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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二的话
‘

现代编纂的中国地方文史志，同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堪称文化瑰，

宝。古今地方志把中华民族历年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保留下

来，供后代深入了解国情、地情，据以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无疑是很有

意义的。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古人是这

样的重视地方志!周恩来总理在_．九五八年曾更进一步指出，我国是

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保存了不少有关各地

经济建设的资料，应当加以研究，作到古为今用。现在，科学的春天，

它给地方志带来了一片生机。

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全面的分析现实情

况，解决“四化一建设中的新问题，我们在大竹县志办公室的指导

下，交通局成立了局志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局志办公室，于一九八三

年五月开始工作。经“查、收、核、编’’和试写，已查阅历史档案

386卷(其中交通局档案250卷，敌伪档案1 12卷，．人事档案24卷)，建

立资料卡片547张(包括口碑资料)，约16万余字，至一九八四年六月

基本完成了初稿。此交通局志共分概述、建置沿革、党群组织、公路建

设、交通运输、人物、大事记等七篇，十二章，三十八节，共计六万

三千余字。这是局里同志和部门单位共同努力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但由于我们对编志缺乏经验，加之水平有限，其中遗漏肯定不

少，缺点和错误也在所难免，希望批评指正，以使日趋完善。在此，

谨向热忱帮助编纂和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大竹县交通局志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九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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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占有翔实资料，真实地反映

莽部1．1的历史和现状，4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7。4
—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为编

写原则。文体一律用语体文：1并按照《新华字典》附载的标点符’号进

行标点，文风尽力严谨、朴实、简明、通畅；论述尽力作至0有根据，

不发空论；引文切实可靠，不任意增删，并注明出处。对人物，直书

姓名，不加褒贬。 。

本志历史纪年，根据《中国历史纪年表》，夹注公元年代。公元

1 000年以前的年份一律不加“公元”；公元前的年份前面加“公元

前”，文中夹注起迄年份，一律不加“公元”、 “年”字样。7

四、考虑到非专业读者阅读本志的需要，对本志所引用的一些术

语，以简明浅近而通俗的文字加以解释。兹胪列如下：

1，汽一一lo，是一种为设计用的汽车荷载标准。这种荷载包括

一长列汽车的活载，其中有一部主车是13吨载重，其余各车都是10吨

载重。还有汽一一8、汽一一6、汽一一13等汽车荷载标准。

2、交通量：是一条路每天(一昼夜)往返车辆的次数，一般只

计算机动车。

3、载重：作用在桥涵建筑物上面的重量叫载重。

4，周转量：即指货物周转量，反映运输部门一定时期内货物运

输工作量，运输部门在一定时期内运送货物的数量。一般以吨公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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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公里表示。

5，货运量：即货物运输量，运输部门在一定时期内输送货物数

量。一般以吨数或万吨数表示。

6．民国：指中华民国(191 2—1949)的简称。

五、断限：本志上限原则上定在191 1年的辛亥革命，对历史沿

革，行政医划，重大政治事件，基本上从大竹县建置时开始记述，仅

个别篇目向上延伸追述；本志下限，一般定在一九八尸年底止。这以

后拟编成大事记，为以后修志者储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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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汽车队 大tt-县养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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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装卸运输公司

大竹县汽车修理厂 大竹县交通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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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述 I’‘．‘一

大竹县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达县地区的南部，地处华莹山的东

北麓，面积为二千零四十平方公里。东与梁平、垫江交界，南靠邻

水，西邻广安、渠县，北与达县接壤。地理上，它位于东经一百零七

度十二分，北纬二十度四十四分。大竹地势的特点是：西屏华莹山

(称西山)，东障明月峡山(称东山)，中卧铜锣山(称中山)。形成

三山两槽。西槽(山前)宽约十八公里，东槽(山后)宽约十二公

里；万顷沃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是三山多系灰岩和沙页岩互

层，地质结构复杂，这给公路建设带来一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加之

多年来平均降雨量为一千二百九十六点六毫米。每逢雨季，山洪瀑

发，影响全县公路桥梁稳定，又给公路养护带来了一定困难。

民国时期的大竹县，仅有过境的川鄂公路(于民国二十五年新

建)，汉渝公路(于民国二十八年新建)。路面拳石凸露。桥梁朽坏，

只有私营的六个运输公司，共有汽车二十六辆，大多是老牙车，靠燃

烧酒精．木炭行驶，运输状况十分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县经历了三次大的

交通建设!一是，一九五五年冬季，以修建大车道和鸡公车道为主的

交通建设，交通科按技术标准直接修建的竹团大车道新建成功，兽力

板车和人力架子车通行了：二是，以发展公路来为国民经济服务，一

九五八年响应“全党全民大办交通j保证钢铁元帅升帐”的号召，强

调了一个“通”字。先通后畅，不断提高公路技术标准。一九六O年，

实现了区区通公路，全县87．5％的乡通了公路。同时，改临时性桥为

永久式桥，消灭险桥危涵，提高了通过能力。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14 o



会以后，交通运输为打开流通渠道大开绿灯，一九八三年，全县民工

建勤加宽改造公路，三十一万五千多民工战天斗地，热火朝天，仅用

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四百多公里公路的加宽改善工程，被评为全省收

回公路留地和加宽改造工程的先进县一’

一九七九年全国公路普查以后，截至一九八一年，全县核实的县

道公路十条，通车里程219．3公里，桥梁42座，965公尺；省道公路2条，

1 I 3公里；乡村公路22条，通车里程1 08公里；厂矿专用公路3 6条，通

车里程108公里。全县乡乡通公路，百分之七十的村、组(·居民组)通

行机动车，形成了连接城乡的公路交通网。全县到一九八一年，已拥

有汽车234辆，中型拖拉机2846，手扶式拖拉机2396台。货运量为三

万一千六百吨，周转量为八十一点0七。二万吨公里；客运量为八十

一万人次，．客运周转量为一千五百O四万人公里。(这数据是交通局

下属单位年报数字，不包括县粮局、县商局、县供销社车队．省运输

公司大竹车站。‘以及自有汽车运输单位的物资运输量)，城乡客运班

车由一九六五年的四班次增加到一九八一年的六十五班次(其中县车

队每天二十个班次，大竹车站每天四十五班次)，比建国初的经济恢

复时期增加了十六倍多。既繁荣了城乡经济，又方便了群众，促进了

工农业大发展。八一年，全县己建立煤炭、化工，机电、建材，轻

纺、食品加工、粮食加工工业，其中以化工发展较为迅速，年产碳氨

三万吨。一九八O午，工农业总产值为二亿三千三百九十四万元，比

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九百二十四万元增长近五倍。其中，工业总产值九

千一百六十五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十二倍。公路运输在国民经济

中，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公路运输的发展，是伴随着公路

和汽车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在整个交通运

输中有它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特立志载入史册． ．+

·1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