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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归功于交通战线职工的辛勤劳动。为柳州交通建

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有伍廷飓、邓程章、王云龙、吴世禄、黄柏宽、

吴菊超等，层出不穷。柳州交通战线的职工，在千里公路线、铁道线、航道线

上，风里来，雨里去，顶严寒，战酷暑，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常年在外奔波

劳顿，不惜流血流汗，合小家为大家，图的是车船畅行无阻，旅客一路平安，

让旅途撒满爱的阳光。柳州的交通发展史，实际上是交通战线职工的奋斗史。

他们艰辛创造的光辉业绩，他们当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确实可歌可

泣，永载史册!

《柳州市交通志》作为一部爱国爱乡的乡土教材，值得一读。在此之前，

没有一部志书完整地记载柳州市的交通历史状况。《柳州市交通志》首开纪录，

用这么大的篇幅反映了柳州大交通的古今变异概貌，突出了交通特色，树立了

一块里程碑，建造了柳州交通演变的资料总库，这对于地方交通史情的研究，

提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借鉴，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希望柳州交通战线职工用更加昂扬的斗志去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续写

新的历史篇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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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柳州市交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

详今略古的原则进行编纂。

二、本志记事时间上不断限，下限至1993年(铁路下限至1992

年)，照片下限至1997年。

三、本志按照事以类聚、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原则，采用篇、

章、节、目结构，撰写时重在记述，叙而不论，坚持用事实说话。

四、交通运输行业具有跨区域的特点，因此，本志既以柳州市

(含柳江县、柳城县)地域为重心，又跨越涉及交通范围的疆界，以

求反映交通全貌。

五、本志历代驿道里程均以当时的度量衡为准。

六、本志力求朴实、严谨、科学，其行文规范执行1988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

七、本志书资料来自柳州市档案馆、梧州市档案馆、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史志办、自治区公路运输

管理局史志办、自治区航务管理局史志办、柳州市图书馆、柳州市

交通局档案室、局属各单位档案室、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柳州铁

路分局史志办、《柳州市城建志》、《柳江县志》、《柳城县志》、《柳

州市地名志》、《柳州市邮电志》、《柳州市军事志》、《广西交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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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八桂腹地柳州，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构成八桂交通枢纽，历

来便是水陆交通要道，并于1988年被自治区定为“交通枢纽城市”。改革开放

以后，柳州公路不断地延伸扩展，水路运输直达香港澳门，铁路综合运输能力

不断提高，航空运输方兴未艾，对促进中西南地区的物资交流和旅游事业，推

动柳州经济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动脉作用。

柳江，这条源于贵州的黄金水道，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第二大支流。长

1925公里，区间集水面积45785平方公里，流经柳城、柳州、柳江、鹿寨、象

州、来宾等6个县、市。上通贵州省榕江、从江，下达平南、藤县、梧州、肇

庆、广州、澳门、香港，从珠江口入海，上下通航贵州、广西、广东三个省、

区，与西江水系的干流桂江、郁江、红水河相连，形成一张畅通发达的水运网

络。柳江水量丰富，流量充沛，河网发达，航道稳定，河宽300一500米，具有

发展水路运输的天然条件。

唐、宋时期，柳江航道的船舶运输已初具规模，通过柳江上运的货物有食

盐、铁器农具、纺织品等，下运的货物有木材、谷米、水果、矿产、陶瓷器

等。进入明、清之后，水上运输日益繁忙，贵州省及桂西南的大宗矿产、土特

产、粮油、白蜡等，均用船载经柳江远销湖南、湖北和广东；从广州进口的煤

油、棉纱、布匹、食盐、文具、百货等商品，也经柳江运销贵州，使柳州成为

西南地区繁华昌盛的货物集散地。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柳江航道相继出现电船。民国初年，已有客货

电船定期航行柳(州)梧(州)线、柳(州)长(安)线。民国6年(1917年)，

有14艘轮船定期航行柳梧线，一个航次可运载2．5万担谷米。民国21年，柳

州航行各地的小民船500余艘；当年，经柳州转运的粮油等货物有65万担。

民国30年，柳州航行各地的民船有1594艘、13040吨位。民国37年，航行柳

梧航线的客货电船有11艘、921．30吨位、1205客位。

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水运事业，多次疏浚整治柳江航道，炸礁

扒砂，设置航标，使柳江通航能力提高到五级，终年四季可通航120吨级的拖

驳船队及200客位的客轮。丰水期，1000吨级的货轮畅行无阻。解放初期，柳

江的水运仍以民船为主。1952年，全市水运货运量1．7万吨，货运周转量

128．19万吨公里。当年，水运管理逐步纳入计划管理的轨道，国营水运企业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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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航运办事处先后推广前苏联的“一列式拖驳运输法”(亦称东江式暗缆拖带

法)，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并通过对私营船舶的社会主义改造，．增强了国营

水运企业的运输能力。1960年，柳州航运分局与有关物资部门开展“一条龙”

联运协作，把公路、水路、铁路、装卸、搬运、生产部门、物资部门、销售部

门以及各地区广泛联合起来，理顺了流通环节，使运输生产结构出现了新的格

局。1965年，交通部、厅、局有关部门对柳梧线、柳长线的船型作了调查，推

动了柳江的运输船舶向标准化、系列化方向改进，加速了船舶更新换代的步

伐。20世纪70年代，在柳梧线上航的空驳船推行“连卡式”、“单缆吊拖式”

拖带法，比“东江式暗缆拖带法”拖带速度更快，更加安全可靠。客运船舶则

从小型客货轮及木质客货轮逐步发展剑200客位以上的钢质客轮。柳梧航线的

客轮由6天一班逐步改为每日对开。1984年，恢复柳州到广州的直达客运航

线，从隔日对开改为每口对开一班，极大地方便了旅客。柳州航运总公司1952

年仅有12艘船舶，完成客运量10564人次，货运量6408吨；1993年，已拥有

各类船舶147艘，完成客运量17．97万人次，货运量33．89万吨。1993年，全

市的船舶注册750艘，柳州航区则有各类船舶2015艘、76629吨位。当年全市

水运完成货运鼍105万吨，客运量128万人次，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体一齐

上的大好形势。

为适应对外开放，加快柳州经济建设的需要，1989年1月，柳州港围轮外

贸运输货轮开通了柳州一香港的直达航线。1990年6月1日，柳州口岸正式对

外开放，海关开关，外贸同轮增至8艘，提高门岸的通过能力。1989—1993年

共运载进}}{口货物157287吨，货运周转量149367557吨公里。柳州的水路运

输，正朝着快捷、便利、开放、高效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柳州地处桂中，其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它是西南交通枢纽。早在西晋时，

古人就开辟了柳州通贵州的驿道，隋代又开通了通越南的人路。驿道历经唐、

宋两代的修拓，桂林经柳州至南宁的路线，成为贯通广西南北的重要驿道干

线；柳州至贵州的朝贡路线成为著名的“买马路”。元代在柳州境内设有4个

驿站。明代的驿道主干线与水路相接通。清代，柳州的驿道I】【)q辐射的道路沟通

各府治所，并有数条支线通往各州、县，直至邻省。

柳州的公路建设，始于民国14年(1925年)11月。柳(州)石(龙)公

路为柳州第一条公路，于民国15年9月通车。随后，柳(州)长(安)路、柳

(州)武(宜)路、柳(州)桂(林)路、南(宁)柳(州)路、柳(州)六

(察)路(即黔桂公路)先后修建通车，柳州逐渐形成辐射八桂大地的公路干

线主骨架，从而加强了柳州作为我同中西I钉地区交通枢纽的重要f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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