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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

上可以

大事业

大量工作，编撰了反映建湖交通发展历程的《建湖县交通志》。

这部专业志的出版，填补了我县文化领域的一项空白，值得庆

贺!

一个地域的交通状况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交通

是度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

我县处于苏北里下河地区，沟河纵横，水网密布，历史上以

水运为主，交通非常闭塞，加之苛政横暴，战乱频仍，经济发展

极为缓慢。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基础薄弱、百业待兴的旧貌，全县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改造自然，加快社会主义

建设步伐。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县上下紧紧围绕经济

建设中心，抢抓发展机遇，全力组织突破，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

突飞猛进，交通发展日新月异。而90年代交通建设的成绩最令

人瞩目。“九五”以来，县委、县政府把加快交通建设作为拉动

县域经济增长的关键举措，积极实施县乡公路黑色化和村村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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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县人代会专门作出了多渠道筹资，尽快实施县乡公路重

工程的决议。全县上下形成了“基础设施快上”的共识和全社

办交通的氛围，通过多元化筹资，先后投入资金3亿多元，修

接通204国道工程、新建宝线、盐金国防公路建湖段等公路里

累计达417公里，勾勒出“五纵五横”的陆运框架。随着新长

路建湖段和通榆河等重点工程相继竣工，全县已形成铁路、公

、水路联运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从根本上改交了交通落后的状

，较好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建湖县交通志>全面地记述了我县交通发展的轨迹，客观

总结了经验教训，是一项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存

、资政、教化”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建湖县交通志>

是反映了我县交通的过去，未来交通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艰

。我们要围绕全县交通总体规划，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攻坚

克难，锲而不舍，推进交通事业跨世纪的大发展，铺就现代化建

设的康庄大道。建湖的明天更美好!

注：作者系建湖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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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易如杰
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周代，成熟于唐宋，

兴盛于明清。古人器志，所谓知县、知州、知府，即吏任伊始，

必读方志，通晓辖域百科，以利其治，乃衔冠。知”字之由来。

毛泽东主席不论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在江西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成都会议、庐山会议上，在安徽、

在杭州、在汕头⋯⋯他下车伊始就注意查阅当地志书，调查了解

当地人文、地理、交通、物产、风俗民情等各方面情况，以为指

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借鉴。巳故前<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北

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查阅过

两千多种县志。盛世修志，历代相传。江泽民同志早在上海工作

时就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

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志书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明清之际，我国著

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一篇读书札记中说：。天下

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巳故政治家、

文学家胡乔木说：“方志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o这

对于我们认识志书久远的社会效益和重视修志工作很有启示。志

书的本质属性是“存史”，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如实记载。《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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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志》详近略远，资料翔实。通读本志，既能全面了解建湖

交通事业发展的脉络，也能掌握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交通事业发展

的时代特征；既能了解交通战线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功

绩，又能掌握交通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90年代，国营、集体

水运业受到陆路交通和私营水运业发展的冲击，逐渐滑坡，书中

除记述了一般过程之外，还附录了《世纪末的小客轮剪影》和

《航运公司的兴衰》，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阵痛”

难免的历史记录，以溯其源，彰明因果。记述交通人物，不论地

位，因事系人，有领导干部，有科技人员，有普通职工，他们的

岗位平凡，而业绩不凡，对于启示后人大有益处。

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公路交通以其便捷直达的优势，日趋重

要。建湖的航道里程虽居全市要位，但等级偏低，碍航因素较

多，加之航速缓慢，在人们追求高速的今天，难以成为交通“热

线”。唯有公路经过努力可以尽快见效，沟通城乡，联结内外。

因此，公路交通的发展已成为现实的选择，无可替代，所以．，我

们把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作为“九五”规划的重中之重，

制订“构筑‘五纵五横’干线框架，打通四角出口，实现县乡道

路黑色化，村村通公路”的奋斗目标。这个得民心的工程目标，

提前一年完成，创造了历史奇迹。现在，正面临世纪之交，交通

人又迎来了一个显身手、创伟绩的千载难逢的新机遇。我们要牢

固树立大办交通、办大交通的意识，解放思想，艰苦创业，为全

县尽快建起一个便捷灵活、四通八达、全面配套、功能完善、适

应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九日

注：作者系建湖县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



凡 例

凡 例

一、《建湖县交通志》是部门首编专志，有独立传世之

功能。编纂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当代，略古详

今，体现地方特色。

二、本志的年代断限，上限不限，下限至1999年9月。

不同篇章的时限视资料而定。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特

殊史料上溯或下延。

三、全书以志为主，辅以记、图、表、录。纵向记述古

今交通大事，以年月为序排列。横分门类，以类系事，层

次分篇、章、节、目。

四、交通地名、机构称谓，均按不同时期名称记人。

对个别史称，则括注今名，以明区域范围。公社、大队与

乡(镇)、村建置等同。

五、行文中多有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或建国前后，

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的简称。不同简称，一

般均前有全称或后有括注。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某些史料考虑到时代

特征，袭用旧辞。附录不究体例，保持原貌。凡需注释列

章后，以便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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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运用史料中，凡觉察谬误之处，已作纠正。志

书中因事系人，不论背景。计量单位运用公制。个别事

例，不违史实o

八、本志为社科类资料书，有“存史、资政、教化”的作

用。但因有口碑资料存在，故不能作为认定工龄、待遇的

依据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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