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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民航站

镧



▲航运、港监人员实施水运安全

航务管理

●南充地区交通局办公接

V曾被汽车客运取代的马拉车，

在t革溃潮中又时兴起来，成

了深受乘客欢迎的代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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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市公路被色

．I西山尚存的一段南充一成都的古道

V蓬簧周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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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蛋渠江公路

大诉

·朱德缉居尹鞍
场琳螂学路



丫公路养护管理人员实施0路养护管理

．．军民共建朱德故乡的攸f陇)

屿(鞍)公路

丫厂安县建筑材料厂三次荣获

国家、古级“优质垒{7=奖”



▲从华莹市天池镇至高兴

和广安前锋镄的索道运

辅线

◆南充市蓄电池厂连续

三年被省、地评为“#

进企业”

●岳池县城北赵

蝽桥古桥



●南亢．气车运输公司42队1984卑

被玄迪部撺子“文明车队”称号



《南充地区交通志》编纂工作领导

机构及编辑室人员名单

顾问

刘金坤邓耀勤田远志

编纂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何基永

副组长；匡宁志龙绪高陈锡礼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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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礼周克俭钟全定徐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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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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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基永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纽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睨建设的

导，其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据典籍记载，南充地

交通端倪亦可上溯夏周。憾无专志纪事，许多史实遂遭湮没。现

在，‘南充地区交通志'填补了这个空白。作为一个在交通战线

上栉风沐雨几十年的老兵，看刭第一部全面记载南充地区交通魇

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流布人间，同志们多年艰辛的开拓终于结避

果实，欣慰之情不能自巳。 l

作为经济专业志之一种，这部志书的概述史论结合，综而祠

绪，大事记编年纪事脉络贯通，以交通运输生产力的发展为董

线，横分门类，对本区水、公、铁、空等各种交通运输形式的发

展历史作了全面的翔实记载，并注意到诸种形武对建立综合运糍

体系的意义，经验教训，俱以事实说话，为发展交通的科学次剿

提供了可备冰鉴的历史基础资料。同时还辟出专篇，记载交通工l

副业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交通战线的先进模范人嘞和先进集体，l
其。资政、教化、存史一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了。 }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l

歹



2 南充地区交通志

领导重视下，在金社会的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南充地区交通事业取得了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也无法比

拟的巨大成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

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部志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认为记载的是南

充交通的创业史。任何一个人，只要了解到南充交通从刚解放的

557公里公路，3辆破旧汽车，处于自然状态的嘉、渠两江航道，

老旧的木帆船发展到1985年有公路6400多公里，汽车9000多辆，

嘉陵江、渠江全部建成轮船航道，拥有机动船139艘、1．21万多

千瓦，运输驳船400余艘，3．52万多吨，境内还通了铁路，开辟

了民航航线的历史性交化，都会由衷地感刭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

优越，认识到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而这也正是编写交通志的

初衷之一。
’

‘

发展交通，任重而道远。前进的道路上肯定还会遇到许多困

难，但是，过去的路也是从战胜困难中走过来的。党和国家把交

通列为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的大政方针已定，我们应该尊重历

史，研究历史，科学地认识交通事业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树

立现代立体交通意识，以有益于交通建设的宏观央策和战略计ji!I

的制定与实施。在这方面，交通志无疑也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

盛世修志，交通部门自应争著先鞭。值此志书问世之际，聊

书数语，谨致贺忱，未敢言序。



凡 佣 7

凡 例

一，‘南充地区交通志'以南充辖区内的交通历史和现状为

记述对象，侧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运、公路交通事业

的发展变化。旨在“资政、教化，存史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 {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

致。以唯物辩证法指导编纂工作，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相统一。 i

三，本志分概述，大事记、业务专志、人物，附录5部分，l
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志为主体。 }

概述：以叙述为主，史论结合，反映本区交通发展的历史脉

络和内在规律，列于全志之首。 l

大事记。本志之经线，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来体为辅，条

陈本区交通大事、要事、首事。 l
业务专志s横分门类，设机构、水路交通，陆路交通，铁路

k霄#}{flzt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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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航空、工副业6篇，纵述综合运输体系中水运、公路、铁

路，航空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交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

人物篇：生不立传，在世人物或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

或以人物简介，人名录出之。

附录：以辑录本区交通重要文献资料为主，因定稿距离本志

下限已有5年，收入‘“七五’’期间南充地区交通建设概况'一

文。

四，时间断限。因清代以前交通资料稀少，本志不划上限，

尽可能追溯久远，以辑存史料，下限一般止予1985年，少数地方

略有延伸。

五、数字用法。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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