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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县地处广东省中部。山区。上下滨江延连岭南山脉，平原，
清东清西邻靠广州市郊，统属珠江大三角范畴。

解放前夕，清远交通仍然十分闭塞。除京广铁路贯通清远部分
地区外，只有简易公路8条，共长214．3公里。人民贸易往来，基‘
本都是在崎岖小道上步行肩挑，或在水路靠撑运木船运输。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交通事业的发展，掀起了多次修建公路．
热潮，沟通了城乡交通联系，现在，京广铁路建成复线，一。七国
道贯通境内山区和平原，省道、县道、乡道纵横村镇，通车里程从
解放初期214．3公里发展达到1122公里，公路、水路、铁路交织

成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清远建市后的努力，公路等级标准也
进一步提高，境内建成一二级公路、水泥路111．1公里，油路230：8
公里，因而，不断地增强了公路的通行能力。与此同时，各项交通
运输事业并驾齐驱，也有了较大飞跃，水上运输逐步更新改造淘汰
了木船，全部改为机动船运输，拥有机动船只707艘40625吨；陆
路运输车辆也从少到多，机动车辆从31辆发展到90年3912辆、
9781吨；根据交通运输生产需要，各种交通站、场设施建设配套发

展，建成各种站场38个45996平方米。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为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发展对外贸易和外向型经济
创造了良好环境。’

⋯

《清远县交通志》翔实地记录了清远近代和现代交通事业的发+

展历史，展示了清远交通的进展概貌j记述了党和各级政府重视关
心交通事业发展的状况，描述了各个时期人民群众热心支持和投身

交通建设的业绩。这是一部清远交通方面的纪实专著，是一部珍贵
的历史资料。

谨以此《志》献给读者启迪和借鉴。 ．

愿建设者们继续弘扬前人史迹，修筑更多更好的光明之路!

：日JlIll．国魂■酋吩慨

1992年1月

(作者原是清远县常务副县长，之后任清远市交通局局长，现
是清远市交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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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资料“求实存真”i立足

当代，详今略古。

二、断限。上溯事物的发端，下迄1987年，个别资料至1988

年。记述重点是1911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三、体例。分述、志、图(照片)、表、记，设5章21节，计

5．6万字。

四、文体用语体文记述体，据事直书，寓观点于叙述之中。

五、凡行政区划、地理、政府机构、职官名称等，均按当时当

地的历史称谓。行政区划变动划出后，本志不再记述。

六、时间记述。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历史纪年先书写

历史纪年称谓，后在括号内书写公元纪年。
。

七j度、量、衡及币值。建国前的按当时数字书写，建国后的

按现行法定计量单位书写。

八、数据和资料。数字采用本县统计局定案数字。如统计局缺

乏数字则选用有关单位的准确数字。凡有文献资料者原则上采用文

献资料，无文献资料的，采用口碑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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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县，建置于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至今已有二千

余年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境内交通设施发生了极大变化，各种

人力运输工具已为机动车船所代替，、水陆运输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历史上，清远水运较为发达。流经县境东南的北江干流，是粤

北与珠江三角洲交通运输的重要通道；境内的滨江、港江、源潭水、

漫水河，是沟通山区、平原、农村、城市的主要水路。在清乾隆年

间，就有本县建造可载运30一50吨的“石马船"数十艘，航行于

韶关、阳山、英德、清城、广州各地。其时水运兴旺，曾有“江内
人多世业船，侬家亦是水中仙，南韶连广随风转，胜似滨中粪脚

田”的诗句。光绪25年(1899)，始有轮船往来清城、广州之间。

民国35年(1946)，全县有各种船舶3900多艘，木船、快艇成为

县城与各圩镇运货载客的主要工具。建国前夕，水路货运量占总货

运量的98％。

清远修筑大路，史册早有记载。有开凿于北宋嘉祜6年

(1061)的飞来峡栈道，使峡江左岸“悬崖绝壁"，变为“驿使官军

商贾络绎不绝”的通途；清代以前修成的滨江古道，北通英德、阳

山各处，西达威井、广宁等地。兴办公路，则始于民国18年

(1929)峻工的清银公路，此路汽车与粤汉(今京广)铁路银盏站

火车联运时，曾一度成为清远、佛冈、英德、阳山、怀集、四会等

县旅客往来广州的主要线路。但在旧中国，政府腐败、战乱频繁、

经费短绌、公路建设进展缓慢，直至建国前夕，全县先后修筑的公

路仅8条、长214．3公里，但大部分路段、桥梁在日军侵境时屡次

毁坏，后又欠于维修，能正常通车的只有20公里，投入营运的汽

车8辆(其中客车6辆)，其余公路运输处于停顿状态。

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交通建设。50年代，在百业待举、经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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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资金，动员成千上万群众，抓紧修复清花、

清潜、清从、清四、清阳等原有公路的同时，还新筑了小市——源

潭、六甲洞——英德九龙、龙颈军营——南冲白石等路(段)。至
1960年，县内通车里程已达336公里，参加营运的客货车有65辆。

60年代新建公路483公里，新增客货车43辆。进入70年代后，在

继续新建干线公路、大力发展乡村道路的同时，认真抓了公路的路

况改造和技术改造，使道路质量不断提高。1985年10月，清远北

江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清城渡口汽车过河排长龙的历史。到1987

年，全县公路里程共1611公里(其中接养公路1122公里)，比建

国前增加了6．5倍；营运的客货汽车猛增至2560辆，比1949年增

加了319倍；客、货运量分别增长37倍和171倍。

建国后，本县航道整治和航运业的发展也成绩斐然。从1956年

起，就对境内320多公里的航道、特别是北江河道清远段，进行了

多次颇具规模的整治，实行炸险礁、筑石坝、束窄河槽，使航道水

深从原来0．7米增加到1．2米，航道扩宽至20米左右，并增设了

一批较现代化的助航设施，使常年通行拖轮载重由建国前30—90

吨提高到80—100吨，中水期可航行300吨级顶推船队。在船舶发

展方面，经历了“小船变大船、木船变钢质船、非机动船变机动

船’’的更新换代过程。船舶拥有量最多的1985年，共1720艘，总

n屯5．86万吨，2．35万马力，比1955年总吨1．5万吨，增长了2．9．

倍。客货运输量中除客运量80年代后趋向下降外，货运量逐年上

升，1987年最高峰达250万吨，比1949年7．4万吨增长了33倍。

随着铁路衡广复线和107国道的改建完成，形成了国道、省道、

县道、乡道纵横村镇，公路、水路、铁路交织成网，交通运输日趋

方便，较好地改善了投资环境，为发展经济、开拓对外贸易创造了

更为有利的条件。．

建国后38年，本县公路、水路运输在各自发展进程中，其相

耳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的交通态势是：公路客货运输兴旺；
水路航线缩减，客货运输逐步向公路转移。境内滨江等支流航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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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年代开始由于水源日减，加上部分拦河筑坝引水工程的影响，

已于70年代先后停航。航道总里程从建国初期328公里，缩减为

228公里，故有部分船舶只得到外地经营。水路客运则大部分转移

到公路，清远至广州的客轮，已于1985年底停办，仅保持飞霞旅

游线的营业。水路货运在1981年仍占全县货运量的96％，以后逐

年下降，到1987年只占59％。
， 1983年开放交通运输市场后，不仅国营、集体专业运输单位的

车辆增多，而且个体户、联户的汽车、手拖、船舶也进入了运输市

场，出现了多渠道竞争局面。在公路货运中，国营专业运输锐减，

从1977年的66万吨，1987年减到不足万吨。是年公路货运量的

172万吨中，汽车站承运的只占0．7万吨，其余171多万吨除各单

位自货自运外，多为个体户所运送。在水路货运上，国营、‘集体仍

保持缓慢增长外，个体船舶增长幅度很大，1988年共有个体船舶

394艘，总吨1+．99万吨，超过了国营1．5万的吨位数，占集体总吨

位的71％。

80年代后，各类机动车辆迅速发展，加上过境汽车激增，给公

路交通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1982年清城渡口日平均车流量只有

876辆次，而1987年北江大桥的日平均车流量多达1907辆次，与

三级公路日通过能力2000辆次的负荷量相比亦已饱和；全县除

195公里是三级公路外，其余1416公里(占公路j总里程87．9％)是

通过能力极低的四级公路和级外公路，因而交通事故明显上升。从

1978年至1983年6年平均数的45宗，1984年增到150宗，1987

年达231宗，死亡35入、受伤1 63人、经济损失38．97万元，是

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经济损失最大的一年。事故的频繁发生，急

需进一步抓好路况改善和加强交通运输的管理。

3



分水源，致绝大部分支流航道断航，1987年航道总里程减少到228

公里。
’

，。

(一)北江干流航道

北江经连江口南下，从横石稔坑汛流入清远县境，至界牌明边

村附近出境，境内长66．5公里。河道沙(险)滩较多，据石角水

．文站资料记述，北江干流年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0．126千克，年

平均输沙总量为398万吨，河流输沙形式以推移质为主，沙坡(俗

‘称飞沙)移动相当活跃。建国前因助航设施差，只能航行浅水拖轮

和载重30,---,90吨轮驳船。建国后，从1956年至1969年，对北江

河道进行了数次较大的整治，在县境内共筑石坝150多条，束窄河

槽，以水攻沙，冲深河槽，使航道水深从原来的0．7米增加到1～

1．2米，航道宽20米。并增设助航设施，可常年通航80,--,100吨级

的机动驳顶推船队，中水期可航行300吨级顶推船队。

，1．上航：清城至韶关187公里，至英德县城83．8公里，至旧

横石36．3公里。经洲心、白庙、飞来峡，江口汛至旧横石，是北

江中游段，河道平均坡度为0．25190，宽窄深浅变化较大，平均河

宽400米左右，峡谷处约100米宽，最大水深20"-'30米，最小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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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万山浅滩 ⋯石碑坑‘ ，一1300 散乱浅滩 0．Z ．1-．，1⋯

·!‘
j．：：一

， 河章．350：米，；水位1．1米。t，0

互。 黄洞口浅滩 _黄硐坑：1 ．300 过渡滩 ’也jj7 。‘“1+_ 。；：‘舻坝”水冀l誊■‘●1．
。。

k● j、“．

4⋯ 羊肠浅滩’ 二兰指灯村 +200 过渡港 Q．矿 。f■ j!曩一哆．?。士_：≯■_t—I 1． ●

一芎一 一十三坑浅滩． 公步头村 ：900+散乱浅滩 J0．≯～ ，．：．J j ’．：‘。～： ：而，j上^|：i“■：
!+ ．：r ．

6。 竹展目浅滩 ：竹展村r1 ’1000 散乱浅滩 ‘0．Z’‘ ?1‘一 j：。：o’强’?士’o■￡J．，．

‘_7一 ～自鹤汛浅滩～ ’咱鹤、汛．⋯
4

7r00⋯ 一过缓澎 一D：7一 一‘I⋯～筑丁坝可米后，‘水深r米一

．．8 ：：j羁躺登． ，鱼龙岭九 ；一印p。 。过渡滩-＼ ∞．7一 ．，IJ A 。，筑石坝后"水深J1米
’；：： J ·4 }‘i tj： P J， l，．‘

t9 饭店角浅滩。 饭店角，： 400+． ．莓往辨 0．65， 、1．2． 筝石坝只条乒，一查深1j．2米●，-●‘
●

E·

●

●

．}●P●●}I



顺 滩段特．征

序 滩 名
所在 滩长

枯水期水深
整‘．治

号
村镇 (米) 类型 方．式

整治前整治后

10 禾仓岗 禾仓村 500 过渡段 0．7 1 筑丁坝后，水深1米

11 眉坑口浅滩 眉坑 700 过渡段 0．6 1 筑4条石坝后，水深1米

12 大沙角浅滩 连村 300． 过渡段 0．7 1 同上

‘13 洲心浅滩 洲心圩 400 过渡段 0．75 l 筑石坝7条，水深1米

14 七星岗浅滩 洲心圩下 400 过渡段 0．75 1．1 筑2条石坝后，水深l米

15 葫芦岗浅滩 葫芦岭村 1000 过渡段 o．7 1．2 筑石坝1条，水深1．2米

16 小市腩 小市 500 过渡段 O．7 1 筑丁坝

17 文塔寮 塔脚村 60 过渡段 O．7 1．1 筑丁坝

18 婆角浅滩 小涪村 500 支流汇口 0．6 1．2 筑丁坝、锁坝

19 正江口浅滩 正江村 70 过渡段 O．8 1．1 ‘筑丁坝

20 中间洲浅滩 柠檬村 700 叉道 0．8 1．1 筑丁坝、顺坝

21 、大地浅滩 大地村 70 多叉洲尾 0．5 1．O 筑丁坝、顺坝

22 石香芦浅滩 山塘上 1000 多叉洲尾 O．6 1．2 筑丁坝

23 榕树仔浅滩 榕树村 100 过渡段 0．7 1．1 筑丁坝 ．

2"4 汤屋洲头 恒屏村 80 多叉洲头 0．7 1．2 筑丁、顺、锁坝

25 老洲头浅滩 石角圩上 1000 多叉洲头 0．6 1．3 筑丁、顺、锁坝

26 烂柴洲浅滩 石角船厂 1000 多叉洲尾 0．5 l 筑丁、顺、锁坝

27 大岗头浅滩 石角圩附近 4500 过渡段 0．6 1．1 筑丁坝

28 红岗浅滩 红岗塔 200 滩头过渡段 O．6 1．5 筑丁坝

29 回歧洲头 岗仔村 60 叉道洲头 O．65 1．2 筑丁、坝

30 回歧洲尾 ．塔冲村 300 叉道洲尾 0．65 1 筑锁、丁、顺坝

31 舟山浅滩 鲤鱼岗 80 叉道侧 O．65 1．2 筑丁坝

32 湾刀浅滩 湾刀村 200 叉道侧 O．65 1．2 筑丁坝

33 西沙洲浅滩 湾刀村下 200 叉道侧 O．6 1．3 筑丁坝

县境内北江干流有沙洲13个

的夹洲，洲内有自然村一条；2．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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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3．石角镇附近的汤屋洲；4．界牌附近的界牌洲等

(二)支流及分支流航道
’

‘

北江支流在县境内有滨江、滔江、源潭河、．高田水、山塘水、

： 三坑河等。’

一、滨江：滨江源于县境西北部山区，从白石潭至飞水口汇入

北江，航道全长77公里。途经浸潭、沙河、龙颈、珠坑等圩镇。河

流落差为50多米，最小流量为每秒4立方。’沙河圩以上，河面狭

窄，枯水季节，最狭处约30米，水深仅0．3米，只能通航4吨以

下的民船；龙颈圩以下，河面较宽，约50多米，水深0．3至O．5米，

可通航6—10吨货客船。自三坑滩以上，浅滩、险滩较多，计有白

石滩等24处(详见滨江浅险滩表)。滨江共有8条分支流，历史上

曾通航过的有6条：
’

1．坝仔河。由鱼咀至珠坑汇入滨江，全长20公里，枯水期

(以下各段均同)航道宽7—8米，水深0．4米，曾通航6—10吨木

船，自70年代初以来，因货流转向公路而停航。

2．长洞河。由鹿田至庙前，长6公里，航道宽约10米，水深

0．3米，曾通航10吨以下木船，至50年代已断航。

3．石马河。由石马镇至河洞口汇入滨江，航道长11公里，宽

3—4米，水深0．3米，曾通航4吨以下木船，自60年代初以来，因

货流转向公路而停航。

4．炳水(平岗河)。由平岗圩至炳水口汇入滨江，航道长15．5
掣

‘公里，宽6—7米。水深0．4米，曾通航3吨以下木船·

5．石坎河·-由石坎圩至龙颈山背汇入滨江，航道长16公里，
· 宽7—8米，水深0．5米，曾通航6—10吨木船，自1972年以来，

因货流转向公路而停航。
事 6．新洲河。由南坝至罗塘坑口，长“公里。航道宽6米。水

深0．4米，曾通航5吨以下木船。
。

1956年至1982年，曾对滨江河整治过多次．先后共建造导流

， 石坝198条，并进行了大量的扒沙、炸礁、清障等工程，大大地提

高了通航能力·但随着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在滨江主流陆续兴建

了船闸5个，其中较大的有：沙河浸潭口电站船闸．龙颈镇马鞍头

电站船闸，迳口水电枢纽工程船闸等3处，但质量差．开启不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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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设施残缺不全j大部分水源被截去，导致航道季节性浅搁；航

行不便。70年代后，更因公路建设发展迅速，遂进一步促成汽车运

输取代了支流水法、Ip。原在滨江地区营运的6个水上运输社(1978

年组建水运公司后改称船队)，也在70年代陆续迁移到清远城，废

小船，造大船及轮驳，到大江‘，外地去开展营运：i
～

‘

。，
、 ．，

-．

．．1：．。j。． 。滨江i浅、险：滩一览．表一 ：

顺 航道、 ．枯水期水深

，序． ．|，滩名
所在 滩长

最狭 滩段特征
圩镇 (米) 原状、 现 状号 处(米)

1 ’自石滩 石潭 浅水滩 浅水 ，

浅水滩，槽曲水 水深0．2 水深0．4米，河
2 滑石滩· 石潭 40 2．5一

。

● 急
。j

米 宽6米’

3 水婆髻滩 石潭 300 2．5
浅水滩，河槽弯

浅水
一

水深0．4米，河

曲，-t“，‘‘ 宽6—8米

浅水，水
4 洞企滩。 石潭 。120 ，2．量，‘ 河槽弯曲 水深0．3米

， f

’

__

深0．2米

浅水，只
5 短培仔滩 石潭 -1：

● 浅水，河槽弯曲 现为0．4米
：，、 0．2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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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潭 200 17．5 礁石散布河面一
水探原

： ：

。，?，：jf-

滩。I． 0．3米一
，现水深限’4米；_

‘ ／～ 7} i??‘i，．：’·I。
’

’‘。。‘：

__ 一
‘ ， J、-∥’．‘t

永深原裒’ ．现河宽二6，米，水10 大坑口滩 浸潭 200 3 河槽成S形{‘-‘：’
’深彳米’’“1‘0．2米：。

2 j j，，■ 河中有沙洲·．流， 水深原只。 ：现河宽蠢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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