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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沐川交通志 口

省交通厅下派沐川县副县长谢玉

树(右三)同有关技术人员落实松林坡隧
道整治方案。

省交通厅下派沐川县副
县长、现任省建行副行长于唯
多(右二)检查沐川公路建设。

省以工代赈办副主任张
贵洚(左二)来沐川县视察交通
建设。

省交通厅副厅长陈铃(左)

省交通厅下派副县长代宗明(右)
县长江洪(中)视察饮水工程。



沐川交通志 口

省交通厅下派沐川县副县长、现任四

川省高速公路投资公司总经理侯斌(左一)带
领有关人员检查“21 3”线改造工程。

市长黄明全在“21 3”线
沐川段改造工程通车典礼上讲
话。

省交通厅副厅长、省以工

代赈办主任陈铃(前排右二)，市
交通局副局长柯恩铁(左一)到沐

川县检查公路改造工程。

县委书记陈俊林(左一)、副县长刘
忠福(右二)检查1 o：{线改造进展情况。

县长罗德敏(左)，县交通局
局长杨俊模上路检查交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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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序

几易其稿，<沐川县交通志>落笔掩卷，付梓出版，实为沭川交通界之土事。
可喜可贺。此志乃沐川交通总揽，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藏了沐川交通发展历

程，纲目严谨、扼要简明。广征博采，兼容并蓄，图文并茂，体现了思想性、

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特点，是沐川交通界的大

回顾、大总结，是一部有着广泛实用价值的地方文献，是认识、了解沐川交通

的重要工具，也是激励交通人锐意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

沐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陲，版图似蝴壕展翅，东临宜宾，北接犍为，
南连屏山．西面与马边，峨边接攘，西北与沙湾连界，面积1408平方公里。全

县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以山地为主，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97％：全县

大小溪河419条，马边河、沐溪河和龙溪河三条主要河流在县境内流长159公
里。由于地处偏僻，山高路险，旧时漫长的历史进程，沭川交通不便，人畜力

运输千百年沿袭，陆运人执背磨、骡马驭裁；水运竹筏木船。境内无通车公路．
泥石路翻山越岭，关隘处时有匪情，客流物流不畅，是沭川交通历史写照。

沐川历经60多年建设，20多年改革开放，在无数交通人坚韧顽强，默默
奉献中，交通在曲折中迅速发展，公路逐渐鲁及，等级逐渐提高，完成了货物

运输由人力为主转向车运为主的嬗变，突显了交通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先
行导向和基础地位。

1 954年五(通)嫩川)公路通车，开始改变沐川交通闭塞状态，至2005年全
县公路通车1062公里。公路密度每平方公里75奢里。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是各级各部门领导和朋友们大力支持，热情帮助的结果，是无数交通人辛勤劳
动和聪明智慧的结晶，功不可没，应该蠛入史册，激励后人。

值此<沐川县交通志>面世之际，不胜欣喜，命笔作序。以资庆贺。此书

凝聚着蝙纂人页辛勤笔耕、精心著述的心血，在此谨致谢意。

沐川县交通局局长 刘禄惠
2006年9月28日



圈 沫川县交通志 图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真实、科学地记载沐川县交通工作的发展

与变化。

二、本志上限自有资料记载的民国年间，下限止于2006年底。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

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以人物篇殿后，简介人物。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文书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专访记录，所

有资料均经核实，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五、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本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机密资料不录。



圈 概述 圈

概 述

沐川县幅员面积1408平方公里。全县地形以山地为主，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97％。

全县大小溪河419条。自古以来，沐川交通不便，人畜力运输千百年沿袭，陆路人挑背磨，

骡马驭载：水运竹筏木船。滩急浪险。通公路前泥石路翻山越岭，关隘处时有匪情，客流

物流不畅。1929年开始修筑公路，1955年4月1日，五通至新市镇公路正式通车，是沐

川境内第一条公路。至2005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1062公里，其中国道69公里，省

道57公里．县道130公里．乡道105公里，村道620．6公里，专用道80．4公里，公路密

度每百平方公里75公里．与周边6个区县公路接口通道9处：沐川—犍为一乐山：沐川

—永福一新市镇；沐川—黄丹—沙湾：沐川一富和一利店一马边；沐川一箭板一宜宾：沐
川一海云—犍为石溪；沐川—于剑一新市镇龙华：沐川—底堡一宜宾商州：沐川一炭库一

犍为。

1942年4月1日，沐川从屏山县析置成县。县政府设建设教育科管理交通。1950年

沐川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管交通。1954年12月1日，沐川县人民政府置交通科管理交通

运输和邮电工作。1962年7月，工业科、交通科合并改称沐川县人民委员会工业交通科．

1967年3月19日，沐川县生产委员会成立，下设生产指挥组管理交通运输。4月2日，

沐川县生产委员会改为沐川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设工交组管交通工作．1968年7月

27日沐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工交组，组内置业务组管理交通运输。1970年9月沐

川县工业交通局革命领导小组成立，1978年10月1日改称四川省沐川县工业交通局．1984

县调整机构撤工业交通局．于沐川县经济委员会内置交通科管理交通运输。同年10月沐

川县人民政府决定，县经济委员会内交通科撤销，成立沐川县交通局，内设人秘、工程、

运安、财务4股和1个测量队。沐川县交通局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交通行业

管理的方针、政镱和法规，组织编制全县交通发展规划。制定公路和水路交通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运输生产、交通工程科技、教育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全县

公路运输运政管理：负责全县交通各项规费征收工作，执行公路水运交通稽查。负责全县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和养护管理，执行交通建设工程定额和质量监督；指导交通行业的体制

改革和企业转制及管理工作，指导交通行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职工队伍建

设；负责全县交通战备的管理工作；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2005年交通局下属机

构有：沐川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沐川县公路养护管理段，沐川县交通稽查征费所，沐川县

公路路政管理大队，沐川县地方海事处，沐川县航务管理处．沐川县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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