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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活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

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息息相关，其发

展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株溯

县境内交通事业的发展过程，完全符合这一客观规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株洲县交通建设发展迅速，成就辉煌，对全县国

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显示出交通事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先行作用，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 ．

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在社会不断变革发展杌
可以起到鉴古知今、承前启后的作用。我国各个历史朝代特别是

鼎盛时期，修志治史少有间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政府对修志工作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修志蔚然成风。因

此，编纂《株洲县交通志》，使从事交通工作者。前者所稽、后有

所鉴”，既是发展交通事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继承

历史文化传统，顺应潮流的当务之急。

1988年4月，《株洲县交通志》编委员成立，以杜方族同志为

主编的全体工作人员，担负起光荣而艰苦的编纂任务．历时五年

·中，共搜集古今资料逾百万字，经过精心筛选、鉴别，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整理编纂成初稿。此后，又广泛征求意见，请教行家

评审指点，斟字酌句反复修改，力求志书达到质量标准，以遂其

。不负今人，不误来者”的心愿。其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精益求

精的精神，为《株洲县交通志》增添了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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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县交通志》以详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了

株洲县境交通事业发展的史实，详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中，

交通事业的辉煌成就和前进中的曲折坎坷，是一部质量较好的交

通专志。它的成功和发行是株洲县交通部门全体员工盼望已久的

大喜事。它将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促进株洲县的交通事业随着国民经济的腾飞而跃上新台阶，拓出

“人便于行、货畅其流”的兴旺局面；并将对后继修志者有所启迪。

是所厚望l

兹值志书定稿付印之际，志此为序。

邓建育

一九九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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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3

凡 例

一，《株洲县交通志》是记述株洲县交通事业的专业志，贯彻

专志贵专的精神，打破部门和隶属关系界限，总揽境内交通全局。

二、本志全面记述株洲县境内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按详

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

展状况。
。

三、本志记述范围。地域：按1984年4月调整后的行政区划，

地名以1984年出版的《株洲县地名录》为准。时间；上限因事而

异，下限断于1990年。 ．

四、本志横排门类，纵向记述。由章、节、目三个层次构成。

以照、述、记、志、录顺序编排，株洲县交通图冠于卷首，其他

图表随事插入。
’ 五，本志记述历史年代，均沿用旧称，清代以远以汉字记年，

中华民国以阿拉伯字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以公元纪年，用

阿拉伯字。

六、本志记述中的计量单位，属历史年代的沿用资料所载。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均采用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法定计量单

‘位。 ‘．

七、本志引用各时期的统计资料，一律按现行统计制度规定

一换算。各种数字均采用阿拉伯字。各种技术专用名称从惯例。

八、本志对历代政权和官职等称谓一律沿用通称。对人物称

谓，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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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县位于湘中东部，居湘江下游，东与醴陵市、攸县接壤，

西界湘潭，南抵衡东，东北隅邻浏阳，北联株洲市郊区。1965年

4月由株洲市析出置县，袭市名，县治设渌口。现辖22乡5镇2

场，总面积1506．6平方公里。1990年未有人口498752人．

境内，古代交通称便．湘江纵贯南北，沿线溪港密注，水势

泱泱，近则南抵衡州，北达湘潭，远可上通两广，下出长江。其

主要支流渌水由东向西汇于渌口，上溯越醴陵接萍川水至萍乡。陆

域跨居湘江两岸r、东有湘赣驿道，西有湘桂驿道逶迤入境，清乾

隆年间设有驿铺八处，民间大路与之联接，沟通四乡。形成以水

运为主，陆运为辅的交通格局，为湘赣，湘桂、湘粤之间水陆通

道的组成部分．境内交通自秦汉初创，经历代断续经营，至清乾

隆年间臻于完善。此后百余年间，由于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乡 ．

道，民桥虽有所发展，而水陆交通干线和运输工具则变革甚少。迄‘

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株萍铁路通车过境，设姚家坝车站。

随后，湘潭至衡阳轮船航班开通，境内开始出现火车、轮船。

．民国24年(1935)，粤汉铁路南延通车至朱亭，贯穿境内50

‘余公里，设渌口、三门、昭陵、淦田、朱亭五站，古旧的交通格

局自此突破。次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给境内经济带来勃勃生

机，交通运输呈兴旺之势。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交，

通运输实行战时统制，此后七年中，境内粤汉铁路在敌机空袭的

威胁下，坚持营运六年之久，民国29年渌口车站发送货物多达

5．7万吨，航运则因江河具有炸不断的天然优势，浙赣铁路于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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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拆毁后，其运输任务转向渌水船运，故而更加繁忙，每年经

过渌口的船只多达万艘以上，境内出现短暂的战时繁荣。民国33

年5月战局急转直下，境内毁路沉船阻敌，沦陷时，水陆交通全

部瘫痪。次年8月光复后，为适应复员需要进行抢修，草草恢复，

然实力已不如战前。湘江中滩险和战时沉积物碍航，船只减少过

半，铁路路基不稳，枕轨陈旧，火车运行时速仅10公里左右。此

后，内战又起，战局迅速南移，交通复遭破坏。自民国初建至民

国38年，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境内交通建设时兴时衰，举步

艰难。村镇陆运、港站装卸、水上运输仍沿袭挑担、推车、扬帆、

拉纤的古老方式。

1949年8月境内解放，民心振奋，积极支援解放军继续南下。

株洲民船船员工会调派船只在三门运部队渡过湘江，并将军需物

资运往衡山前线。铁路员工和大批民工昼夜不停抢修铁路，境内

粤汉、浙赣两线路段迅速恢复通车，投入支前运输。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境内交通事业

开始全面发展。铁路：通过改善线路技术条件，增加和更新站点

设施，铺设武衡复线，运输能力大大提高。1982年，境内京广、浙

赣两线8站1所共发送旅客81．4万人次，货物27．07万吨，创历

史最高纪录。1990年每日过境列车209列，其中京广线占133列，

发送旅客50．62万人次，货物12．71万吨i因发挥铁路优势，保

证长途运输，短途运量有所减少。航路。1957"一1985年期间，前

后三次整治湘江航道，改进导航设施，通航能力逐步提高。1985

年，300吨级轮驳船可在境内航段中昼夜航行，上溯衡阳畅通无

阻。tl古以险著称、船民视为畏途的昭陵滩，在整治中炸除礁石

5192立方米石，航槽宽坦，水势平稳，安全畅通。“石峰星错，川

洪线引”的情景不复存在。渌水渠化工程于1977年基本完成，自

渌口至醴陵可通航50吨级轮驳船。1986年改造铁河口枢纽，1989

年整治铁板滩后，航行更增方便。境内t、船舶更新改造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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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的木帆船基本淘汰，新型的钢质机动船日益增多。为适应机

动车垄断短途运输的局势，航运转换经营机制，向湖区、长江航

线发展。公路：1958年在。全民办交通”中，境内开始修建公路，

所修公路因技术质量过低，又失于养护，1959年后逐渐荒废，幸

存株洲～醴陵(排子山)、株洲～渌口两路经改造后于1965年通

车。1969年秋，省交通厅在零陵召开公路建设现场会，在此推动

下，再次掀起筑路高潮，全县动员10万人投入筑路大会战，历时

5年基本实现社(乡)社通公路。此后以修建乡镇公路为重点，于

1986年实现村村通公路。1990年县境内公路里程达732．5公里

(不含机耕道)，平均每百平方公里面积有公路47．7公里，各个乡

镇均通客班车，村村可通汽车。1990年末全县拥有各种机动车

4372辆，分布城乡各地，在短途运输中居垄断地位。县境内现已

构成铁、公、航路三者兼备，水陆干支纵横交错，机动车船四通

八达的现代交通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交通

部门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组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

交通行业结构，发挥全社会的运输潜力和对交通建设的积极性，使

长期以来客货运输紧张、公路通而不畅的局面有所缓和。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先导性产业”，其发展必然适应和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八十年代以来，株洲县五业

兴旺、工业腾飞、农民收入逐年提高，无不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

展息息相关。“若要富，先修路”，。交通畅、百业旺”已为人们所

共识，在各行各业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株洲县的交通事业必将取

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

oo--t------_---_．-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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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宋光清继乾隆二年茹松在昭陵滩泓口铸铁桅导航后，设引泓

船为过滩舟船引航。道光初，吴登盈于江岸建滩神庙，立普安堂。

清道光元年(1821)

朱亭谢氏族修福祖桥，全桥以石料砌成，长140尺、宽16尺，

坚实庄重，名振乡梓。1970年修株衡公路经此，利用为公路桥，至

今完好。‘
·

．

清同治十年(1871)

林恒树等在昭陵滩设引泓船5艘，驳船2艘，破舟失货，拯

救护之。更普安堂名为“坎亨”．1944年日本侵略军犯境，坎亨堂

毁于战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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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

’

．12月，萍潭铁路通车过境(后改称株萍铁路)，在境内设姚家

坝车站，光绪三十四年正式开办客货运输。专运萍矿煤炭。+

清宣统元年(1909)

刘春和、罗春林置。安江号”。快利号”轮船，辟株洲至湘潭、
‘

株渊至朱亭客货航班。渌日、--=FJ、淦田、朱亭设停靠码头。 ．

民国24年(1935)

10月，粤汉铁路株洲至朱亭段竣工通车，设渌El、三门、昭

陵、淦田、朱亭五站。先是民国元年，株洲至渌1：3曾修铁路，因

路基过低，常被水淹，试车一次后停用。此次修路将该段路基增

高加固予以利用。 ．

‘

民国26年(1937)

。

抗日战争爆发后，10月8日下午敌机6架轰炸渌口车站投弹

6枚，线路被炸毁。
‘

，

儿月18日敌机轰炸渌口铁桥、桥梁工孟继贵为掩护一列军

车而壮烈牺牲。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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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8年(1939)

·2月5日，敌机6架轰炸姚家坝车站，投弹8枚，死6人，伤

10余人，站长及其妻女殉难。

·6月23日，境内浙赣铁路路段拆毁。

10月8日，粤汉铁路株洲至朱亭路段拆轨。民国29年9月，

(1940)粤汉铁路曲江至株洲恢复通车。

民国33年(1944)

6月，为阻日本侵略军进犯，奉命再次破毁粤汉铁路，10日

毁渌口铁桥，24日拆轨至衡阳，境内铁路全部瘫痪。

民国34年(1945)

11月，粤汉铁路武昌至衡阳段修复通车。

民国36年(1947)

6月6日浙赣铁路株洲至萍乡段修复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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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8年(1949)

7月，国民党自崇禧部队撤退前破坏交通，渌口、昭陵、朱亭

等处铁桥被毁，以渌口铁桥最为严重，9、lO号墩全部炸毁、钢梁

炸成几段落入江中。

8月，株洲民船工会成立支前委员会，组织船只50余艘，集

中于三门，日夜护送人民解放军渡过湘江，历时半月，同时派船

运送军需物资，后勤人员去衡山前线。

10月14日渌口铁路便桥建成。举行通车典礼。11月10日粤

’汉铁路株洲至衡山段修复通车。11月底浙赣铁路株洲至萍乡段修

复通车。 ，

1950年

6月18日，雷打石镇农民与码头工人发生业务纠纷，驻镇工

作队员周辉非法拘禁码头工负责人陶孟连5天之久，工人不服联

名上诉后，周辉被撤职查处方平息。
’ 。

11月，成立渌口、昭陵搬运站和姚家坝搬运队，均为醴陵县

搬运公司下设机构。．

12月，雷打石、三门、淦田、朱亭码头搬运工会相继成立。选

举产生委员会成员和出席湘潭县搬运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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