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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交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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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是发展生产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物质生产领域不

可缺少的环节．它将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连为一体，为生

产与消费服务，。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民国以前，新余交通除袁河水运较为便利外，现代化陆路

运输才开始萌芽。建国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交通

运输事业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迄今，浙赣干线铁路横穿全境，

上新、新周、分文等地方铁路纵贯南北’市内公路有清宜，上

新、吉新，安分四条省道，县乡公路，密如蛛网。全市巳形成

了以铁路和省干线公路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网络的现代化运

输体系。昔日偏僻闭塞的山区，如今条条玉带入乡里，昔日急

流阻隔的荒村，如今道道天堑变通途。不仅如此，交通运输工

具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向大型化，高速化、自动化，综合化

方向发展。马达轰鸣，铁龙奔腾，新余交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 ．

一
。．‘。

．

‘

盛世修志，志以资治。当前，我们正处在交通运输事业交

递变革、飞速发展的时代，同时又欣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安定团结奔“四化一的盛世

之年，编写《新余市交通志》，既是交通事业继续发展的内在

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市交通局全体修志人

员，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原则，通过三年多的辛勤努

力，终于编出了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得当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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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新志，并在全市专志评奖中获得一等奖，这是难能可贵的l
。

《新余市交通志》的印行出书，不仅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

m份丰富的历史遗产，有着珍贵的搿存空一价值，同时对当前借

鉴历史，振兴新余交通事业9繁荣经济，也将发挥其应有的积

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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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年轻的城市。汉时为豫章群宜春县属．
’ ：j “ ， ，

7，．

(公元267年)建县，至今已有1700多年 ·、

着钢铁基地的建设，带动其他工业的发
。

余市巳逐渐发展成为以钢铁工业为主，仃

市。
。

交通较为发达。古有袁河水运，非常活

樟赣，今有纵横交错的铁路，贯通东西南

，通向四面八方。新余的交通运输事业，
‘

为促进全市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

系统地反映和记录新余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进程，为从事交通 ，

工作的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一部可供借鉴的史料，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编写《新余市交通志》势在
’o

必行。同时也是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客辞的职责。
’

市交通局史志办全体修志人员，在局党组和交通志编委的

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秘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经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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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反复审改，数易其稿，终于1988年3月完

成送审稿计7章22节约14万余字。并经市志编委、省交通厅编

委审核，市委宣传部批准付印。 ，、?；、。+

《新余市交通志》的成书，与省、市主管部门的关怀指

导，各级档案部门及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

。。’t ⋯

在此，一并致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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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志根据“详今略古’’，搿存真求实’’·的原则，记述

新余市范围内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重点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余年。上限(除搿大事记"外)为清同治

{ 十二年(公元1873年)，T限至1985#,个别具体事项的记载

涉及到1987年搁笔前。
’

’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照，辑存等多种

‘形式。以志为主，志前冠以图，照，概述、大事记，以收开卷

，：7，’了然之效：编纂时以事为类，以时为序，横排竖写，述而不

‘论。

：． 四、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朝代年

号，民国纪年，夹注公元年号，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

志书中出现的“解放前，解放后"是以1949年7月新余、．

分宜解放为界， “建国前、建国后修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五，本志涉及的历史人物，机构名称，地名等，一般采用
．． 当时称谓。如。知县×××力_’。新余县革命委员会黟，崔×

×公社移等，地名如有变动，贝Ij括注今名，如泗溪(今改为新
’

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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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称谓中，凡称“新余市一或。全市力时，其范围

包括市区和分宜县，凡称“新余斗、矗新余市区’’或4新余地

区劳时，其范围是指城区和郊区(即不含分宜县)，凡称露新

余市城胗或口新余城区移时，其范围不包括郊区。
“

‘七、志中先进人物(“人物简介’’和“英模表")，以获

得地、市级和省主管单位以上奖励者入载．”
7+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类档案，口碑采访，图书报刊和

各有关单位提供。所用统计数字,IP一般采用市统计局和业务主

管部门的计算和统计。资料来源在《新余市交通志资料汇编》

中，书写甚详，本志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

’



¨：

P耄’
．'，≥

新余市交通志-

内部材料余字(90)004号

新余市印刷厂承印

印数l 1000册
。

1990年7月
’ j

一一
二⋯

，。 ，一J定价：28元i

》}盘，，。

0一g毫1

-

．。

：，

v

，鼍．

，，广、梦秘卜



目

⋯7曩，’窖～
． 钝 二 ．一～ t

掣“‘_ ， +， 一、‘’

序一“’
。、’⋯ ～’“

⋯，⋯一一‘ J

序二
一

’，

一“ 一：一
j’·二

凡。例⋯。’■”
’

“。。 ‘：，’。_’：I_，一． ，

目录一o⋯
⋯ ‘‘一‘’’’。

．+

⋯。’V #、·‘

照片 ⋯一，+ 一。三一7．-： ．，
一．·

新余市交通图 ， ．．．0， 。，

概．述⋯⋯⋯⋯⋯⋯⋯．．．⋯⋯⋯⋯⋯⋯⋯⋯⋯⋯⋯⋯⋯(1)

大事记⋯⋯⋯⋯⋯⋯⋯⋯⋯⋯⋯⋯⋯⋯⋯⋯⋯⋯⋯⋯⋯(6)
‘

．，

i 。⋯-⋯·一 ，、··： j
’二’．

，

‘

，． 第一窜‘铁 路⋯⋯⋯⋯⋯⋯⋯(21)‘ 、

· -”z t ． 。{：’一一。 ．

新余市铁路示意图．，．．．．， ⋯， 1， 。

’

第一节线路⋯⋯⋯⋯⋯⋯⋯⋯⋯⋯⋯⋯⋯⋯⋯⋯⋯⋯(21)

第二节运输⋯⋯⋯．．．⋯⋯⋯⋯⋯．．．⋯⋯⋯⋯⋯⋯⋯⋯(26)

第三节机构⋯⋯，⋯·i⋯⋯⋯一⋯⋯⋯：⋯⋯⋯⋯⋯⋯(35)
t．

。
·

’

第二窜公 路(一)(工程管理)一⋯(39)
·

‘

·
。 h。

，
一

’

新余市公路示意图。， ，：．十， ?， 、。
．。?

，，，

第一节线路⋯⋯．-．⋯⋯⋯⋯．．．⋯⋯⋯⋯⋯⋯⋯⋯⋯⋯(41)
“ ‘

第二节养护⋯⋯⋯⋯⋯⋯一⋯⋯⋯⋯⋯⋯⋯⋯⋯⋯⋯(58)

第三节管理⋯⋯⋯⋯⋯⋯⋯⋯⋯⋯⋯⋯⋯⋯⋯⋯⋯⋯(68)

第三覃公 路(=)(运输管理)⋯⋯(72)
，

- 一

第一节工具⋯⋯⋯⋯⋯⋯⋯⋯⋯⋯⋯⋯⋯⋯⋯⋯⋯⋯(7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运输⋯⋯⋯¨．⋯⋯⋯⋯⋯⋯⋯⋯⋯⋯．．．⋯⋯⋯(82)

第三节管理⋯⋯⋯⋯⋯⋯⋯⋯⋯⋯⋯⋯⋯⋯⋯⋯⋯⋯(106)

． 第四辜水 路⋯⋯⋯⋯⋯⋯⋯(115)

新余市河流及主要渡口分布图 -

第一节航道⋯⋯⋯⋯⋯⋯⋯⋯⋯⋯⋯⋯⋯⋯⋯⋯⋯⋯(115)

第二节船舶⋯⋯⋯⋯⋯m⋯．．．⋯⋯⋯⋯⋯⋯⋯⋯⋯⋯(118)

第三节运输⋯⋯⋯⋯⋯⋯⋯⋯⋯．．．⋯⋯⋯⋯⋯⋯⋯⋯(121)

第四节管理⋯⋯⋯⋯⋯⋯m⋯⋯⋯⋯⋯⋯⋯⋯⋯⋯⋯(127>

7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桥、渡⋯⋯⋯UO D DDO⋯⋯⋯(129)

桥梁⋯⋯⋯⋯⋯⋯⋯⋯⋯⋯⋯⋯⋯⋯⋯⋯⋯⋯(129)

渡口⋯⋯⋯⋯⋯⋯⋯⋯⋯⋯⋯⋯⋯⋯⋯⋯⋯⋯(145)
f‘ ，● ，

-，
*●

第六章机 构⋯⋯⋯⋯⋯⋯⋯(153)
·

。

r ：；
．，

管理机构⋯⋯⋯⋯⋯⋯⋯⋯⋯⋯⋯⋯⋯⋯⋯⋯(153)

党的组织⋯⋯⋯⋯⋯⋯⋯⋯⋯⋯⋯⋯⋯⋯⋯⋯(1,-59>

群众组织⋯⋯．．．⋯⋯⋯⋯⋯⋯⋯⋯⋯⋯⋯⋯⋯(160)

第七章人 物⋯⋯：⋯⋯⋯⋯“(161)

传记⋯⋯⋯⋯⋯⋯⋯⋯⋯⋯⋯⋯⋯⋯?⋯⋯⋯”(161)

人物简介⋯⋯⋯⋯⋯⋯⋯⋯⋯⋯⋯⋯⋯⋯⋯⋯(165)

英模表⋯⋯⋯⋯⋯⋯⋯⋯⋯⋯⋯⋯⋯⋯⋯⋯⋯(168)

。r

辑存⋯⋯⋯⋯⋯⋯⋯⋯⋯⋯⋯⋯⋯⋯⋯⋯⋯⋯⋯⋯⋯(170)

编后记⋯⋯⋯⋯⋯⋯⋯⋯⋯⋯⋯⋯⋯⋯⋯⋯⋯⋯⋯⋯⋯(184)



述，． r∥。。
j，·^ 。㈡．- ． 、，

i“‘

．’

r’!’ 一，1
．

， ：，2'：一；4
。‘ ’‘‘ 。

‘

．

，

。

一 新余市位于江西省中部，袁河中下游。东毗清江，新干≯、：

南邻峡江，吉安、安福，西连宜春，‘北界上高，高安。地处武

功山东北和鄱阳湖平原西部边缘，属丘陵地区。地势周高中

’． 低，．西北高东南低，‘南北丘陵向中部倾斜，中间构成一线狭长

： 形的河谷平原。境内气侯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

明。 ，：’ j一‘i。’。j-：．．? √．i?，，‘ ， 。，
。

·“新余历史悠久，‘春秋属吴越地，战国属楚地，汉为宜春县‘

，． 地。三国吴宝鼎二年(公元2 6 7年)将宜春-部分地域新置

‘一县，因袁河流经境内一段称渝水，故名新渝县。唐改。渝黟

j 为。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务院子1957年将“新，．

．喻?易为矗新余黟。1960年升县为省辖市，1963年仍改为县o r‘

． 1983年7月，撤县复市。现辖一区(渝水区)，_县(分宜

县)，计35个乡C镇)，20个国营农，林’．+牧，渔场。全市总
． 面积3164平方公里，耕地98．5万亩。1985年末，全市人口8 8

万，其中农业人1369万。全市人平占有土地5．38亩，人平占有

： 耕地1．11亩。-! I’．5；⋯·j‘ j奄：一’．· j．。，，

}’ 4、’新余地理位置适中，物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交

l 通运输发达。“、i‘ ‘， 。。_f．o‘．。o 。。

} 农业以种植粮棉为主，是全省重点粮棉产区之一，山林广
}‘ 阔，有林面积达1 7 8万亩，已探睨的主要资源铁矿石、原

煤，石灰石、大理石、硅灰石等储量相当可观。 ：‘。

，j工业以钢铁为主，新余钢铁厂和江西钢厂生产了全省70％。

卜 ‘， ：
’

l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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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和全国一半以上的锰铁合金。新余市已成为全省的钢铁工

业基地，有矗钢城"之称。其它如电力，煤炭，机械，化工，

建材、轻纺，食品等工业也初具规模． 一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促进了新余交通

运输事业的发展。全市铁路总长187．8公里，浙赣铁路横穿东

西，分(宜)文(竹)，上(高)新(余)，新(余)周(字)

等线纵贯南北，8条专用线分别伸向江西二化，新余电厂，铁

坑铁矿．．．小等厂矿，·易有新钢、江钢厂区铁路107．65公里．全

市公路通车里程达1504．9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公路0．47 7

公里，相当于省平均水平的2．7倍。主要公路有清(江)老

(关)、上(高)新(余)，吉(安)新(余)、安(福)分

(宜>四条干线，县乡公路密如蛛网。市内主要河流为袁河，

袁河全长279公里，流经市内130公里，自西向东，穿市而过，

顺流而下，直达樟树，并可通往赣江以至长江各口岸。
”。

新余市物资流通形式，可分为三级运输t即以乡(镇)为

集点的初级运输，运输工具以轮拖、手拖为主，汽车和人力运

输为辅，平均运距为lO公里，以市、县城为集点的二级运输，‘

运输工具以汽车为主，拖拉机为辅，平均运距为30公里，以新

余0分宜火车站为集点的三级运输(即长途运输)，运输工具

以火车为主，汽车为辅，汽车平均运距约15 O公里。1985年全

市交通运输，实际完成客运量达800万人次(其中铁路200万人

次，占25％，‘公路600万人次，占75％)，货运量1502．6万吨

(其中铁路965．45万吨，占64．2％，公路392．1万吨，占

26．1％，水路145．06万吨占9．7％)_
‘

：

． 从清末到现在，新余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

下三个时期。 ’

’

： ．，

， 1一，‘以水运为主的古老运输时期。新余历来都以袁河水运

2



为主，直至建国后的50年代，袁河仍是薪余大宗物资进出的主

要通道。这一时期的运输方式和运输工具十分落后。袁河航运

主要是5吨左右的各种木帆船，全靠用篙，浆，橹，绳等人力

撑划、拉纤，陆路运输，长途以土车为主，短途以扁担为主，

码头搬运全是肩挑背扛。从运者皆为个体单干或雇工，合伙。

二，铁路，公路运输大发展时期。1958年一1978年期间，．

连续兴起几次群众性的筑路运动，铁路，公路猛增t铁路除浙

赣线为1950年修复通车外，本期共修建地方线，厂矿。专用线

230．45公里，公路和公路桥涵的修复与兴建，除安分公路1954

年修复通车外，其余绝大部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跨越袁河

的新余，罗坊，耽江大桥也在此期间相继竣工。铁，·公路运输，

空前发展。 。
一

。

。r

．．．i

，

j

， 在铁路，公路运输迅速发展的同时，水上运输相对萎缩。，

由于忽视对河流的综合开发利用，马滩、江口，=化等水坝的

兴建，将袁河截为数段，致使袁河航道里程缩短，水位降低，．

加上人为的堵塞和常年失修，所剩二幺坝一荷湖馆104公里<其

中新余市境内60公里)的航道，也沦为季节洼通航。原来以水

运为主的运输结构，逐渐转为以铁，公路运输为主。 一，，‘
这一时期，是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各方面统得过

死，运输体制只有国营和集体两种。 ：

三，提高铁路，公路运输能力，改革运输体制时期。前一

时期铁路，公路运输大发展，为新余市现代化交通运输奠定了

基础，但由于铁路线短，运量大，浙赣铁路巳超负荷运行，新

余火车站经常处于饱和状态，公路通车里程虽长，但技术标准

低，等外路比重大，公路桥涵承载力小，通过性能差。因此，

加强铁路建设，进行公路技术改造以提高运输能力势在必行．

．1978年以后，为提高新余车站的作业能力和行车安全，缓



和铁路运输紧张局面，扩建新余站设施和浙赣线新余区域内的

复线工程，列入了国家重点建设规划。新余至河下复线于1980

年竣工通车，河下至界水和新余至水西复线，也分别在1986年

和1988年交付使用。为减少阻塞，解决铁、公路运输矛盾，市

城跨越浙赣铁路的劳动路立交桥，于1985年动工兴建，1986年

底建成。 ’，

‘

一 ．

公路建设则贯彻“全面规划，加强养护，积极改善，重点

发展，科学管理，保证畅通矽和矗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提高

为主力的方针。积极开展公路技术改造和加强公路养护，以提

高公路等级和好路率。清老，上新、吉新等干线公路，普遍进

行了油路面的维修和加辅工作，使全部路面平整稳定，部份达

到高级、次高级水平。1985年冬开始，对上述三条公路，按二

级公路技术标准进行拓宽。县乡公路除相继完成对几条重点线

路的改造和断头公路的续建工程外，于1981二1982年自行设计

施工铺筑了水西一马洪13公里油路。这是全市县乡公路油路铺

设的开端。
‘ ÷ V” ．一一

’

t‘

+

这一时期，根据中央“放宽，搞活打政策，允许城乡个人
‘

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从事客、货运输。交通运输体制发生了

激剧变化，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

渠道，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运输结构，特别是公路运输

空前活跃，中，短途运输紧张局面得以缓和。

圆顾过去，7成绩喜人，展望未来，任重道远o ，

总的看，历史上新余的交通运输，曾为新余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而且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但交

通运输的能力同运输量增长的需要仍然不相适应·据1985年底

统计，全市尚有12．19％的旅客未乘上车，13．69％的货物运送

不了．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交通运输量将不断增长·因此，抓

4



絷并发囊河，解决铁．公、水分流，进一步加强铁路建设和主要

公路的技术改造，提高运输能力；‘改革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加

强行业管理和积极组织联运服务，使交通运输事业基本上适应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新余市的经济腾飞当好“先行

官彦，这是今后一段时期新余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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