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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祁阳县交通志》从1986年开始编纂，几经

寒暑，数易其稿，今天终于出版。本书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溯本求源，广征博采，

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展示了祁阳交通全貌及其

衰盛发展的历程。

祁阳为湘南古县，背负九嶷，面傣潇湘，历

史悠久。相传上古时期，舜“浮湘江而溯潇浦，登

九嶷而望苍梧"，水陆交通始兴。继后，灵渠开凿，

湘桂通航；驿道兴修，南北畅通；祁阳水、陆交

通日益便利。但是，由于历代封建王朝政治腐败，

战祸连绵，祁阳交通发展十分缓慢。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祁阳交通蓬勃发展，一个以县城为

中心，以湘桂铁路、322国道、三南公路和湘江水

路为主干，向周围各县市辐射，铁、公、水路相

联的交通运输网络初步形成，有力地促进国民经

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祁阳县交通志》的问世，弥补了祁阳历代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书中交通内容甚少的缺陷，对全面、系统地了解

和研究祁阳交通状况大有裨益，对深化交通改革，

加速交通发展，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值兹发

行之际，谨序为贺。 ．

钟上元

1994年8月1日



凡 例

一、时间断限：上限为明代宗三年(1453年)，重要

事物追溯起源；下限为1993年。

二、本志县域：1952年3月底以前按唐武德四年(621

年)所置疆域记述，1952年3月底以后按1954年调整区

划记述。

三、编纂体裁：采用语体文，以述、记、志、图、表、

照、录等方法进行编纂；共5篇13章35节。

四、年代表述：古近代律用朝代或民国纪年，，并括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度量单位：除历史上的计量单位照录、并括注现

用计量单位外，一律采用我国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六、资料来源：均出自现代档案和多方反复核实的座

谈口碑；所用数据基本上来自县统计局，统计局没有的来

自省、地、县交通部门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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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概 述

祁阳县位于湖南南部，湘江中游，东经lll。35'至112。14'、北

纬26。027至26。51’之间，东邻祁东、常宁，南界桂阳、新田、宁远、

双牌，西连永州、冷水滩，北接祁东，东西宽64．5公里，南北长

90．5公里，辖12区(镇)、1林场，计66个乡(镇)，总面积2521

平方公里，总人口91．4万人。祁阳地形以山岗、丘陵为主，南北

高，中部低，山丘占总面积72．04％。南陲阳明山脉重峦叠蟑，北

边四望山、祁山山脉起伏连绵。湘江西来东去，横贯县境中部，将

县域分为南北两半；白水自南向北、祁水由北往南汇入湘江，构成

“十”字形水路骨架。湘桂铁路贯通黎家坪、大村甸两个区。南部的

菜(园)一白(果市)公路、木(梓圩)一金(洞)公路、清(水

塘)一大(忠桥)公路，中部的三南公路、祁(阳)一丝(塘)公

路、白(水)一唐(家岭)公路，北部的322国道、祁(阳)一

油(塘)公路、黎(家坪)一石(板铺)公路，为县境公路交通

运输的主动脉。

祁阳交通历史悠久。上古时期，舜南巡“浮湘江而溯潇浦，登

九嶷而望苍梧”，祁阳水陆交通始得开辟。祁阳出土的商、周文物

中，既有中原的鼎钺铜具，又有岭南的印文陶器，可见祁阳在春

秋战国时已是南北物资交流的通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发大

军50万经略岭南，一军沿湘江循潇水、过萌诸岭进入广西；一军

由史禄率领于湘江上游开凿“灵渠”，勾通湘、漓二水为运粮通道。

自此以后，中原地区与岭南交通，多取道于此。两汉，南海诸郡

珍贵贡品，长江流域丝绸特产，多经祁阳北运南输。三国时，吴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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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始设祁阳县，晋因之，田赋粮秣均取水路运抵建业。唐代，长

安直达交州的驿道贯穿祁阳，陆上交通日渐畅便。明初，祁阳漕

运畅道，竹木排筏直运武昌以至江淮，谓之“东湖木”。自明至清，

湘省食盐，几度改淮纲为粤引，祁阳不仅有取道常宁、末阳抵粤

的驿道，而且有取道宁远、兰山去粤的捷径盐道，一度“商务异

常繁盛，肩挑背负过岭南者不下十万”。明清两代，京都通桂省的

干线驿道在祁阳的里程达69公里，共有驿铺14处。清末，境内

湘江出现轮船。民国时，公路和铁路修通县境，汽车、火车运输

由此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祁阳的交通面貌发生翻天复地的变

化。一个以县城为中心，以湘桂铁路、322国道、三南公路和湘江

水路为主干，向周围各县市辐射，铁、公、水路相联的交通运输

网络逐步形成，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具

体表征是： ·

公路交通蓬勃发展解放初期，祁阳仅有41．05公里衡桂公

路，破烂不堪，且无一座公路桥。陆上运输仍以人力、板车为主。

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祁阳人民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

修复公路，架设浮桥，并修建黎(家坪)一石(板铺)公路，公

路运输得以畅通。1950年，湘运公司在境内设祁阳、洪桥、黎家

坪三个汽车站，备有客车1辆、货车2辆，完成客运7．5万人、126

万人公里，货运1．91万吨、32．75万吨公里。“大跃进”时，为缓

解炼钢所需木炭、焦煤运输的紧张状况，中共祁阳县委发出“交

通运输要大道化、车子化”的号召，公路建设掀起高潮，先后修

筑祁．(阳)一常(宁)、木(梓圩)一金(洞)、清(水塘)一大

(忠桥)、祁(阳)一下(马渡)等4条简易公路的大部分线段和

10余条区社公路毛坯，总里程达231．4公里，并建成东江、沙滩

河两座公路大桥。1958年，湘运公司调15辆货车入县，长驻清水

塘，支援焦煤运输，共完成货运14万吨、108万吨公里。祁阳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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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仅有的l台客车，增开黎(家坪)一文(明铺)班车，共完

成客运15．4万人、215．2万人公里。县运输公司也始置汽车3台，

完成货运0．6万吨、13万吨公里。。文革”期间，祁阳人民在动乱中

力排各种干扰，先后修通祁(阳)～丝(塘)、祁(阳)一油(塘)、自

(水)一唐(家岭)、菜(园)一白(果市)等4条、147．．83公里县级公

路和49条、218．8。公里区社公路，实现社社通公路。1976年，全

县共有客车8辆，完成客运19万人、561万人公里；共有货车52

辆，完成货运10．3万吨、98．8万吨公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公路交通出现质的飞跃。境内322国道(衡桂公路)改建为

“二级线型、一级宽度”的沥青混凝土路面；又筑成境内长40．05

公里，二级线型，沥青混凝土路面，贯穿湘、赣、闽三省，直达

沿海经济特区厦门市的“三南”公路；7条县道和部分区乡公路通

过整修，达到四级以上公路标准。自1978年起，大坝、白水、大

忠、湘江、两江等公路大桥先后建成通车。1993年，322国道的

祁(阳)一黎(家坪)段水泥混凝土路面改建工程，祁(阳)一

丝(塘)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改建工程，祁阳县城综合车站和黎

家坪、白水、城关停车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相继动工兴建；以提高

公路等级和通过能力为主要内容，连续三年大搞民工建勤修公路，

取得很大成绩，基本上实现村村通公路。1993年底，全县共有公

路102条、727．03公里，为1949年的17．7倍。公路运输实行

“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改革政策，机动车辆迅猛增加到2873

辆，其中客车267辆，货车1387辆，小四、三轮车991辆，摩托

车228辆；是年共完成客运1783万人、53464万人公里，货运214

万吨、16278万吨公里。

水路交通拓展外江解放初期，祁阳货运以木帆船运为主。

1951年，个体船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整治航道，开

发支流水运。境内湘江、白水、祁水、白河及部分小支流均可通

航，总里程达277公里。1950年，境内共有木帆船875艘、7751



4概述

吨，完成客运1万人次、28万人公里，货运4．51万吨、512．98万

吨公里。1956年，为调节运力与运量，开展“定港分段”工作，祁

阳定船584艘、3023．6吨，余剩437艘、7711．4吨迁赴零陵、衡

阳、湘潭、长沙及洞庭湖区落籍。“大跃进”时，因大炼钢铁、滥

伐林木，白水、祁水及部分通航小支流泥沙淤积日趋严重，通航

困难。县木帆社(航运公司前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航

道疏浚，仅能维持境内通航里程188公里。1958年春，木帆社造

出。一号”机动客轮并投入使用，结束祁阳无机动船的历史。该

年，县木帆社拥有木帆船539艘、3220．9吨，80马力机动客轮l

艘、120座，共完成客运5．44万人、146．92万人公里，货运

10．78万吨、920．48万吨公里。“文革”期间，祁阳水利、水电建设

没有贯彻“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的方针，湘江各支流上建起无

数拦水坝，均无通航船闸，造成白水、祁水及通航小支流全部断

航，境内航道仅剩湘江100．8公里。当时，祁阳煤炭开采复兴，外

销运量剧增。为提高水运效率，县航运公司掀起木帆船改机动船

热潮。县内很多单位和农村社队、个人也纷纷增置船舶，竞相参

与水运。1976年，全县共有货船658艘、4203吨，其中机动船129

艘、2555吨、2247马力。县航运公司有船210艘、2578吨，其中

机船60艘、1045吨、1210马力。全县水运共完成货运25．3万吨、

2103．8万吨公里。航运公司完成客运45．47万人、943．12万人公

里，货运18．7万吨、1551．12万吨公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水上交通开创了新的局面。县航运公司运输船舶全部改成机

动船；自制120吨级、120马力的钢质挖砂船，既提高疏通航道的

能力，又开辟砂石产销业务。由于运输市场开放，个体水运崛起，

水运竞争日趋激烈。1983年，祁阳划属零陵地区，境内煤炭流向

变更，销路不畅，加之公路运输迅猛发展，货源频频弃水走陆，素

以煤运为大宗的水运货源锐减。航运公司采取新的策略，发展大

吨位钢质船，组织部分运力，冲出洞庭，参运长江；并兴办“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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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贸易公司”，开展木材、煤炭等长途贩运业务。1993年，全县共

有货船408艘、5434吨，客轮5艘、404座。县航运公司有营运

船68艘、2418吨，其中客轮5艘、404座。全县水运共完成货运

8万吨、2352万吨公里。航运公司完成客运16万人、142万人公

里，货运5．97万吨、1969万吨公里。渡口运输在境内水上交通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64年，祁阳县渡口管理站成立，将全县97

处渡口中的13处重要渡口接管经营，余剩84处渡口由当地乡、村

管理。随着公路、桥梁的日益增多，渡口逐渐减少。1993年，全

县渡口仅剩75处，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方便当地群众生产生活，

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

铁路交通不断改善解放初期，湘桂铁路经过祁阳64公里线

段，设有白鹤铺、洪桥、风石堰、白地市、黎家坪、大村甸6站。

各站仅设正线1道，到发线两道，设备简陋，运输能力低。所用

机车为日本产蒸汽机车，牵引力1000吨，时速30公里。1950年，

6个车站共发送旅客12．4万人，发送货物11．73万吨。1952年，

祁东从祁阳析出，境内仅有黎家坪、大村甸两个车站。1957年，境

内线路进行第一次大修，P38型钢轨换为P43型钢轨。“太跃进”

时，铁道部门对境内线路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通过能力大为提

高；并于坦头岩开辟采石场(内设水泥厂)，增设场内专线，共计

2216延米。采石场的开辟，既能满足境内铁路维修道渣和设施建

设石料的需求，为日后更换水泥轨枕创造条件，又能支援其它路

段对道渣的需要。1958年，境内两个车站共发送旅客13．6万人，

发送货物5．2万吨。“文革”动乱，运输秩序受到冲击，运输日趋

紧张，’为确保铁路交通的正常运行，境内铁路单位实行“军管”，

铁路职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1966年，增设南河岭车

站；1967年，对境内线路进行第二次大修，将P43型钢轨换为P50

型钢轨；1971年，增设黎家坪省水泥厂专线，共计3376延米。日

本产蒸汽机车全部换为国产蒸汽机车，牵引力达2400吨，时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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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里。1976年，境内3个站共发送旅客20．78万人，发送货

物48．26万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铁道部门实行投入产

出、以路建路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各车站站房、仓库、货场进行

更新和扩建，通讯、信号等设备El趋现代化，到发线逐年延长到

800米以上，全部站线均进行P50型两用轨中修。路枕全部换为水

泥混凝土轨枕。国产内燃机车已替代国产蒸汽机车，牵引力达

3000吨，时速达130公里。1984年，增设白塘车站并兴建黎家坪

立交桥，改铁路、公路平面交叉为立体交叉，通过能力提高。1993

年境内每日过往列车39对．是1950年的7．8倍；4个车站共发送

旅客41．9万人，发送货物60万吨，分别为1950年的7．9倍和

14．1倍。

交通企业日益兴旺解放初期，祁阳仅水府庙、自水两处有

木船修造工场，一无固定厂房，二无机械设备。工匠在河坡上凭

手工作业，人员依业务多少而聚散不定。每年造船量约15艘、200

吨，维修量约50艘、1000吨。“大跃进”时，“全民炼钢”，导致

水上运输极度紧张，造船业随之兴旺。1958年秋，白水船厂创建i

有职工20余人，次年增至179人，修建厂房540平方米。“大跃

进”开始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声浪中，船厂职工日夜加

班加点，赶造木帆船。1959年，共制造木帆船121艘、1786吨，

维修476艘、3685吨，其中约有30艘、500余吨新造船舶因质量

低劣不能使用，报废烧成木炭。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白水船厂

不断扩建厂房，增添机械设备，船舶设计、制造、维修能力不断

提高。1966年，试制小马力木质机动船成功f 1971年，水泥质机

动船首次出厂；1975年，制造出第一艘衡一75型钢质机动货船，

被确定为衡阳地区标准货运船查，为造船业新的里程碑。1976年，

白水船厂共造船8艘、215．7吨、192马力，维修船舶239艘、800

吨、796马力。随着境内机动车运输逐年增加，车辆制造、修理业

应运而生。1971年，县运输服务站(运输公司前身)成立“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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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组”，对企业内部车辆进行小修和保养。1974年10月，县交

通局在‘‘修理组”的基础上组建“祁阳汽车修配厂”，成为县内第

一家汽车修理专业厂家。1976年4月，县搬运公司(运输公司前

身)仿制机动三轮车成功，为县属企业自制机动车辆之始。1980

年以来，县交通工业蓬勃发展。白水船厂添置现代化大型造船设

备，厂房面积扩建为8500平方米，既能设计，制造吃水浅(仉65

米)、转向灵、适宜细小支流航行的小型机船，叉能设计、制造载

重大(75吨)、稳性良。可以通江达海的甲板机船，还能设计、制

造各种客轮、游艇、挖砂船等特殊用途船舶。1983年9月·县农

械厂(浯溪机器总厂前身)研出wx一7Y500型柴油机动三轮车，

荣获全国首届农用三轮车越野赛优胜奖，国家机械委员会列为定

点产品}1986年12月，县浯溪机械总厂研制出WX--7Y1000型

小四轮农用运输车，经省机械工业厅鉴定合格}1992年，该厂又

研制出PJ975型、PJ850型机动三轮车，经省机械厅检验合格，批

准为定点生产产品，固其性能优良，畅销市场，供不应求。与此

同时．机动车维修业日益兴旺发达，县汽修厂厂房扩建达6750平

方米，职工达124人，增添现代化生产、工艺、检测设备共23台

(件)，车、锻、镗，磨、刨、电、焊、油漆、冷作、修理等10多

个工种齐全，能同时承担8辆汽车的大修任务。社会汽车维修厂

店雨后春笋般涌现。1993年，境内有专业修理厂4家，各单位兴

办维修厂、点12个，个体维修厂、点46个，从业人员共达446人。

交通管理逐步加强解放初期，境内交通管理始由县建设科、

后由县交通科负责，重点是将个体运输者组织起来，恢复运输生

产。1951年，县政府在衡桂公路沿线以村为单位组成养路小组，与

祁阳道班(县公路段前身)一起对公路进行养护和管理。1953年，

祁阳航管站成立，负责境内航政管理。1955年，县人民委员会

(以下简称县人委)以府交(四)字013号文下发通知，严禁在公

路上堆放砖石、开挖水沟、砍伐树木。为加强运政管理，县交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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