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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南县地方志丛书》说明

《丛书》由县内有关单位，于1986年为新修《郁南县志》提供资料

而先后编成的专志所组成，是部门专业志。

《丛书》以铅印出版为主，在出版前都经县志编委会审定，但版本

大小，印刷形式和数量，发行范围等，均由编纂单位确定。

现已出版的书目如下：一 ．，

郁南县水利志(16开铅印本)

郁南县广播电视志(32开铅印本)

郁南县金融保险志(32开铅印本)

郁南县林业志(16开铅印本)

郁南县都城镇志(16开铅印本)

郁南县交通志(16开铅印本)
：

，

郁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郁南县交通志》编纂领导组

组 长：黄费良(前期) 梁明帮(后期)
，●

副组长：陈树潘， 、

●

成 员：陈鸿浩‘ 钟汉文 杜 建 张瑞安谢锦标
●

‘

主 编：

《郁南县交通志》编辑小组

⋯⋯⋯。’—⋯⋯⋯⋯⋯一。⋯。++⋯’”’”+‘’。一1⋯⋯⋯ ‘⋯。}，—～⋯_-

谢锦标黄梓森

参加采访：王维凡 黄景年 苏梓明

摄． 影：蔡培初

校 对：张瑞安卢晋中 钟海清

审 修：陈树潘 黄费良 卢林泉

审 定：陈树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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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本县的交通历史记载甚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

泰民安，经济繁荣，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

高，国家出现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郁南县交通局编写交通事业专志，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郁南县交通志》系统地记载本县交通事业四

百多年来发展与变革，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本县交通建设

的情况，是一本对今后的经济建设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志书。

郁南县地处粤西山区，水陆交通发展悠久，尤以水路源远流长。古

时，筑有一些步道，但崎岖曲折，民国时期，虽筑有几十公里砂土公

路，亦未延伸出县境，境内汽车运输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

府积极发展交通事业，先后整治航道，新筑港口码头、新筑公路，经四

十多年艰苦努力，水陆交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路畅四通八达。到199 1

年止全县拥有公路606．87公里，达到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32公里，交通

发展取得卓越成就。交通是发展经济的大动脉，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更

为“四化”建设当好先行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郁南县交通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唯物辩证观点和实事求

是的精神，按志书体例如实反映郁南县交通历史和现状，这对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继往开来j都具有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出版，为后人启迪借鉴，对促进本县经济

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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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 ’

、

．‘ 一、本志上限为明、末，下限为1991年。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

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和现状。一
‘

二、本志上溯万历初年，略有古史，但并不完整。．
’

、三、本志下限年跨次年的重大工程事项，行文带言，统计不范。名

词，第二次出现沿用全称，此后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

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简称“建国前”、 “建国后"。
’

四、本志按篇、章、节、目的层次编列，横排门类，竖写始末；运

用志、记、传、图、表、录各种体裁，另附照片。全志共4篇18章6l节，
一 约18万字。⋯⋯⋯⋯一一⋯⋯⋯⋯～⋯⋯一⋯⋯⋯⋯⋯⋯⋯⋯⋯⋯’～～⋯⋯⋯：

五、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标点’符号按照《新华字典》’附

载为准。
’

，

’

六、本志史料主要来源于郁南县档案局，梧州市档案馆、罗定、高

要县档案馆，中山图书馆(广州)，有关文史，以及知情人士的口碑资

料，在此不一一注明出处。 *

七、本志中“电船"、‘“机帆船’’均属地方俗称，泛称“轮船”、

“机动船”。

，’八、本志称“南江河一、 “罗旁河办是原称，按广东省地名委员会

1990年颁布标准是罗定江、建城河。_。

九、本志先进人物节，重点记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先进人物，略

有前期，但不完整。

十、本志统计数字，由于统计口径不一，个别数字可能不一致，现

使用以交通局统计为准。



郁南县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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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

．o． 郁南县位于广东省西部，西江中游右岸，地处东经1 1 1。21’至
，

1 1 l。54’，北纬22。48至23。19之间。东与云浮县接壤，南与罗定县
⋯

毗邻，西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岑溪两县交界，北与封开县平凤连
‘

接，又与封开、德庆两县隔西江相望。

全县东西宽56公里，南北长66公里，全县总面积1963．4．-亚f方公里，

人1：1407874人(1990午人口普查数)，现有公路606．87'公里，航道17 4

．
公里a

·‘
县城设在都城镇，交通方便，上通广西、7下抵肇庆、广州、珠江三

角洲等地，县城距肇庆陆路162公里，水路124公里；距广州陆路273公

． 里，水路292公里(经陈村水道)·， 。

本县地势南北低、中间高，西南为丘陵区，中部群峰叠嶂，最高山

峰为海拔876米，属云开大山余脉，山岭由西南向东北蜿蜒而行，天然

地把全县分成南北两片。 ．

《 本县地处北回归线南侧，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兼

有大陆性气温色彩，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为26℃左右。

本县物产丰富，农业主产水稻、木薯、花生、桑、麻、豆类等，山

区盛产木材、桂皮、竹笋．水果、药材等，矿产资源主要有钛铁矿、硅

线石、白云石、花岗石、大理石等，其中储量：钛铁矿居全省之冠，硅

线石居全国第二。
‘

≯ 汉朝属交州苍梧郡，端溪县(今德庆)域。晋初太康年间(公元280一

289年)析端溪县地置都罗县(县治今郁南县都城镇)，南朝宋元嘉年间

(公元424—453年)置立都城县，至宋朝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废。以’

后经历代封建皇朝的管域体制变革，至明朝万历五年建置西宁县隶罗定

L

j(c



州。民国3年(1914年)因与青海省西宁县同名，又因西宁县位于古郁 j

江(今称西江)南岸，遂称郁南县。1958年9月与罗定县合并称罗南 {

县，同年l 1月4日并称罗定县，196 1年4月罗定分县恢复郁南县建制。 ，J-

县境交通尤以水运历史源远流长，本县虽不是水网之乡，但水源丰 ’
富，江河环带延伸乡镇之间。秦始皇为统一岭南时期，曾挥大批自划战 1

船循西江抵番禺，促进了本县造船运输，乃至明末清初帆满江，远涉航 ≮

道跨三江。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为半封建半 {

殖民地社会，外国商品源源从水路输入，清光绪年多艘英、法轮船侵入 !

西江营运。民国元年(19 12年)本县南江出现从广州租来营运的机动客， 。j

货船，民国24午(1935年)开始自有发展，至民国36年(1947年)发展 一

到20多艘，川流于南江、西江；．上军梧州卜贺江卜下抵肇庆等地。-⋯．二⋯⋯⋯⋯!

建国后，1950年县人民政府对本县水路交通首先扶持航商恢复交通 {

正常。1952年开始对长期处于自然状态，危及船舶安全航行的航道暗礁 {

浅滩进行整治，1955年间先后对县境的西江，南江、罗旁河航道进行规
’

模的炸礁、筑坝、疏浚等工程，，有效地改善通航能力。同时为适应国民
‘

经济发展，开设都城、南江口港航管理机构及其生产设施。1956年完成 ～罐’

水上民主改革，组织成立水上运输合作社，使全县269艘，一万余吨的

私有运输船舶走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958年大搞技术革新运动，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港口装卸搞机械化，航运搞船队拖带化，是年南江就有群策群力自

行设计改造的拖头拖带驳船运行，港口则自行设计建造缆车码头和简易

流槽装卸物资。1965年实用木帆船改装机动船，至1975年全县专业运输 勤t

船舶实现了机械化，取代了行船靠“手爬石头脚蹬沙，提着灯笼把纤
噎

拉一的历史。 ，

’ ’

{

港I：／建设，略具内河(中、小)港口规模，摆脱了搬运肩扛背负步



矗

行百余级码头的繁重体力劳动，缩减船舶在港停时，加快船舶周转，、适

应了内河航运的发展。通过能力，年货物吞吐量120万吨，旅客出口量

▲ 17077人，但货客源仅为通过能力的百分之四十五。1982年——199 1年
一

平均完成年货物吞吐量49万吨，旅客出口量74万人。

水路运输工具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发展，改革开放后，再度崛起农

副业船参加社会运输，形成了由国家、集体、个体经营的一个多层次，

多种经济成份投入互相补充和竞争的运输市场格局，有效地提高运输能

力，促进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县现拥有运输船舶1079艘，20833吨、

!． 马力14883匹，比1949午运力倍增，运量增至三倍多，近十年平均完成
一

年货运量54万吨，客运量34万人。然而，在一个时期由于伐林开荒，造

成水土流失，航运生态不平衡的现象。1963年起至1976年南江、罗旁河

流先后拦河筑坝，改河、建闸等排灌工程，改变了我县“南旱北涝’’灾

情，为发展农业生产起着重要作用，但缺乏统筹安排，综合利用水资源

发展的原则，客观造成了航道萎缩、废航。县境航道的变迁，暨乘改革

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县所有支流船更新改造为百

吨级以上的乇流机动船，现拥有单船最大马力150I丕的船舶逾60艘，适

应走向西江、珠江三角洲运行，使本县水路运输踏上新的台阶。
“

古时，县境陆路虽筑有古道18条，但崎岖蹇滞，长期跋涉步徒。民

国17年(1928年)开始筹建公路，至民国20年(193 1年)建成通车公

路74公里。民国33年(1944年)民国政府为阻挡日军进攻，下令将公路

及其桥梁破坏殆尽，抗日胜利后，虽进行修复，但因财力不济，仅修复

通车里程35公里，县境公路依然未能延伸出境。 、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对发展交通十分重视，发动群众大搞公路建

设，贯彻国家关于“民办公助”， “民工建勤’’、， “先求通、后提高”．

的公路建豫方针。1950年初至1965年先后修复大江公路和新开都城至水
‘

●

3，o

l
r



日、建城至通门等一批公路。1964年开始桥涵改造，至1975年全县完

成，实现了桥涵永久化的目标，．使陆路交通设施换然—新。遂至t99 1年

全县共建公路66条，车渡口3个，桥梁103座(其中南江建设4座踌江 ●
大桥，平均距10公里水路就有一桥，以桥代渡，改变了这些地区历来摆

1

渡的落后状况)。县境路畅南北出境，打破了长期劐闭的状态。199 1年

通车公路里程，为1949年通车里程的17．3倍，每100平方公里有公路3 2

公里，每万人口有14．9公里公路，全县18个镇全部通了公路，178个管

理区有百分之七十五通了汽车。 、‘

陆路现代运输工具，建国前寥寥无几。建国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 J|

发展迅速，现全县拥有汽车992辆，摩托车396l辆，拖拉机3994辆。平 一

均lo万人有机动车2190辆(其中汽车240辆)，100平方公里有机动车456

⋯辆(其中汽车50．5辆)，‘100公里公路有机动车1470辆(其中汽车163辆， 一

国营汽车站占有客车4l辆)，1991年全县完成货运86 1 l万吨公里，客运

9370万人公里。 ．

交通道路设施维护管理、运输经营管理，车i船修造经营管理，交

通安全管理等部门，在改革中，转换机制，加强行业管理，适应市场经 卅

济。积极改善外部环境，发展企业多元化经济，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

业总体素质。 。

4

本系统，至1991年拥有固定资产2452万元(不含公路资产)，比改

革开放前倍增，职工人均拥有固定资产逾万元。职工福利，人均月工资

158元，住房面积16．04平方米。

建国后，四十余年来，本县交通发展成就显著，积累了丰富经验， 礴

在深化改革中，加快交通基础建设，发展交通运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对行业实行宏观调控、协调、指导、服务的新型管理机制，循着社会主

义经济规律发展，谱写交通新篇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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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明 朝
．

0

万历年初筑州道，路自州城(罗定)起循南江，经大湾、河I：／、连

滩至南江口，全程约1 2 o里。

万历四年(1576年)筑文昌桥，接通建城至罗旁步道，初建为木结

构，后因水毁几经修复，至万历三十九年(161 1年)改为石砌桥身，桥

面建成长型走廊，乃县城六景之一。 ．

万历五年(1 577午)建置西宁县， (隶罗定州)筑县城防及南门外、

石砌码头。 ，

万历九年(1 58 1年)有从县城开往龙江、庄步、江门、广城、德，

庆、都城、罗旁各埠的渡船。

万历十三年(1589年)始筑西山大路，路从罗旁I：／起，1经县城(今

建城下1-q)，中伙(今冲火)封门(今通门)、大伞(今大全)至罗定一l

东营(今罗城东门对岸一里许)止。全程约2 0 o里，是县城通州城的主

要通道。

万历十四年(159 1年)，新开西山大路，该路由罗旁1：I至封门段与

西山大路同。从封门起则经黄五口、冲耕坪、白石、替滨：夜护、嘉

益、函口(今信宜县)至怀乡(今信宜县境)，长约2 l 4里，是县内最

长的陆上通道。



清

康熙年初，筑教场桥是旧县城通向南部道路的主要桥梁。 ．

康熙十二年(1673年)都城建圩，此后便是(粤)西江上游的商品

集散地，众多的本地和外籍船舶往返不息地在都城装运物资。．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大湾码头原建于木栗圩，因交通不便，于

道光二十二年。(1842)迁圩大湾，并筑土石结构码头一座。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至雍正八年(1730年)有县城长航渡船开

至各埠：肇庆、德庆、都城、连滩、佛山、九江、山根、庄步、龙江等
●

地。
’

7

道光九年(18a9年)至宣统三年(191 1年)，外籍船来都城靠泊装⋯

’运客货的有：梧州拖渡、省城拖渡、西南拖渡，木帆船渡有：沙头渡，

新会渡、德庆渡、封川江口渡、悦城渡、绿步渡。
“

光绪五年(1879年)，知县陈杞、城守颜金主持修建罗旁石砌码

头，同时建官路衔接码头直通县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腐败，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专

条》于西江开设口岸，其中：都城、罗定口(南江口)均被设为口岸通

商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都城、南江口设驳艇衔接洋轮之客货。

光绪三十年(1904年)塔脚至南江口长航客艇十渡。
●

6

民 国

元年(1912年)，南江有从广州租来运行南江的泷江、连江两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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