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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为1992年出版的《湘潭市交通志》的续

修，按《续修湖南省交通志第九卷编纂纲目》，’断限上

起1980年，下止2002年。增补史料向上追溯，重大事

项延伸至终稿止。旨在存史，资治、教化，服务当代，

垂鉴后世。

二、本志遵循以史为鉴，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

今略古，突出重点，突出区域特色，突出时代特征。力

求历史性、资料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统一。

三、本志依据湘潭交通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设概

述，大事记和公路、水路、站港、运输、工业与科技、

管理等六篇及专记、补遗、附录。篇下设章、节、目，

篇章均设无题小述。全书计六篇二十五章八十四节。体

例按实体性、整体性、志体性的原则，纵述横分，以横

为主。分述、志、记、表、录、图7体，以志为主，互

为映证。本着承前、记新、补遗、正讹的精神，重在记

新，力求与前志相得益彰、进而完善。

四、本志资料源于史、旧志、档案、年鉴、报刊等



文献，经考证鉴别，取其所宜。采用的数据以市统计部

门提供为主，兼用主管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提供为辅。

五、本志大事记以年、月、日先后为序。有年无月

置当年后；有月无日置当月后。全志记述历史朝代，一

律采用各朝代纪年，以括号注明公元纪年。1949年8月

1日起采用公元纪年。凡“年代”前未冠世纪者，均为

20世纪。

六、本志称谓、名词术语，均按国务院或交通部颁

发的技术规范和标准。称谓书写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

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用简称。计量单位，古、近

代按原载，不换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国务

院颁发的法定计量单位。所记货币，皆依时价。

七、地域表述，湘潭城区指雨湖、岳塘两区。湘潭

市行政区域的记述范围，统称“湘潭”或“全境”、“境

内”、 “境域”代称。即城区与湘潭县、湘乡市、韶山

市。

八、本志贯彻专志贵专的精神，对非交通部门的厂

矿公路、通航渠道及社会车、船等有关情况，亦作记

述。有关职工教育及政党群团，铁路与城市道路另有史

志，此卷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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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交通是社会经济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史料载明交通在于“供军需，便商旅、利赈

济，苏民困，懋迁有无，覃敷政教”诸功能。历代通鉴

对交通都有明确的定位，东周末期，周王室的大臣单

子，视交通好坏决定国家兴衰。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

学家司马迁，诠释交通，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

龟、贝≮刀、布之兴焉。毛泽东主席明确：“交通运输

业为经济发展之‘先行”’o交通与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

展紧密相连，古今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亦同样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

“人类之历史，始终是不得不和产业史与交通史相关联

而被研究，被整理。”从一定意义上讲，某一时期的交

通史或某一地域的交通志，必定是那一时期或那一地域

社会生产、生活的文明水准的表征和历史载体之一。

古城湘潭地处湘水中下游交会处，因交通的拓展，

历为湖南重镇，湘中南物资集散中心。秦代筑驿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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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渠、开通“湘粤水道”对后世的南北交易和海外贸易

影响深远。隋唐盛世至宋，湘潭遂成江南运输百货、转

至谷米，转漕天下的中心，“遂取长沙”而代，成为沟

通中原、两广的转口贸易中枢，贸易大盛。明清时期

“千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曾享有“小南

京’、“金湘潭”的盛誉。20世纪30年代初，湘潭交通

运输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经半个世纪的建设，湘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

巨大成就，交通已建成由铁路、公路、水路三种运输方

式组成的初具规模的交通网络并成为全省和中南重要的

公路交通枢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九五”以来，湘

潭市交通部门，多渠道、多层次筹集资金，加大对交通

建设的投入。 “九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

“八五”期间的5亿余元，猛增至26．98亿元，为“八

五”期间的5倍，“十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达到30．18亿元，10年共计完成投入57．16亿元，实现

了湘潭交通事业跨越式的发展。

至2002年底，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2787．84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已建成123．43公里，高速公路已通达境

内一县二市。国、省道和主要县道全面改建升级。与之

配套新建的一座座技术先进，结构新颖，具有现代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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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型桥梁，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港口码头

站场建设投资7822．98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市水

运事业快速复苏，进入兴盛时期。2004年，上瑞高速公

路醴潭段和长潭西线、潭韶高速公路先后奠基，潭衡高

速公路也即将动工，这四条高速公路以及湘江两岸四座

千吨级码头的建成，将使湘潭交通地位再上新的台阶。

交通运输事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强大推进器，也带来人们思维观念的创新，“长株潭

经济一体化”、“智能交通”、“高速公路”、“绿色通道”

等先进而科学的理念，令人耳目一新，催人奋进。
-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o 21世纪初，续修新的

《湘潭市交通志》(1980—2002)，以期总结过去，立足

现在，放眼未来。编纂人员历四载春秋，广征博采，披

沙捧金，辛勤耕耘，数易其稿，克成缮功，付梓出版，

旨在激励时人，服务当代，踔扬承继，垂鉴后世。值兹

此志出版之机，谨序为贺o

／‘徘
二O o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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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地处湘中偏东，湘江下游之滨，为全省经济最发

达的长、株、潭“金三角”的一角。东与株洲市水陆相连；

南枕衡山山脉，与衡山、衡东、双峰诸县毗邻；西倚雪峰山

余脉，与娄底市交界；北界宁乡、望城、长沙三县。南北长

81公里，东西宽108公里，总面积5015平方公里，6分山

丘岗地、4分平原水面。系湘中红壤丘陵地带，山地平原

丘陵交错相伴，最高海拔802米，最低海拔29．2米。境内

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水丰沛，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隐山与鸟石、韶山为邻，是世界伟人、名人

故里，湖湘文化之源，国家重点风景名胜旅游区。

湘潭商周时期属荆楚之地。秦代属长沙郡，南朝梁

武帝天监二年(503)置湘潭县，“湘潭”第一次见于史书，

距今1500余年历史。唐代为潭州。南宋以来为历代的

湘潭县治o 1950年7月，设省辖湘潭市，是年7月，长沙

专区由岳阳搬迁湘潭市，1952年10月，改名湘潭专区，至

1983年，撤地并市，辖五区两县。20世纪90年代调整为

雨湖、岳塘区及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二区一县二市，辖

59个乡镇、22个街道办事处，1634个行政村，人口280

万，有汉、回、土家、苗等15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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