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檑

▲餍望大橘。5孔石拱橘，畏1 31．8米．建于1962年。系

厦内最早的石拱檑之一

▲甜山大羲檑，建于
805)



1972年建成通

卓，畏393．7

米，属喾睛匿内

最畏的公路檑。

唐寅元年周(785

▲逼是浙赣藏路横峰至永平支彼上的公路、藏路

雨用搞



．一逼是上靛客卓顾

生崖的大型客草

▲莒年石镆街水逼稿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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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行政公署副专员 陈椿年

《上饶地区交通志》，五度寒暑，终于编就成书，与广大读者见

面，是值得庆贺的事。

交通乃国民经济之先行，它连接千家万户，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显

示其特殊地位而成为物质生产的一个独特的生产部门。视一方经济发

达与否，首察者是交通。

上饶地处江西的东北面，赣、闽、浙、皖四省接壤地，历来水陆

交通发达，古称“南北交通之要襟”，近代铁路横贯区内之东西，汽

车运输随着时代而崛起，标志生产力发展的运输力和运输方式都在这

里得到鲜明的反映，它伴随着区内生息繁衍，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经济

的繁荣昌盛。

《上饶地区交通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上饶地区交通运输发

展的历史轨迹，留下了时代步伐的节拍与回音，彰明了因果，揭示了

区内交通运输的特性与规律。她因事及人，见物见人，功过并载，以

优克劣，记述事物的本质变化，反映时代的特点，突出了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变革以及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赣东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

用。她是我区交通事业上第一部记述详实，资治有方、教化得力的专

业志书。

我来上饶卅载有余，今分管交通，逢此书问世，欣喜之余，特为

书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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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上饶地区交通局局长刘孝文

盛世修志在全国兴起，《上饶地区交通志》也跃马趋程，在地

委、行署和上级史志部门的领导和关怀下，经过五年多的时间，撰写

成今天这部志书，是地区交通志编审委员会和全体修志人员辛勤劳动

的果实。

上饶地处赣东北，赣、闽、浙、皖四省交界。由于地当南北交通

要道，历来交通发达，军事争夺、商贾贸迁常常途经。周有通京大道，

秦征百越途经饶信，郡县道路如织，玉常驿路誉享搿八省通衢一。更

有区内江河密布， 搿三江两河”贯通鄱阳湖入长江通往各地，尤以水

运发达。现代火车、汽车、轮船运输更显繁荣昌盛。交通运输辉煌的

业绩，过去府县志书虽然有所反映，只不过是一鳞半爪，难以概括全

貌。党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实施，交通运输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把区内交通运输历史记载下来，无愧于古人的勤奋奉献，更给后代以

启迪与借鉴，它将对我区交通事业的发展提供史证，资料和激励人们

为之奋斗。

地区交通志，本着大家动手，众手成书的原则，在地、县(市)

交通部门18家107人参加下，从收集资料1500万字汇编成册的基础

上，写成今天50万宇的志书，资料翔实，门类齐全，可以说比较好地

反映了全区交通运输的概貌。
。

编修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区内交通运输的历史和

现状，观点明确，意不俗套，词不空泛，较好地做到了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今天交通志付印，愿这部经过全区历代交通战线的人们用汗水和

智慧谱写成的历史，将促进全区交通事业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发

展，算尽我们一份心力吧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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