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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红旗集休(1983 4，9)

人庆式余业(1980 4)

民族凼结集体(1984)

巷幽竹譬毋蔗逼孑
荣获啪Jtt省-h掣年度j缴

蘩麟黧
：：：：?褥斟教群蠢V，’⋯，J#

廿能先进奖(1985．4)



全国汁划生育先进集体(1986 3)

四JIl省再就业先进企业(2005 1)

先进党总支(200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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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1 O 1 9)成立西昌地区公

拭汽车站革命委员会

九1年代公司职工宿台楼

0 0一年的公司长安职工宿舍楼

七f年代的公司停车场

公司综合办公楼



f蓟

公司第一停车场

瓮蓄鞋爹
公司第．停车场

公刊第11停车场

公司客车修理厂



公司聘请行风监督员(2005 1)

公司年度工作总结会t，公司领导给

先进生产者颁奖(2005 3)



七十年代，修理上止在作业

修理工进行一一CNG”天然气车辆 市劳动模范报瑞红在工作中(2001年)

改装(2006年)

公司开通无人售票车(2005 3 1) 公司孙经理向张邛林市眭介绍学生月

票发行情况(2006 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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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矽113叶
(2006年lO月)

四十不惑。四十岁之于人生，正是丰收的季节，更是吸纳百川、迈向高峰的起点，四十岁

之于企业亦然。金秋十月，正值我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进入最后冲刺、《西昌市志》第二

轮续修工作顺利推进之际，西昌市公交公司也迎来了四十华诞。公司编纂出版志书，梳理企

业成长的脉络，塑造企业文化，打造企业品牌，这体现了公司进一步增强企业凝聚力、提升企

业形象，做强做大城市公交事业的雄心壮志。 ． t

公交公司四十年的发展，是西昌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四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西昌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边陲小镇，正逐步成为湖光山色美、民族风情浓、

科技含量高、经济实力强，更适宜人们休闲度假、居住创业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随着全市

经济社会的发展，西昌公交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自1966年10月西昌公共汽车开始运

行，从西昌——新村、西昌——小庙两条线路，2台车4个人起步，几代公交人艰苦创业，辛勤

工作，开拓进取。特别是1995年以来，公司逐步开通了市内公交专线，改写了西昌”公共汽

车跑效外”的历史，也赢得了企业发展的空间和平台，促进了企业快速发展。经过四十年的

发展，西昌公交成为拥有员工近千人，运营车辆267台，18条固定客运线路，3个客运总站，1

个客车修理厂，年客运量4000万人次，年客运里程1400万公里的城市公用企业。

在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广大公交员工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在8米车厢平凡

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为西昌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显著成绩。这是一笔巨大的

精神财富，是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符合西昌发展的实际。当前随着我市“迎冬旅、创国优、创省

模”工作的深入推进，公司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只有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自加

压力、抢抓机遇、主动改革，才能谋得更大、更快地发展。公交是城市的窗口，公司要按照内

强素质、外塑形象的要求，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标准，始终把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放

在首要位置，更加注重安全生产，提高安全意识，严格规章制度、强化营运管理，真正做到“服

务温馨、乘客舒心、政府放心”，为广大市民提供更优良的公共交通服务，为实现西昌发展新

跨越、打造川滇结合部区域性中心城市，作出更多的贡献。

国兴修志，企兴亦修志。《西昌市公交公司志》编纂成功，开创了我市企业修志的先河，

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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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力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立足实事求是、求实

存真、朴实严谨、述而不论。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相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陈事项、纵述历史的体例安排结构层次。

除“序”、“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后记"外，各项事业按篇、章、节、

目的类属。全书共2篇，7章，26节，约20万字。

三、时间断限。上限为1966年本市第l辆公交车投入运营，下限断至2005

年，个别重大事件略有下延。

四、文字记述。全志均用语体文记述，以志为主，并用国家公布的简化汉

字。除卷首彩照集中编排外，图表随文附载。

五、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发出的《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计量单位使用公制。币制一律以人民币，年分一

律以公元纪年。

六、资料来源。以公交公司现存的档案为主，个别无记载事项启用口碑资

料，无考事项不拟入志。

七、模范先进人物名录生卒并录取至市(县)级以上党、政机关所颁奖项，以

颁奖机构级别为序，相同级别以时为序。

八、本志以内部资料形式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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