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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嘉禾位于湘南郴州地区西南部，县城距郴州市88公

里，东邻桂阳，南界临武、蓝山县，西靠宁远县，北接新田。

历史传记，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

为禾仓。明崇祯十二年(1639)，划桂阳州西南五都六里，

临武上乡六都八里立县、置县城于禾仓堡。数百年来，嘉

禾人民在这片交通闭塞的偏僻边远山区，身沐恩泽、辛勤

耕作，繁衍生息、建设家园。“
’

‘，’

俗话说：‘穷与富，在于路：。嘉禾从古至民国时期数

千年间，交通闭塞、贫困落后，不通公路，境内交通运输一

直处于落后状态，进出物资主要靠肩挑背负，因此一直贫

困落后。革命先烈孙中山说过：“哪里交通畅，哪里就兴

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嘉禾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经过47年的努力发展，已建成以县城为中心，四通

八达的现代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有力的促进了嘉禾经济

的发展。 ：
，c

。，，、r 、t： ⋯’一．‘一 ．；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无可

辩驳的史实表明“人类之历史始终是不得不和产业史与

交通史关联着而被研究、被整理”。交通与人类社会的变
，

1



序

革、发展紧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某一时期的交通史

或某一地域的交通志，必定是那一时期或那一地域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生产生活的缩影。对于嘉禾交通运输业

的历史巨变，过去没有科学系统地整理记载。现在我国已

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盛世，根据县人民政府

和地区交通局的部署，嘉禾交通志，全体修志人员，辛勤

笔耕，历经数载，几易其稿，终于编纂成《嘉禾县交通志》

为嘉禾人民办了件好事，‘在此我谨代表嘉禾县交通局全

体干部职工向诸位参编人员及对志书作出贡献的各位同

志表示感谢。 芝 ．二 ，
。

《嘉禾县交通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大量

的翔实史料、记述了古、近代和当代嘉禾交通运输业的历

史和现状，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对嘉禾交通

运输的盛衰起伏，成败得失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阐明

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二客观真理。此志体例

完善：文风朴实、文笔顺畅、图文并茂，是一部比较成功的

专业志。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志书也存在有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毋庸置疑，作为嘉禾县交通运输业的第一部

专著，颂扬先人创建之业绩，激发后人进一步改善交通状

况之热情，缩小交通事业与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党与人民

的要求之差距，继往开来，真抓实于，努力奋斗，抢拼争

超，对嘉禾交通运输的蓬勃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v雷丰武二．t

， 1996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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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嘉禾县交通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针，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

史，实事求是，本着蜒存史实，正观．点，详今略古，立足现

代，侧重近代，综合古今”的原则，凡属辖区内的交通运输

事业，不论其隶属关系，经济成分，均纳入本志记述范围。

二、志书记述期限，上限1840年，下限1995年，为反

映事物的全貌，有些记述上溯其发端，下延至志书脱稿。

三、志书设志首、正文两部分，正文分章、节、目、子

目，四个档次排列，交通图和彩色照片在正文前面，黑白

照片、图表插入正文之中。 ‘

‘

四、全书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章、节、目、子目

为纬，综述全县交通事业的概貌与特点，总揽全志。

、’五、记叙地域及交通图以现代嘉禾疆界为基准，地名

以1983年9月《嘉禾农业区划报告集》及1981年军事航

测地图和1982年12月地名普查确定的资料为基础、交通

图的公路线及里程以本志编纂小组到现场核实的为依据

进行绘制的。 。?， ’j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结合记事本末体的体裁以事

系事，体现全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大致脉络。



． 凡例 ·

七、文体为记述性规范语体文，以记、述、态、图、表、．

照、录七体为方法编纂，以志体为主。 ，

’

，

八、记述的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室)、图书馆、博物．

馆和部分口碑资料、编纂人员亲自到上场调查采访核实

的资料进行编纂，不另加注释，对个别需要说明的地方，

紧接着用括号说明。4 ．

． 九、关于计量单位，在编写申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面

目，个别地方有照抄原文用市斤、华里的情况，但用括号

标明了公制单位。
，‘ 十、本志行文按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10

月13日《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修订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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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述

嘉禾位于湖南南部，东邻桂阳，南连临武、蓝山，西靠新田，面

积699．16平方公里，东西最宽35．7公里，南北长39．3公里，地理

坐标东经112。“73”～112。35’26”，北纬25。26712”"25。47729”。
～

境内巍巍南岭山脉横亘西南，耸立于嘉禾、蓝山两县之间，在

本县内的尖峰岭海拔913．7米，为群山之巅。东南有临武香花岭北

麓之余脉，与境内黄牛岭首端相接壤，组成南北向条状山系，大小

山包簇拥群立，山谷沟壑，纵横交错，长达31．5公里，其中，海拔

400米以上的山峰43座。全县地势高，中部偏东山脉隆起，由南向

北为两个盆地，整个地形由西南微向东北递降，具有两山、两水、两

盆地的特点。 ，’

．
t 、

．嘉禾境内有煤、铁、锰、锌等多种矿藏，其中以煤为最丰富，经

探明储量约1．4亿多吨，主要分布于钟水河东一带山区。农业除水

稻为主外，盛产辣椒，苎麻、茶油、花生、烤烟等经济作物。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嘉禾在“一穷二自”的情况下，建立

起了机械制造、水泥、氮肥、发电、煤炭开采等轻、重工业。产品有发

电机组、碳酸氢铵、水泥、机械铸件、钢丝钳、煤炭等，县水电设备厂

生产的小型发电机组、县五金厂生产的钢丝钳等，出口美、英及东

南亚诸国。j 1995年底全县工业总产值现价达80517万元，比建国

初期的169374元增加了4752．79倍，农业总产值为21664万元，

比1950年增加了23．7倍。 ．‘

⋯

嘉禾县古属桂阳州及临武两县治地，明崇祯十二年建县，划桂

阳西南五都六里、临武上乡六都八里建立，县城设禾仓堡(今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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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镇地)。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禾仓，后

置县，故名嘉禾。1912年县城曾迁至田心乡五百地村，1915年又迁

回原地，1952年12月与蓝山县合并名蓝嘉县，县政府设予蓝山县

城。1961年5月蓝嘉分县，嘉禾县城仍设珠泉地。1996年止全县

划为17个乡(镇)，243个行政村，886个自然村，2072个村民小

组，39个居委会，357个居民小组，共96523户，324478人。有以汉

族为主的满、瑶、壮、苗、侗、土、回、仫佬等9个民族。‘ i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交通事业发展

缓慢，境内钟水河从中部贯穿南北，可通小木帆船，故中部以水路

交通为主，东西两面以陆路为主，由于群山梗阻，交通极为不便。、

，自清朝以来，钟水河航道为粤盐人湘转水运至湘江上游沿河

各地的重要运输航道之一。上逆达蓝山土市，约12公里，下至茭河

口人湘江，至衡阳、长．沙，直通洞庭湖，注入长江。由茭河口逆湘江

可达永州，由衡阳逆耒水至耒阳、永兴等地。据清同治年问县志记

云；县内航业兴旺时期，沿河村庄有木帆船百数以上，载重5～7

吨，运载粤盐至桂阳、常宁、衡阳，常年络驿不辍，亦有至未阳、永兴

等地，少数船舶装载辣椒、苎麻、桐茶油、磨竽头等土特产漂泊南

京、襄阳一带，俗称嘉禾船为“红绣鞋”。昔时由于陆路交通不便，官

宦、儒生、商人亦多乘货船至各地。钟水河大部分经流于高山峡谷

之间，险滩连续不断，水流湍急，河床乱礁卵石遍布。水量随季节变

化而涨跌，枯水期行船困难。在封建社会统治时期，嘉禾无官办船

舶，政府很少治理河道，船舶航行艰险，不少船工丧生于急流险滩。

加上封建统治的苛捐杂税及义务服役繁多，船民处境艰难。故而船

舶逐年减少，直至民国38年(1949)只剩下木船24只。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56年以前以发展水路交通为

主，县人民政府发动民众，三次将境内53公里河道进行了全面整

治。使河床加深，提高了通航能力，设立了仙江造船厂，并发动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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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乡农具厂造船，组建船民协会和木帆船运输合作社。1955～

1956年间，运输船舶发展到百余只、800多个吨位。 ，

，，自1964年起，为了解决农田水利灌溉和水力发电，陆续在境

内沿河建拦河坝和水力发电站8处；且大部分无通航设施，使钟水

河断航。1 ～ 。
。

陆路交通：县治建立后，境内以禾仓堡为中心仅有东西两条驿

道(官道)；东经枫岗岭至桂阳州，西南经马袅铺入蓝山可至两广是

宽敞的石板路面，亦称挑盐大道。除此有至毗邻县及县内各行政

区，乡集贸市场的道路称大路，大部分是石板路面，乡村之间往来

的道路称小路、大部分是羊肠小道的泥巴路面。境内至民国末期共

有各种步道690余公里。 ，

，：古道的设施颇为齐备，驿道设有铺、站路亭和各种奇特壮观的

桥梁。建县初期有古桥44座，到民国末期留存古桥285座，路亭

230余只。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40多年的建设，嘉禾公路运输

业发展极为迅速，公路建设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从元到有，从

泥砂路到油路面，再到水泥路面，从低等级到高等级境内形成了四

通八达的公路网，以轻轨铁路运输为骨干、公路运输为主体．的格

局，40多年的交通建设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一

1955～1960年，是建立农业合作社进入人民公社、发动全面

大跃进时期，嘉禾从1955年开始修建公路，此时期共修公路12

条、98i4公里，最先修通了嘉禾至临武52公里，境内13公里，

1956年2月25日通车，是嘉禾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看见了汽车。

接着又修通了嘉禾至桂阳51公里，境内19．8公里，从此，陆路交

通打通了东、南两条主干通道，并且都与京广铁路衔接，县内先后

有嘉禾至广发、龙潭至普满等干线公路修成，群众修路的积极性高

涨，1958年又出现了村村修大道，全县共修大道156条，324公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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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时大跃进短途运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为修建公路奠定了

基础。 ， 。．

‘ j

。、。

‘

．-·一_i?一
●

’1961～1970年，嘉禾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地、群、普”的交通

建设方针，依靠全县人民，坚持民工建勤在养好已修公路、保证畅

通的基础上，重点修筑联接毗邻县及工业、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基

地的公路，此十年间共修成公路57条，178．3公里，比1960年前

增加了81．2％，使全县与周围各县全部通了公路，境内基本形成

了公路骨架。
‘

4一‘ ：’+
“

197t～1980年的10年间，积极贯彻了1975年9月国家交通

部颁发的《公路养护管理暂行规定》，提出的现有公路应贯彻执行

“全面养护，加强管理，统一规划，积极改善”的方针。这个时期公路

建设进行了对主干线的改造，提高公路等级和畅通能力。继续发动

民工建勤，修筑通至各大队(今行政村)的公路。境内又新修公路

115条，298公里，比第二阶段增加67％，1981～1991年的10年

间，使全县基本形成公路网络。在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

神指导下，进一步贯彻交通部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养护，积极改

善，重点发展，科学管理，保证畅通”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提高

为主的方针，嘉禾公路建设以改造县道为主，普修村级公路，改造

了坦坪至断桥、坦塘至金鸡岭、周家至肖家、龙潭至普满等4条县

道，路基由原来的4．5米，普遍扩宽8．5—10．5米；部分达12米。

在此期间又新修了县城经茂林、两路口、浦溪至行廊镇公路长15

公里，并为省开发嘉禾浦溪煤矿解决了交通困难。t’这个时期，全县

大部分行政村都修道了公路，全县截止1995年，已有公路257条，

758．6公里，其中省道2条，40．。06公里，县道14条145．3公里，乡

道53条223公里，村道179条，284。43公里，专用公路9条，65．8

公里，境内有油路面69．6公里，水泥路面38条(段)计35．96公

里，按全县总面积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108．6公里。全县17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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