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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县交通志》编志工作人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

顾 问：吴自强

组长：范修淮

副组长：洪宗浪

成 员：谢汝龙 王荣光 肖建新 陈昭杰 范 礼

杨才杏李宗仪

二、编写办公室

主任：洪宗浪

编写人员：陌网 范绍富 梁 侃

绘图：吴其泽

摄影：曾立煌
‘

校对：赖丹丹沈洪娟

三，审 稿：范修淮 洪宗浪 刘传来 吴自强

四，签发：范修淮

五，审定机关：阳春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六、批准印刷机关：阳春县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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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建爻绞

中共阳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额文灿同志题词

臂爻迎诚高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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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舂公路舒局办磐大搓



宁沙牛塘水泥公路
下图春江沥青公路



中央交通部奖杯
阳春汽车站

中央交通部奖旗





春江公路绿化

春湾火车站

俄颈铁路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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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公路分局岗美道班房 二运公司办公楼

马水交管站





序 言

自古以来，交通运输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广大劳动人民为发展交通事业而努力奋斗不息。

阳春县地处山区，四面环山，历来交通不便，主要靠一条漠阳

江水上运输和肩挑，商旅往来困难，制约经济，文化发展。从明、

清、民国时代以来便有不少有识之士想了许多办法改善阳春交通状

况，但由于时代局限，社会制度落后，始终没能改善阳春的交通落

后面貌。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阳春县人民十分重视发展交通

事业，筑路、建桥、兴办客货运输，经过四十午的艰苦奋斗，交通

事业有了飞跃发展。

编写阳春交通志，是对阳春交通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记载，好让后

人了解历史的真面貌，是功是过，人民自有公断，历史自有裁定。

《阳春县交通志》是阳春县交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是一

部记述本县交通运输沿革的专志，它有助于人们理解交通事业在社

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现在和将来的地位，为今后发展阳春县交通

运输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阳春县交通志》记载了阳春县明、清以来的交通状况。特别

是翔实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状况。反映

新旧社会交通的变化。编写组同志经过深入调查了解，依靠群众，

广征博采，参阅大量历史资料，并按照去伪存真，略古评今的原



则，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筛选，核实，几经修改，整理成书。它客观

地反映阳春的交通历史面貌和现状，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激励

后代，服务“四化矽，发展交通事业，必将起到很好的借鉴和推动

作用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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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强

1990年7月



凡 例

l、本志文体是语文体，用书面语言据事记述，力求简明准

确，通俗易懂。

2、本志记载年限，上限断至明清，下限断至1987年末，个别

事件延伸到1 989年底(第四章例外)。

3、历史纪年，按当时的纪年法，后边括号中用阿拉伯字注上

公元年代同历史纪年对照。如：民国十四年(公元l 925年)，建国

后一律飘公硒o

4、本志的地名及各级政府官职均按当时的习惯称呼。

5、建国前与建国后的时间划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问

为界，l 949年l o月1日前简称建国前，后称建国后。

6、本志的文字，一律使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简化汉

字。

7，个人荣誉录，只介绍出席地区和广东省以上各级表彰大会

的先进人物，出席阳春县和以下表彰大会的人物不作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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