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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凤县交通图
本县在省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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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交通运输、振兴来凤经济

一一代 序j

来风县地处鄂西南边睡，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妁地方．

这厦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但以前这里

交通闭塞、运输落后，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长期处于贫

困状态。

现实给了人们以深刻的启迪，要发展经济，必须先搞话

交通运输，修路架桥，抓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是捌不

容缓．

来风县大办交通运输的群众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

段。从l 9 5 6至l 9 6 5年的整整10年，5区l镇的公路

开通，县内骨架公路基本形成，并连通了邻县的公路I在以

后的l 0年中，开通了全县各区镇的公路，并完成了列养公

路上桥梁的永久化改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商品

经济的不断发展，全县各族人民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予交通运

输建设，在省、州、县的大力支持下，狠抓对原有公路的改

善和常年养护，积极修建通往乡的公路和桥梁，与此同时，

县主要循环线、大河坝至四川省酉阳县的公路亦成雏形，截

止l 9 8 5年底，全县拥有通车公路440．63公里，基本形成

了一个以县城为中心、连结8区2镇49个乡的公路交通网。

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为运输提供了良好的道路条件，

各种运输工具迅速发展，运输结构层次也日趋合理，基本傲



到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对全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

大的促进作用。

． 交通莺输事1业的发展”离芥开党和数府的领导和支持，

：离不开全县火民的艰苦努力，离不歹}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工
． t

·。作0
’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怀iD区人民、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经

。漭韵凝寿簸审因建立后，癸拨出刮8。32万元资金i 746 3。75万

。》爨并茜《深≯∥4-、2 S剪公尺棉布、10．45艿公斤棉花，以支助

!羲县：公路j桥梁建设f。’垒县各族人民在大办交通运输的群众
运动中，贯彻“民办公助"的精神，主动凑集资金、材料，

’蕨灾体i识大局，主动遐田让士，拆屋迁房；涌现出了许多可
’l歌坷泣的火和事。交通工程技本人员披荆斩棘，。认真勘测设

计、精心指导施工，表现出了对交通运输事业的一片赤诚。

之’∥遭过全县各族人民的努力，来风县交通闭塞、运输落后

?。韵状祝正在改．变，但要做的事还很多。作为交通运输建设队

·。伍中的。员，为发展交通运输、振兴来风经济，我愿和全县

·人民。道，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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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修志原则：本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记叙全县公路建设和水陆运输业在各个时期的演变史

实。对解放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不予详述。

二、断限：本志立足当代，追溯过去，详今略古，重点

为建国后的3 0余年。上限自清同治5年(I 8 6 6)，下

限至1985年，个别地方适当下延，大事记延伸到1987年。

三、篇目：本志列8章2 9节，行文横排纵写，分别以

图表相属，志首冠以大事记和概述，收开卷了然之效。

四、文体：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寓观点于叙述史

实之中。

五、纪年：本志大事}己概以公元纪年，括弧内注明历史

年号；正文建国前均按历史沿用年号，括弧内注明公元；建

国后以公元纪年。

六、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本志所载县以上先

进人物名单，是为在历史发展中受过表彰的人物保存资料，

并不是为在世人立传。

七、附录：录以章节中不便安插，而又确有参考价值的

文献资料，以补正文，保存史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 言⋯⋯⋯⋯⋯⋯⋯⋯⋯⋯⋯⋯⋯⋯⋯⋯⋯⋯⋯⋯⋯

编志人员名录⋯⋯⋯⋯⋯⋯⋯⋯⋯⋯⋯⋯⋯⋯⋯⋯⋯⋯⋯

凡 例⋯⋯⋯⋯⋯⋯⋯⋯⋯⋯⋯⋯⋯⋯⋯⋯⋯⋯⋯⋯⋯

--大1事记⋯⋯⋯⋯’⋯⋯⋯⋯⋯·⋯⋯⋯⋯⋯⋯⋯⋯⋯⋯⋯⋯1

r概 述⋯⋯⋯⋯⋯⋯一⋯⋯⋯⋯⋯⋯⋯⋯⋯⋯⋯⋯⋯⋯8
1，■√ ⋯ ’

，

第．一章机构及队伍⋯⋯⋯⋯⋯⋯⋯·⋯⋯⋯⋯⋯⋯⋯⋯．．1 L

●

第一节行政机构⋯⋯⋯⋯⋯⋯⋯⋯⋯⋯⋯⋯⋯⋯⋯⋯11

’’第二节企事业单位⋯⋯⋯⋯⋯⋯⋯⋯⋯⋯⋯⋯⋯⋯⋯i 4

-第三节职工队伍⋯⋯⋯⋯⋯⋯⋯⋯⋯⋯⋯⋯⋯⋯⋯⋯1 9

第四节技术队伍⋯⋯⋯⋯⋯⋯⋯⋯⋯⋯⋯⋯⋯⋯⋯⋯22

‘第五节中共党组织⋯⋯⋯⋯⋯⋯⋯⋯⋯⋯⋯⋯⋯⋯⋯23

第六节、群团组织⋯⋯⋯⋯⋯⋯⋯⋯⋯⋯⋯⋯⋯⋯⋯⋯25

第二章陆路民间运输⋯⋯⋯⋯⋯⋯⋯⋯⋯⋯⋯⋯⋯⋯⋯28

第一节人行大路⋯⋯⋯⋯⋯⋯⋯⋯⋯⋯⋯⋯⋯⋯⋯⋯28

第二节人行桥⋯⋯⋯⋯⋯⋯⋯⋯⋯⋯⋯⋯⋯⋯⋯⋯⋯3l

-。第三节民间运输形式·⋯⋯⋯⋯⋯⋯⋯⋯⋯⋯⋯⋯⋯一37

第四节货运量⋯⋯⋯⋯⋯⋯⋯⋯⋯⋯⋯⋯⋯⋯⋯⋯⋯42

第五节民间运输管理⋯⋯⋯⋯⋯⋯⋯⋯⋯⋯⋯⋯⋯⋯46

第三章公路建设⋯⋯⋯⋯⋯⋯⋯⋯⋯⋯⋯⋯⋯⋯⋯⋯⋯48

l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公路运输⋯⋯⋯⋯⋯⋯⋯⋯⋯⋯⋯⋯⋯⋯⋯⋯⋯76

第一节专业汽车运输⋯⋯⋯⋯⋯⋯⋯⋯⋯⋯⋯⋯⋯⋯79

第二节企事业自备运力⋯⋯··⋯⋯⋯⋯⋯⋯⋯⋯⋯⋯-99

第三节个体运输⋯⋯⋯⋯⋯⋯⋯⋯⋯⋯⋯⋯⋯⋯”·108

第四节交通监理⋯⋯⋯⋯⋯⋯⋯⋯⋯⋯⋯⋯⋯⋯⋯!10

第五节运输市场管理⋯⋯⋯⋯⋯⋯⋯⋯⋯⋯·⋯⋯”114

第五章水路运输⋯⋯⋯⋯⋯⋯⋯⋯⋯⋯⋯··⋯⋯⋯⋯·j116

第一节航道⋯⋯⋯⋯⋯⋯⋯⋯⋯⋯⋯⋯⋯⋯⋯⋯·”116

第二节渡口⋯⋯⋯⋯⋯⋯⋯⋯⋯⋯⋯⋯····⋯⋯⋯”n9

第三节船运⋯-·⋯⋯⋯⋯⋯⋯⋯⋯⋯⋯⋯⋯⋯⋯⋯·124

第四节筏运⋯⋯⋯⋯⋯⋯⋯⋯⋯⋯⋯⋯⋯”⋯⋯⋯·13l

第五节港航监督⋯⋯⋯⋯⋯⋯⋯⋯⋯⋯⋯⋯⋯⋯⋯i 32

第六章装卸⋯⋯⋯⋯⋯⋯⋯⋯⋯⋯⋯⋯⋯⋯⋯⋯⋯⋯135

第一节陆路装卸⋯⋯⋯⋯⋯⋯⋯⋯⋯⋯，⋯⋯⋯⋯··135

第二节港口装卸⋯⋯⋯⋯⋯⋯⋯⋯⋯⋯⋯⋯⋯·⋯··137

第七章职工待遇⋯⋯⋯⋯⋯⋯⋯⋯⋯⋯⋯⋯⋯⋯⋯⋯138

第一节经济待遇⋯⋯⋯⋯⋯⋯⋯⋯⋯⋯⋯⋯⋯⋯⋯l 38

第二节政治待遇⋯⋯⋯⋯⋯⋯⋯⋯⋯⋯⋯⋯⋯⋯⋯143

2

S

l

9

2

4

6

6

7

～

～

～化筑造护绿

修建养

、路梁路政线桥公路



第八章附 录⋯⋯⋯．．．⋯⋯⋯⋯⋯⋯⋯⋯⋯⋯⋯⋯148

编后记⋯⋯⋯⋯⋯⋯⋯⋯⋯⋯⋯⋯⋯⋯⋯⋯⋯⋯⋯⋯⋯1 78

3



大事记

1 9 4 0年(民国二十九年)l 2月l 1日，成立来凤

县军运代办所，下没5个递运站，征集民侠7 5 0名，担任

百福司至来风城、来风城至咸丰忠堡线的军米运输，4年共

运军米4 4 2．9万斤。

1 9 4 1年(民国三十年)1 1月，开工修建咸(丰)

来(凤)公路，予1 9 4 2年l 0月建成，同月，巴咸运输

段在来凤建立车站，驾驶一辆改烧木炭的汽车进入来风城，

是为我县最早公路和进县的第一辆汽车。

1 9 4 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国民党代号万安部

队1个连，追击瞿伯阶匪部至鱼塘龙家坪渡河，船到河中心

翻沉，淹死士兵约4 0名。

1 9 4 9年l 1月9日，来凤解放，接管来风汽车站，

隶属恩施专区汽车运输公司，组织我县客货运输。

1 9 5 0年1月，县人民政府筹建了第一个运输组织

一一“来凤县城关镇搬运工会”，有职工5 0余人，担任县

内进出口物资的运输。

1 9 5 2年，全县发动群众，整修咸来公路县内段，总

投工日7 5 0 0余个，使路况有所好转。

．、+1 9 5 3年3月，百福司港口，成立集体性质的装卸搬

运组，有职工2 5人，担任港口的装卸搬运业务。

1 9 5 4年6月，成立来风县人民政府交通科。

l 9 5 4年6月，成立民船运输管理站。



1 9 5 4年，县人民政府制定了《搬运工作暂行办法与

力资标准》，使我县的民间运输从此有章可循。

l 9 5 5年，成立“恩施养路工段来凤工区”，专管咸

来公路县内段的公路养护。

1 9 5 6年6月2 7日，连续暴雨山洪，咸来公路受严

重水毁，交通中断，三胡区组织5 0 0余人，经三天突击，

排除塌方，恢复交通。

1 9 5 6年底，城关区组织沙坨、飞机、土堡、活水4

个乡农民，修筑来凤城至官渡口简易公路。

1 9 5 7年5月1日，来(凤)龙(山)公路建成通车．

1 9 5 7年6月2 5日，县人委会制订了《来凤县1 0

年交通发展规划兰图》。7月1 3日，来凤县第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二次会议，通过了修筑来(凤)鹤(峰)公路提案。

1 1月，成立“来凤县来鹤公路修筑工程指挥部”，子1 6

日动工。1 9 5 8年1 0月1日，中共来凤县委召开庆祝来

鹤、来(凤城)田(坝)公路通车暨成立“来风县生产建设

尖兵团”千人大会，表彰了筑路及整治酉水航道的2 2 2名

英、模人物。

1 9 5 8年7月2 6日，县人委会发出《关于修建来

(凤)百(福司)、来(风)大(河坝)公路有关问题的通

知》。1 9 6 3年1月，来大公路建成通车。1 9 6 4年2

月，来百公路筑成通车。

1 9 5 9年2月1 5日，来凤县运输公司成立，有载货

汽车9辆，投入营运。

1 9 5 9年5月2 6日为庆祝建国1 0周年，交通局编

写了l 0年交通史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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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5 9年7月i目，来百公路上的红花、上寨两座石、

木结构桥和响(水坑)广(沟)公路建成通车。
1 9 5 9年8月6日，三坝管理区团德海驾驶木船，装

载旅客及物资，由漫水行至南河船翻，淹死4人，损失物资

折款2 0 0 0元，银行押解的现金2 i万元沉没。

1 9 5 9年8月1 7日l 0时4 5分，修筑来百公路

“青山林"段时，因放炮不慎，指挥失误，造成炸死民工

2人的不幸事故。

1 9 5 9年1 0月1 8目，县人委会抽调民工2 5 9

人，参加巴东至石门坎公路建始段的改建工程。

1 9 5 9年1 1月2 3日，县人委会，为加强路政管

理，确保行车安全，颁发了《关于维护公路交通秩序问题的

规定》。

1 9 6 0年6月12日，成立“来风县交通局养路工区”，

养护县内公路。

1 9 6 1年4月2日，县人委颁发了《关于兽力车管理

办法》。

1 9 6 2年7月5日，县人委会下达《关于加强公路养

护和管理工作》的6条指示。

1 9 6 8年8月2 2 Ft，红花公路木桁架桥被洪水冲

毁，中断交通，于l 9 6 9年7月，改建成石版拱桥。

l 9 6 4年4月，实行“三统”、“两收”，我县运输

公司收归省编汽车2 2队(后下放地区改为5队)，常住来

凤县，担负县内物资运输。

1 9 6 5年4月2 3日1 4时漫水庄屋生产队农用船渡

河生产，船翻淹死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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