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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盖在止，大安区公路总里程664.861公

里 。 其中，国道-段 15.3公里;省道两段

19.2公里;县遭7条81 .562公里;纳入县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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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区委、区政府第二轮修志安排，在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 ， 我

局编篡了 《 自贡市大安区交通志》。 在编篡过程中，得到相关部门、局属单位和

各乡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代表大安区交通局表示感谢 。

《自贡市大安区交通志》的编寨，于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8 月完成送审

稿，经 2009 年 5 月 8 日区地方志办公室评审修改于 6 月底完成终审稿 。 全志

以交通局、道路、运输、管理、乡镇交通和先进单位及人物六篇三十二章客观反

映大安区交通运输发展历史 。 志书行文规范、结构严谨、文字简练、资料翔实 O

附录中编录与交通运输有关历史故事客观生动 ，使志书更具可读性 ，被区评为

优秀志稿 。

大安区 交通基础设施是从无到有不断完善，交通管理是从粗到细不 断科

学化，为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今后我们还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

断发展大安区交通事业为子孙后代留下 宝贵财富 。

自……附:州结



4 自贡市大安区交通志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大安区交通发展历史，着重记述解放初期和改革开放前后

交通建设成果 ， 为大安区交通运输事业的继续发展提供借鉴 ，使之有效地发挥

资政、存史、育人作用。

二、本志为《大安区交通志~，上限不限，下限为 2006 年，个别事物记述适

当后延 。

三、本志书结构分篇、章、节 、 目四个层次，力求归属得当，记述简明 ; 文体

为语体文，采用述、记、志、图、表综合运用 ， 以志为主 。

四、本志数据以统计部门年报为准如无统计部门数据则以单位、乡镇数

据入志 。

五、本志使用法定计量单位机构、企业名称按历史称谓记述。

六、本着生不立传原则，有突出贡献在世的先进个人随文入志 。

七、本志所记解放前后，指 1949 年 12 月 5 日前后 。

八、中华民国采用当时纪年，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

年、月、日、时、年龄计数、计量，用阿拉伯数字 。

九、行文用第三人称 。 忌用"我区"、"本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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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大安区地处自贡市近郊，地势条件优越，地下矿藏丰富，尤以岩盐、卤水、天然气著称，

是自贡盐场的主产区。 2006 年幅员面积 398.81 平方公里，辖 9 镇 3 乡 4 个街道办事处， 196

个行政村(社区 )2085 个村(居)民小组，总人口 44.39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6.04 万人。

解放前和解放初，无专门交通管理机构，由建设部门或工交科兼管。 1962 年 10 月，设大

安区工业交通科。 1963 年 5 月，单独设交通运输科。 此后 30 余年，交通与工业合称工交组、

工交局。 1996 年 10 月从工交局析出，独立成立大安区交通局，沿袭至 2006 年 12 月 。 局内设

"一室三科并辖属公路养护段和路政管理中队;直属运输企业有"三司一站"。 负责境内的

交通运输管理机构有大安地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大安地区交通稽查征费所、大安区航务管理

站(大安区地方海事处)、大安区交警大队。 区交通局地址 :大安街长堪塘东门汽车客运站。

区内的道路在解放前多属石板路，通往州县的石板路有 12 条，与之连接的石板路支

路 62 条，总长 997 . 3 公里，跨溪越沟，建有石桥 98 座 。 由于公路的发展，部分石板路和石

桥改建为公路和公路桥 。 境内公路内乐路始建于民国 25 年 (1936 年) ，民国 26 年(1937

年 )2 月 26 日竣工通车 。相继修建有 4 条盐区公路与内乐公路连接，总长不到 40 公里 。解

放后，采取民办公助，扩建与新建井举措施。 相继修建县、乡村级公路，专用公路和城区公

路。 1988 年，境内有公路总长 268.43 公里，机耕道(村道 )272 公里 。 1989 年后，先后新建

国道 C040 二河线(原内宜高速路)和北环路，境内长 27.87 公里，改造太大路和县 、乡公

路 128.14 公里，新建牛佛大桥 、鸿鹤大桥两座跨河桥;道路路面硬化 303.54 公里;投资

2.16 亿元。兴建城区道路 8 条 9.71 公里，4 座公路 、铁路立交桥 。2006 年，境内有各级公路

279 条，总里程 664.861 公里 ，其中 :硬化路面占 47.12%; 公路通乡、通村率 100%;客运汽

车通乡率 100% ，通村率 40% 。 境内通航的河流 3 条，航道长 69.5 公里 。 铁路 3 段，长

54.98 公里 。

运输机具不断改进，由人力运 、兽力运输工具逐渐发展为半机械化、机械化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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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 民国 21 年(1932 年) ，始用于人力于推独轮车，行驶于各石板路，费时费力 。 民国 26 年

(1937 年)后，由于公路的通车，先后使用人力车(黄包车、板车、架车)和兽力车(骤车)。当

年由三多寨恒通公司首次购买客、货汽车运送客、货，不久停运。解放初，人力 、兽力、半机

械、机械运输工具并存，随后人力、兽力车运步淘汰 。 行驶于境内汽车主要由省、市汽车运

输公司运营。 1966 年始购汽车一辆，运输单位物资，随后逐步购置汽车投入运输;到 1988

年已有汽车 212 辆(不含 市属单位汽车 ) 0 1989 年，有货运汽车 346 辆、客运汽车 5 辆 、

机动三轮车 、四轮车 22 辆，中小型拖拉机 418 辆，架车 819 部 。 1990 年后，随着运输体制

改革，私营汽车、出租车逐步增多。 2006 年，有货运汽车 1634 辆，客运汽车 237 辆(含出租

车 169 辆) ，中小型拖拉机 70 辆，摩托车 2.25 万辆 。

航道运输机具，解放前有人力操作运输的槽船、驳船、花船从事水上运输，航行在威

远河、釜溪河的煤、盐船有 2711 只 。 解放后，随着公路、铁路运输增多，船只逐步减少 。

1988 年，有机动船 11 艘， 231 马力，非机动船 13 只(不含沱江航运船 ) 0 2006 年，有从事航

道船舶 159 艘，其中货船 83 艘、客船 11 艘、渡船 11 艘、采砂船 19 艘、游乐船 45 艘 。

四

公路运输分货运、客运两种 。

货运。解放前有井盐、煤炭、砖瓦、百货、扛运、板车、骤车、驮运等运输行业，从业人员

3000 余人。 解放初，有运输行业 11 个，从业人员 3614 人。 1952 年，自贡市搬运公司在大

安组建搬运站及装卸运输队 。 并以驼运兽力车组建光明运输社，随后下放到农村。 1958

年，街道和公社组织运输队(组 ) 0 1962 年农村运输队压缩，街道运输队(组)合建为大安区

群众运输社， 1976 年改为大安区装卸运输公司 。 1978 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城

乡运输队伍不断发展。 1988 年，有运输组织 357 个，从业人员 1434 人;专业运输公司、集

体运输队货运量 6.34 万吨，货物周转量 343.68 万吨公里， 营运收入 1188.8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13 倍 。 1989 年后，不断进行运输体制改革，国营、集体运输企业分别实行承

包、租赁、联营等，随后又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车辆转让给个人经营，对亏损企业进行改制

解体，职工和退休人员实行一次性补贴安置 。 2005 年 8 月，接收富顺县咸通实业有限公司

井改制为民营企业，改制后称自贡市金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 2006 年，全区货运量 449.29

万吨，货物周转量 8765.91 万吨公里 。

窑运。解放前，以滑竿、轿子 、人力黄包车进行客运 。 解放后，滑竿、轿子、黄包车被淘

汰，由省、市汽车运输公司及公共汽车公司承担公路客运 。 1979 年，区汽车队(后改为汽车

运输公司) ，开始用大棚车运客 。 1984 年建立大安区客运站，购入客车 1 辆，往返于郊外

线 ， 1988 年 ，增为客车 5 辆，客运量 30.02 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36 1.85 万人公里 。 区内客运

主要由市专业客运公司承担。 1988 年，有客运企业 5 家，客车 28 辆，客运线路 10 条 ，日发

班次 70 班 。 随后，由单一线路发展为多条班线，由独家经营发展为国有、集体、私营、个体

经营体制 。 2001 年，区汽车运输公司由国营改革为民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实行单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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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 2006 年，有客运企业 79 户，其中:个体 76 户，客车 237 辆(内含出租车 169 辆)市郊车

56 辆;运输线路 45 条，日发班次 225 班;市郊线 15 条，跨区(县)线 3 条，年客运量

1893.91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964.49 万人公里(含 农村) 。 建有东门二级客运站 1 个、农

村客运站 7 个 。

水路运输。 釜溪河是井盐运输航道。 清雍正年间(1723-1735) ，年吞吐量 3 万吨;光绪至

宣统年间(1875-191 1) ，年吞吐量 6 万吨;民国初年至 25 年(1912-1936) ，年吞吐量 8 万吨-

17 万吨; 1937 年抗日战争暴发，)11盐外运量增大，年吞吐量达 37 万吨;解放初为 17 万吨 。

1958 年随铁路通车、公路发展，吞吐量下降， 1963-1978 年年均 12 万吨 ;1983 年，多数物资

弃水路走陆路，年吞吐量在 5 万吨以下。 2004 年，金子由堪闸封闭，境内段无外运物资。

威远河，以运煤为主，由威远连界场起运的煤，运抵高响起船，分运各井灶。 从清同治

年间到清末(1862-1909)年吞吐量 11 万吨;民国初年(1912-1937)年吞吐量 12 万吨;抗

日战时期为 16 万吨;解放后，最高达 25 万吨，随后改走陆运 ;1983 年吞吐量仅 3 万吨。

沱江是运盐、碱水及农用物资的航道，牛佛码头是沿江最大的码头之一 。 1988 年货运量

2.4万吨， 1999 年 3.3 万吨，随后逐年下降， 1999 年停业，由个体运输船取代 。 2006 年，航

运开始复苏，航道货运量 153 万吨 。

水路客运以沱江段为主 。 主要航线是上起内江白马庙至牛佛 27 公里，下起牛佛至富

顺 32 公里，短航客运多为集日，长航客运班期不分闲集，每天客船开航时下行早上 7 点，

上行早 5 :30-6:00。解放初往返船 2 只 1988 年增至 26 只投入客运 。 运载能力 575 座，

客运量 22.9 万人次。 2006 年，客船 13 艘，运载能力 434 座，年客运量 15.2 万人次，搜口

15 处，年渡运 28.03 万人次。

铁路运输由重庆、成都铁路局管理。 1958 年以来，年均货运量 100-.162 万吨，客运量

16-112 万人次; 1989-1992 年，货运量 250-300 万吨 ，客运量 150 万人次至 200 万人次;

1994-1995 年，日货运发送量 0.4万吨，日客运发送量 0.2一0.3 万人次。 企业铁路专线年均

货运量 52 万吨 。

五

大安交通运输历史，经漫长历程，由泥质小路逐步发展为石板大路、泥结碎石公路和

混凝土公路，现在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人们已不再感到运货难，乘车难。大安人民为道路

交通建设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解放前，不少士绅、乡民捐款捐谷筑桥修路。 解放后，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为公路建设投工或捐资要致富先修路"是全区人民的共同心愿。 1958 年

秋，广大群众自发突击修路，为区骨架公路和网化公路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 大安区交

通自有管理机构以来的 44 年中，区委、区政府加强公路建设和运输管理，率领交通干部

职工常年战斗在公路建设第一线使公路路况、交通秩序逐渐好转涌现出不少的先进单

位和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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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 13 年 (1924)

年内，高啊富商李云湘、张小波承头修建玉带桥，更名为云波桥，因高铜驰名，人们习

惯称为高恫桥 。

民国 21 年 (1932)

年内，始用鸡公车(手推独轮车)行驶于石板大路运输货物 。

民国 24 年 (1935)

年内，筹备修建内乐公路。

民国 25 年 (1936)

3 月，动工修建大高公路 3.5 公里 。

4 月，内乐公路大安境内 1 8 公里动工修建，于次年 2 月 26 日建成通车(现为省道遂

街路)

民国 26 年( 1937) 

年内，大安首家运输公司恒通汽车公司建立，为民营股份企业，有货车 5 辆，客车 2

辆 。

民国 30 年 (1941)

年内 ，三多寨成立恒通汽车公司，购入货、客车 7 辆，投入公路运输，是区内首家民营

公司 。

1952 年

年内，境内运输行业 11 个，人员 3614 人，由自贡市搬运公司接收，在大安设有搬运

站(后改为自贡市装卸运输二公司)和装卸运输中队。

同年，驼运、驮运等组建光明运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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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年初，内宜铁路(内江至宜宾)自贡段动工修建，于 1958 年竣工通车 。

1958 年

年内，自张铁路(自贡火车站至张家坝制盐化工厂)动工修建，后于 1966 年延伸至东

锅厂 。

1962 年

年内，公社运输队压缩，4 个街道运输队合建大安区群众运输队(社 ) 0 10 月，大安区

设工业交通科。

1963 年

5 月，建立大安区交通运输管理科。

年内，成立牛佛运输社。

1966 年

年初，爱和公社与大安盐厂实行厂社合一，首次购入拖拉机 4 台，其中大安盐厂赠送

一台中型拖拉机(东方红-28) 。

1972 年

年内，团结渠指挥部购入汽车 1 辆，投入修建团结渠运输。

1979 年

4 月，大安区公路养护段建立。

1982 年

年内，修建内乐路大梨树公铁立交桥 。

1984 年

10 月，大安区学习眉山县加宽公路改造经验，掀起加宽公路改造高潮 。

1986 年

年内，修建石群路公铁立交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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