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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县交通志》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交通
。专业志书，它记述了丹徒县交通历史和现状，对

今后交通事业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可
供查考的科学依据。

“’

，

_ 7‘

丹徒县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发展交通的。．
自然条件甚为优越，咱古以来素有膏南北之要津"
的著称，但由于历代统治阶段的腐败，灰通事业
发展缓慢。‘ I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交通运输事业获得新
’

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后，发展很快·
现在，沪宁铁路贯穿境内，公路干支线相连，遍
及全县乡镇；大港至高桥；谏壁至江心的汽车轮

。

渡通航，高资至世业汽渡码头也已建成，’县境东
部有对外开放的大港深水良港，西部有高资港I：I；

．长江、。运河与铁路、公路相互连接，可联合运输，，
金县已形成水陆相通，．港航衔接的交通网络。这

‘‘些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老一辈创业者的’

努力下，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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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取得

编写交通志，把丹徒古今交通运输的演变，
兴衰起伏，经验教训，如实地记述下来，鉴古明

今，对于培养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促进今后交
通事业的发展；对于宣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都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

《丹徒县交通志》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坚持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实事求
是地加以记述。既反映了时代特点、地方特点，

又有思想性、科学性，是一部可读的资料性著述。
志书在征集资料和编写中，曾得到市交通局，

镇江市和丹徒县地方志办公室同志们的大力支
持，具体指导，也得到交通战线老前辈和各级领

导的支持，还得到乡镇有关同志的热情相助，在
此，表示由衷感谢。．

1
，

鉴于我们能力有限，历史知识贫乏，专业水
平不高，志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切希望批评
指正。 ，

：

一一律毋祆伽
1989年12月



氏

一、本志记载的是丹徒县交通运输历史和现

状，目的是。资治’’、～教化"和：膏存史刀，并为

交通系统的干部、群众提供一部资料性著述。 ；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客观地加以记述。’
三、本志上限为191 1年，下限为1985年。。’部

分内容适当追溯和延伸，领导人员更迭和大事年

表延伸到1989年底。 ，

善．

四、鉴于建国前丹徒县和镇江市是一个县，
建国后县市分治；1958年7月至1962年5月县市又

曾合并，因此，在记述合并期间的内容时，原则
上都有所反映，但本志重点记述农村。记述范
围，以1985年丹徒县地域为准。

五，本志共列为13章39节，采取横分门类，
竖写史实，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体裁以

记、志为主，辅以图、表，文首设大事年表和概



述，以供纵览。

六、本志关于搿公社"和搿乡镇”的称谓，
一般以当时称谓为准。其他单位，在首次出现时

使用全称，后文使用简称。
七、本志出现的历史纪年和地名，依当时历

史习惯称呼，文后加注公元和今地名。．
八，本志出现的经济数据，除注明来源的以

外夕均引用丹徒县统计局、丹徒县交通局《统计

资料》。地名则参照《丹徒县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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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 表一?

，秦(前22l_前206)’．

△凿丹徒曲阿(今丹阳)口 ．． ．

。

三国吴赤乌八年(245)

△凿破岗渎，自旬容经宝堰至云阳(今丹阳)西城。

7东晋(317--322)

△丁卯港立丁卯埭。

．齐(479—502)

△丹徒水道入通吴(今苏州)会(今绍兴)。

△废破岗渎。

梁(502—557)

：；F东,(557--589)

△更修破岗渎。 i
一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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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j1、!。·。一崇耘磷汹2)了j，t’2
‘△修复奔牛，吕城，丹徒、京日诸闸。 一

， 、‘ ：

‘

。

’^

’

、 ‘

。一 ’+ 。

。

． 清。雍正二年(1724)， ．

’7
一 ’．

。 ’

、

一 ：一

△两江总督查弼纳署j江宁巡抚何天培、河道总督齐苏勤，总

漕张大有等会勘京日至奔牛一带河道。
。|

．

，。

’

0。．7、、 ．’
、

’ 一 ，

’

：清，，雍正三年(1725)
’

。

、

‘

’ ● ，

△开挑河道，‘并修筑黄泥坝闸、吕城闸。
、、 ～一-，f’》。 0。‘：，’- ．。～：r．。

。

i ．1、’清雍正六年(1728) ，

_J

， ；．一’；’
一

’

·

△徒阳运河开工捞浅，粮船通行无阻。‘
。

·，
．

：

‘

‘．-*-’·t： 一一
、

清乾隆七年(1742)
+。‘’，。 ÷

， ·．，

‘’
’

△巡抚陈大受题奏。徒阳运河：。复岁捞浚及六年一大挑，分

别专责办理，以为定例e。；． 。、．、

’

_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 ；

～

￥ ，

△冬，大挑徒阳运河。
”

’

’ ’_×‘， ·．-。■ ：j
’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

’y ，。 ● ， ，

‘

． ～ 』． 1

△巡抚吴增奏开新河，自丹徒西牌湾古滩，经旬容之龙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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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上元栖霞山下碾驼坝，避黄天荡之险，赐名使民河(今运粮河)。

乾隆四十八年(1783)通行。

，。X ，
·

， 。。

清道光元年(1821)
：j

“

△江苏巡抚魏元熳奏，勘徒阳运河挑捞工段。

△焦山救生局成立，并备有救生红船。：?

：、!‘：
’

．．

‘ ’

清道光十四年(1834)

△冬，巡抚林则徐奏，大挑丹徒、丹阳二县运河。

、

清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三年(1838--1843)

△复年浚丹徒，丹阳二县运河。

清咸丰八年(1828)

△《中英天津条约》定镇江为通商I=I岸。

清成丰十．---(1861)

△英国宝顺洋行轮船“总督号’’试航抵镇江。

清同治十一年(1872)
+

’

r

．

△4月，义渡局成立，地址镇江西津渡坊小码头，分局设在

瓜溯大江及六濠口，七濠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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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清 同治十二年(1873歹I
’

‘

。

△轮船招商局在镇江设分局，经营长江干线航运，是镇江最

耳的本国轮船企业。
。 ：i-一；。‘一．。，J。∥‘，：：：0

’

：
．

。1

^

清j：光绪六#(1880) ，

， ·

’

’

- 。_‘

．、，△英国洽和洋行在镇江设办事视构。 ．，。．。

1一 j。 ’?’，li㈡I_‘| ．

。，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

t ，，。
一

△瑞车、车源康、立丰、鸿安嘉记等轮船公司先后在镇江经

一营镇清(江)，镔苏(州)客班航线。 ；。 ’：_，7：、“
j、

。’|
。j|。 _。?i一。’

，
⋯ ‘

●

清 光绪三十一二年(1905)
。’

．‘

．

％
，

A 3月21日，沪宁铁路常=}H至镇江到江宁(南京)段动

一二【兴建。1907年常州至镇江段通车。1908年镇江至江宁段通车。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坼。

。^
．

’

△招商局内河轮船公司成立，镇江设分公司·_，’
7

一．．a日本部船会社，大阪、大东汽船会社及湖南汽船会社合并

。， 碱立日清轮船公司镇江办事处。 。

‘

．．

．

一．
。

j，7“。．’。：

民国元年(1912)
．

t ·，一、， J’ · ： ．

． △虞洽卿、施肇曾，史悠风等人在镇江创办永和协记小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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