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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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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编史修志，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打。编写《零陵县

交通志羚是时代的要求，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中共永州，冷水滩市委和市政府及上级交通主管部门的指

导下，永州市、冷水滩市交通局子1988年4月成立了联合修志办

公室，抽调专职人员，编纂Ⅸ零陵县交通志》．。鉴于零陵县历史

悠久，沿革复杂，修志任务极为艰巨，但修志人员毅然承担了责

任，并努力开展工作，迄至1990年6月，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编

写成了这部部门专业志书。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统

一的原则，坚持详今略古的精神。编辑人员历尽千辛万苦，收集

考证资料，昼夜勤奋编纂，极力使这部志书达到。存史，，与。资

治力的目的。
‘

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交通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

益重要，如何用科学的方法管理和发展交通事业?一直在使致力

于交通的志士探讨、思索。
。 ’

这部志书详细地记述了历来零陵县交通事业的’变化，能使读

者清楚地找到零陵县各个历史时期交通事业起伏、兴衰的原因，。

是两市交通部门团结协作的结晶，也是发展两市交通事业的重要

借鉴资料。 “

在此，我们谨向为编写这部志书呕心沥血的同志致以深情的

慰问I并向所有支持过本悫乃编纂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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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望神州，百舸争流，千车竞发，拙笔赘述，言难尽意，仅此序

言，表心祝愿永州，冷水滩两市的交通事业兴旺发达l

永蛹市交通局局长 顾高生
，

冷水滩市交通局副局长 周芳顺

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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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例

一，《零陵县交通志》是一部立足当代，兼顾古代，详今略

古的地方性专业志书，记事上限不拘，下迄1984年。

二，本志书记述的地域，古近代以近代零陵县疆域为基准，

现代以零陵县行政区域的变更情况为基准。

三，本志书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分

章，节，目，子目，小子目五个档次编排。

四、历史纪年一般采用公历纪年，个别年号不详采用朝代纪

年，正文中不用_建国前黟、 _建国后剪、 矗解放前万等称谓。

五，志中所述。几十年代弦系指。二十世纪内刀而言。如占

囊六十年代艿是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打。

六、文中所列人物，姓名之后不加。同志"、 _先生，，等称

谓，长度，重量等单位均采用国家标准计量单位。

七、志后《交通事故选记》是为吸取教训而辟，以记录发生

在县境内的典型车，船事故和火灾事故。

八，志中根据篇章史实需要而插入图，表，照片，第三章和

第七章后还插入本章附记。

九，本志书史料来源除用书名号或引号者外，一般不注明出

处。

十，本志书所用地名均采用《湖南省零陵县地名录)>(1982

年lO月版)公布使用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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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零陵县位于湖南西南，湘江上游、东经111 6117—1110567，

j匕纬25。517—26。497。东南至梅溪至何仙观11个乡与双牌接壤，

东自白塘至杉木桥9个乡与祁阳毗邻，西南自湾夫至于家9个乡

与广西全州交界，西北自珠山至花桥街15个乡与东安相连，正北

杨村甸乡可直达邵阳，祁阳。全县面积3059平方公里，其中水

田52．54平方公里，旱土6．53平方公里，林地1396．73平方公里。

辖11个区，1个区级镇，其中包括8个农村场(所)，一个工农

联合体，68个乡。乡中包括807个树。1982年统计有15．86万户t一

73．5万人。 。． 一’： ．

零陵县属丘陵区，地形似马鞍状。西南，．东南偏高，西北，

东北偏低，平均海拨200米。最高山在东南面福田乡用明山的望

佛台，海拔1624．6米，最低点在黄阳司晦哲州滩，海拨80．3米∥

县内阳明山、四明山、都庞岭、黄花岭四大山，系余脉潜仲，

’屹立东南、西南和南北四方a『东南面阳明山，从祁阳金洞林场进

入境内福El,然后东经郑家桥，梅溪而终，西经桐子坪、喜塘、

菱角塘，凼底至平福头接脉。西南面黄花岭，自广西自宝进入境

内，横旦在大庆坪、据江寺，新宅里三乡，再至石岩头林场。南

面都庞岭，由双牌的何家洞进入境内何仙观乡‘-西经大庙头林场

及阳河，大庙头，富家桥三乡接脉，J．南经林I：1林场而终，北面有．

!四明山，自祁阳、邵阳交界处进入境内。，．o t‘．“

县内主要河流有古今闻名的潇．湘二水及其lO条支流，潇水，

在境内流程588．5公里，．流域面积1140．71r万平方米。湘水在境内
流程80公里，流域面积2744．28平方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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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资源丰富，矿产较多，森林覆盖面大，已发现的矿产存

30余种，尤以锰矿著称全国。1980年统计森林覆盖面达1012平打
公里。全县术材总蕴藏量66里立方米，楠竹总蓄积量2440万根。

零陵县历史悠久，沿革复杂。‘

夏、商为荆之域。

春秋战国为楚南境。

秦隶长沙郡。一’
’

西汉元鼎六年分长沙郡置零陵郡。零陵县为候国，名泉陵，

辖今零陵、双睥、祁阳、祁东、东安i’其古城在今第一中学附
近，遗址可见。 。 +．，

东汉初，泉陵侯国改为县，Ⅱ．全州移零陵郡置泉陵。 l-，

三国时，分泉陵，另置祁阳、永昌(今祁东地)二县，两晋。

时又分泉陵县地另置应阳、祁阳县(今东安县地)：南北朝如故。

隋大业三年(607年)，改泉陵为零陵县。零陵县始得其名，

又重并应阳、祁阳、．永昌三县入零陵，县治迁于今永州。

唐武德四年(621)分零陵县北部复置祁阳县(包括今祁东>

五代依旧。
‘

． ’．：

宋雍熙元年(984)，零陵县分出东安县，直至中华人民典
和国成立。。 。

·

7零陵县自汉至隋为郡治，唐、宋为州治，元为路治，明为府治。

1949年lO月共和国成立，全县划为11个区，区下设129个乡。

1952年改为14个区，区下设285个乡。1956年撤区并乡，建立45

个乡，2个镇(芝城、冷水滩)。1958年撤乡，成立26个人民公

社，2个镇。1962年调整成10个区，1个镇(区级)，下设78个

公社，1个镇(社级)。．196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冷水滩镇为’

县级市，1962年12月撤市复为镇，1964年5月f经国务院批准射

出茶林，麻江，尚仁里，盘家洞、双牌、何仙观、何家洞，蔡里．

口等8个公社及五星岭，大庙头、阳明山3个国营林场成立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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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管鲤局(今双牌县)。1978年3月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批

准，大庙头，何仙观林场仍归零陵县，划出五里牌公社归双牌

县，1979年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改东风镇(原芝城镇)为永州
镇，由零陵地区直辖，同时经地区同意，划朝阳、七里店2个公

社归永州镇。 二

’

古零陵郡，郡域之多变，莫有不随零陵县之变化，是为何

故?皆因潇湘二水会于零陵，配以零陵城为中心的向四方伸展的

古代驿道。 ．

：

。

一．‘ ’一

沿潇水上游可溯双牌、道县、宁远、江华，江永、4兰山，沿

谰水上游可溯东安，广西。随湘江而下，可抵祁阳，祁东，直至

钢庭达长江。古舜帝寻求水源，曾由湘江进入潇水达九疑，病故

亦葬于九疑。相传妃子悲痛欲绝，洒竹林成斑竹，情留千古。潇

湘二水千古功德足可见。 ·

。 ～·
’，

一在零陵县境内，秦(秦朝)辟驰道，是为零陵县陆路交通厉
，

史悠久。
。

’ 一
．。

零陵水、陆自古就可以与王室相通，与百姓相联。零陵自古

就是零陵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

零陵也因有潇、‘湘二水牵连苍翠群山，伴和古桥，古路，构

成古代军事要镇，引无数英雄竞相争。 。

’

。

东汉末期，零陵瑶民羊孙、陈汤等举鼻赤帜一称。将军加；二

率人民起义。’
‘

二 ’ ‘，!

三国蜀将张飞曾大战予零陵。
、

．-．
·：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率部攻克广西桂州(桂林)后，分

兵北进零陵，大败官兵。 ’一，+
+

清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率十万大军攻克广州后，1852年6

月9日抵零陵，次日取道双牌，直逼道州，1'852年翼壬石达，f及

大将肖华，再度进军零陵，与清军麈战22天，后因寡不敌众，将

军肖华投河自尽，余部从菱角塘转移至道州。。’ i。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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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民国，’现代交通开始萌芽。民国二十六年(1937)兴修丁

湘桂铁路。铁路由西北的祁阳入境，沿西北通往东安至广西，过

境里程41．75公里。民国二十六年修筑了三二二国道。国道从．境北

的界牌铺从祁阳迎来，过县城通往广西黄沙河。民国三十五年修‘

筑了国道二。七线。线从境西东安的石期市拥来，过黄田铺，与

三二二线携手，并与之相重至桃江急转向南，去双牌，进道县。

两国道过境里程127公里。民国时期修成了一飞机场，民国三

十二年又从冷水滩引铁路与之相通，抗日战争中均遭破坏。尽管

当时军阀割据称雄，维事交通，各执其意，然而零陵已奠定水、

陆、空基本合理交通网络。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零陵县交通建设，腾空起步，绩’

业辉煌。 ．
．

铁路建设，1963年修筑了自富家桥至高车头小型地方铁路19+

公里，由森林工业局主修，专运木材i后因何仙观至富家桥公路

筑成而废弃。驻县的省、地单位，1954年开始兴建专用铁路，共

建12条，计程14．2公里。至此，零陵境内铁路55．95公里。

公路建设，到1984年底，新建公路609．4公里，其中七十年，

代兴建334．8公里，七十年代又以中初期兴建为多，五十年代与

六十年代是似相平，各约为120公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

主要是整修雏形公路，扩宽一部分公路路面，提高路质，兴建公一

路甚少。兴建公路中，紧紧地依靠民工建勤。直至1984年零陵拥

有公路近800公里，公路千支分布基本合理。 ．

，1975年已有67个公社通公路，未通公路公社仅3个。1979年．

实现了社社通公路。 ，二。

公路桥梁。新建和改建公路桥梁241座，总长3735．9米。

1964年至1966年将所有原半永久式桥梁，全部改建成永久式桥：

梁。1967年修建潇水东风大桥，采用无支架吊架拱肋。当‘时在全。

省还属首创。新建的桥梁中、大，小型的有七座．兴建桥梁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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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方便交逋，还为县内堵训了一批公路建设的有用人才。．j’?’．；

公路养护。公路养护；随生产体制的完善而日益完善。．五十

年代多为国家养路工人专业养护，配以民工建勤养护。民工建

勤，突击备砂石、挖土方。六十年代，以国家养路工人为核心，

大队(村)选派生产队(村民小组)派代表工参与养路班养护，．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养路工人(其中有合同制工人)养

护国道，省道和达三级公路标准的县道；其余由县交通局拿钱

(农用车所交的养路费)，雇请民工组成区乡养路班，J养护区

乡公路，’其余专业公路由主管专业单位养护，村道卣使用民众养

护。养护工具不断革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使用锄头，扁

担，’手锄肩挑，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使用机械。1984年已有压土机
3台，碎石机lo台，拖拉机lO辆。一 ．一J．一’、 ，

公路绿化。所有公路都已绿化一次，有的已绿化二_三次，

但林荫感最好的只是零陵城至冷水滩路段。 ‘： t?_’

交通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零陵县只两辆日过汽车

<非零陵县所有)，到1984年已拥有汽车1309辆(不包括非零陵

所辖单位车辆)，大小拖拉机743辆，自行车5212辆一。公路运输

<其他社会车辆未及统入，以下同)，客运量901．27／人次，客运

周转量5400．3万人公里，货运量54万吨，货运周转量3564万-吨公

里。庙矛公路交通时迅速发展，原来紧依水运物资，诸如木材、，

楠竹，货主或买主，为求简，快，多弃水走陆。一 一
一i ：

铁路运输。客运量逐年上升，1984年，’单就冷水滩火车站客

运量竟达110多万人次，自1975年至1984年，年递增率为lO％以

上。冷水滩火车站货运量，1984在p达44万吨，1979年创历史最高

记录为5l万吨。 ⋯ ·
“

：’、。． ，

’．’水上运输。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影响(因为

有公路运输的方便未曾顾及)常年通航里程稍有减少0船舶，共

和国成立初，仅大小木船254艘。载重量2584吨，．直到1984年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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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各种船舶虽降至229艘，但吨位大大提高，且由，民走厅改机
动拥有743个客位，3142个吨位，3423马力，其中个体船舶54艘，

874吨，水上运输量以1959年为最、达50万吨，1971年为15万吨，

1984年只6．3万吨。水上运输的组织形式经历了}分散，组合，

多层次组合、部分分散，到集体为主个体产生的六个过程。共秘

国成立初，‘船舶纯属私人所有。自1956年把个体船舶组织起来成

立零陵县木帆船运输合作社，走上了集体经营的道路。后随农村

人民公社的产生，可航江岸的人民公社也先后成立了船运组织，

是谓多层次集体经营，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

提倡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原则，集体把一部分船舶承包给私

人，相继而有个体私制，私购船只运输。船舶质量也经历了木

制、钢筋水泥制到钢制三个阶段。

码头、货站装卸货物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一．

零陵县交通，民国二十六年(1937)J前远程运输，唯一是水

运。水运工具是木帆船和竹排木筏。水运不到处，只有肩挑背负。

民国二十六年修了铁路公路，铁路运输给零陵增添了生机，当时

公路多为军事服务，民运益处不大，大部分远程仍赖水运，

共和国成立初，零陵交通事业首先是抢修铁路公路，使之在
短期内复车，然后疏竣河道，发展传统运输。这是因时’．因地翩

宜的英明措施。继而发展铁路、公路，整修机场，购置车辆，船

舶，建立和发展为交通服务的工业厂房，健全管理交通的行政．

机构，使得零陵县交通，网络布局合理，设施适宜(已有造船’

厂，再有造车厂就更好全了)，交通配套，管理合理的崭新局?

面。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经

济的经济政策，交通建设更起飞跃。继七十年代初、中期大修公

路之后，迂回于扩宽路面，提高路质，使得乡村公路路质远胜于‘

民国时期国道，省道，车辆大量增加，国营，集体，个体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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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大车，小车，拖拉机、农用车，都皆如此。运输市场形成

激烈竞争，促进了交通运输机构的内部改革。由于陆路交通发展

迅速，造成水运货源多有弃水走陆，迫使航运机构努力地提高船

舶质量、吨位，开展远航，谋其发展。

交通事业与国家兴衰、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这

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纵立千言，也难详其一隅。

小言可鉴，欲国家发达，人民生活提高，社会发展迅速，必

须高度重视发展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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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概述

目⋯录

第一章t古代道路⋯-’．⋯⋯、⋯⋯⋯⋯⋯⋯⋯⋯⋯⋯一⋯⋯(1’)
4一

第一节古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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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古挢⋯⋯⋯⋯⋯⋯⋯⋯⋯⋯⋯⋯⋯⋯··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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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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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村道，专用道⋯⋯⋯⋯⋯⋯⋯⋯⋯⋯⋯⋯⋯(15)

第二节公路养护与绿化⋯⋯⋯⋯⋯⋯⋯⋯⋯⋯⋯⋯(26)

一，养路机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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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水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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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流的自然概况⋯⋯⋯⋯⋯⋯⋯⋯“⋯⋯⋯⋯(40)

=，湘水⋯⋯⋯⋯⋯⋯⋯⋯⋯⋯⋯⋯⋯⋯⋯··：⋯⋯(41)

三，潇水⋯⋯⋯⋯⋯⋯⋯⋯⋯⋯⋯⋯⋯⋯⋯⋯⋯⋯(44)

．四，芦洪江⋯：⋯⋯：⋯⋯⋯：⋯⋯⋯⋯⋯⋯⋯⋯⋯⋯(48)

五‘’石期河i：：”；：j⋯：····-·：·j：：”··：⋯⋯⋯⋯⋯⋯⋯(48)

六I贤水⋯：；··：⋯⋯·：j·j⋯·：⋯·：-：⋯“：⋯⋯⋯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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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零陵县境铁路路线的变更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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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湘桂铁路零冷支线⋯一⋯⋯：．-⋯⋯⋯⋯⋯(63>

第二节富高铁路．．．⋯⋯“⋯”一m．，．一⋯⋯⋯⋯⋯⋯n(64>

一，富高铁路的修筑⋯⋯⋯⋯⋯⋯⋯“⋯⋯⋯⋯⋯·(64>

-二，富高铁路修筑机构⋯⋯⋯．．-⋯⋯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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