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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I：潜江交通志》记叙了潜江市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沿革

及现状-内容包括t概述；大事记；组织机构；水路运

输；公路运输；装卸搬运，管道运输；交通工业；科技

和教育；人物及附录等．可供史志编修人员及交通运输
研究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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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中共潜江市委、潜江市政府的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 j
，

}，? 与大力支持下，．I：潜江交通志>一书历经八年有余，五易其稿，得+ 、i

{ ．1以Pllt。这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一大成Jll：，在此；表
’

豇、一 示热烈的庆贺。同时，对所有关-C,fli支持我们的领导和同志，以
一 _及所有的修志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I ，

．

4

’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该书以大量的史料和求实的精神，贯 、

， 通古今，再现自清代以来潜江交通的全貌．从中既可看出我市交
．‘ ·通发展的脉络，又可明了其现状，有助于我们探索发展潜江交通-

4

．： ，事业的规律，为我们振兴潜江交通，造福人民，提供了宝贵的借． ；。

： 鉴．同时，该书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于一体，注 ．’1

i． 重地方特色、时代特点和专业特点，‘是广大史志研究人员的参考 ．．
恿

书籍，可供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大型 ．．

·。 厂矿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阅读。如果此
，

： 书能引起大家研究潜江交通的兴趣，从而激励加深热爱潜江，热 ∥

．’．，爱潜江的交通事业，并将这种热情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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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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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断限t本志上限时间为1840年；下限时间为1988年．为

了保持部分内容史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在其上、下限时间上，作

了适当的浮动．

二、内容．。本志以潜江地域为主，记载清代以来潜江交通运

输事业的发展和演变。根据“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立足当代”的

原则，重点着笔于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潜江交通运输

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

三、体例：本志采用章、节、目体编纂，语体文与记述体相

结合．以志、记、传、录为主，辅以图(包括照片)、表。照片集

中编排于卷首，图、表随文附置。“概述”、。大事记”冠以正文之

首，统帅全志；附录殿后，存录有关资料I其余按事排列，采意

组合。在行文上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在形式上依其内容需要，易

纪则纪，易表则表．‘ ．

四、篇目：本志以事设类谋篇。所引资料以文献、史籍、档

案为主，兼用经考证核实的口碑资料。对个别重要史料注明了出

处，多采用文中注．

五、纪年：本志中。建国前<后)一或。解放前(后)静，系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前者，以帝号纪年，并括注公历，

后者，一律使用公历纪年． 一

‘

六、称谓；本志中的人、事、物，皆以发生的时间、地点为

准，沿用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地名有变化者，在其后以括

号加注今地名． 一

七、立传t本志遵循“盖棺论定”的原则，不为生者树碑立

传．所传人物大多是交通系统内在事业上有过建树的人．人物传

和人物录．’均以生年为排序。 ． ．



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24 4 潜江 潜江县
24 倒7 予以通过 并予以通过 ·

24 倒lO 69号 · (87)69号
34 倒9 白鹭湖 西大垸
48 3 《湖北舆地记) 《湖北舆地记》)
59 倒2 (公元1924) (公元1924年)
66 l 主籍 客籍 土藉客藉
66 l 主籍 土藉
66 4 客籍 客藉
66 7 客籍 客藉
73 1 1937) 1937年)
73 倒2 135 6 13576

84 倒6 0．023万元 0．023元
工05 倒9 在汉水、 按汉水、
128 倒l l万 15万
157 倒7 1 31年 1931年
278 8 必顺 必须
282 倒l 棋街 棋盘街
286 倒ll 白鹭湖 西大垸
305 倒1 (89．4)％) (89．4％)

330 书眉 附录(民间故事选编) 附录(文献辑存)
335 倒10 市熊口镇 熊口镇
348 l 在渡流运中， 在渡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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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工业不断取得新成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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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科技从乖到有⋯⋯⋯⋯⋯⋯⋯⋯⋯⋯⋯⋯⋯⋯9

大事记⋯⋯⋯⋯⋯⋯⋯⋯⋯⋯⋯⋯⋯⋯⋯⋯⋯⋯⋯⋯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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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行政组织机构⋯⋯⋯⋯⋯⋯⋯⋯⋯⋯⋯⋯⋯⋯一30
．． 一、机构的建立及沿革⋯⋯⋯⋯⋯⋯⋯⋯⋯⋯⋯⋯⋯30

二、历任领导名录及任职时间⋯⋯⋯．．．⋯⋯⋯⋯⋯⋯·32
’ 三、派出机构的沿革⋯⋯⋯⋯⋯⋯⋯⋯一⋯⋯⋯⋯⋯33

第三节群众团体⋯⋯⋯⋯⋯．．．⋯⋯⋯⋯⋯⋯⋯⋯⋯．．．⋯36
， 一、：亡会⋯⋯⋯⋯⋯⋯⋯⋯⋯⋯⋯⋯⋯⋯⋯⋯⋯⋯”36

j：，⋯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8

·附：临时机构⋯⋯⋯⋯⋯⋯⋯⋯⋯⋯⋯⋯⋯⋯⋯⋯·3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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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江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荆州地区中部，地跨东经112。31，

至112。59一，北纬30。09，至30。35'，东接仙桃市，南邻监利县．西

靠江陵县，北隔汉水与天门市相望。潜江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园林．

办事处东距省会武昌162公里、，西距荆州行署驻地荆州镇75公

里。’ ：。 ·

．： _．
一一

，．潜江之名源于潜水(俗称芦撒河)。《尔雅》称：。水自江出为

沱，汉出为潜”．清康熙《潜江县志》载s。汉由潜一道入江，故

名潜江”。夏、商时，为荆州地域，西周时，为郧国地r春秋战国

时，为楚竞陵地；秦时，属南郡竞陵县地；汉以后，分属江陵、竟

陵两县，五代时，定名安远镇；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升安

远镇为潜江县，属荆湖北路江陵府；清隶属安陆府。民国22年

(公元1933年)以前，属湖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f民国24年(公

元1935年)，改属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1949年8月，潜江县

人民政府成立，属沔阳专区管辖；1952年6月沔阳专区撤销，潜

江县改属荆州专区(即今荆州地区行政公署)，，一直至今． ．

I'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同年7月，正式建

立潜江市；下辖17个乡、镇、办事处。此外，还有12个省、地

属农场和．1个中央企业(江汉石油管理局)分驻市境各地．全市

总人．口82．89万人。民族主要是汉族，还有回、壮、土家、满、苗、

侗等18个少数民族。． 二： !：-’，
：

：： n^-，一 ．

‘ 潜江原系古云梦泽一角，因历代江湖泛滥冲击，现已成为平

原水网地区，境内无山无丘，膏原腴野，_马平川，东西最大横

距49．8公里，南北最大纵距63公里，全市总面积2000．6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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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略呈倾斜，一般地面海拔28"-'32米，最高

处海拔37米(高石碑乡兴隆村)。最低处海拔26米(徐李镇赤生

村)。全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1℃，年

平均降水量1112．6毫米．

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仅石油储量达5000万吨，北起钟市，南

抵老新口，西至樊场，现已由国家正式开采，年产原油90多万吨l

卤水和岩盐分布钟市、王场、周矶、广华一带，卤水地下储量达

100多亿立方米，岩盐储量达5600-',-,7900亿吨，相当于我国盐都

——自贡市储量的20倍．这些正在开发和即将开发的矿产资源，

将成为潜江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依托。自1978年以来，全市工

农业总产值(不含油田)，以12．07％递增．1988年为105867万

元，是1949年的17．91倍，比1978年增长2．王3倍，比1987年

增长15．95％。

建国前，潜江交通非常落后，一直靠单一的天然河湖水道，利

用风帆和划桨、人力拉纤等进行木帆小舟运输．建国后，在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潜江交通运输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水上运输不断发展‘

自古潜江河湖纵横，航道交错。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水绕于北

境边缘，东荆河贯穿全境，内荆河连接各大小支流、湖泊，构成

潜江特有的水网之乡。早在唐代以前，泽口附近阳口为通汉水、长

江之口，漕船(军船)来往不绝．迨至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

年)，漕粮改用民船运输，每年由潜江起运的漕粮不少于4800石．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两沙运河开通后，沙市的川盐及汉水

沿线各州县的军粮运输，多由潜江的西北境水域出入．在土地革

命时期，潜江是洪湖苏区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又是襄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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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略重要基地．木帆船为军事渡运作过很大贡献。如，民国21

年(公元1932年)11月，刘家场、王家场一带的船民突破敌人的

重重封锁，从十几里外的地方抬船到汉水河边，帮助工农红军渡

河北撤，民国28年(公元1939年)12月，300多只木帆船在黄

家场渡运国民党政府军第二十六军和七十五军至汉水北岸进击日

军；民国37年(公元1948年)10月，40余只木帆船在东荆河渡

运人民解放军攻克监利新沟咀l民国38年(公元1949年)5月．

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最后阶段．泽口、张港、黑流渡一带

的群众组织1050只木帆船搭成舟桥9座，顺利渡过人民解放军入

川作战。1949年7月，浩口一带群众组织木帆船一百多只，运送

支前物资达五六十万斤，有力地支援人民解放军攻克荆沙． ．

建国后的1953年，水上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打

倒了封建把头．实行船舶定港，船民定籍．1956年，对个体木帆

船运输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县成立5个木帆船运输合作社，使

广大船工、船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在1958年大跃进中，木帆船运

输业实行大合大并。1959～1974年间，体制变化无常，时而国营，

时而集体，又时而分散，时而合并，直到1975年以后，水运体制

才步入正轨。

在过去的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境内木帆船对沟通城乡物资交

流，特别是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防汛抢险的物资运输，也曾发

挥过重要作用，如：1954年潜江发大水，调船2245只安全转移灾

民；1955年遇冰冻，交通发生困难，调船1232只为灾区人民破冰

运粮；1969年调船支援洪湖县(今洪湖市)长江干堤田家口段堵

口复堤运输，1975年调船至汉水外滩张兴民垸溃口处，转移被洪

水围困的群众和物资；1954"-'1979年问，共投入船只177艘运输

荆江大堤岁修蛮石35万吨，1955年调船106只支援汉水杜家台

分洪建设工程运输；1958年调船参加丹江水库建设工程运输，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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