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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已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华容县交

通志》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优良文化。

传统的要求，在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下，在县、市志办的具体一

指导下，编纂出版7。
‘

一县的专业志，固然不可能囊括诸事，展尽一方全貌，但交

通运输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纽带，因而交通志的内容，就不可避免，

地涉及各行各业，关联千家万户。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指示的I “人类的历史始终不得不和产业

史与交通史关连着而被研究、被整理黟。一地的交通专志，如果

能纵贯古今，联系社会实际，记沿革之迹，述兴表之由，明是

非，究因果，有稽有据，无失无妄，正确反映一地经济、人文、

政事的发展、变革，对各方面工作无疑是有裨益的。所Ⅸ，《华

容县交通志》鳊纂出版，是华容县交通职工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大贡献。

前人称为“湖湘名区∥、 “川原要会"的华容， “汶江北

注，梦泽南环，澧水西来，沱流中贯，波襄四陆，云矗三山。⋯·：·一

襟川流，汇洞庭，巴邱为屏，夏水为带"，气候温和，民阜物

丰，交通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交通运输历史悠久。华容设治1700，

多年来，县内的交通事业经历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和杜会主义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战争与自然灾害不时交

相为祸，县内交通始终处于落后状态。水运靠舷．子、划子，陆运靠

轿子，担子，鞍子，搬运装卸靠杠子、筐子、钧子，交通工业剪IJ：

只有以斧子，凿子，锤子为主要器具的手工作坊。论道路则时有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冲刷崩塌，历年难治；论桥梁更1J每多倾圮，举措维艰；论航道曩l

溃堤倒口与石矾沙碛断续相连，泓道变迁莫定：交通管理，更付

阙如，商旅安全只能各安天命。其间虽有乡民，义士捐募资金

修桥设渡的善举，而政府投资办县、乡交通实在是太少太少。由
’

于落后的运输生产力与落后的运输方式千百年问很少质的变革，

故历代文献对于境内交通从无系统、完整的记述。前人所述既

简，如今自宜略叙本末。 一

“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华容县

的交通面貌日新目异。现在，公路四通，车如流水；航道大畅，

轮、木船鼓浪与江流一样不舍昼夜，前人梦寐以求的“东成西

就，南通北达"已成了活生生的事实。无疑，交通的发展与枉会

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交通建设的巨大成就既反映了社会需求又

促进了社会繁荣。这是当代历史的真实，是人所共知，有目可睹

的，交通专志理当充分体现。

马克思说。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

用以前各代的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刀可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实在太可悲了，华容交通事业兴

起的起点实在太可怜了。华容交通职工是在前代留下的烂摊子上

经过艰苦努力方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两条真理，在华容交通

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

历史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基础差、起点低、任务 -

大，经验不足，以及“左”的干扰，使华。容的交通建设工作免不

了有过某些失误。但瑕不掩瑜，成绩是主流。‘华容交通志》以

存真求实为旨，以事实表明今天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只是一个

良好的开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交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

坚持四项基芩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进一步努力奋斗。

志书传世，存史资治，后继者鉴往察来，识有指归，再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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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拓展宏图，是编纂人员所衷心祈愿的。由于主观认识水平的’

限制，志书中未免有漏误处，各界方家赐教补正，是编纂人员竭≥

诚企望的。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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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华容交通志'主要记述华容县近百年来交通运输的历

史和现状。记事上溯1840年，下迄1990年，有的内容则根据需要

与可能进行上溯下廷。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按“时经事纬∥的编纂原贯IJ

分章、节，目，子目行文，分述，记，志、图、表，照，录7体

鳊纂。彩色与黑白照片，集中放在志书正文以前，图表穿插于志

书之中。
，

三、本志书资料以档案资料为主，兼收史籍资料与口碑资

料。所援引资料，均未注明出处。
、

’

四、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先书朝代

年号或民国年号，再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

公元纪年。

五、本志数字书写，按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等7个单位1982

卑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执行。

六、本志内所有地名、机构名称概用当时称谓，一般不作注

释；个别地名，机构已鲜为人知者，则用括号注明。

七，本志附录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名录，未舍本单位，本系

兢授予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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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华容县交通运输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历史悠久。在县境

内，长江带绕东北，洞庭襟掩东南，藕池河流经西境，华容河贯

穿中区。河港交织如网，内湖星罗棋布。东北为低山低岗丘陵，西

南尽平畴博壤。便于开路兴衙，适应驱车驾马。水上交通，早在东

晋就已开始漕运，陆路交通，在南朝就初步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

韵驿道网络。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这

些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和发展。到解放前

夕，仍然只有小型木帆船从事县境内的商旅交通运输，凡大宗物

资进出口，则需向外港船只托运。民国26年(1937)，华容到藕

池的航线上，才首次出现小火轮运输，而且是从长沙轮船公司租

赁的火轮，这既不是对木帆船的取代，也不是华容拥有机动船的

开始。民国28年(1939)湖南全省开展民船普查登记时，华容仅

有装容量百担以下的入册木帆船只107条。政府对’水运管理，也

只有负责拉佚派款的水上警察队，而无生产保安的任何设施。船

民江河漂泊，全赖各安天命。据民国34年(1945)统计，全县有

,340只从运小船，因船民迫子营生而改业捕渔。从华容至长沙需

步行或者乘骑到调关或洪山头，改乘轮船至岳阳，再搭火车才能

抵达，耗时需三天三夜，’交通闭塞，可见一斑。陆路运输主要靠

驮运，且不发达。据民国34年(1945)统计，全县仅有骡马670

匹。华容搬运装卸，凭箩筐扁担相传。据民国37年(1948)统

计，全县有箩行8家，从业306人。主要港口15处，全属自然码

头，无一工程设施，年装卸量4540吨。至于交通工业完全是一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白纸，无例可言。

解放后，在中共华容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华容交通

运输事业迅速发展，发展中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1950～1956年，是交通运输建立新秩序阶段。这一阶段主要

是实行民主改革和组织整顿。水上以船工船民为主体建立船民协．

会，陆上建立搬运工会、马业工会，废除民国时期的水上保甲制，废

除由地方封建把头把持的箩行公会。1956年，在完成民主改革的

基础上，分别建立起船民联合运输社、搬运合作社、马业合作社。

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运输价格，统一营运收费票证，统一运输调

度，统一托运计划，有效地克服和纠正滥用票证、面议运价，私

揽货源等混乱现象。并建立起港航监督机构，负责全县水上船舶，

丈量、检验、技术管理，考核，签证签照．海事调处等事宜，以确

保水上安全生产。从此，华容的交通运输事业，以新型的管理和

经营方式，肩负起为发展全县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发展全县经济

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重任。在此基础上开始有组织、有领

导、有计划地加强交通运输事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1957～1963年，是以发展水运为主兼顾陆运建设阶段。1958

年兴建华容县船舶修造厂，对专业运输船舶，进行更新和技术改

造。对质量低、吨级小、不利于安全生产，不适应华容航道的多 ·

种船型，进行拆、改、翻修。将产于辰溪的“北河船"、桃江的

“七舨子”、未阳的“小驳船"、安化的“湘驳子，，，四川的，

“拍木古"，宁乡的“乌江子"、醴陵的“湘壳子"等，逐步扩
’

改为i0～30吨级的“华容产子’’和30"-'60吨级的“华容平板

驳"。同时，开始自造船体，组装机动船只。7年间，专业运输船

只由1957年的295只，1661吨位，发展到303只，4136吨位。机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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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从零起步，发展到6只，146吨位，350马力。陆上，发展马车

运输，成立华容县汽车站，首建华容大桥，加修简易公路。

1964～1977年，是大力发展陆运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普及

公路建设，建立和不断完善公路养护，路政管理，车辆监理体

系，提高水运机械化程度，加强内河航道疏浚和港口码头建设，

发展交通工业。13年间，共修砂石公路和简易公路9l条，全长

702公里，发展客货运输车辆117台，418．5吨位，760个客位；发

展专业运输船舶1549吨位，其中机动船舶39只，832吨位，1463马

力，二次开挖华洪运河，新建三汉河、潘家渡过船闸两座，9次

疏整华容河航道，开挖土方97．5万方，搬运装卸以半机械化和机

械化代替了历代的肩担背负I港口码头由自然泊位改变成人工建

造泊位I交通工业初具规模，能自造100吨位级的钢质自航驳，

能生产水陆两用蓄电池，救生衣和救生圈。
’’

-1978,．-．,1990年，是全县交通运输事业飞速发展阶段。’在这1n

多年中，交通建设从普及中提高，运输生产从开放中搞活，交通

工业由水运工业向汽修工业发展，客货运输线路从县境内运输向

外省市延伸，交通管理由专业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化。12年间共修

砂石路、柏油路，简易公路204条，839公里，相当于前29年的3

倍以上。设注滋口，梅田湖，鲇鱼须，新沙洲、集成等汽车渡口

5处，全县所有乡镇，处处通达客班车。长途客班延伸至岳阳、．

常德、益阳，长沙、石首，监利、沙市、武汉等地。客货运输汽

车和部门专用车，群众私营车迅速发展。到1990年，全县有客、

货汽车1135台，3616吨位，3460个客位。水上专业运输船舶，通

过技术改造，，至1990年达7500吨位，3160马力。交通工业，兴办汽

车维修、氧气生产、搬运机械生产等企业，交通工业企业固定资

产净值增至1212万元。搬运装卸，在城关、注滋口、北景港，洪

山头、塔市驿、六门闸等6处主要港口加修，改建和新建码头45

个，其中3．5吨级立式码头l处，混凝土斜坡式码头44处。‘搬运

g



装卸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有胶轮板车644部，汽车4台，动一

力翻斗车28部、拉坡机21台、还有吊车，吸谷机、输送带等各种

工具27台套。

经过40年的努力，华客交通运输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1990年，全县有各类机动船272艘，12507

吨，518l马力，专业水运货运量25．7万吨，4601万吨公里。共修公

路295条，总长计1551．7公里(其中省道3条，66．9公里，县道21

条，259公里，乡村道269条，1210．8公里)。全县公路中，常

年养护的49条，444．3公里，季节性养护的246条，109．24公里。

共有公路桥89座，2368．7延米，涵洞1437处，13320米。公路绿

化林带已基本形成，大部分林荫夹道，少部分新修或扩修的公-

路，也正在成林。1990年货运量达104．64万吨，计3419．2万吨公

里，客运量499．77万人，计13208．8万人公里。全县有大小港口20，

处，码头62个，其中立岸壁式码头1．处，混凝土斜坡式码头44处，

其余为砂石斜坡式码头。历代靠肩担背负的港口装卸，全部由机

械化和半机械化取代，港口年装卸量也为之大增，达64200吨。

华容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道路是曲折而艰难的。清代巳形成

以县城为中心，通向岳州，安乡，石首，南县的驿道网络，4条

驿道总长96公里，路宽l一2米。至民国初年，因年久失修，4

条驿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民国21年(1932)至24年，华容县

政府按湖南省道路协会规划，向县民派款修建以县城为中心，通向

监利、南县、岳阳、石首，鲇鱼须、方庾等6条县道。历时3

年，仅修6条泥筑土垒、倚弯就弯的简易大道。抗日战争爆发．

后，战火殃及华容，国民党政府为防日军长驱直入，28年，通
令全县。 “路挖沟，堤堆土"破路I “毁桥梁，关深水”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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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路面，扔块石印障路。6条“县道"，都被弄得坎坷难行。

民国36年(1947)，湖南省政府定该年为交通建设年，将华容至

岳阳道路列为第三期规划，同时下达摊派路款“亩田赋l元秒的

征务。华容县政府当年据此上交了路款3．2万银元。后湖南省政府
以“财政亏空，经费困难"为由，工程未得实施，而上交的路款

亦化为鸟有。
一 解放后，中共华容县委，县人民政府始终站在交通运输是国

家的动脉，是国民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建设的窗口这一高度，对交通运输事业进行具体决策和领导。

1949年7月21日华容解放。8月15日新建立起来的县人民政

府建设科，接管交通工作。不久又设立交通科，专管交通工作。

从此，华容交通运输进入了一个“人民交通人民管，管好交通为

人民”的崭新历史时期。此后，在航政管理上，设有华容县航道．

管理站，在水运安全上，设有华容县港航监督站；在港口码头管理

上，设有华客县港务管理站，在公路建设与公路养护上，设有华

容县公路段，华容县地方公路管理站，在公路交通安全与路政管

理上，设有华容县车辆监理所，华容县公安局公路派出所，在交

通规费征收上，设有华容县养路费征收办公室’在运输市场管理
上，．设有华容县运输市场管理所，在汽车维修行业管理上，设有，

华容县汽车维修整顿办公室。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容交通运输历史

上的自然状况，进入了有序发展的新时期。

1953年起，根据国家颁发的公路船线两侧15公里以内，50岁

以下的男性公民和45岁以下的女性公民，每年每人负担5个公路

建勤义务工日的规定，认真组织民工建勤。至1990年，共投公路

建勤工日3135万个，挖运土石方2758万立方米。在投资上，采取

民办公助的办法，筹集资金开展建设。至1990年，全县用于交通

建设的经费共1561．5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423．5万元，占91．2％。．

同时，还适时地大力发展交通工业。1958年建起华容县船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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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厂"，从修造20吨级的木船起手，发展到现在造120吨级的钢

板驳。1977年兴办华容县蓄电池厂，1981年创办华容县汽车修配

厂。至1990年底统计，共有大小厂家56家，其中国营交通工业8

家，集体6家，个体户42家。凡船舶修造、汽车修配、氧气生产和

一般搬运机械均可自造。交通工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交通运输

事业的发展，同时为交通建设的发展积累和提供了资金。

70年代末起，针对交通地理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交通运输

事业的发展方向。解放前(1948)统计，全县有航道32条，1050

公里。解放后，因自然变迁与人工兴废，变异较大，不少航道成 。

哑河、水库，渔场，甚至成为良田。至70年代末，全县航路仅19

条，共长463．6公里，且常年通航的少，季节通航的多。针对这

种河湖变化情况，县委，县政府从搞畅交通，服务经济，促进生

产的要求出发，毅然将交通运输建设的重点转向以公路建设为

主，狄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全力进行公路建设。至1990年，用

于公路建设和养护的资金为1356万元，占交通运输建设总投资的

90％以上，公路运输量为全县总运输量(仅货运量)的62．2％。

从而有效地满足了国民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

要。

四

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先行官"，应该最大限度

地满足“货尽其流，，，“物尽其利"的要求。但是目前华容的交

通运输事业，离此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首先是在交通建设上，

未能统筹兼顾、扬长避短，兴农田水利，伤交通运输，轻航道整

治。自1958年后，大规模的围湖造田，拦河蓄水，建闸抑洪，自

然淤塞，使全县航道剧减，使历来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变成

为四面环水，四面通航难。其次，陆运效益低。主要是公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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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低，普及快，提高慢，修得多，养护差。全县2,95条公路，

常年养护的只有49条，能晴雨通车的只有444．3公里。"80年代以

后，个体货车盲目发展，运力大于运量，揽货竞争激烈，陆运故

益因而更趋低落。此外，搬运装卸机械化程度不高，港口建设与

水陆运输生产形势不相适应，车船特别是船只周转慢。消除这些

制约因素，充分利用华容的地理条件，创造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的交通运输环境，提高竞争能力，是今后华容交通运输建设事业
中的重大课题。 l_一，．t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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