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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党政建设、机

编写。

二、本志取事断限年代自九江公安交通管理机构创建起，下限到2002年底，

极少数内容因须前后衔接，做了必要的追溯和延伸。重点记述近代和当代，特别

是国务院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后的公安交通管理事业概况和发展。

三、本志纪年著录，以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划线，前用中

国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后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始，一律用公

元纪年，不夹注。

四、本志称谓著录，以当时实际使用的名称为准，朝代、人、地皆直书其名，不

加褒贬词；专用名词在章、节或较大的目首次出现用全称，重见时用简称。1949年

5月17日前后，分别简称“解放前”、“解放后”。1987年6月前后，分别称“道路

交通管理体制改革前”和“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后”。

五、本志文字表述使用国家规定的标准简化汉字，数字表述采用阿拉伯数字，

但中国历史纪年、农历月Et及序词、不定数等仍用汉字。

六、本志采用资料坚持信而有证，一般不注明出处。不轻信或轻易否定一家

之言，多家之说择其合理者而从之，歧义别无确凿佐据或并存、或俱略。数据以统

计部门提供的为准，如有舛错或缺乏，则稽取其他部门资料或口碑资料核校和填

充，无法认可则付诸阙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九江依山傍水、七省通衢，扼守着江西省的北大门，交通事业源远

流长。其百年交通警察的兴衰荣辱的史实，在我辈手中铸就首部《九

江市公安交通管理志》，是为盛事。我有幸兼主编委事，聊尽绵薄，助

其力，促其成，不胜欣慰。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2001年6月，为“存史、资治、

教化’’，我们决定编写《九江市公安交通管理志》，组成了编纂委员会，

调集精兵强将组建编写班子。在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通力支持下、在广

大公安交通干警，特别是一批老交警的热情关心下，编纂者努力克服

既无行家亦无经验借鉴且资料匮乏、素材杂乱的困难，四处搜罗残篇

轶事、寻踪追迹、抽绎提炼，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克尽疲荼、精益求

精、辛勤笔耕，精心打造这项浩如烟海的“留史工程"，两个半春秋，终

于告竣。

“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修志重在资政。一个

当政者，不仅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要深入了解其所

在单位的情况，要了解它的今天，就必须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当代

交警们，尤其是青年交通警察们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度文明和

高度民主的现代化新九江而奋斗，任重道远。为此，不但要从现实的

伟大实践中汲取力量、从知识中汲取营养，更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

智慧，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交通管理的能力o

《九江市公安交通管理志》统合古今，以30万字的翔实史料反映

了九江市公安交通管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概貌和成就以及对我市交

一1——

一飞



通管理事业，乃至经济、政治、文化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史为镜，“鉴前

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也必将为如今的九江公安交通管理工作提

供更为珍贵的经验和借鉴。

掩卷深思，交通管理是一门研究领域相当宽广的科学，又是一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学科，新的历史篇章还需要我们去

继续开创，我相信，九江市公安交通管理事业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

下，一定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愿全体公安交通干警同心同德，开拓

进取，为努力书写更加壮丽辉煌的交通管理新篇章而奋斗!

谨书片言，权当为序。

告考葛移。|勺

2003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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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九江市位于江西北部，地处东经113。53’--116。53+，北纬28。41’_30。51’之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庐山

间：东与江西省的波阳县，安徽省的东至县

毗邻；西与湖南省的平江县，湖北省的通城、

崇阳、通山、阳新等县接壤；南与江西省的新

建、安义、靖安、奉新、铜鼓等县交界；北滨长

江，与湖北省的广济、黄梅和安徽的宿松、望

江等县隔江相望；素有“江西北大门”之

称。

九江

行政区始

划于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把全国划为36郡，设九江郡。西汉

时始建县，称柴桑：汉高祖六年(前201年)车

骑大将军灌婴筑城于湓浦，称湓城，是九江建城

之始，距今有2200余年。三国时属东吴，隶武

昌郡。唐时，改九江郡为江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浔阳郡：至乾元年(758年)复为江州：

五代十国时，九江是南唐的道德教化之地，故改江州为德化二宋时，复置江州。元

周瑜点将台——烟水亭

代改为路制，元末陈有谅自称皇帝，姒江州为都：

明代改为九江府，清沿明制。辛亥革命后废除帝

制，民国二年(1913年)设道领县，将九江府改为

浔阳道。共领九江、德安、瑞昌、湖口、彭泽、星子、

都昌、永修、安义、波阳、浮粱、乐平、万年、德兴、余

干、奉新、靖安、武宁，修水、铜鼓等20个县。民国

f五年(1926年)设九江市，九江实行县、市分置，

民国十八年(1929年)撤市。民国二十年(1931

年)，江西省划为13个行政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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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湖f I、都昌、彭泽归属第三行政区。民国二f一三年

(1934年)浮梁、儿fL．屉子、湖¨、彭洋、都昌、瑞吕、德

安归属第五行政区，而永修．武。j：、修水则和九}l：分开划

到江阳省第一行政Ⅸ：民目三十年(1941年)九江、瑞

昌、德安、星子、永修．武宁归属第九行政陇，彭泽、湖口、

都昌保留在第五行政区，而修水则划到第二行政I天。}；j

伪时期，江西省伪政府当时设在九江：1949年解放后设

九江分区行政督察公署，下辖九江、瑞昌、永修、武宁、星

子、德安、靖安等7县：后改辖九江、瑞昌、永修、武宁、

星子、德安、都昌、彭泽、湖【]、修水10县和九江市、庐111

管理局。1959年九江县、市建制合并，统称九江市。

1931年的九江西fj口 1961年设专区公署并恢复九江市、县建制，1968年成立

九江专区革命委员会。1971年改为九江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改为九江地区

行政公署。1980年九江市升为省辖市，设浔阳、

庐山、郊区3个县级区。此时地、市并存。1983

年九江地、市合并为九江J节，没九江市人民政府，

辖10县2区1局。即九江、瑞昌、武宁、修水、星

子、德安，永修、湖口、彭泽、都昌等10个县和浔

阳区、庐山区、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1989年瑞

昌县撤县改市，为县级市。

九江市全境东西长270公里，南北宽140公

里，总面积为18823平方公哩，九江的水陆交通

便利，自占就是川、陕、桂、湘．鄂、皖，赣的要道，始皇三}‘二年(前214年)，察始皇

开辟岭南新区的驰道，途经九江，贯通i{-LIL。之后，皆以此为基础，修建驿道。九

江的现代公路建设始于清末，两江总督张人骏

与江西巡抚冯汝骚拨库银5万两，委派江苏候

补道陶森甲修筑浔牯马路，于宣统二年(1910

年)完成九江至莲花洞一段公路，计长12．5公

咀，这是江西省第一条公路。20世纪三四1。年

代九江公路屡建屡废。九江解放时，全区仅

有城郊13公里的九莲公路勉强维持通车，

J958年至1960年的3年中，全区公路发展较

快，基本奠定了现有公路的雏形。20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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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九江地区的公路事业以改善已有公路

为主，1988年10月，使用舭界银行贷款建设

厂江西省第一条南昌一九江全封闭和全立

交双车道高级沥青路面汽车专用公路：从

此迎来了九江公路发展的又一个新时期，区

内公路哩程、路面品质都有了一个质的飞

跃。到2002年末九江市辖区公路总里程已

达7056公里，机动车拥有量达125800台；

机动车驾驶员达185189人：
一桥跃南北的九江长江大桥

九江的道路交通管理事业同九江的道路发展一样，与衰俱败、与兴俱荣。民

国元年(1912年)7月，没立九江通商交涉局，九江浔牯马路归通商交涉局管辖。

民国十九年(1930年)江西省政府成立九庐公路局，隶属省建设厅，民国三十五

九江交通指挥中心大楼

年(1946年)2月，招商局九江分局成立“九江

车辆管理所”，负责九江地区的工商及私人汽车

与驾驶员的管理工作，交通监理体制已初步形

成。1950年4月，九江市公安局行政治安科下

设交通班，行使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之责；1955

年九江地区公路运输管理局下设交通管理站，

在这以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车辆管理部

门分别都几经更名：1963年至1987年，庐t11、

湖口、永修、九江、庐山区、德安、武宁等地公安

局相继成立了交通(股)队。到j-1980年5月，地辖九江市升级为省辖市，九江市

公安局交通队同时改称九江市公安局交通大队：1983年9月，根据国务院的意

见，全国部分城市交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九江市(浔阳区、庐山区和庐山)的机动

车辆和驾驶员管理业务甬‘次移交给公安部门，

1986年国务院再次对全国道路交通管理体制

进行改革，九江地区车辆监理所及所属】0县

的车辆监理站成建制划归公安部门管理。至

此开始由公安部门全面管理道路交通相关事

务j 1988年11月，几江f打公安局交通大队与

九江公安车辆管理所(其前身为九江地区车辆

监理所)正式合并成立九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各县(区)也相继合并成立交通警察队；

◆鳓睁司
蓬蕊§瓣一 番翁搿■圈

九江市机动车辆检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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