始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下限止于1990年，古遭的论述当追溯至

远古，个别重大事项和主要数据的下限稍有外延。

二、本志贯彻“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着眼于全省公路行业，突出公路之

主题。公路干线(国、省道)、特大桥、大桥从详，县乡公路、专用、境外公路从略；省

直属机构从详，下属机构从略；本省首创之新技术、新工艺和专业管理从详，—‘般则从

‘略。 。

●

●

兰、本志记述范围为全省公路桥梁渡口隧道之勘测设计、修建改善、养护管理以及

机构设置、工业科技、物资后勤、英模烈士等等。以总述为纲，大事记为经，篇章节为

纬，横排门类，扼要纵述四川公路发展概况。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录、图、表、。照、注等体裁进行编撰，纪年：清朝以上

按朝代帝号记，夹注公元；民国亦夹注公元(但为减少篇幅，只在每一节或一大段文字

开始时夹注一次)；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数字；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1987年2月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采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书写语和规范化的标点符

号、简化汉字。专用术语以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标准公路工程名词术语》为

准。统计数据以省公路统计部门年报数据为准。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省档案、文献为主，兼摘少部分报刊史籍、口碑材料，‘经过核

实、鉴别的均不注出处。收入的文献文存，有编号的均收入编号，对某些无实体内容的

引文编号均略去。有关规章制度多有专集，本志引用时不再详录。

六、本志中的“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即1949年16月1日

前后。地名、机构名、路线名，党派团体等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其后一般均

用简称．编号从习惯。注释、引文出处一律采取篇末(或章末)注。术语、引语随文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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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七、本志计量单位使用公制度量衡标准，建国前一般按当时计量单位表述，必要时

折合现行标准；建国后按国家统一规定标准记述。

八、本志人物篇(限志建国后的)。为公路事业牺牲之烈士，分列传略、英名表两类l

省、部级以上机关授予的劳模、先进人物，分设简迹和名单；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标兵、
_q。

能手列名录。各类人物性别只注女性：民族只注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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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1966年初．彭真同志(右二}视察

攀枝花盒沙江渡口吊桥。



●』u80年中共中央总书1E

胡耀邦(左五j来川视察

时，在赤木河大桥与我省

公路职工留影。

v赵紫阳同志(左二)视察重

庆长江大桥。



卜1 990年5月2日，副省长

蒲海清(前排左五)和厅局

领导会见公路系统全国劳

模?五一”势动奖章获得者

代表。

●1987年9月23日，交通部幕I部长

王展意(中撑甬伞者】、原省委副书

记许梦侠{前排左六)为新改建的成

灌高等级公路通车剪彩。

●1990年9月25 B。交通

部部长钱永昌{中执铁锚

者)、省委书记杨汝岱{左

执铁镐者】、或都军区副司

令员马秉臣(右执铁镇考)

为新建成渝高等级公路

奠基。



●尚存于芦山境内的南力灶一缌之路

●剑阁栈道圉

一明一仇英

敷

礤、



▲改建后的新乐路

▲重庆江北机场公路 ▲成都机场公路

∽翟滁瓣

▲新建成渝高速公路成简段正在施工 ▲成渝高速公路龙泉山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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