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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取材时间，上限清末，为承上启下，部分史事溯源

唐、宋以至东汉，下限至1988年末。自瓦儿岗延伸至大庸市公路

记到1989年止。
‘

二、本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专志为主

体。专志采用分类纪事本末体，图、表、录分别附在备类记事之

中。 ·

三、本书按类设篇，下设章、节、目。全书分概述、线路、运／

输、交通工业、管理、大事记等6篇。
、

四、本书时间表述，清代以前按各朝代纪年，使用汉文数字、

阴历年月日。民国时期使用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以上均在

年号后面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

年。
。

五、本书所有计量单位，一般换算为法定计量单位。

六、本书所记币制，一般照实记裁，未予换算。新中国成立

后，均按人民币计算。新中国成立初期，货币已换算成改制后的

新币或加注换算新币数。



编者说明

一、本志属《桃源县志》第9卷，根据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的统一部署进行编写，既是县志的组成部分，又单独成册。

，’二、本志由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桃源县交通志编纂

领导小组负责组织编写。1987年10月组织人员搜集资料，1988年

9月开始撰写，1989年3月"-6月分3次初审修改，同年7月底基

本写成送审稿。1989年11月初，由常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评审

并通过定稿。

三、本志从下列各单位搜集资料：湖南省图书馆、省档案馆、

省交通厅、省公路局、省汽车运输公司、常德市图书馆、市交通

局、常德公路养护总段、桃源县档案馆、县交通局档案室、县公

路管理站，以及有关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史料和口碑材料。本书的

编写，主要参考了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地理志》(1982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清光绪版《桃源县志》和民国时期《桃源

县志》、(稿本)诸书。

本书在编写和搜集资料过程中，曾得到下列人员的大力支持：

常德汽车运输公司桃源县分公司周桂成，桃源县航运公司童进久、

谢建湘，桃源县运输公司冯同福、张世江，交通局机关何国栋、莫

金秀、肖国伟、童从发，桃源县港航监督站唐月清。另有孙建民、

魏光荣、蒯建勋等曾参与本书的资料搜集工作。在评审过程中，还

有许长贵、龚松甫等精心阅读，认真指出许多错漏之处；特别是

湖南省公路局史鹏审校本志送审稿，纠正多处错误，并提供补充

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

四、本志的撰写，由郭鹏负责“概述”、“线路篇”二～三章、

“运输篇”、“管理篇”第一章第二节，何柏初负责‘‘线路篇’’第一



章、“交通工业篇”、“管理篇”第一章第一节，刘伯元负责“管理

篇”二～四章的编写工作。本书图片摄影为熊国华、何柏初、陈

跃龙、肖国伟。
’

、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热

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9年12月20日



内容提要

本书为地方性专业志书，主要记述了桃源县自古至今的交通建设、交

通工业和交通管理。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以丰富的史料，重点叙述了近

现代桃源县交通事业的发展演变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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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桃源县汽车修配厂⋯⋯⋯⋯⋯⋯⋯⋯⋯⋯⋯⋯⋯(148)

第二节桃源县轻型汽车修造厂⋯⋯⋯⋯⋯⋯⋯⋯⋯⋯⋯⋯(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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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汽车配件生产与经销企业．?⋯”：⋯⋯⋯⋯⋯⋯⋯⋯··
一桃源县汽车液压泵厂⋯⋯⋯⋯⋯⋯⋯⋯⋯⋯⋯⋯⋯

二湖南省陬市橡胶厂⋯⋯⋯⋯⋯⋯⋯⋯⋯⋯⋯⋯⋯⋯

三桃源县汽车拨叉厂⋯⋯⋯⋯⋯⋯⋯⋯⋯⋯⋯⋯⋯⋯

四桃源县运输公司汽车配件分公司⋯⋯⋯一⋯⋯⋯⋯⋯·

第三章交通科研⋯⋯⋯⋯⋯⋯⋯⋯⋯⋯⋯⋯⋯⋯⋯⋯⋯

第一节科技队伍⋯⋯⋯⋯⋯⋯⋯⋯⋯⋯⋯⋯⋯⋯⋯⋯⋯

第二节科研成果⋯⋯⋯⋯⋯⋯⋯⋯⋯⋯⋯”“⋯⋯⋯⋯”

一60吨级钢质机动甲板驳⋯⋯⋯⋯⋯⋯⋯⋯⋯⋯⋯⋯

二BJl30轻型载重汽车制动器总泵和分泵⋯⋯⋯⋯⋯⋯⋯

二汽车、拖拉机风扇带⋯⋯⋯⋯⋯⋯⋯⋯”“⋯⋯⋯”
●

第四篇管 理

第一章线路管理⋯⋯⋯⋯⋯⋯⋯⋯⋯⋯⋯⋯⋯⋯⋯⋯⋯

第一节航道养护与管理⋯⋯⋯⋯⋯⋯⋯⋯⋯⋯⋯⋯⋯⋯

第二节公路养护与管理⋯⋯⋯⋯”一⋯⋯⋯⋯⋯⋯⋯⋯·
- 一桃源公路养护段⋯?⋯⋯⋯⋯⋯⋯⋯⋯⋯⋯⋯⋯⋯”

二桃源县公路养护队⋯⋯⋯⋯⋯⋯⋯⋯⋯⋯⋯⋯⋯⋯

三县社(乡)公路养护工班⋯⋯⋯⋯⋯⋯⋯⋯⋯⋯⋯⋯

第二章安全管理⋯⋯⋯⋯⋯⋯⋯⋯⋯⋯⋯⋯⋯⋯⋯·：⋯·

第一节港航监督⋯⋯⋯⋯⋯⋯⋯⋯⋯⋯⋯⋯⋯⋯⋯⋯⋯

一管理法规⋯⋯⋯⋯⋯⋯⋯⋯⋯⋯⋯⋯⋯⋯⋯⋯⋯⋯

二船舶检验与证照管理⋯⋯⋯⋯⋯⋯⋯⋯⋯⋯⋯⋯⋯

(一)船舶检验⋯⋯⋯⋯⋯⋯⋯⋯⋯⋯⋯⋯⋯⋯⋯”
(二)船舶进出口签证．．．⋯⋯⋯⋯⋯⋯⋯⋯⋯⋯⋯⋯

三技术管理⋯⋯⋯⋯⋯⋯⋯⋯⋯⋯⋯⋯⋯⋯⋯⋯⋯⋯

四水上交通事故⋯⋯⋯中“，⋯⋯⋯⋯⋯⋯⋯⋯⋯⋯⋯

第二节交通监理⋯⋯⋯⋯⋯⋯⋯⋯⋯⋯⋯⋯⋯⋯，⋯⋯·：

一管理法规⋯⋯⋯⋯“⋯⋯⋯⋯⋯⋯⋯⋯⋯⋯⋯⋯⋯‘

二车辆检验及牌照管理⋯⋯⋯⋯⋯⋯⋯⋯⋯⋯⋯⋯⋯

’一6一

(152)7

(152)

(152)

(153)

(154)

(155)

(155)

(155)

(155)

(156)

(156)

(158)

(158)

(159)

(160)

(164)

(165)

(168)

(168)

(】68)

(169)

(169Y

(169)

(169)

(170)

(172)

(172)

(173)



三技术管理⋯⋯⋯⋯⋯⋯⋯⋯⋯⋯⋯⋯⋯⋯⋯⋯⋯⋯(173)

四陆运交通事故⋯⋯⋯⋯⋯⋯⋯⋯⋯⋯⋯⋯⋯⋯⋯⋯(174)

第三章运输市场管理⋯⋯⋯⋯⋯⋯⋯⋯⋯⋯⋯⋯⋯⋯⋯(176)

第一节运政管理⋯⋯⋯⋯⋯⋯⋯⋯⋯⋯⋯⋯⋯⋯⋯⋯⋯(176)

第二节运价与票证管理⋯⋯⋯⋯⋯⋯⋯⋯⋯⋯⋯⋯⋯～(178)

第四章管理机构⋯⋯⋯·：⋯⋯⋯⋯⋯⋯⋯⋯⋯⋯⋯⋯⋯·(182)

第一节交通碣⋯⋯⋯⋯⋯⋯⋯⋯⋯⋯⋯⋯⋯⋯⋯⋯⋯“(182)
第二节区、乡、镇交通运输管理站⋯⋯⋯⋯⋯⋯⋯⋯⋯⋯(185)

第三节桃源港航监督站⋯⋯⋯⋯⋯⋯“⋯⋯⋯⋯一⋯⋯一(186)

第四节桃源交通监理所⋯⋯⋯⋯⋯⋯⋯⋯⋯⋯⋯⋯⋯⋯(187)

大事记⋯⋯⋯⋯⋯⋯⋯⋯⋯⋯⋯⋯⋯⋯⋯⋯⋯⋯⋯⋯⋯⋯．(18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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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桃源县地处湖南省西北部，居水陆要冲。湖南四大水系之一

的沅水，纵贯全境，县境内长99公里，终年通航。早在公元前277

年，楚将庄豪即率战船沿沅水西征入滇，克降且兰、夜郎。东汉

建武年间(公元25年～56年)，马援曾奉旨溯沅水而上，攻打五

溪等地的少数民族。唐宋时期，有从京都洛阳向西南辐射的驿道

过境。明、清两代，驿站、驿运日趋完善。县内水驿设3站，马

驿亦设3站。皇木、漕粮、军运、商货多由水驿转运，马驿则用

于转送官员、传递文书、解押囚徒等。清光绪年间，县内3马驿

设有驿丞、馆夫、贡夫、马夫、铺司等400多人，驿马135匹。每

逢军情紧急，驿差信使，不绝于途。清末废驿，民间运输逐渐发

展，水路帆船可直达辰洲、长沙、岳州、武昌等地。陆运有5条

道路与邻县相通，轿马可行。历代黔东、湘西、川东以及鄂西南

等地的竹木、桐油、药材等土特产品·，均经桃源县过境出口。特

别是竹木材取道陬溪镇集散，民国时期最盛。陬溪镇曾为湖南省

最大的竹木集散中心，木行林立，商业鼎盛，曾有“小南京”之

美誉。民国30年(1941年)，因抗日战争需要，一度恢复从常德

经桃源、沅陵至晃县的驿运，1943年撤销。

●一
’ ‘

_-一
，

，

桃源县交通线路建设由来已久，新中国建立后尤为迅速。首

先是航道建设，曾有。三脑、九洞、十八滩，处处都是鬼门关”之

说的沅水干流航线，航运困难。明、清时期，虽有一些官绅筹集

资金，治滩险，修纤道，但收效甚微。民国时期，省、县政府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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