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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威远县交通局曾修成一部《威远县交通志》，记载了1985年以

前县交通运输近百年的基本情况及其演变过程o 1986年以后。威远的交通运

输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铿锵步伐，振翅奋羽。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为真实、全面地记载下这一段如火如茶的历史。威远县交通局于2002

年夏决定续修《威远县交通志》，成立了编纂领导小组，并聘请县史志办专业

人员执笔编纂。

续修《威远县交通志》，上下十八年，翰墨十九万。采撷编审，三易其稿；躬

行笔耕，两度春秋。今得杀青成卷，令人倍感欣慰。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传统o《威远县交通志》的纂成，标志着县交通运

输事业正处于规划合理、管理井然、蓬勃发展的兴旺时期。本志记道桥建设、

公路养护、航道疏浚，脉络清晰；述路政设施、运政管理、客货运输，轨迹明确。

它使车水马龙的熙攘，县强民富的繁荣，洋益行间；让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时

俱进的步伐，跃然纸上。天堑变通途。乡道网络取代田畴阡陌，致富奔小康大

道康庄；蜀道不再难，省道县道纵横低山丘陵．三年大会战正道沧桑。

以铜为镜而正衣冠。以史为镜而知兴废。续修《威远县交通志》是改革开

放以来内江市第一部记载交通运输发展历史的部门志，它既具志书编纂“新

思想、新方法、新材料"之理念，又有志书内容“科学性、地方性、资料性"之特

色，不但为威远县的交通运输事业留下了图文并茂、蕴含丰富的历史，也为内

江市兄弟县区纂写该类部门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它以鲜明的观点、端

正的文风、翔实的资料，资政、存史、教化，不仅功在当代，更将惠及后人。

威远县交通局局长刮太华

二oo四年十二月



指

业

的

核

实，志中不再注明出处。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地名一律以《四川省威远县地名录》为准。需简

称的单位名称，在其首次出现时注以简称，以后不再加注。

五、专用名词、术语、计量单位，一律按国家统一规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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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7万，非农业人口13．09万。全县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属低山丘陵区。

西北低山区，沟谷纵横，矿藏丰富，主要有煤、天然气、菱铁矿、石灰石、岩盐等

20余种；东南浅丘区为粮经作物主产区。气候为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年均：

气温17．90C、降雨量1000毫米、无霜期329天、日照总时数1192小时。境内海

拔高度最高902米、最低279．6米。

威远县远离成渝铁路和高速公路，．物资集散和人员流动主要靠公路运

输。1986年，全县有省道5条，125．79公里；县道7条，105公里；乡村道37条，

218公里。有专业运输企业5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3个，集体所有制企业

2个。有各类汽车1456辆。其中：专业运输企业1057辆，厂矿单位237辆，个

体业主168辆。水上运输有各类船舶173艘。其中：专业运输企业37艘，乡镇

集体企业65艘，个体业主71艘。

1987年，县交通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租赁承包责任制，开始

交通行业的体制改革。1997年，县客运公司、航运公司率先改制，将企业净资

产量化给职工，进行增资配股，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到2002年，全县7个国营

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成股份制企业。

1990年后，城区开始出现以客运为主的机动和人力三轮车；1994年，县成

立出租汽车管理办公室，加强对客、货运出租汽车的管理。1998年，县对客运

出租车实行车身、项灯、计价器、门徽、服务证“五统一”，进一步规范客运出

租车的管理。2001年7月，县城公交车开始运营，线路为城南客运总站经堰塘

角至天府厂、凉风坳两条，翌年增加城南客运总站至白塔山以及城南客运总

站经外西街至天府厂线路两条。2002年底，县内有从事客运的机动三轮车130

余辆；人力三轮车200辆；城市公交车20辆；出租汽车公司三个、出租车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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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有县内短途和县外长途客运企业7个、13个客运站、101条客运线路(县

内短途56条、跨市、县41条、跨省4条)，客车389辆，年客运量1061万人，

客运周转量29324万人公里。

1986年，全县1216辆货车和1478辆拖拉机，多为全民和集体企业拥有。

随着交通运输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县内货物运输逐步以个体业主和股份

制经营为主。2003年，全县有各类货运车辆3939辆，拖拉机515台，均为个体

和股份公司所有。年货运量792万吨，货运周转量21953万吨公里。

，1986年9月，威远至自贡输水管道建成后，威远河水量减少，水位下降，

船只航行不畅，水上运输逐渐萎缩，到2002年，全县有各类运输船舶644艘，

吨位2874；年货运量22．02万吨，货运周转量107．29万吨公里；年客运量

60．59万人，客运周转量271．33万人公里；有客运码头18个、渡运码头13个、

货运码头44个(10万吨以上1个、5万吨以上2个，余为5万吨以下)。

1986年后，威远县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

泸路贡威段和资威段、内威路威远段、球威路威远段、内荣路威远段等主要干

道的彻底改造，保证了全县东南西北进出畅通，为县的经济提供了便利的交

通条件。城南汽车总站的建成，一环、二环路的铺就，都标致着威远县交通基

础建设的重大成就。到2003年，全县公路总里程3001．4公里，其中：省道34．4

公里，县道431．2公里，乡道627．3公里，机耕道及厂矿专用道1908．5公里。公

路密度为2．33公里平方公里。有水泥混凝土路面1 1条、1 12．75公里；沥青路

面1条、12公里；其余是泥结石路和土路。全县20个镇全部通公路，有8个镇

是水泥砼路；309个行政村通公路，占总数的95．7％。

县公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名称几经变更，于1992年5月更名为公路运输管

理所，负责县境内公路客货运输管理，维护运输市场秩序，调解、仲裁公路运

输纠纷；征收公路运输管理费，核发经营许可证。同时，注重交通运输安全，制

定安全措施，强化安全教育，努力降低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率。规范对驾驶员的

培训制度，严格驾驶执照的颁发条件，努力提高县内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职

业素质和技术水平，建立健全车辆技术管理和维修管理台帐、档案，使各类车

辆的维修技术和维修市场能与运输业的迅速发展相适应。

县路政队自1989年成立以来，认真宣传、贯彻公路路政管理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一丝不苟地处理违反路政管理规定的行为和事件，为保护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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