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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郴州地区铁路志》记载了郴州地区近六十年来铁路修筑，

改造、扩建、发展的史实，是一部反映全区铁路状况的工具书和

资料书，全书资料翔实，取材广泛’体例完备，叙述流畅。

郴州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位于南岭山脉北麓，地势险要．

粤汉铁路通车之前，全区交通闭塞，陆路全靠肩挑驮运，水路只

能通行小木船，故有。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的民谚。由于交

通的落后，，阻碍着全区经济的发展。全省和郴州地区物资辗转

汉，沪，经海道抵达粤桂。1936年9月粤汉铁路的修通，推动

着湘南经济的发展。但因连年战争，政治腐败，以致民不聊生，

生产不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农业生产迅

速发展．近四十年来，郴州地区铁路建设与运输生产发生巨大的，

变化．衡广复线的建成，郴韶段电气化的开通，榔州成为京广线

重要交通枢红京广线衡坪区段运输畅通无阻运输能力大幅度
提高，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全区交通运输事业中起着

骨干作用，对进一步开发湘南，粤北广大山区的矿藏和山林资

源，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将起着重要作用．

盛世修志，志以资治。为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

策励将来，郴州铁路地区办事处编修《榔州地区铁路志》，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郴州地区铁路志编写人员，经过长达五

年的辛勤劳动，征集大量资料，认真编纂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的志书。在编纂郴州地区铁路志过程中，九次修改志藕篇日，

四易其稿，并作了八次重大修改，付梓问世’为郴州地区做了一



件大好事，是值得庆贺的。

郴州历代志书、史书、典藉甚多，但铁路志书却是第一部专

著．在振兴郴州建设四化之际，《郴州地区铁路志》一书的出

朊将发挥资政，存史，教育的功能，对广大铁路职工可进行铁
路路情，’局情、地区情况的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这对于全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于促

进郴州地区的经济建设是有益的．‘

．姜再明

199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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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交通运输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近代崛起的

铁路运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位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交通运输业中起着主导作用。铁路运输的兴旺发展，促进社会

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人民生活的富裕。

京广铁路北起北京，南达广州，纵贯祖国南北，地位极为重

要，而衡阳至坪石铁路区段位于京广干线的南段，系湘南交通要

道，担负着郴州地区十一个县市以及零陵、衡阳，粤北等部分县

市的货物集散和旅客运输．郴州地区从粤汉铁路修建至今已有近

六十年的历史．如实地把这六十年来铁路的兴衰发展变化，献给

参与这一事业的建设者，是我们编纂《郴州地区铁路志》的目

的。‘因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全面地、

系统地编写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的铁路志书，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历史遗产，为科学认识全地区铁路地情，提供

建设与管理的现实依据。

郴州地区从1933年兴筑铁路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

除有京广铁路贯通全区外，还修建了资许、白杨、南岭、永耒、

郴嘉等铁路，巳组成一个铁路网络。1 988年京广线衡广段复线

建成通车，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能力，加快湘南经济的飞跃发

展。 ．

铁路具有高度集中统一性，由多部门联合协作的大联动机。

车、机、工，电、辆等部门在这个大联动机中各自发挥重要的作



用．机车是运输生产的龙头，线路桥梁是铁路运输的基础，通信

信号是运输生产的耳目，而车务部门是铁路运输的指挥．因此，

在郴州地区铁路志中，重点记述铁路的修建，运输生产中运输能

力，行车组织，客货运输以及运输动力的机务工作、运输基础的

工务工作，运输耳目的电务工作和运输生命线的安全工作．郴州

地区铁路志是一部修建铁路及其演变发展的经济专业志．它具有

铁路行业特点和郴州地区的地方特色．
。

··2·



凡 例

一，本志记事上起1933年，下迄1988年，个别具体事项可

延伸到1990年。
’

．

二，本志书按铁路门类横分竖写，以横为_主'纵横结合。分

篇、章、节、目、子目五个档次编排．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纂。彩色

照片集中放在志书正文之前，图、表穿插于志书正文之中。大部

分资料来自广州铁路局档案馆，原衡阳分局档案室和郴州铁路地

区各基层单位，正文不列注释，其出处见附录中参考书目。

四、全志卷首排列郴州地区铁路志编纂领导小组、编辑办公

室及编写人员名单． ．

五、本志使用公元纪元，必要时则括注中国历史纪元。

六、境内京广线铁路里程：1936--1945年，使用老粤汉线
里程，以广州站为全线里程的起点；’1945—1957年，长江大桥

兴建前，使用新粤汉铁路里程，以武昌站为全线里程的起点；

1957—．1988年止，以北京站为起点；1988年11月衡广复线建

成，由于线路缩短，使用复线里程。

七、关于标题格式、名称运用，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量

名称，图表处理等方面的要求，均按《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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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先后入

侵’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随之入境'中国有识之士

开始酝酿发展现代交通运输。1886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初议

兴建粤汉铁路。1901年’粤汉线广(州)韶(关)段开始动

工，并于1916年和1918年广韶段和武(昌)株(洲)段先后通

车．其间株(洲)韶(关)段458公里约占粤汉全线40％，因

山复水重，‘地势险峻，t工程艰巨，经济无着而停顿15年之久．

于1933年借用。中英庚款”三分之二，工程得以实施。但该段线

路地处深山荒谷，材料远涉重洋，且疠疫为患，直至1936年4

月建廊接通全线．粤汉铁路从倡议到建成通车，几经周折’历
经39年，始告完成。 ． 一 ，

粤汉全线的修通，推动着湘南矿藏的开发，促进郴县地区的

经济繁荣．j同时华北，华中各地和湘鄂各省客货运输’不再绕道

津、沪，汉，经海道抵达粤桂，既缩短时间’又节省运费。’

-1938年秋’j粤汉线南北两端为日寇沦陷，+粤汉铁路局从武

昌南迁衡阳，武昌武东机车车辆工厂搬迁郴县，改名郴县机车车

辆工厂(简称郴县机厂：下同)．此时，粤汉线仅能在株洲至曲

江问开行列车，为解决战时机煤紧缺的问题三都至许家洞间资
许线和白<石渡)杨(梅山)线先后动工，分别于1941年和

1943年竣工通车．1944年夏，‘粤汉铁路局迁移至坪石办公，



粤汉铁路仅在栖凤渡至乐昌间(152公里)维持运输．1945年1

月，粤汉铁路全线沦陷。。在抗日战争中，粤汉线郴县铁路地区肩

负后方支援抗战重任，广大员工不愿做亡国奴，在敌机轰炸和炮

火袭击中，忠于职守'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据粤汉、浙赣、

湘桂三个铁路局统讹在抗日战争期间共运送军队2740多万人
次，军用物资540多万吨．还有郴县机厂不仅支援粤汉铁路中段

运输任务，还推动郴县地方工业的发屁开创郴县用电的历史，
促进了郴县山区的经济繁荣。 h。

抗日战争胜利后，本着“先求其通，后作其备”的原则，因陋

就简，。于1946年7月，．粤汉全线仓促修复通车．1947年开始修

筑狗牙洞支线，于1948年8月简易通车．．粤汉线恢复通车头二

年忙于军事运输，、无暇改造维修行车设施。+19镐年后，粤汉铁

路运量逐渐恢复和超过战前水平，、铁路运输能力有所增强．：由于

郴县境内铁路在抗日战争期阀；国民党军队实施的。致敌于死命

的交通破坏战”和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溃逃时的破坏，。境内

铁路行车设施遭受严重创伤，元气大伤，铁路陷于瘫痪．4．直到

1949年10月郴县地区解放时，：全区铁路线路共有259．6公里，

蒸汽机车1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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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i：u，‘

∥1949年10月，-郴县地区境内铁路在衡阳铁路管理局抢修委

员会指挥下积极抢修，同年12月底，粤汉铁路全线修复通车．

但是，境内铁路设施由于长年失修和国民党军队的破坏，病害累

累，行车速度极低，1952年旅客发送613113人_货物发送

925279吨，其货流密度：衡(阳)郴(县)问仅有248万吨一
郴(县)坪(石)问210万吨，1资(兴)许(家洞)问85万

吨．以后，铁路局对郴县铁路地区境内线路，桥梁。隧道、?机车

车辆、站场、·通信信号等有关行车设备，进行全面整修、改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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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逐步改善行车设备的质量，提高行车速度和机车牵引定

数，增强了运输能力。境内铁路容许速度由1950年的30公里／

小时，到1957年达到60-70公里／小时，一机车牵引定数由
1950年的1000吨，到1957年增至1900吨。，货物发送量发展迅

速，耒阳、马田墟、，白石渡，．三都成为境内最大货物发送站。随

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铁路运输能力日趋紧张，1959年开始

动工修建京广线衡广段复线和坪石至连县铁路。1961年全线停

工。此时，铁路机构也发生很大变革，1959年初，撤销分局，

成立长沙铁路局，‘并在郴州地区设铁路办事处，党组织改名为中

共郴州地区铁路工作委员会，为铁路局派出机构。’1959年至

1961年问，郴州铁路地区相继恢复和建立机务段、工务段、．电

务段、：车务段、医院、’公安段、生活管理段、4材料厂i调度所、

铁厂，建筑分段、防疫站、林场，邓家塘采石场等独立基层单

位，是郴州铁路地区有史以来基层单位最多的时期。，在。左”的思

想指导下，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破除了合理的规章制度，运输生

产出现。瞎指挥”和“浮夸风”；致使运输指标弄虚作f臣。铁路设施

质量低下，运输秩序混乱，·行车事故激增．’’1962年至

1965年间，全铁路地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7提高”的八字

方针，精简机构，调整体制，先后撤销了调度所、公安段、生活

管理段、材料厂等9个单位。同时衡阳运输分局改为管理分局，

统一管理分局管内各单位，改变了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等长

期归属铁路局业务处管辖的体制。1965年全铁路地区货物发送

量回升至364万吨。但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区

铁路运输能力又遭到破坏，境内铁路运量时高时低，。极不稳定，

但在客观上却掩盖和延缓铁路运输能力不足的矛盾。为改变。北

煤南运”的局面，。1969年修建坪石至梅田铁路，。接着续修梅田至

临武沙田铁路。耒阳境内的永耒铁路于1975年全线开通运营，

1976年lO月1日，坪梅、梅沙全线交付运营。一 一一3．-‘‘
“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区境内铁路运输逐步恢复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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