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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交通志》业经编纂者们五年的辛勤

劳动，现在正式出版了o ．

交通事业是国家的脉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是人类文明的窗口，素有“文明之母，财富之脉移

的称誉。灌南地区历史悠久，交通事!业源远流

长，从人力，畜力、木帆船到汽车、轮船的现代

交通运输，前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史。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特别是建县以后，灌南

历史揭开新的篇章。三十多年来，灌南交通事业

同其他事业一样，蓬勃发展，面貌常新，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交通布局、运输结构，基础

设施、技术装备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水，

陆运输共同发展的交通网络。这一切，记载着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苦心，显现着人民汗水的

晶莹，是灌南县进步的见证，展示着一千平方公
里大地的锦绣前程。

县交通局编志办公室的同志们解放思想，勇



于探索，广辟渠道，采访征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进行综合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埋头苦干，

日以继夜精心编纂了这本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详略得体，图文并茂的志书，系统地再现了灌南

交通的发展历程，为灌南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确是值得祝贺的。

灌南尚未有过地方经济专业志书， 《灌南县

交通志》的出版，填补了灌南专业志的空白，它记
载了这一地区两千多年来水、陆交通运输的变迁，

集区域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书，这
对于了解和探讨这一地区的交通运输生产，基础

设施建设，进一步发展灌南的交通运输事业，促
进灌南的经济建设都是颇有裨益的。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

了开来，总结过去目的是为了开辟未来。当前，
我们正在进行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建设，我们应该

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引出规律性认识，将革
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为灌南经济的
腾飞而百倍努力，为灌南交通业谱写光辉灿烂的
新篇章。

黄培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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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业是联系生产，

带，是沟通城乡，方便工

也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

会发展中处于先行的战略
灌南地区有着悠久的

人民在世世代代同大自然
中，孕育了灌南交通。在
运输曾为这一地区生产的
镇的形成，文化的传播，

国成立后，灌南地方交通事业，依靠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全县人民的

有力支持，取得了新的成绩。汇集境内古今交通
演变历史及广大交通工作者艰辛创业成果，是党

和人民的希望，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为此，我们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古为今用，

今为后用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发掘



交通史料，历时五载，数易其稿，编纂了我县第

一部交通专业志，并力求此志起到资治、教化、

存史的作用。

它是一部经济专业地方志书，年代断限因事

因资料而异，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简

要地追溯古代、近代。一般以1958年建县时为开

端，下迄1988年，个别章节延至1989年。内容方

面按交通门类横分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时

类并举。横分门类以囊括史实，纵向记述以统贯古
今。共分六章二十五节。大事记则用编年体与记事
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各类表格依照内容需要穿

插于正文之中，对部分有存史价值的图片放在正
文之前，以便读者开卷时可见灌南交通之一斑o

．《灌南县交通志》是一本较为全面反映灌南

交通历史的志书。写作伊始，我们试图使它做纠

准确性、科学性和可读性共融一炉。但限于我们

的历史知识和表达能力，这些初衷恐难如愿，尚

望行家和读者多多指正o

编 者

一九九O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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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南，

34。257，东

南北最宽约

匙’’，总面

约43000人。

北隔新沂河

6个农林场

，灌南，

：域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干多年前的西汉。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年)，设置海西侯国。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设置海西县，

晋废，历366年①，县治在今灌南县新安镇东南约十公里处②。其

后的一千年中，县境多分属海州、涟水管辖。明崇祯九年(公元

‘1636年)新安镇正式命名③。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在东海县

南部置灌云县④，今灌南新安镇及其以北地区属其辖地。1941年

冬，抗日民主政府在此设立灌东办事处。 ⋯
．

1957年12月21日国务院批准建立灌南县。1958年3月1日正

式办公。由灌云县的曙红(现自皂)，海亭(现孟兴庄)、李集，

①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05。海州古迹”．
7 ’

。

@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36—37’“一65、第三册20—21注明．海西在今
灌南县新安镇东南约10公里处．

④清代乾隆四十四每刊成的《新安镇志>第l一2页． ‘，

一

固1980年出版的单树模等编著《江苏地理>第一章第三节． ：鼻．．．‘一 ．



张店、三口、新安、陈集(现北陈集)、苏光(现田楼)，树德

(现五队)8乡1镇和涟水县的六塘、硕湖、花园，新集、百禄

5乡析置。 、

灌南县的交通事业源远流长。西汉时，人们在这里采集渔猎，

种植交换，繁衍生息，出入往返，反复践踏而出现了一些小道，

通往集市。明代以后，逐渐修成了“南达安东、西抵沭阳，北通

伊浦、东通三岔口响水口黟①诸路。到了近代，一些古代道路遂

逐渐演变成公路。随着交通工具的演进，公路交通运输随之发展

起来，：到1947年新安镇解放时，已有土面公路6条，总长达70余

公里，形成公路交通的雏形。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按照党和政府

合理布局、统一规划的原则，建成了城乡公路网。国道上海至题

台公路、淮阴至灌云公路、灌南至涟水公路纵贯南北，沭阳至陈

家港公路，响水至秦庄公路横穿东西，并基本达到乡乡通汽车。动

1998年，全县共有公路18条，通车里程209．121公里，每万人有公

路3．421公里。公路质量的变化尤为显著，水泥混凝土路面占总

路面的3．6％，沥青路面占18．4％，砂石路面占78％。公路建设

正向网络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公路等级也在逐步提高。

桥梁是道路交通的重要设施。自西汉至今的两千多年间，历’

代在境内的许多河川上兴建的桥梁少说也有好几十座。其中，啊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建的张家店板桥，有文字可考。1964年

8月建成通车的殷渡公路桥，采用了悬臂拼装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T型梁，当时国内尚无先例。1966年9月建成的灌南县人民桥，

是当时江苏省第一座单孔50米跨径钢筋混凝±双曲拱公路桥。

1987年9月建成的灌河大桥，主桥为3孔，其跨径各90米，是目前‘

全省境内跨度最大、基础最深的公路桥梁，也是飞架灌河上的第一

座桥梁，从而使上海至烟台的204国道苏北段全线接通。所有这些，

①清代乾隆四十四年刊成的《新安镇志>第6一T页．

一——————J



都是灌南交通发展史上的丰碑。到1989年底，全县共建公路桥梁

7r6座／3497．94延米，其中大中型公路桥梁2l座／1502．34延米，特。

大公路桥1座／636米，全部为永久式钢筋混凝土桥，涵洞239道，．

对沟通全县道路交通发挥了重大作用。
‘

．·

灌南的陆路运输，由手提、人抬，肩挑、背扛，驴驮、人方

车推、畜力车拉到汽车运输，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中华民

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春，新安镇街头第一次出现汽车。中华
．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夏，张店人主办的连云商营汽车公

司开业，起初公司设于响水口，开辟了第一条穿越县境长茂的板

(浦)，东(坎)汽车客运线路。次年，淮北盐务稽核所的板浦

至堆沟线汽车开始营运。但当时未形成相当的运输能力，尚不能

取代其它原始的陆运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公路运输发展很快。

1953年，开辟涟新线汽车客运线路。建县初，交通系统成立了专

业运输机构，拥有汽车2辆／7．5载重吨。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不

断发展，机动车辆逐年增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民，

集体，个体一齐上，车辆增加更为迅速。1978年，全县拥有各种

机动车辆1324辆／1684载重吨，完成公路运输货运量、货运周转量

分别为11．37万吨和563．66万吨公里，至1988年，各种机动车激增

到9983辆／10837载重吨，完成货运量、周转量分别为175．23万

吨和9136．6万吨公里，为1978年的15．41倍和16·2倍。1958年5

月灌南汽车站成立时，只有新安镇经大新集到淮阴客运线路，每
日上下午各一班次。至1988年底，客运线路增至17条，总营运里

程2126公里，年客运量101．2万人，客运周转量5748万人公里，分

别为1978年55．1万人、1897．4万人公里的1．84倍和3．03倍。年递

增率分别为6．27％和11．72％。

灌南的古代以水路交通为主，内河航运，历史悠久。淮阴地

区唯一入诲通道——灌河从境内东去入海，其它诸河蜿蜒于城乡

之间。古时境内河网纵潢，漕运繁忙，特别是唐代垂拱四年(公元

，



688年)穿境开凿的淮北盐河， “官舫估舶，帆樯相望"①，成为

历代淮盐南运的主要通道。到宋代搿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

岁鬻47万余石’’⑦淮北盐主赖水运南销，元、明时代，盐运十

分繁盛，盐舟往来，昼夜不绝，每年140余万引(“引”为盐的计

量单位，每引约100公斤)的淮北正纲盐多经盐河南运；直至清代

雍正年间，盐运仍保持不衰。杨锡绂(清江(今淮阴市)人，字’

方来，号兰畹，清雍正进士，累官兵部尚书，漕运总督]的“新

安六塘尾，武障承其流，中横河一线(今盐河)，盐运此通舟’’

诗句正说明了这一点。清末随着海运的兴起，部分淮盐转为海运，

盐河运量明显减少。1916年、1917年间始有轮船航行于海州至淮

阴西坝之间。1925年陇海铁路通车后，淮北盐大多改由铁路运输，

河运淮盐一度停滞不前。故到1947年新安镇解放前夕，航道仍处

于自然状况，水运主要靠拉纤摇橹(棹)木帆船，码头装卸皆靠

人力背、抬、扛。新中国建立后，内河航道几经疏浚治理，通航

能力有所提高。盐河，灌河等主要航道千吨船队畅通无阻。内河

运输工具由木帆船单船运输，经过技术革新，发展了机动船运输

和机动拖带船队运输，从七十年代开始渐以钢丝网水泥船，钢质

船取代木质船，实现了船舶的更新换代。1978年全县拥有运输船

舶562艘／9793载重吨／1225马力-完成货运量、周转量约为31．3

万吨和3142万吨公里，到1988年境内拥有运输船舶1159艘／37392

载重吨／17122马力，完成货运量、周转量约为109．1万吨和

12172．4万吨公里，为1978年的3．49倍和3．87倍。港口吞吐量达

到42．25万吨，为1978年的1．4倍，其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程度．

分别达到40％和20％。造船工业已形成了年产总载重量为6000吨

的能力，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 j，

沿海航运，清末就有江南、山东等地客商乘船经灌河到响水

①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十二J“山JII考”18页．
④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货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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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将货物转运内地，使海运渐渐兴盛起来。1911年南通等
’

。． 地的实业家在位于灌河口的堆沟港附近兴建盐滩，翌年先后成 、“

“．． 立了“大德"、“大阜"、“大有晋"三大制盐股份公司，连年。
?

。 产盐多由灌河出I：I海运销往全国各地。1919年德，阜、晋三大制
‘’

盐公司还在堆沟港建有千吨级的钢筋混凝土海轮码头。民国时代
，

，‘ 的堆沟港，已成为苏北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并与国外通航。1958 。

’ 年，境内有70余艘航海木帆船，载重最大的45吨、最小的8吨。、
?

，一．’ ，，其中交通部门的县木船社从事海运的木帆船达lO余艘(载重在8
二7

～22吨之间)，‘．非交通部门的航海船，、大多用于捕鱼，淡季装运货’，

。

．一 物，；主要是运销目照和赣榆沿海的黄砂，这些木帆船均随潮进出 ．

。 。．灌河，航程仅限于南至上海北至青岛沿海诸港。}987年底境内船
一￥ 。

舶沿海运输基本结束。．、j∥。 ，∥：， 。+i一。，i ．。，．
、

，

；“

∥灌南的近海运输虽然趋于停顿，但随着堆沟，长茂港的开‘ 、：

一 ： 发，海运亦必将伴随开发，灌南水运将获得全面的发展，并给灌

1+， 。．。南地区的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 ‘。。、

、

．j。

；一-1 7“交通者交往通达也"。人类的社会活动没有一样能离开，， ，

：．
、

它。追古观今，成就喜人，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在中国共产党 ．．

L 的领导下，灌南人民正同心同德，继往开来，用智慧和双手在灌一 ．

1 ．一，：南的大地上描绘更新更美的交通图画0一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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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盐河南起淮阴县杨庄，经涟水、灌南、灌云北至连云港市一

新浦，全长152公里。县境从殷渡桥起经新安镇、张店至新沂河i

中泓，长28．5公里，列为六级航道，是江苏省内河主要干线轮船’

．航道之一。‘
‘。

’

’，’．。”

．“ 盐河历史悠久，。因淮北盐大都经该河运销全国各地，故

。而得名。古日漕河，官河、场河、下中河。该河自唐代开凿以

，后，历代相沿不废。据清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 “唐垂拱

，四年(公元6s8年)所开漕河，自沂(今山东省临沂)密(今山

东省诸城)达州(海州)至涟水县入淮者也，长一百三十里，阔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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