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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邱明星

序

20世纪90年代初，南充曾编纂出版过一册下限截至1985

年的《南充地区交通志》，反映南充交通发展的历史脉络。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南充交通在原有

基础上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取得了新的飞跃，公路、铁路、水

运、航空经纬通达的现代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初步形成，为推动全

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值此

之际，编修一部继往开来的交通志，记载先辈与今人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呕心沥血发展交通的业绩，给予后人以创业维艰的昭

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历时两年编纂而成的《南充市交通

志》，承载的正是这种庄严的使命感和厚重的历史感。

我在交通战线栉风沐雨十余年，有幸参与了南充交通基础设

施许多重点工程建设，亲历了交通体制改革和交通管理不断朝科

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方向发展的进程，看到成南高速公路、南

广高速公路、嘉陵江梯级渠化工程以及南充、阆中、南部、蓬安

等嘉陵江大桥、达成铁路、高坪机场这些战胜蜀道天险，装点南

充山河，造福当代并惠及子孙的交通工程写入志书，看到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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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作出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载入史册，感慨万千，欣慰有

力口。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对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加快南充二级公路主枢纽和南充、蓬安、仪陇、阆中、南部

五大港口建设，拓展进出南充的水、陆、空大通道，任重而道

远。从《南充市交通志》中，我们可以获取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

示，使新的交通建设蓝图规划、目标确立、资金筹措、工程建

设、经营管理等都建立在更加科学可行的基础上，从而加快建设

川东北交通枢纽的步伐，更好地发挥出国民经济先行的作用。

《南充市交通志》出版发行，流布人间，乐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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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南充市辖区内的交通历史和现状为记述对象，侧

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充交通事业的发展变化。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原则，求实存真，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

一。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按南充

市交通图、概述、大事记、业务专志、人物、附录排序，述、

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志为主体。

概述：以叙述为主，史论结合，反映全市交通发展的大势大

略。

大事记：本志编年之经线，条陈南充交通大事、要事、首

事。

业务专志：设机构、水路交通、道路交通、铁路交通、航空

5篇，记载水、陆、铁、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管理发展

历程，体现交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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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不立传，在世人物或以事系人记人有关章、节，或

以人物简介、人名录出之。

附录：辑录本市交通重要文献资料。

四、时间断限。因清代以前交通资料很少，本志不划上限，

尽可能追溯久远，以辑存史料，下限一般止于2003年，少数地

方略有延伸。

五、纪年。本志1949年10月1日前采用历史朝代纪年，括

注公元年份；1949年10月1日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专名。本志中历史朝代、政区、机构、职官等直书当时

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地名使用事件发生时的名

称，必要时括注今名。

七、数字用法。按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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