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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内江历史上交通凭借木船、人畜力(车)运输维系。民国时期开创公路运输

并有所发展，为推动经济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连年战争，政治腐

败，经济落后，交通发展缓慢。

解放后，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交通事业日新月异，至1985年公路里程达

5512公里，为解放前的7．9倍；汽车12157辆，为1952年的94．24倍；铁路从

无到有，总里程达312．09公里；航道改善，通航里程达875公里，比解放前增

加234公里；天然气开发，输气管道纵横，形成以陆路运输为主体，辅以水运等

各类型、多渠道、多层次的交通运输网络，使素有“川中枢纽，川南咽喉’’之称的

内江，四通八达。

《内江地区交通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两千年来交通事业演变的史实，重点

记述近百年，特别是解放后交通事业突飞猛进的业绩，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

7内江交通，为加快交通事业改革和发展，为振兴内江经济提供依据与借鉴，也

为将来留下真实的历史记载。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修志办诸同志，七个寒暑，默默奉献，广征博采，条分缕析，取精用弘，简明

扼要，终成一部宏篇，填补了内江地区交通的空白o．可喜可贺!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滞后的问题十分突出，必

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如是，《内江地区交通志》在交通建设中的借

鉴作用将不可低估。

张智覃
‘

199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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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内江地区交通志》主要记述内江地区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门类：古道、公路、铁路、水路、管道及其运输、管理和交通工业及交通运输人物。

三、断限：上限断自1911年辛亥革命，下讫1985年。为彰明源流，或反映改革开放成

果，个别事物有连续性者，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体例：横排门类，纵述古今。概述开篇，记、志为主，图表插入文中，总附于后。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和民国纪年，夹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六、大事记：编年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古代纪年不纪月，一年中数事并记，以时为序。

跨年事件记于事发之年。

七、人物：传略收录已故者，名录收录获得省交通厅以上奖励的先进个人。

八、注释：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需说明者采用文中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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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32年成渝路政总局全线会议之景。



▲内江市进出口公路邱家嘴俯瞰

▲乐至县通往。陈毅故居纪念馆”的童良公路

≯：≯习

▲整治后的成渝公路简阳境之一段 ▲连通内江城区和西林新区的西林大桥



V简阳沱江大桥

．I内江汽车客运站

V内江东渡浮桥



瀵冀鍪 磊
▲内江火车站候车厅

◆成渝铁路最长的联拱桥
王二溪大桥

．一位于内江市樟术镇的

沱江大桥是成渝铁蹿

最长的钢桁梁桥。



V内江(枢纽)站一瞥



口

啊

V航运职工“以副补运”，兴办了砂石采集业。

蔷

．一船运甘蔗到码头，内江糖厂正用吊车

吊进厂里制糖。

V大清流河上的郭北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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