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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历史悠久，’交通运输源远流长。』：早在战国 ‘．

时期，湘乡与中原就有交通往来：’明清时期，境内
驿道发达，石板路纵横交错。潜水直贯全市，多条水
路通航，舟樯林立j漕运繁忙：距今264年前修建的：-
～楚南大观一——万福桥；结构坚固，造形美观；是
湖南建桥史上的÷座丰碑，至今犹令桥梁专家惊叹。
民国时期，现代公路、铁路在湘乡兴起：潭宝(湘潭至
宝庆)公路的潭乡(湘潭至湘乡)段，于民国1 3年

(1924)建成通车j湘乡开始出现汽车运输。湘黔铁路
在湘乡境内一段于民N27年(1938)建成运营，揭开
了湘乡的铁路运输史．o但由于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j政治腐败，战祸连绵；民生凋敝；经济萧
条，：湘乡交通事业发展缓慢。抗日战争期间，铁路：
公路均毁：运输仍然处于肩挑背负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目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领导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时代，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农业生产迅速发



2 序

展，与之相适应的交通事业也突飞猛进，湘乡的公
路、铁路、桥梁、渡口建设日新月异；交通工业从无到
有，发展壮大；路政、航政、运政、安全等管理工作，逐
步完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对内
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交通事业进行全面改革，国
营、集体、个体一起上j到1990年底，一个以公路为主
体；铁，公，水三路并行，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网络基
本形成。湘黔铁路和国道公路320线贯穿全市，沟通
全国各地。市内有各级公路1004公里，为1949年的20

倍，每100平方公里有公路49．9公里，是湖南公路密
度大的县(市)之一。已实现乡乡(镇)通客班车，百分
之九十五以上的村通汽车或拖拉机。境内共有各种
机动车7626辆，自行车23万多辆，车辆如织，城乡称
便：r唯水路运输：因铁、公路的发展，加上游水中
游兴建的洋潭引水坝截流灌溉发电，涟水中、下游水
运业务，日渐萎缩，但机动船舶发展较快。棋梓桥汽
车轮渡和机动客渡通航后，棋梓镇成为湘乡市的第
二个水陆交通中心≯民渡运输40年保持安全运行，
曾由交通部授予全国“交通安全红旗单位"。

交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先行官，
地位，是

设，湘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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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出现轰轰烈烈的群众性修建公路热潮；80年代
中，，开展全县性的拓宽改造公路群众运动；1989年
起，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每年I 1月在全市开展“全
民爱路月”活动，进一步组织和调动群众办交通的
积极性。 j。

湘乡交通事业的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湘乡人
民的劳动和智葱，我们有责任把交通事业的光辉业
绩写入史册，以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今，惠
及后世．为了总结湘乡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
训，探索客观规律，使之更好地为交通现代化服务，
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下，我们编纂了湘乡有史，以’来
的第一部《湘乡市交通志》，：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
大事。 ．

二，

，《湘乡i市交通志》的编写，经历了，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1985年在省、市交通志办和湘乡地方志办的
组织和指导下，湘乡县交通局成立了编纂领导小组，
组织编写班子，经过三年努力j于1988年9月，《湘
乡县交通志》作为湘乡第一部地方志正式出版。_内
部发行后，各方评价颇好。第二阶段，根据湘潭市

和省交通厅编志办的意见，将《湘乡市交通志》列
入“湖南交通史志丛书”重新编写。为此，复又组
成编纂小组，以原《湘乡县交通志》为基础，进一



步收集资料，充实内容，调整编目，断限延伸到1990
年底。在半年多的工作中，编纂人员辛勤耕耘，通
过各种渠道和办法，走访市内外55个单位，补充收

集资料90多万字。在此基础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准绳，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进行编

写。1991年10月完成送审稿，经湘潭市交通局和湖南
省交通厅编志办审定，列入搿湖南交通史志丛书”正
式付梓。《湘乡市交通志》共10章，46节、22万字。
是一部史实准确，内容完备、具有地方特色、‘行业
特点和时代特征的交通专志。 ‘、

《湘乡市交通志》的编写工作得到湘乡市地方
志办、湘潭市交通局志办和省交通厅志办的关心和
指导，省公路管理局、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各有关
地、市、县交通志办和湘乡市有关部门、交通系统各
企、事业单位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许多老前辈、
老同志积极介绍情况，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

．

． 张兴柏

一九九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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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里程相乘的积

通部的统一规定：单

为涵；多孔总跨8米

中国共产党或共产党

规定》和《湖南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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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市交通志 l-

概述

湘乡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的湘江支流——涟水中游．处华

南湘赣山丘区的湘中丘陵地带，属北半球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

区．现境内范围，西起东经1110．59 740，，至1．12。387 55，，，跨经度

sg,15∥；东西最长平距为65．4公里．南起北纬27。29
7 2，，至

28。37 45，，，含纬度34743，，：南北最长平距为64．2公里．东临

韶山市和湘潭县，南接双峰县，西界娄底市，北靠宁乡县．市界

周长为416．85公里，凹凸变化极大，最高海拔807米，最低海拔41

米，平均气温17．3℃，自然条件优越．境内盛产稻谷．生猪．茶

叶，是全国商品粮和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县(市)之一．境内已探

明藏量丰富．质地优良的矿石有：石灰石，白云石，矽石。．海泡

石，粘土和锰矿等．50年代后期始，中央，省．地在湘乡选址办．

厂1 3家，大大促进了湘乡地方工交事业的发展。 ， ．

‘

湘乡春秋战国时属楚，秦属长沙郡湘南县，东汉初建置为县．

历史上的湘乡县范围，为今湘乡市．双峰县．娄底市的全部辖

区，以及韶山市、湘潭县，宁乡县．涟源市．新化县等的部分地

域，为湘省大县之一．后行政区划几经变革，县境面积渐缩．

1986年9月国务院批准改县为市制．至1990年末，金境总面积

2011．63平方公里，辖8区7镇，计39乡．。715行政村，3街道办

事处。总人口为870915人． 、

湘乡交通事业源远流长．市城北牛形山一、二号大型战国墓

中出土的车器和马器，其造型．装饰，髹漆等已与中原地区相

同．湘乡于当时已有陆运．唐永泰元年(765)，潭州都督翟灌

—。。。l}I}I



2 概

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需要，交通建设发展迅速，除遍布城乡的民间道路以外：一

个以公路为主体，铁、公、水三路兼备，贯通全市的现代化交通网

已基本形成。湘黔铁路和公路320国道自东向西，贯穿全境。以城

关为中心，向东折北，距首都北京1711公里(铁路)，距省会长沙市

公路92公里，铁路l 24公里；东往湘潭市公路．铁路各43公里；南经

衡山县达衡阳市公路156公里，铁路207公里；西南经双蜂、邵东2

县达邵阳市，公路131公里，铁路155公里；西至娄底市公路86公

里，铁路57公里；北越宁乡县去益阳公路l 19公里；东北离韶山市

公路25公路，铁路35公里．至1990年底，境内公路总长1004公

． 里，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建的为954．7公里．按湘乡现
。

有总面积，平均每100平方公里有公路49．9公里，平均每万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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