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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赣南交通志》已经出版发行了。在此，我代表《赣南交通志》

编纂委员会，向所有为志书提供资料、‘进行整理汇编、评审修改付出

了辛勤劳动的人员和给予大力支持，热情指导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各

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赣州地区(叉称赣南)处于东南沿海腹地，是我国中原通向广州，

深圳，珠海和海南以及厦门等经济特区的咽喉要地。赣州自唐朝开辟

膏梅关古道一后，就以搿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一著称于世。由于战乱

和各种因素的影响，水陆交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赣州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很快，

尤其是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年代，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建 ，

设的重点和先行，更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向前发展。现在公路建设已形

成以国道、省道为骨架，县道，乡道为网络的干支相连，城乡沟通， 、

水陆相济，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水路航道也进行了有效的治理，

航空和铁路也在发展之中。赣南交通建设仍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并

将在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一五岭之要会一， 膏闽粤之咽喉”的作i“
-·：’

、 用o

《赣南交通志》是一部交通专业志，它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全区交

通事业发展的情况和经验。．从我区交通事业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可

以领略交通事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可以看到人们在

争生存、求发展的社会活动中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密切关系。我们就是

想通过编纂交通专业志，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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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史料中得到有益的启迪。我们热切盼望全区交通部门以至社会各

界人士更加关心，重视和支持交通事业，为发展交通、振兴中华谱写

新的篇章o

邹方沫
；

199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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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交通志

例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立

古，如实记述赣南交通发展全貌。上限不

，志，图，表、传，录等体裁编纂，按交

通门类横排竖写，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正文分设水路交

，通、陆路交通，航空运输，森铁运输，交通工业，交通管理、科技与

教育、机构沿革，人物等9篇。

三、历史纪年，建国前以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括号内注公元纪

年。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解放前后，均指1949年8月14

．曰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赣州之前后。

四、计量单位名称的使用，建国前按照旧计量单位名称，建国后

按照国务]完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法》规定的名称

使用。
‘|

五、本志书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均沿用当时的称

谓。’

， 六、本志书的数目字，除行文和历史年号外，均用阿拉伯数字。7

古代地名在各历史朝代地名之后括注今名。

七、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赣南的于都，全南、寻乌、大余县名称

作了变动，本志书涉及这些县名时，建国前用旧名称(雩都、虔南．．寻

邬，大庾)，建国后用新名称(于都，金南，寻乌、大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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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望中

南临

区和抚

面积

公路

一赣州地区行政公署驻地赣州市，距省会南昌市陆路425公里，水路451公里，
'J

航空314公里。 ．； 7．， ，

赣州地区现辖一市十七县，即赣州市、赣县、南康县．．信丰县、大余县，上

犹县、崇义县、安远县、龙南县、定南县、全南县、宁都县、于都县，兴国县，

瑞金县．．会昌县、寻乌县、石城县。一九八五年底共辖29个镇，332个乡、3个街

道办事处；农村有428．0个村民委员会，49749个村民小组，全区总人口为655．33

万人。 ： 一．
．j-’ ．，

赣南境内江河纵横密布，流域宽广，章贡赣三江及其支流遍及全区各地，构

成了本区航道水运网。其东可沿贡江直通源流绵江，西能溯章水抵达大余，南可

经桃江蜿蜒至三南(龙南、定南、全南)，北能从赣江顺流下长江，古代各江航

道畅通，水运繁忙。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后，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唐开元四

年(716年)，开凿庾岭新路，使南北交通畅通。水陆相联，赣江成为中原通达

广南的水运脉络，赣州港遂成为南来北往交通运输集散重地。，宋代以来，广南物

资北运，中原物资南下，海外进口的布、纱、煤油以及内地的漕粮、盐运等均取

道赣江水运，以赣州港为发运点，赣江章水成为物资运输的“黄金水道"，官府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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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节和民问商旅往来的水上“丝绸之路”，清末“五日通商”后，赣江水运逐渐

衰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建于瑞金，中

央机关和当地军民所需的食盐、布匹、日：用品等物资，均靠船筏运输。瑞金、会

昌，兴国、干都、赣县等县人民在创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

的历程中，参军参战，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木船工会和苦力运输工会，保障了

生产、生活、军需的供给。水上运输成为沟通红、白区之间物资交流，打破国民

党经济封锁，进行“封锁线上的交易”的主要渠道。

抗日战争时期，军需民用品运输赖依水运，水运一度繁忙。自赣州失守，赣

江被封锁，水运萧条；抗日战争胜利后，赣南水运复苏。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了水上、码头民主改革，引导

船民走合作化道路，国家投资整治航道，并在赣江、贡江、章江、梅江等干支河

流设置导航设施，改善了安全通航条件。同时，修建港口码头，改革水运工具。

1956年全区航道通航里程达2229公里，到60年代全区基本实现水运机械化和半机
j

械化。．

一九八五年，全区有各类船舶1633艘，367．7吨位，13649马力，654客位。多

为铁质拖轮、机驳船，也还有少量的木帆船。 ．

’，货运量达39．74万吨，货物周转量达25334万吨公里。客运量达217138万人

次，客运周转量达8144337万人公里。

赣南公路建设始于三十年代，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党军为“围

剿’’红军，实行“交通剿共”，修筑赣(县)小(梅关)公路。二十二年(1933

年)商办“健行汽车运输公司”开办大庾至南雄公路货运业务，赣南始有汽车运

输。二十三年(1934年)由粤商“利通公司’’开办汽车运输(有客、货车12辆)。

此后，国民党政府又陆续修建赣(州)遂(川)、赣(州)于(都)j赣(州)

上(犹)等公路，由赣县车务段在各线设站营业。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初，

为阻日本军入侵，国民党破坏了赣遂、赣小、赣于、兴江公路和东河、西河大桥

等交通设施。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三运输处设立赣县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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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办理赣南各线公路客货运输。 。。 ．．

1949年，赣南仅有公路1123．7公里，t由于长期失修，路况差，行车十分困

难，交通闭塞，还有三个县不通公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变赣

南交通落后的面貌，积极地开展了支前抢修，恢复公路交通的工作，三年恢复期

间，进行了大量的整修工程。1955年至1956年期间，修通了安远、石城、崇义三

条山区公路，实现了县县遍公路。’1958年贯彻交通部提出的“地、群，普矽(依
●

靠地方，依靠群众，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主)公路建设方针，全区修建

简易公路1997公里，新建石拱桥78座，979米；修建永久性涵洞724道，8358米。

1960年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3725公里，为建国前的3．3倍。70年代，修通了会昌

筠门岭至福建武平，龙南中村坳至广东连平等边际公路，还修建了一批县社公

路，到1978年全区公路里程为8464公里，赣南交通不便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把赣州地区推上了经济体制改

革试验区的重要位置，加快了全方位开放，合理开发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使

公路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九八五年，在国家扶持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兴国，于都、会昌、宁都、

南康、安远、崇义七个县，按四级公路标准修建县际断头路6条，109．1公里。利

用以工代赈资金修建公路93条，779．7公里，新建永久性桥梁26座，2857．6米。至
，

1985年底，全区有省养公路55条(含国道)，计2583．48公里，县乡公路(有补

贴的)401条，4571．66公里，还有简易公路5808．96公里。共计12964．1公里，为

解放前夕公路里程的11．53倍，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

公路建设的发展与提高，给公路运输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九八五年全区拥有

客车1943辆，货车7585辆，其他机动车11545辆。地、县(市)专业运输企业经

营的旅客运输，日发班车1332个班次。个体及社会车辆经营的旅客运输，日发班

车829个班次。营运总里程为11345公里，全年完成客运量2196．47万人次，旅客周

转量93298．48万人公里。地、县(市)专业运输企业经营的公路货物运输，·除整

车运输外，还开办了零担运输，有直达上海、衢州，衡阳、广州、汕头、泉州等

大中城市的11条线路。营运里程为5273公里。。1985年完成货运量81．76万吨，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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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量13978万吨公里，公路运输已成为赣南经济发展和社会交往的纽带和桥梁，

充分显示了“南路”(江西南部以发展公路运输为主)交通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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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931年赣南有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

赣县等苏区县。同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

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央革命

、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军

锁，临时中央政府在艰苦的环境中；，’领导苏区人民修

展中央苏区交通运输事业，创造了不朽的业绩。。

。
·．

，’ i 17一，二’

‘

交通管理机

．．

j· j(一)交通行政机构
：t、? ，。

’

1932年6月，临时中央内务部设交通管理局，省、县两级内务部设交通科。

1933年4月，。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有关经济运输工作，由国民经

济部管理。交通行政工作由内务部领导管理。．：1933年10月，1中央颁布了《苏维埃

组织法(草案)》，’规定中央设交通邮电部，省、县设立交通部。国民经济部下

设运输管理局或分局。区、乡设7至9人组成的路桥委员会和运输委员会。’、i’’

1933年10月11日，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制定了运输管理局暂行简章，规

定运输管理局的职责是：保证革命战争时期国家运输的需要，管理运输。其具体

任务，对国家和私人船只及某些陆上运输工具进行登记，发给登记证。协调分配

运输任务，给粮食调剂局，贸易局和群众组织的合作社介绍运输船只。当时，运

输总局设在瑞金，并于适当地点各设分局_．所。在分局领导下，，设立运输管理委

员会，其成员由当地之国民经济部，苦力运输工会√粮食调剂局、贸易局、合作

社省县总社等派代表参加。，，， ，1， 一t’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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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事交通机构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中央革命军

正式成立。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属下，设立了总兵站，总兵站

杨立三。

总兵站、兵站是军委系统管理交通运输的组织。兵站的任务：主

打仗服务，既要保证前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供应，又要把前方的伤

品转运到后方。兵站设在后方与前方之间，每隔60一80里(华里)设

点，并有运输队。

1932年6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重建总兵站，经人民委员会决

成为总兵站主任，从此兵站工作日益走上正规。兵站负责军需物资的

令部设总兵站，军师设兵站，兵站内有运输科，运输科下面还有运输

队。

交 通 建。设

一、修建路桥
●

1931年，中央苏区境内没有公路，只有人行道，有的叫“官’’道。1931年11

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建设问题，主张

苏区应发展交通事业，当时，始有修路计划。

1931年冬，临时中央人民委员部发出了关于修筑道路桥梁的第一号训令，其

训令中规定了八项原则，提出了竞赛办法。翌年6月9日又发出了第二号训令，督

促各级苏维埃政府派人清查道路桥梁修筑情况，要求第一步把县与县之间和区与

区之间的干道修好，便于军队前进，发展苏区经济，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7

1932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即以于都为中-b，修筑

予(都)会(昌)、于(都)瑞(金)、于(都)赣(县)、于(都)宁(都)，

于(都)兴(国)、于(都)万(安)等干路，并于1933年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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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为了迅速开展修路运动，发布了第十八号训

令，其训令指出： “道路与军事、经济不可分离，与群众生活非常密切，．因此，

今年的修路运动，各级苏维埃必须提起最大注意。"并作出了修路规定：(1)

千路，支路的宽度、路基、路面、线型、桥梁工程标准，土地补偿办法，动员群众

方式，各级领导责任和完成计划的期限等。(2)工程标准，主要是原路修筑，

路基牢固，路面平实，线型要直，桥梁坚实，宽度适合等。(3)经费办法，干

路、支路均须动员沿线的群众自带粮食、工具，不支公家经费。如遇山凿石的炸

药硝、工具损耗等，报告省内务部，呈中央批准发给。桥梁用木从公山取料，架

设桥梁均由地方群众募捐开支。(4)组织形式，苏区交通建设，由基层建立组

织(桥梁修管会)，既有经常性维修保养，又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各区乡组织修

路委员会和修路队。发动群众自愿修路修桥。

1933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修筑二十二条干路及县、区、乡支路的计

划。其二十二条干路：瑞金～石城～汀洲～河田～文坊～新泉；瑞金～武阳～会

昌～筠门岭；瑞金～西江～梓山～于都～江口～茅店；瑞金～长胜～博生(宁都)

～洛口～宜黄东坡，瑞金～壬田～石城～塘坊～建宁～黎川，会昌～白鹅～梓
●

山，汀洲～石城～赤水～广昌～甘竹；赣县江日～兴国～高兴～沙村～固陂～吉

安值下，博生～头陂～广昌～里心～建宁～泰宁，博生～黄陂～中村～乐安招

携；河田～水田～回龙～千家村；红(’文)坊～南阳～阳县～永定；汀洲～童坊
，L

～连城，汀洲～宁化～安远市(澎拜)～建宁；甘竹～苦竹～洛口～黄陂～龙岗

～东固～吉安富田；乐安招携～荇田～白沙～水南■值下；瑞金～瑞林寨～兴国，
●

于都～社富～兴国；博生～赖村～银坑～于都～小溪～赣县牛岭，田村～兴国●

古龙岗～博生～石城～宁化～清流；兴国～良村～龙岗～沙溪～永丰荇田；会吕

筠门岭～罗塘～武平东留。 ． ，‘：’。，‘，

7。 除上列22条干路以外，凡县内支路(贯通各区的)，一由县苏维埃政府制定计

划，区内支路(贯通各乡的)，．由区苏维埃政府制定计划；乡内支路(贯通各村

的)，由乡苏维埃政府制定计划。同时规定从第一条至十四条为一等干路，路宽

不少于5尺。第十五条至二十二条为二等干路，路宽不少于4尺。县内支路不少于



第四号训令。训令指出； “在此革命战争紧张与正值秋收时期，修理河道，以便

运输，是目前重要工作之一。查各地有些河道，行船方面发生困难，如河底障

碍，河岸崩塌，岸边树枝过长，及沿河拉船行走的路的损坏，阻碍了船行的速度

和时间，这对于革命战争和经济发展都有妨碍，因此，特命令各级内务部，对于

修理河道，须切实的负担起来’’。
’

{1

·按照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苏区苦力运输工会提出了修理河道的计

划，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修理河道委员会，广泛动员群众，修理河道及纤道，清理

沿河影响航行的树枝。并作出决定，严禁砍伐沿河一带的树木，以免洪水冲坏河

岸，淤塞河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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