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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刘君(中)在县交通局局长
杜方贵(左)陪同下，检查21 0国道镇
巳县城过境段改建工程泾洋河大桥施
工质量。



交通局公路设计室设
计人员在野外作业

路桥建设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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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观音镇泪溪间的H万年桥气建于清宣统六年。

古老的木船运输 。

山村小学儿童
上学方便的索桥。



2000年 10月动工正在兴建的210国道过境段
泾洋河大桥 ， 全长155延米 。

1997年兴建的赤南大桥 ， 全长77延米
县2 0世纪末单孔跨径最大的石拱桥 。

为本



* I(.20世纪末倒i 设的第
条地点-道路 ~III 盹 锁简路 ?丢了岗
1'\，段 (王永安供稿)

镇 l展公路星子山段盘山公路
( 王永安供稿)

镇巴是全省暴雨最多的县 ; 因
为地方道路管理站抢险修滑坡路段

(和新民摄)



TI1 、县交通部 门领导实地检查本县路政管理 。

县运管所经常深入县
tM 公路宣传运针'法灿!

(张佑 tZ 供和)



县交通局办公楼

镇巴公路管理段办公楼

县运司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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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实事求是地记

载镇巴交通的历史和现状。

二、体例

语体文，记述体。 由概述 、大事记，章、节、目及附录组

成。 志、记、表、录、图 、照并用，以志记为主。 横排竖写，纵

横结合，以横为主。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条目采用

编年体与纪实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

三、断限

上限始于唐天宝十年 ( 751)下限为公元 2000 年 1 2

月 。

四、人物

对本县交通有贡献的古近代人物，在旧志中都未记

其生卒年月，只作简介。 现代人物，根据"生不立传"的原

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载人本志有关部分 ;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 ， 只列受到市(地区)交通局以上表

彰的 ， 以下未录。



五、称谓

历史上的纪年、地理名称、杭构、职官等，均用当时的

称谓 。历史纪年注明公元数。新中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

本县 1949 年 12 月 17 日解放，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故新旧社会的时间代称一律用"解放前后"的句式表

刁亏 。

六 、资料

本志统合古今，详近略远、详独略同，不录通典。对旧

史志资料，取其精华，剔除糟柏;解放后的资料一般根据

文书档案整理。部分资料根据报刊杂志、著述或知情者的

口碑资料整理，均经过反复核对。

七、数据

民国及其以前的数据，以民国档案、古籍文献为准;

档案文献上没有的，使用口碑资料。 解放后各类数据，以

统计局核定的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用交通局文件数据。

八、标准计量

专用名词 、术语 、度量衡标准单位，保留历史原貌。必

要时加注相当今计量和名称。解放后的计量单位，一律使

用公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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