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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县交通志》一书，历时两载，得以问世。 这本志书记

载了竹溪县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交通史实，充分反映了竹溪县交通

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本县交通运输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

训，突出地记述了建国以来竹溪县交通建设的基本成就。因此，这

本书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却是一本较系统的资料全书。

在竹溪历史上，交通运输十分落后，影响着社会进步。新中国

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竹溪县的交通运输发生了翻

天覆地÷。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建国后，本县交通

运输互々受展，是在“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旗帜下，走“民办

公助、民工建勤”的道路，建成了以公路交通为网络的交通格局。

在这场壮举的建设中，全县人民远离家乡，风餐露宿，向高山宣战，

-9星辰争辉，展S4 Y竹溪人民的英雄气慨，写出了交通建设的新篇

辛。更令人敬佩的，有不少人为修路架桥，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表现了竹溪人民的高尚情操。他们用血汗浇灌的桥梁，用双手织

成的公路网，理应载入历史史册，流芳万世。

有史以来，竹溪没有纂修过交通专志。为了再现自清末以来竹

溪交通之全貌，决定编纂《竹溪县交通志》。我们坚持用辩证唯物

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提高生产力为标准，运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实事求是，合理编排，详今略古，立足当代，融资

料性与科学性为一体，重点记载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交通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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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让全县人民共同检阅，互相鼓舞，发扬光大．

我国正在进行伟大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处在重要的历史新时

期。新时期最重要的一顼任务，就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

建设。两个文明建设正是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之

一．新编交通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不可

缺少的一项事业．写史修志，不仅是积累和保存竹溪的文化遗产，更

重要的向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供决策的科学资料，为现实服务．

这就是我们纂修交通志的实在意义．古往今来，交通运输在政治、

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建设一

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交通运输则在其中。通过修志，’就是

要了解历史，鉴古明今，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正视我们工作中

的成功和失误，总结经验和教-iJll，大胆开拓，振兴交通，为发展山

区经济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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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竹溪县交通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王大刚

副组长 瞿正浩 曾冠民

成 员 彭国选杨慎成 马世运付良楚 李松昌

牵新安

一竹溪县交通志编纂办公室

主 任 曾冠民

副主任 马世运

主 编 夏孝慈

编 辑 厉德修张湘泉
． 资料员 黄治柱 陈大富 陈去非 罗显宝

编 审 柯美福

：参加交通志编纂工作的服务人员

制 图 张湘泉

原稿打字 杨冬琼 洪 华 吴翠凤

摄 影 夏孝慈 杨振声

封面设计 杨振声 陈周礼

校 对 何道清 夏孝慈

：：提供资料的单位

竹溪县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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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县档案馆

竹溪县交通局

竹溪县统计局

竹溪县财政局

竹溪县林业局

竹溪县公路段

竹溪县车辆管理站

竹溪县汽车运输公司．

竹溪县公路运输管理所

竹溪县汽车站

竹溪县装卸运输公司

竹溪县航务管理站

竹溪县交通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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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运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进行组稿编纂·按照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展现出交

通历史和现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经’验，揭

示了交通建设的发展规律．

二、本志叙事，断限于1 8 67年(清同治六年)， 下限止于

1 988年．为了保持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部分内容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采用章节式的纲目体，先分类，后横排．按照事以

类从的方法，纵述历史，横陈现状．这就是：先列大事记，后概述．

再分篇章分述。各篇有简述，各章有小序，章下设目．一般分为三

个层次，突出重点，现状为主。

四1、本志着重记述了本县陆路交通，详细记载了公路及桥渡建

设，显示了交通运输的基本特色．本县乡村公路占有重要的位置，

本志作了细致记载。

五、本志采用因事叙人的方法，比较多地记载人物活动，

以本县人物为主，但也收录了为本县交通运输事业作过贡献的外

籍人．已故人物立传，活着的人物入人物录，科技人物列表．职官

介绍只限于局内及局属二级单位的正副职干部．立传人物以卒年

排列，入录人物以生年横排．

六、时t"-1表述．解放前，以朝代纪年，并与公元纪年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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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雷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称谓。一般用全称，如简称，必须在第一次使用后注明

筒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括号注明，下次简称为

。建国后”．其它称谓类推．

八、数据．以统计数据为准，用阿拉伯数字表述．专用术语

(如公里、公吨、公斤、万人公里、万吨公里)一律用汉字表
、

述．

九、本志设有图、表、照片，随文附载，分散反映，作到图

文并茂，丰富志书内容．

十、本志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为准。无档案资料可查的，

牧录I：／碑资料．为节省篇幅，耒注明资料出处．



合影

_。九八九年七月参加《竹溪县交通志魏终审会议的全体同。-1心-

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

罗本明 曾冠民 袁玉洲 马世运 唐义臣

李松昌 夏孝慈

李新安 张扬威 柯美福 王大刚 付良楚

厉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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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省、地机关授予竹溪县交通局的先进单位

锦旗和奖牌。

县公路段自1 986年以来，连续三年被省局评为文明公路段。

图为省局发的奖牌和全国公路新闻工作先进单位锦旗。



县汽车运输公司荣获的国家级奖状和省级奖章。

县公路运输管理所荣获的省级奖牌和奖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