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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地区交通志》由南阳地区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撰，河南

省交通厅和河南人民出版社审定，现即将付梓出版。这是南阳地

区交通系统的一件大事，是全区交通战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

硕成果。

南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栖息在南

阳盆地的先民们，辛勤劳作，前赴后继，修筑了夏路、武关道等

华夏早期的道路，开辟了与江汉沟通的唐、白、丹水上漕运，逐

步形成了“南船北马”的南阳交通格局，为沟通中原内外，繁荣

华夏经济、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阳以前所未有的

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掀开了交通设旋建设新的一页。如今，南

阳的公路、铁路、航空、船舶以及管道运输等等，构成了纵横交

错、形式齐全、立体发展的的现代交通网络，为促进南阳的对外

开放和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盛世修志，如实地将

历代劳动人民的功绩及经历的艰难路程载入史册，使之“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编史修志的

目的所在。

《南阳地区交通志》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以丰富j翔实的史

料，客观、系统地记述了古往今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南阳地

区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阳

人民为发展交通事业所取得的丰功伟绩，这对于“存史、资治、教

化”，对当今和后人了解、研究南阳交通发展的历史，总结和进一



步探索其发展规律，促进南阳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乃至经济、文

化的繁荣，都有重要的价值。

编修《南阳地区交通志》，前后经历10年时间。参加修志工

作的同志，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不辞劳苦，伏

案工作，搜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经过细心筛选，多方考

证，认真编写，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复杂的工程。他

们做了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他们的献身精神和取得的成绩值

得敬佩和赞扬。

苏克非

199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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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省交通厅和地区行政公署的统一部署，地区交通局组织

编写了这部具有区域性和专业性的经济类志书《南阳地区交通

志》。 ．

．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

重要标志。南阳交通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南阳交通无论是门类的发展，还是运输形

式、运输工具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所无

法比拟的。但是，从古至今，尚无一部记述南阳交通发展历史的

专著；有关南阳的其他著作和志书虽多，但对交通的记述却寥寥

无几。因此，收集古今南阳交通发展过程中的有关资料，加以汇

集和整理，进行分析和比较，编纂成一本贯通古今的《南阳地区

交通志》j对于研究南阳地区的交通乃至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都有重要的意义。

编史修志，存史资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次在薪的

历史条件下，编修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从指导思想和观点上，在

体例和记述内容上，都和历代修志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编修

《南阳地区交通志》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力求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和思考问题，尊重历

史，实事求是，突出南阳的地方特色，并按照“详今略古”的原

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交通事业发展的历程。全

志包括道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等章节，采取横分竖写，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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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加以记述，力求给后人留下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

于一体的新志书。

编修《南阳地区交通志》，是一项浩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在

各级领导的霉视、支持下，我们采取了“众手成志”的办法，群策

群力，广征博采，努力做到广泛占有资料，认真分析筛选，悉心

加以记述，以求较准确地反映古今南阳交通发展的实际过程和客

观规律。倘若读者阅览《南阳地区交通志》后，能够达到“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和帮助，这便足我们孜孜

以求的目标和最高的愿望。

编者

一九丸四年一月



凡 例

凡例

．一、《南阳地区交通志》是一部地方经济类专业志书。凡辖

区内的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等运输门类，不论其隶属

关系，均在本志书记述之列，以反映南阳地区交通运输事业之全

貌。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溯到古代，下迄1993年底。按照“详

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交通运输事业

的发展状况。

三，本志记述地域：

1．原则上按南阳地区现辖区域记述。部分章节涉及中华民国

前之南阳府和民国时期之河南省第六区原辖区域。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部分涉及现划归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县。

2．部分事项涉及邻近省、区。如水运部分涉及湖北，陕西两

省。

四、本志记述内容不受部门隶属限制，但国家铁路、航空、

管道运输等另有专志详述，这里只作简要记述。，

五、本志按交通门类横分竖写。纵横结合，时类并举，分

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横分门类以囊括史实，纵向记述以

统合古今。 。

六、本志分述、记、志，图、表、录七体编纂。有关全书的

图和照片放在志书正文之前，桥梁、公路、机械等照片置于有关

正文中，附录编在志书正文之后。

七、历史纪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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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中华民国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括号内换算公元纪年)。。、·

2．朝代年号和农历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侗数字。

八、志书文中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本志正

文中简称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11月4日

解放南阳前、后，书中简称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简称“中

共”，“中国共产党南阳地区委员会”简称“中共南阳地委”。

九、纪事：

1．大事记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

2．古代一般记年不记月，一年之中每事自为起迄。 ，

3．近、现代详记月、日，月、日无考者记于是年之朱。

十、本志目录中交通行政管理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名

称均以现名称标目，正文中详记沿革变化。

十～、计量、计量名称：

1．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数字与计量名称照录，括号内换算成

现行量值。

2．记述近代、现代部分的计量单位名称均用法定计量单位，

用汉字表示(如公里、米、公斤、吨、吨公里，人公里)，记数

用阿拉伯数字。

十二、地名：志书行文用当时名称，括号内加今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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