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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长江流经安徽省境全长4 0 1公里，芜湖濒长江之下游，襟

江带河，素具舟楫之利。自古帆樯林立，l 8 7 3年轮运业兴

起，轮木船运输，日趋兴盛。历百余年、几经艰难曲折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攻府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木船由凭借风力、人力驱动，逐步实现了

机械化拖带化运输。结束了千百年来扬帆摇橹的历史。轮船由几

十吨几百吨的载量，发展到数千吨的大推大驳队运输，实现了钢

质化、标准化、系列化。港口建设，不断完善，各类栈桥码头，取代

了自然坡岸。各种渠化航道和维护助航设施，提高了通航能力。

为了记述安徽省境以长江为主体的干支流水系在建困前后、

轮运业发展演变的历史，根据安徽省内河航运史志编纂委员会的

安排、我们编写了《皖江轮运志》，由概述、大事记、正文，附

录四个部分组成。正文全文，分六章2 5节，6 6个条目，全

书共2 4万字。上起1 8 7 3年，下迄1 9 8 9年，如实地记载

了1 l 6年间，皖江轮运业兴衰起伏的轨迹。但由于资料残缺，

水平有限，谬漏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关怀和兄弟单位的大

力支持，以及专家同行们的热心指导。因此，这本志书，实际上

集中体现了领导，专家、同行们心血智慧的结晶，是百花酿蜜、

众手成书的硕果。它不但具有存史，资治，教育的社会功能，而

且对改革开放、振兴交通，治理航务，发展皖江水运事业，必将

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编者 ‘

l 9 9 1年1 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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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所称“皖江黟，是指安徽省境以长江为主体的干支

流水系。

=，《皖江轮运志》的命名，是鉴于皖江轮运机构更迭频

繁·沿江解放，省属芜湖地方国营航运部门，最先接管内河轮

业。继以政企事合署，扩为皖江水系建制，管理范围，曾遍及徽

州水域，自长江试办搿托拉斯"后终断。1 9 8 0年7月，再次

组建皖江轮运企业。为反映其演变历程和建制之间先后继起的关

系，故名《皖江轮运志》，以便于据实志事，全其原委。

三、体铡t横排门类，共分章、节，目、子目四个档次，逐

年纪事。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朝代年号(或民国纪

年)?监在括号内用阿拉伯字夹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统一采用公元纪年。 ，，，

五、资料来源。主要录自省，市档案馆和本部门冉g文献，档

案、兼采少数口碑和回忆录，除必须引用原文的以外，均以编纂

者的语言记述，故未注明资料的出处。对内容口径不一的，经印

证筛选，坚持去伪存真，采用合理实际的数摒资料。

六、所称国营企业，皆指建国后的企业。

七、省级以上部门授予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以“英

名录”形式列表。

八、为珍存有关文献资料，统纳一些不便作专章安插而又不

失其益的记载，特立“附录弦备收。
“

九，建回前的地名，．_尉夹注令地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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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轮运志》概述

’皖江，位于长江中下游之交，上自宿松香口与江西湖口相

接，下抵和县驻马河口(原乌江)与江苏江浦相连，全长4 0 11

公里，流经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五市。五千至万吨

巨轮，终年畅通。沿江两侧，纵横大小河流l 9 8条，全长6 2

7 4公里，其中常年和季节通行小轮9 9 8公里，木帆船3 4 5

6公里，排筏l 8 2 0公里(1 9 5 6年调查资料含新安江)。

水路交通素以芜湖为中心。西行进青阳、九华、秋浦、尧渡、枞

阳、皖河等内河支于，可通锕陵，青阳，贵池，东至、宿松，桐

城、怀宁、望江，太湖、潜山、岳西，东行进驻马河连滁水，通

全椒，衔接京杭运河，南行进青弋江、永阳江，漳河，可达芜湖

(湾浊)、宣城，当涂、郎溪、高淳(江苏)，广德、宁国和南

陵、繁昌，并绕青弋江施溪河(泾县境)，越太平沏，会石太旌

弪诸水，与徽州和黄山市境，构成山水相连，北行进裕溪河、穿

巢湖，越施水(南淝河)，直达省会合肥市。迥旋巢湖，紧连

洲、塘，兆、派丰乐等河，与含山、和县、无为、巢湖、庐江、

肥东，肥西、舒城和六安县的东南隅沟通。水系流域面积总达

6．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 7．5％，辗转相连l 0

个地市，3 0个县境，襟江带河，衔川接海．通航里程之长，遍

及航线之多，为全省之冠，居全国优水省分之七．

流域沿线，山河壮丽，物产富饶。工业，农业、交通，均甚

发达。向是盛产矿建(铁、铜、硫铁，砂，石等)粮食，土特产

等富饶地带，畅通川、鄂、湘、赣、苏、沪，沿海和本省南北物

资交流与疏聚的网络．新中国建立后，更非昔比．如今，各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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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获得更大发掘．过去，仅可生产锄犁剪刀的手工业，现己拥有

以大型，重型为支柱、中，小型为普及的钢铁，有(无)色金

属，石油，化工、纺织、．机械、电力等现代化工业，正在沿江五

市和辽阔的城乡勃兴，以粮食为基础的农林牧副渔业正在幅员广

大的腹地茁壮发展JI交通建设，益臻鼎盛，以长江为主干的水

运，已走向海洋，淮南，皖干，芜宁、芜铜铁路连线贯穿，公路

纵横交错，密布城乡。整个流域已形成水、铁、公立体交通网

络。诸如此举，皆为振兴皖江经济，发挥皖江水运优势，提供了

无限雄厚的实力和巨大的幅射功能。

皖江航业，兴起悠久，古有舟楫之利，素为帆樯栉枇之乡。

首次出现轮船，乃是咸丰八年(公元1 8 5 8年)，即中英《天

津条约》的当年，英人攫取在长江设埠通商权后，为刺探太平军的

军机和长江申汉沿线的社会形势，由英公使额尔金率队，于是年

十一月廿四日至廿七I：I途经皖境的露狂怒黟。驱逐，，等五艘舰

船(2 0和2 6日在南京和安庆受到太平军的炮击)。首次登岸

的轮船，是咸丰十一年(1 8 6 1年)八月，清廷从曾国藩奏，

命从上海移来皖江备水师练习的两艘旧置兵轮。首次经营运输业

务的轮船，是同治十二年(1 8 7 3年)，轮船招商局，经芜沏

(始设行栈)安庆上下客贷的的申汉线班轮。丽周内民营航业，

在“慈禧"和守旧官僚势力的扼阻下，被视为“野鸭”，或遭镇

压，或托名外籍，久难闽世。直至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戊

戌变法，提倡“轮舟之和，，民资兴办内河航业，设厂造船"等主

张下，始获生机。故皖江内河小轮运输迟予大轮-}f．五年，到光绪

廿四年(1 8 9 8年)，始有设于芜湖的商办立生祥小轮公司开

业，租英商小轮三只，挂英商船旗，航于芜湖至庐州一带，是为

皖江内河轮运f{}孑起源。自此，以芜湖为中心，以客运为主的内河

小轮运输，i相继崛鹿k但在“三座大山刀下，．外遭帝国主义航业

簪熟晦雾璃像买办靛商欺凌，■直是俯仰由人，瓣蹒卿珊步履



维艰。综观其演变历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清末，是其仓!f建时期。继立生样商营小轮运输创办，至清帝
覆灭(1 9 l 1年)的l 3年问，相继开设2 3家，拥有小轮5

4艘，约总吨位2 2 0 0余吨。以此时的航业和船舶艘数，仅次

于苏、浙，多于两湖(湘鄂)，居长江中上游之冠．

民初至抗日战争开始(1 9 l 2—1 9 3 7)先后设有轮业

5 0家(不含安庆三家)，拥有轮驳l 7 0艘(内公营一家，船

二艘)总吨位八千至万吨，营运航线2 9条，总长2 7 l 8公里

(不含外省8条和千余公里)，皖江流域2 1个县城(镇)通了

轮船。此时，面对长江天堑，不再拓望洋兴叹’’了。千百年来，

走马上任的知府、都督和省县问的差务，邮递交通，由轿马，木

船等工具改乘轮运。裁陆驿，兴水驿，设会馆，建航联(同业公

会)弃官从航，集资务航等，一派生机。尽管这时，技术落后，

设施简陋，资力与基础薄弱，但为便利商旅，沟通城乡，推进近

代内河轮运的发展，广泛发挥了效用，是为皖江内河轮她的兴盛
与发展时期。

靠七七事变力，沪战爆发，皖江各埠相继沦陷(芜湖予l 9

3 7年l 2月l 0日最先陷落)，库场、站房、码头陷于敌手，

或夷为废墟。除少数几艘轮驳随业主逃往汉蜀外，或被调作堵江

工具，或遭敌机炸毁，或被敢掳用，或散失无踪，损毁殆尽。嗣

为日军在芜湖开设的内河、中华、山九等轮船公司所垄断，是为

皖江小轮业遭受毁灭性的灾难时期。

抗战胜利后，皖省政府接管了日占芜湖的内河航运码头和2

0余艘轮驳。由于铁路中断，公路稀少，繁重l!l勺复员运输，主要

依赖水运。复苏的小轮业，一跃成为“时髦力行业。自l 9 4 5

年l 0月至1 9 4·7年夏秋，接连开业5 5家，拥有轮驳1 4 5

艘，营运航线2 4条。但这只是短暂的繁荣，不久即被内战炮火

化为乌有。港口被军控，码头被强驻，航线被割断，船舶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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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营收被吞噬，省营、商营，均频于破产，至芜湖解放，只剩

轮业2 2家和损坏不堪的5 2艘轮驳，是为皖江内河轮运衰退时

期。所幸，1 9 4 9年4月沿线解放，自此，真正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 t

综上所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皖江轮运，数易其主，几遭衰

落，除百余家轮业和三百余艘轮驳外，多无相应设施。历史久远，

船舶集中的芜湖港，仅有三四座简易码头。如同战后一些轮业家

自白t 搿航线靠天有(自然航道)，码头靠水日(自然岸坡)，

财源(营业)靠年头(运气)。"五十年如一日，破败凋零，致

给新中国丢下的，只是封建落后，穷自破烂的“家底封。

解放后，沿线芜湖、巢湖、安庆，相继建立了轮运机构。组

织生产，支援前线，恢复交通。嗣经沿江南北航轮运机构合并，l

4个地、市县首府，通行轮船，停靠集镇9 0余处，并依次设置

了营业站点。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下简称“一五黟)开始后，

省为发挥皖江水运优势，以芜湖为中心，包括徽州水域，统一建

立攻，企、事合一的皖江水系体制，坚持“面向内河支线，扩大

城乡交流"的方针，大力加强水运建设，发展运输业务。l 9 5

7年末，拥有轮运员工1 8 6 8人，运输实绩较l 9 5 2年客运

增长2．5倍和1．4倍，货运增长6．3倍和6．4倍。涌现

年吞吐量3 O至5 0万吨的港口五个，1 0至2 0万吨以上港口

3 4个，总吞吐量由1 9 5 2年4 0 6万吨，增达1 1 7 7万

吨。

l 9 5 8年后，轮船运输面向矿山，设置机构，全力投入保

钢运输．贯彻“地群普，，的交通建设方针，更大规模地进行航道

治理和港口建设。截止l 9 6 O年末，芜湖内河航运管理局，计

拥有运输船舶(不含工程，工作等船)1 1 5 8艘．其中，拖硷
8 5艘，l l 4 0 0匹马力，客轮驳4 0艘，8 5 6 6客位，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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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l 8艘，载重l 2 2 5吨，货驳(含合营转国营的)1 0 1 5

艘，载重7 2、4 4 5吨。辟建新老港口1 1 0余个，航线4 8

条(内沿用老航线2 2条，新辟2 6条)，总长3 O 2 2公里。

其中内河3 1条，2 0 1 2公里，区间I 7条，l 0 l 0公里．

本年完成的运输实绩，货运6 9 4．2万吨，5．6亿吨公里，

客运7 9 l万人，1．8 3亿人公里。船、港、航线、运量、员
工(8 9 9 9人)，水运工业等，均步入空前发展高峰。各个集

体所有制的运输合作社，相继扩建为水上人民运输公社，运输公

司等综合性企业．普遍建立了船舶修造组织．有的开始购置了轮

船。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贯彻“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开展了以支援农业运输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通过总

结前三年工作，进一步挖掘潜力，实事求是地解决生产、生活和

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 9 6 2年8月，收回I 9 5 9年

下放的航运管理体制，改芜湖内河航运管理局，为安徽省交通厅

皖江航运管理局，辖芜湖、安庆，巢湖三个分局，五个船队，四

个船厂，1 5 6个站，组。经l 9 6 1年到I 9 6 4年的调整，

恢复和发展，面貌巨变，员工一致认为；这是水系运输中“兵

强马壮，空前兴旺的黄金时代黟。 ．

1 9 6 4年下半年，长江全线筹办“托拉斯’’，省境长江干

线和部分支线的轮驳船运输业务，包括人员、船舶、港口，码

头，库场、候船室、营业站、船厂，办公室、宿舍、医疗，福利

等资产与设施，大部或全部移交长航。l 9 6 5年1月，“长江

轮船公司芜湖分公司劳宣告成立， 搿安徽省交通厅皖江航运管理

局，，随之撤销。省营皖江轮运至此告终。． ：
·

。，．历史的伟大转折，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

线指弓f下．，萧然十六年的省营皖江轮运，再次建窑。根据安徽省经

委(；1 9霹，0)．L3 0号文件决定，；：组合巢湖。芜濒tf安庆几个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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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有关航，轮运单位，予l 9 8 0年7月成立“安徽省皖江轮

船运输公司黟，(下简称公司)， “安徽省芜湖航运管理局"，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轮运辖三个货运船队，一个客运船队(现

改客运分公司)，两个船厂，五个营业部(站)，承担皖江水系

与跨省的货运和巢湖水域与长江区间的客运(渡运)。1 9 8番

年7月，隶属关系，由省下放芜湖市。1 9 8 6年4月，企事分

设．自此，企业在初具规模的基础上，以强化自身为动力，加强

生产设施，优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内部经营承包机制。1 9 8 8

年9月被定为国家中型水运企业。l 9 8 9年6月开辟了江海运

输．经十年奋进，企业经受了运输市场疲软、成本增加等困难的

严峻考验。截至本年底，员工由l 9 8 0年的l 5 9 8人增至l

9 5 7人。拥有客货轮驳l 9 4艘，6 l 8 6千瓦，载重3 l，

4 O 3吨，较十年前增加1 9 8 0千瓦和l 7、0 4 4吨。其

中，具有5 0 0吨级海轮I艘，1 5 O 0吨级全甲货驳4艘。可

组编3 0 0吨级以上的顶推船队9个，大型的船队，一次可载3

3 0 0吨。同时拥有无线高频，甚高频，有线扩音，无线测距，

测深、测位、测向等电子通讯导航装置l 0 0余台。1 9 8 9年

客运完成9 3、l万人，2、7 O 6万人公里，货运完成8 0．

8万吨，4．5亿吨公里，实现利润6 7．5 4万元。全员年均

劳动生产率，2 1．6万吨公里，人均产值7．2 2 9元。固定

资产由公司组建初期的1 O 0 O万元，增至3 3 3 7．4万元。

职工队伍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1．1 6 8人(占职工总

数的6 4％)其中大专6 9人，中专(技)高中2 6 5人。通过

套改、晋升，l 4 5名管理人员获得工程、经济、会计、统计，

医疗、档案，教育等技术职称，其中高中级今4人，韭

有3 9人任付科级以上干部。1 9 8 9年员工人均收入由l 9 8

O年的7 9 3．6元增至l、9 4 4元(内船员由8 0 5元，增至

2 l 9 0元·十年中投资6 0 0余万觅新建医院，校园，粮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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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十项福利设施。其中新建职工宿舍2 3、6 6 0平方米，投

资4 l 5，l万元，4 2 O余名员工住进新房。通过离退顶替和

兴办附属企业，解决职工子女就业4 3 2人，安排待业知青2 2

8人。还通过技术设备更新和改善管理，使千吨公里油燃消耗由

十年前的l 0公斤，下降到5，g g公斤，平均每年下降5，5

3％，共节油5，6 O O吨，价值5 O 0余万元。

诸如此举，十年来，公司多次荣获部，省授予“最佳经济效

益力， “先进节能企业∥等称号。所属站，队、轮驳，荣获部、

省和厅局授予先进集体6 8个(次)，先进个人7 1人(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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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轮运大事记

本大事记记载自1 8 5 8年l 1月皖江首次出现轮船起至l

9 8 9年l 3 1年问，有关轮船运输在皖江水域发生的具有一定

社会影响的大事，以纵观皖江轮运发展的总貌。

l 8 5 8年(成丰八年)

1 2月2 4至2 7日，英侵略军首领额尔金率领“狂怒”，
“驱逐’’等五艘兵舰，由上海至汉口经皖江窥探申汉沿线形势。

这是皖江首次出现的机动船舶。

I 8 6 1年(咸丰十一年)

8月，清廷从曾国潘奏，命将泊在上海的两艘旧置兵轮，移

来皖江备水师练习。

l 8 6 4(同治三年)

1月2 8 FI 徐寿，华衡芳、蔡国祥、徐建寅等在安庆试

造轮船成功，定名“黄鹤’’号，曾国潘上船试航。是为中国自己
建造的第一艘轮船。

l 8 7 3年(同治十二年)

是年，轮船招商局行驶申汉线的“洞庭力， “永宁，两轨

经芜湖(设行栈)安庆上下客货。是为中国轮船经营长江航线的

开端。

1 8 7 6年(光绪二年)

’印



9月1 3日，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增开宜昌，芜湖．温

州，北海为通商口岸。皖江内的大通、安庆(另是湖口，武穴，

商溪口，沙市)为外轮上下客货的暂停口岸。

L’?

l 8 7 7年(光绪三年)

4月 芜湖正式开埠。

1 8 9 5年(光绪二十一年)

。7’5月2日 康有为鬈公车上书力，提出变法图强。’韭与谭

嗣同等．主张“多造潜水拖轮、以兴商务"。

；
l 8 9 8年(光绪二十四年)

。4月’芜湖商办立生祥小轮公司开业，租洋商小轮三臾，

挂英商船旗，航行芜湖、庐州一带。是为皖江小轮运输之始。自

此，小轮业相继勃起。

l 9 o 5午(光绪三十一年)

5月 立生祥小轮公司，改组为华商芜湖森记小轮公司．

继将小轮增至8艘，增开安庆、大通，南京等航线。

1 9 o 6年(光绪三十二年)

8月2 5目 由镇江船董陈维熙发起，经呈请商务部同

意，设立长江商轮公会。芜湖为其下设的十二个分会之一。 次

年，以此基础，正式成立了安徽全皖商船公会。

1 9 o 8年(光绪三十四年)

4月，商人吕时中等合股开设晋新河轮船公司．首次经

营芜湖经太平府(当涂)至高淳上坝(现东坝)的内河跨省航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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