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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在烟波浩瀚的长江之滨，有一块2255平方公里的卜地，这里河道交

织成网，湖泊星罗棋布，港L-I码头争奇斗艳，公路运输线纵横交错。

千车争驰，万船竞发，水陆运输兴旺发达。它就是素以“水乡泽图”

著称的公安县，今已成为镶嵌在江汉平原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曾几何时，这块土地荒芜贫瘠，残道条条，坑槽累累，河流阻

塞。千补百纳的船帆，血染泪浸的扁担，伴随着船工、脚佚，度过了

风风雨雨的蹉跎岁月、曲折坎坷的历史年华。

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古。

一根经络可知人的身体全貌，一条道路映衬历史的沧桑变化。一

部交通志，可反映社会的翻天覆地、人民的喜怒哀乐、国家的兴衰荣
E=

辱。

历史总是走向前进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撰志修史是一项开发人

民群众智力资源，价值无比的工作。《公安交通志》是公安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交通专业志书，它集县内水陆运输事业几百年的历史于一书，

上下纵横，左右捭阖，秉笔直书，未加穿凿。丰富的史料，大量的数

据，展现了县内交通运输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将那些为

造福子孙、建桥筑路、在发展公安的交通运输事业中，兢兢业业、艰

苦奋斗的建设者们，载入了史册。为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序言

历史的浪涛汹涌澎湃，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祖国的事业方兴未

艾，我们的前途灿烂辉煌。值《公安交通志》出版之际，愿交通系统

的广大干部职工，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之东风，同心协力，兴利除

弊，革故鼎新，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谱写公安县更加壮丽宏伟的交通

运输史。

侯祖林

一九八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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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_————，—————————————————————————————_—————————_-——————一

凡 例

一：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与秉笔直书的原则，详今略古，记叙

公安县水陆交通运输事业从19儿年至1984年的历史，兼顾与其相关

联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内容，上限在有些篇章中作相应

浮动。

二：建国前采用当时的纪年称谓，用公元说明。年、月、数据用

阿拉伯数码标记，机构、地名、职务一律录用当时的称谓。

三：史料多数出自于文献档案记载，少部分来源于口碑。一般不

引用原文，不注明出处，资料卡作为本志书的副本。

四：图表随文，穿插安排。

五：凡不宜安插在正文中而又确系重要的内容，一律纳入附

载。

六：篇首以《概述》提纲挈领，总领以下各篇。各篇按行业分

类，时经事纬，横排纵写。





概述

概 逮

公安县位于鄂中南边缘的长江荆江段南岸。北与荆州古城和沙市

隔江相望，南和湖南省的澧县、安乡接壤；东邻石首，西连松滋。南

北长75公里，东西宽5l公里。地势北部高、南部低，虎东多为平累湖

区，虎西少有丘陵地带，总面积2255平方公里。处东径1 l 8。4 8 7～

l 1 2。257，北纬29。3 77—30。l 97。

公安的交通运输事业历史悠久，从东汉至清末，各个赣代的京都

通往西南地区的驿道必经这里。后汉时期，河湖相通的水运条件逐渐

形成。故此，公安素有“江河走廊”、 “七省孔道”之称。

民国时期，水上运输在县内占主要地霞，透磐二t三多：二j，’’置’、

舟。民雷八年(i 9l 9年)，湖北譬航堂氲_·，i。苈、，，、j号 客泌，从。多虿盘

虎渡河开往津市，停靠一蔷志糟黄窆霉、夹；7j一?蚕、南·茂继而武汉、沙

妻’等磐蔓笺≥謇箍么?若壁先，专跨辟～?遥达丢离斗溺堤、阀口、藕池、鬲平等

地筻藐装。；瓮萄4，地万丽家豸二始集资创办小火轮运输。詹因战事兴起，

酎属不宁，外地的客班轮船时开时停，县内的小火轮重输也不过苟延

残喘而已。沿河港埠“脚行” “箩业”亦因时局的变化而衰、盛不

定，脚佚始终摆脱不了肩挑背扛的命运。陆路多为乡闯小径，仅有的

几条大道也宽不过一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政瘸：组织民工修

筑成县内的第一条(沙市至东岳庙)土面公路，民匿二二十七年i l 938

年)，从黑狗挡经闸I-：I通往石首’的土面公路j带溢竣工。县境内首

次出现了外地的几辆客、货汽车运行。战争使两条公路几度遭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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