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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世纪之交，盛世之际，<龙陵县交通志>经过编辑工作者的艰

辛耕耘终于出版了，这是全县各族人民的一大幸事，它填补了我

县交通历史的空白，为全县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财富o

<龙陵县交通志>吸取了以往编写专业志的经验教训，以“优

志"为前提，采取上下结合，条块共抓的方法，先由县交通局

“交通志"编写组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基础上编写出初稿，并在全地

区交通系统几经评比交流，反复论证修整后，由县史志办统一审

定修改完稿，保证了志书质量。编纂思想明确，志体得当，史料

翔实，文字严谨，是一部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较强的社会主

义交通志o

<龙陵县交通志>的主要特点：一是，对西南丝绸之路龙陵过

境古道作了深挖详述。龙陵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站口。自西汉

以来，龙陵就是中国与缅甸、印度、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通

道o 1938年修通的滇缅公路，1997年改建的保腾公路蚂黑线等，

基本上是沿西南丝绸古道的走向选线而修建的。借鉴历史的轨迹，

以促进交通事业的发展。二是，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龙陵过境

段的修筑，志书以重墨详述，再现了战火纷飞年代，中、美、英、

印、缅5国军队、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并肩抢修抗日公路

的动人情景，是当前和今后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生动

教材。三是，龙陵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成为

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边防公路、边关渡口、交通战备，也就

显示出它在公路交通建设中的特殊重要性。四是，“通缅道"反映

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历史特点，它不仅是中缅两国边民世代

友好往来的通道，而且也是滇西龙陵人民“穷走夷方饿走厂"的

辛酸道，同时也是El军铁蹄残踏我同胞的血腥道，更是给滇西龙

陵人民带来翻身解放的光明道。这段交通史实，为我们进行热爱

1等



2 龙陵县交通志

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教育提供了生动、现实的历史教

材。五是，龙陵自古以来，就以肩挑人背马驮为主要运输方式。

解放初期县委、县人民政府始终把驿道建设和民间运输作为发展

龙陵、建设龙陵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进人80年代以后，在大搞

公路建设的同时又注意边远山区步驿道的建设。到了90年代末，

全县已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基本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但部

分山区人民仍在人马吊桥、羊肠小道上沿袭着人背马驮的原始运

输方式，与坝区宽坦的柏油公路上各类车辆你来我往急驰，形成

鲜明的反差。这就启示我们的责任感。当我们在向等级化、标准

化、网络化迈进时，尤其要注重研究改善高山地区公路交通的

发展o

<龙陵县交通志>是龙陵2000多年交通建设发展演变的历史

缩影，它的出版发行必将起到存史、教化的积极作用。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交通战线，任重道远。我们要以史为

鉴，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建设东南亚国际大通道的机遇，

加倍努力，真抓实干，把我县公路交通建设推上一个新台阶。

愿21世纪，龙陵交通再现辉煌。

中共龙陵县委常委

龙陵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陈东才

200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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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编纂《龙陵县交通志>是功在千秋，服务当代的事业。为资
政、教化子孙，龙陵县交通局成立了两届领导小组，其目的是为

编纂好<龙陵县交通志>。一年多来，编纂人员经多方努力，详审
交通昔今，做到无征而不信。对于编纂人员的辛勤工作，昼夜笔

耕，在书成之时，我代表交通局党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具
体指导过我们审理史志资料的省厅、地局志办、县史志办和帮助

汇集史料的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龙陵的驿道、公路建设起步早。从秦汉修通的西南丝绸之路

中的永昌道，经龙陵境内的就有三条。民国27年(1938)8月，

滇缅公路全线通车，过龙陵境内长达78千米，使境内民众开阔了

视野，促进了当地货物流通。解放后，全县各族人民在县委、政

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交通部门的支持帮助下，经过长期的不懈努

力，到1999年，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国道、省道为干线，县

乡、乡村及专用公路为网络的公路大联网，为龙陵两个文明建设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陵的运输始于新石器时代，人类为生息繁衍，靠人力运输

生活必须品，民国27年8月始有机械车辆运输。龙陵解放后，机

械运输从少到多，形成了质的几次飞跃，到1999年，全县共有拖

拉机3 600台、货车468辆、客车927辆。运输行业显现出勃勃生

机，运政管理方兴未艾，正以规范化迈进，忆昔看今，前程似锦，

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为资治、存史及教化子孙，县交通局在资金十分有限的条件

下，组织人力、物力，编修《：龙陵县交通志：》，其意有三，一是官

修、官职、官责；二是教化后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

身”；三是告诉后人，路在人走，路在人修，只有一代一代人的努

力，才能达到辉煌的彼岸。



龙陵县交通志

的历史长河中，交通事业有过辉煌和曲折，遗产浩瀚，

便道成为公路，使公路成为公路网，这都是艰苦工作
f

龙陵县交通局党组书记何绍永

200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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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龙陵县交通志>是记述龙陵县境内各个历史时期交通建
设与运输事业发展和现状的专业志。

二、龙陵县交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xljd,平理论为

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实事求是地据事

直书，详今略古，详独略同。如实记述事物的发生、发展、兴衰

起伏。功过并书，成败俱录。只作记述，不加评论，寓观点于记

述之中。

三、本志书是龙陵县第一部社会主义交通志，所记述史料力

求贯通古今。上限不限，追溯至每一事物有可靠史料记载的开端。

下限断至1999年末。

四、本志书以1999年龙陵县所辖的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历

史上的行政区划在行业发展史实记述中作必要的追溯。凡在本县

境内的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不受隶属关系限制，均纳入记述。

五、本志书体例采用章、节、目编排。横排竖写，设概述勾

弦提要；设大事记以纲领目。后设专章，详记内容。

六、本志书体裁采用述、记、传、图、表、录等形式记述史

实。以记述为主体，表分别插于各章节中，力求图文并茂。

七、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流畅。

八、本志书力求体现地方特色、专业特色和时代特色，达到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九、本志书文字，一律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颁

布的《简化字总表>和国家出版局等七个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本志书中所有年份，清及其以前，用汉字书写年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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