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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武宁大桥全景

▲省道焦(冲)武(宁)二级油路

▲公路法规承久性宣传标语

▲省道扣』龙线安保工程

■◇一卜——
▲省道武(宁)修(水)二级公路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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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武修线．级油路施工：[地卜

．．省道焦武线油路旌上现场

武宁公路分局职工卜
资助ll』区贫嘲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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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宁公路分局办公大楼

▲武宁公路分局城郊大道班全景



武宁公路分局获江西省政府、交通厅、省公路局、市公路局奖牌



序 言

盛世修志，正当其时。值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开局之际，武宁县第一部公路志书《武宁县公路志》应运出版了。

交通、能源、通信同为国民经济先行，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公路交

通在不近铁路、修河变库区的武宁主体作用尤为突出。

武宁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修河中

游，北纬28。53’～29。35’，东经114。39’～115。27’，南北宽约77．4公里，

东西长约93．3公里，县境东接瑞昌、德安、永修；西连修水；南毗靖

安，北邻湖北通山、阳新。全县总面积3507平方公里，最高点是与靖

安交界的九岭尖，海拔1794．3米，最低处是修河，海拔65．31米。武

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外交往起源较早。至明、清时期，武宁成为赣

鄂孔道，其时全县有古大道21条，古渡31处，古桥329座。武宁历史

上第一条公路修筑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武宁籍的国民党元老李烈

钧倡导修筑了永(修)武(宁)修(水)公路，该路1931年建成通车。

后又修通了南昌至全家源(即武宁境内316国道前身)、瑞昌至莲花等

简易公路o 1937年(民国26年)日寇侵华，此后，武宁境内公路交通

由于战乱一度陷于瘫痪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公路事

业发展。1953年对原损毁公路进行修复，从1956年起，国家加大了建

设力度，至1972年柘林水库蓄水前，全县有公路83条，总长736．6公

里o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国家加大了公路建设



的资金投入：一是新修许多县乡和乡村公路，增加公路通车里程；二是

对原有主干线公路进行大规模改造，改善公路路况，提升公路通行能

力。至2005年底，全县有公路929条，总长2，055．841公里；形成了

以国、省道为主骨架，县乡道和乡村公路为网络的公路交通格局。公路

部门管养的国、省道和重要县道共7条，养护总里程236．554公里(其

中二级油路和水泥路为84公里)，其余为县乡公路和乡村公路。公路部

门管养的公路已于2005年底全部实现黑色化(硬化)，桥梁、涵管全部

建成永久式。

武宁公路管理机构，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o 1955年1月成立武

宁养路段，属垂直管理的省属事业单位。1978年更名为武宁公路段。

2003年，全省公路体制改革，公路由省管下放到设区市后，更名为九

江市公路管理局武宁分局。半个世纪以来，武宁公路人在省、市公路局

和武宁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团结、创新、务实、奉献，为武宁公

路的发展和九江经济的振兴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也争得来之不易的荣

誉。自1991年首次获得九江市公路系统目标管理考评第1名后，1998

年至2005年，武宁公路分局又连续8年被江西省公路管理局和九江市

公路局评为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其中2000年、2003年和2004年3

次捧得九江公路局千分制考评金杯；2000年被省公路局授予“十佳领

导班子”，2003年被省交通厅评为“全省交通工作先进基层单位”；分

局路政大队2005年被交通厅和团省委授予“全省青年文明号”o

“鉴史使人清晰”。武宁公路分局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修

史原则，以总结经验，积累史料为目的，在上级公路部门和社会各界的

关心支持下，以一年多时间，编辑出版这部《武宁县公路志》，力求全

面反映武宁公路的起始、沿革和发展过程，为现实提供借鉴，同时，也

为今后的武宁公路的发展留下珍贵的公路史料。

柯美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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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系武宁公路史上第一部公路志，书名为《武宁县公路志》，

采料自武宁县境内产生道路时为上限，2006年6月为下限。

二、全书共分为公路、桥梁渡口、公路管理、机构组织、荣誉辑

录、公路文苑六篇，以篇、章、节为层次目录。

三、本志收集地方公路建设文件、图表、照片、书籍、工作总结、

计划、方案、公路大中修等资料作为编修依据，借鉴县志、交通志关于

公路的史料，力求客观、全面反映武宁公路从无到有、从低等级到高等

级发展演变过程。

四、本志采用文字记叙为主，照片、图表为辅的方式反应公路及公

路建、管、养等相关状况。

五、全书遵从历史事实，通篇只述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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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卿嘶脚厶·如⋯．彩物纭彩统彩彩彩纺

概 述

武宁县位于赣西北，修江中游，北纬284537～29435’，东经114。39’

--115。27"，东接瑞昌、德安、永修，南衔靖安，西毗修水，北邻湖北通

山阳新。全县总面积3507平方公里，海拔最高点是九岭尖1794．3米，

最低处则为修河65．31米。

县境北部幕阜山绵延逶迤，南部九岭山雄峻连亘，构成天然的南北

屏障。修河之水横贯其中，孕育两岸土地，造福千万县民。此两山一水

形成武宁县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今人乐道，古人颂诵。唐吕温在其

《海昏集》序内称：“修江之清，瘟家之炎，云洞花无，竹屋草聪，鸡犬

弦涌之声，相闻于表凤之瀑中，数百里不绝"。宋杨恢的《玉清宫记》

椭：“武宁最山川胜处，西北为尤胜口幕阜九宫绵亘，山秀出云表，
盖吴楚相入处也"o

武宁境内名山遍布，涓水长流，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怡人，

乡民乐居。

早在几千年前，勤劳的祖辈在此渔耕狩猎口出入往返，形成最初的

简易便道。随着历史的推移，武宁逐渐成为赣鄂孑L道，地扼赣西北门

户，为兵家必争之地。

南宋岳飞，明末李自成，太平天国李秀成、石达开等均以武宁为战

斗据点，如此一来，武宁对外通行道路，因战略要隘之故得以不断发

展o
· 1 。



到了明清年间，境内经济荣盛，栈道亦稠密如织，据载当时“古大

道21条”，羊肠小路更是繁如牛毛，另外还有“古渡31处，古桥329

座”。“陆地运输肩挑背驮，出没于石栈云关，木轮小车，辗转于平畴绮

陌。"如此看来，当时生产生活热火朝天、乡民安乐自得的景象可见一

斑。

尽管栈道遍布，但武宁公路史上第一条公路，还是出现在民国时

期。此路为武(宁)永(修)公路。早在二十世坌?---十年代末，国民党

元老李烈钧便倡导修筑“永武修”公路，意在贯通永修、武宁、修水三

县。直至“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为了‘反共剿共’的需要，饬令地方

政府，加紧苏区的公路修筑”，武(宁)永(修)公路才于1931年由国

民党政府全线修建通车。

武宁公路由此翻开扉页。

同时，1931年底箬(溪)龙(门厂)公路修建完工。尔后，相继

修筑了南(昌)全(家源)线，瑞(家)莲(花)线o

1937年(民国26年)日军侵华，县境公路交通由于战乱一度陷入

瘫痪。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在百废待兴之际，党和人民政府十

分重视公路事业的发展。1953年对原损毁公路进行修复，并于1956年

起，国家对公路建设加大力度。1972年元月柘林电站蓄水以前，全县

共有公路83条，总长736．6公里。随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建设

相应加快了步伐。1990年全县公路130条，总长1006公里。近十年，

更是武宁公路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截至2005年底，全县公

路增至929条，总长2，055．841公里，94．3％的乡村通了公路。

其中公路部门负责管养的干线公路7条，总里程为236．554公里。

按行政等级划分为：国道1条，即福兰线(316国道)；省道4条，即

柯龙线、宋石线、焦武线、武修线；县道2条为罗庙线、武东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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