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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县第一部交通史志问世了，、这是全县交通战线的一件大事，

也是编志同志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

为了了解历史，分析现状，展望未来，更好地指导工作。为了系

统地全面地整理、保存、继承历史遗产，我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编

纂了《梁平县交通史志》。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起着先行作用。自古以来，‘交通在政

治、经济、军事及人民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起着促进社

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县交通运输事业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修公路、架桥梁、抓安全、促运输，为城乡建设、工农

业生产、 人民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刊是党的一}J_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在觉的改筝、开放、搞活等发展经济总方针的指引下，抓交通、

促流通，要想富、先修路，全县重视交通，全民大曩交通， 已成为人

们的自觉行动。运输工具一代更新一『弋．机动车祷成倍增长；运输管

理机构健全，管理方式逐渐完善。呈现出一个道路四通八达，车辆川

流不息，乡乡有公路，区区通客车的新局面。

高山陡坡变通途，蜀道如今不再难。全体交通职工定会字记历

史，振兴中华，再接寻剪，开拓前进。应当引以自豪的是：交通战线

的广大职工和全县人民． 已在我县交通吏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我们相

信，未来的开拓者们，定会为我县的交通史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篇

童．

局长左吉祥

一九，人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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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全体同志合影

运管所全体同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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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运管所

梁平监理站



梁平养路段办公大楼

梁平县养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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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汽车站

梁平县汽车运输公司



人行道桥：清河桥
， 、 vL：

，

建于大清光绪十五午乙丑岁--->3十八日吉旦(1889年)

全长8F．2m、宽1．63111、18％、石平桥。

属波璇乡城璇村，该桥建于清光绪十五年，今公元1889午。

渡口：同心渡口、渡船、正在遗漉”

同心公社渡口船：于196酶渡口改为新修石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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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大垭口 石板梯路

说明：此路在城东与响鼓岭之闻，接近

鼓岭(约距响鼓5里)，路宽：3 1"11，坡

较平坦，被当地人称为大垭口。

人行道：云龙七里滩跳磴



人行道桥：万善桥(亭子桥)f万山桥)

说明：此桥长：28m、1--14．6m，宽5 i3"1，此桥在新东大路的城寿街上，据说跟文化

桥、刘定桥用同一个架木修筑。桥上亭子已辑两间、剩下三闻，基本上完整。属城东乡辽叶

村。

多套牛车在运送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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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龙胜乡龙胜村亭子桥

国道：川鄂公路梁平地段大河坝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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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相统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二、本书采用述、记、志、图、表等体裁。志为主体，有的还用

图表列入充实。

三、本书使用的“建国前(后)”、 “解放前(后)”表示的时

间概念，分别是指1949年l O 4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前(后)和

1 949年1 2月7日梁平县解放前(后)。

四、本志断限除引古记时外，上限从1 9 1 1年起，下限到1 98 6年

止。

五、历史朝代，一律使用原名，如“明” “清” “民国”等。

六，记时建国前用民国午号，并在括符内注明公元年代，建国后

一律使用公历。

七、所用地名，以普查为准，对过去仍用原名．必要时在括符内

注明现在地名。

八、本志除《纪事》以时为序外，其它内容是以类系事，横排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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