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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戽

李志坚

龙南位于江西省的最南端，105国道贯穿县境南北，是江西的“南大门”o龙

南县依托国道优势，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招商引资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龙南人

民深深体会到：“要致富、先修路”、“要大富、修大路”o

龙南于公元953年(南唐保大11年)建县，至今悠悠千载。

巍巍的九连山下，滔滔的桃、濂河畔，29万“龙”的子孙，生息奋斗在1600余

平方公里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勤劳、勇敢、智慧的龙南父辈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史，也开创了辉煌的交通史。

明代以来，开通了龙南县城至赣州府和龙南至周边各县的驿道，还相继开通

了龙南县城至广东省连平县中村的商道。

公元1932年(民国21年)，龙南始筑公路，直至1949年8月19日龙南解放，

龙南县终于有了3条路基路况极差的公路，这3条公路分别通往信丰、定南、全

南县城。

解放后，龙南的公路交通逐步得到了发展。至1979年，龙南境内有省道4

条、县乡道路50多条，共计531．7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公路交通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但有了国道，还有了铁路。此

后龙南公路着力于公路改造上等级，路况改善上水平o 105国道和3条省道、3

条县道，在短短的10多年里，将县境内的砂石公里建设成了水泥路、沥青路面。

现在，路面平整、路容整洁，路容路貌达到了“畅、洁、绿、美”，宽敞平坦、整洁畅

通。

龙南公路段始建于1952年，担负着国道、省道和省养县道的建、管、养任务。

四十余年来，龙南公路段的职工们在省公路局、赣州公路分局和龙南县委、县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开拓、务实、创新，为龙南公路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素有“赣粤边陲”公路明珠的龙南，许多年以来，龙南公路段的工作得到了上

级领导的关怀和鼓励，先后荣获了全国公路系统、省公路系统先进单位、省大庆



企业和省级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o

’盛世修史，史以资治。龙南公路段本着以总结经验，积累珍惜史料为目的，

上级公路部门和方方面面的关怀支持下，经一年多的辛勤编辑，欣慰地出版了

部<龙南公路志>o在编修中，遵循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编辑原则，希望此部

路志能给从事公路交通事业的同志提供有益的资料帮助，尤其能给子孙后代

下一部珍贵的公路史料。

展望“十五”，公路建、管、养的任务更加光荣而艰巨。

龙南公路人将在新世纪里朝着现代化公路建设和文明行业创建的总目标，

“团结创新、务实奉献”的江西公路精神为动力，满怀信心地迎接公路建设的新

潮，夺取公路建设的新胜利。

序作者：赣州公路分局龙南公路段段长



编辑说明

一．<龙南公路志>是由公路段“段志编修领导小组”主持，聘请原县志办公室

主任、现县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会员钟榕志同志协助公路段编修的一部龙南

公路志，此部志书是龙南公路段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工具书。

二．本部路志在编修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坚持

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龙南的水、陆路史。

三．本部路志编修始于1999年，至定稿出书，历时三个年头。此路志以公路

为主体，采用述、记、志、图、照片、表、录的形式表述方法。

四．本部路志的体例用分类编纂方法，分为六大章，另设有特载、大事记、附

录、艺文等栏目。

五．本部路志文稿，参阅参考的资料有：<中国公路志>、<江西公路史>、<赣南

公路史资料汇编>、<赣州地区志>、<龙南县志>、<龙南年鉴>和<龙南县交通年鉴>
等志书、史书以及龙南公路段的档案资料。

六．本路志统计资料，以龙南县统计局、<龙南县交通局年鉴>、赣州公路分局

的统计口径为主，以龙南公路段统计资料为准。

七．本路志编修时限至2001年9月止。

八．本路志经公路志编修领导小组审稿，上报江西新闻出版局赣州分局审核

批准出版。

九．在本部公路志的编修中，得到了省公路局、赣州公路分局、当地党政领导

部门、交通局等有关单位的热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十．本部公路志的编修，由于时间仓促，编辑人员少，编辑水平有限，难免存

在一些缺陷和遗漏。在此，诚挚地欢迎各级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二oo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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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龙南县位于江西省最南端，是江西省的南大门。地处东经114。237—11405’，

北纬24029’一2501’o东邻定南县，南接广东省和平、连平县，西界全南县，北毗信

丰县。县境从东到西最大距离60公里，从南到北最大距离55．5公里，总面积

1640．35平方公里。县城距赣州市142公里，距省会南昌568公里，距广州市298

公里，距深圳市340公里，距珠海市420公里。

龙南于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以信丰全南场置县，因县城处百丈龙

滩和龙头山之南而名龙南。龙南县现有9镇6乡2场，下辖191个村民委员会、

1682个村民小组，总计29．42万人。

龙南境内地势西高东北低。境内诸山都为九连山主脉或余脉，属南岭山系。

由于中山、高丘交错于县境，形成外高内低，盆地串珠分布的地形特征。河流属

赣江水系。龙头滩以上到县城犁头嘴称桃江干流，长14公里。主要支流有桃江

(犁头嘴以上)、濂江、渥江、洒江、太平江等。

龙南旧时为“赣之岩疆”，山高路险，陆路交通仅有几条古道，桃江主干道水

路交通也因“龙头雪浪”之阻而航运艰难。即便如此，自古至解放后的六十年代，

桃江主干道对三南通往外地商贸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公元1932～1933年龙南到定南老城，汶龙到定南县城和龙南到虔南(今全

南)等3条公路开通；公元1934～1935年，又开通龙南到信丰公路。4条公路境

内总长达100公里。但是，路况极差，行车困难，交通常常中断。到1949年8月

19日龙南解放前夕，龙南到信丰公路因遭国民党军队溃退时破坏而不能通车；归

龙南汽车站所有的汽车仅有4辆，另有私人商车5辆。水运仅有木帆船航行。

解放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龙南的公路建设迅速发展，养护水

平逐年提高，为龙南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经过52年的艰苦奋斗，截

于2001年9月底，龙南县境内有国道公路1条，省道公路3条、县乡公路7l条，

全县公路总里程已达658．06公里。龙南境内已形成国道、省道、县道、乡村公

路、林区公路和矿区公路齐全、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国道、省道穿境过，乡

乡镇镇汽车路，行政村都能通公路。并且，公路等级明显提高，路面状况质量良

好，县境内的105国道计68．61公里，其中有水泥路46．49公里，沥青路22．1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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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县境内3条省道共计57．70公里，其中有水泥路2．06公里，沥青路45．28公

里，基本实现省道“黑色化”。有5条县道建成了水泥路，其它县道和主要乡道为

砂石路。如今，龙南境内，公路“蛛网密布”，路况“畅、洁、绿、美”，汽车川流不息。

回首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龙南公路的建养大致经历以下五个时期：

从1949年8月19日到1957年底，是龙南公路建设恢复时期。至解放前夕，

龙南境内的公路有3条：一条是康定线龙南路段，即南康到定南老城公路中的龙

南东坑到汶龙湖坑路段；另一条是定汶线，即从汶龙到定南县城公路；再一条是

龙小线龙南路段，即龙南县城到广东小丽公路中龙南县城到全南县城路段。康

定线、定汶线和龙小线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公路，路面质量低劣，屡遭

破坏，交通濒于瘫痪。解放后，龙南县人民政府组织民工配合人民解放军抢修公

路支援解放军南下广东、进军海南岛。1952年后，三南公路移交新组建的赣州工

务段龙南工区(今龙南公路段)管养，群众民工建勤配合养护公路o 1956年，中南

钨矿局为从广东运输重型机械设备至大吉山、归美山两个钨矿，对运输经过的三

南公路进行投资整修，龙南、全南和定南三县派民工参加整修公路。工程完成

后，路况显著改善，老路急弯陡坡化险为夷，腐朽木桥均已重建，大坝渡口添置新

船保证了矿山基建重件运输，也方便了社会车辆行驶。

1958年至1965年底，是龙南公路“跃进”发展时期。在“大跃进”的形势下，

龙南县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筑路高潮。1958年春始建龙九公路，即从东江乡大

稳起到九连山垦殖场场部所在地古坑止，路长65．85公里。接着，开通古坑到大

丘田公路o 1959年，开通杨村到夹湖公路。1959年，开通程龙至安基山公路；

1964年，建安基山至青茶分场和安基山到坪坑分场公路。1960年，开通程龙至八

一九林场公路。1963年，建里仁南迳口至关西乡公路。1963年，建水东龙洲至县

水泥石灰厂的矿区公路。至这个时期，全县18个乡(镇、场)都通了公路，林区公

路和矿区公路展现风采。在此期间，修建了解放桥、杨太桥、东水桥和大稳桥等

中桥。在全国“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推动下，养路机具的革新品种多、行动

快，减轻了公路养护的体力劳动，提高了劳动效率。龙南公路段曾纪浩、黄绍明

等人创制的“605”型扫砂车，解决了多年来养路扫砂回砂的笨重体力劳动，提高

工效近5倍，在全省公路系统推广。省养公路加强了养路定额管理，推行养护包

干制，加强了干线公路绿化，加强了水毁公路工程的抢修，路况逐渐好转o 1960

年，龙南公路段因公路养护和民工建勤工作成绩显著，评为江西省公路系统先进

单位、交通部命名的“全国公路先进单位”，并出席表彰会议，奖给解放牌汽车1

辆。

从1966年至1978年底，是龙南公路建设“文革”徘徊、曲折发展时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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