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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抚州汽车站



5．文昌桥新貌



9．东乡西门口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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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焦石拦河大坝及船闸

13杨打渔机械装卸码头

16．206国遭广昌路段公路绿化



17 316国道金溪县城路段新貌

8古驿道杉关关隘遗址

出池

19．鹰嘴岩公路隧道



21妙嘴坳铁路隧道

23．鹰厘铁路电气化资溪路段

22浙赣铁路东乡路段

24抚州北火车爿f



序 言

干怀山

抚州地区交通发展历史悠久，然而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介绍交通

发展的史籍。编写地方交通志，系统地再现交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从

事和关心交通事业的人们的夙愿。《抚州地区交通志》的出版，填补了抚

州地方志中交通专志的空白，这是值得庆贺的盛举。

《抚州地区交通志》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文风朴

实、体例完善的交通专业志书。它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融交通设施建

设、运输生产力和行业管理为一体，纳古今于一身，井然有序地溯及千

年交通发展史，运用纷繁的史实，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劳动人民对

发展交通执着追求的创业精神，再现各个历史时期的交通概貌，客观地

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发展交通取得的巨大

成就和丰富经验，历史地反映了交通与经济、政治、军事的密切联系及

其重要作用。它既是一首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历史、推动

历史的赞歌，又为后人追溯研究提供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宝贵资料，

堪称我区交通文化之瑰宝。

《抚州地区交通志》对于关心和有志于交通事业的人们系统地了解

和认识交通的过去，更为深刻地认识发展交通的战略地位，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制订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交通运输事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开拓交通的未来，具有较高的资治、

教化、存史价值。我们殷切希望通过这部志书的出版，能够令各界人士

增强“知我抚州、爱我抚州”的情感，激励建设抚州交通、振兴抚州经济

的热忱。回顾既往，运用和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探索规律，策励将来开

创前人所没有开创的业绩，让未来更加美好!

在修志过程中，抚州地区交通局的编纂人员呕心沥血，辛勤笔耕，

作出了无私奉献；更得到省、地领导的关怀和各行业、各兄弟单位的大

力支持以及专家学者的热情扶植，谨借此致以诚挚的感谢1



凡 例

一、《抚州地区交通志》是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纂的交通专业志。
’

二、本志按现行的行政区划，记述本区域范围内的古道、苏区交通、

水路、公路、公路运输、铁路、航空、交通工业、教育、科技、管理的发展概

貌。

三、本志本着“纵贯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记事上溯唐代，下迄

1990年底。本志简要地追溯古近代交通的演进，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

以来抚州地区社会主义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史实。

四、本志以志为主，按述、记、志、传、图、表、照、录八体编纂。分篇、

章、节、目四个档次横排纵述。

五、本志历史纪年、文字书写、数字用法统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执行。为了保持史实的原始性，必要时照原资料书写数

字录用。文中繁体字、异体字均按国务院颁发的简化汉字的统一规范执

行。古代地名均夹注今地名。文内专业术语以有关单位审订的和规范中

使用的为准。

六、本志人物篇分“人物传略"、“烈士英名录”和“群英谱”三章记

述。已故名人按其从事交通建设年代时序入“人物传略”；为交通事业献

身的烈士按其牺牲先后顺序排列“烈士英名录”；省、部级先进人物依授

奖年份列入“群英谱"。

七、本志以档案资料为主，汇纳地、县(市)交通部门编纂的《交通志

资料汇编》的资料。对不便载入正文而又有价值的资料均归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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