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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提要

Ⅸ武穴港史》客观地记述了武穴港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演

变过程，详细地反映了港口活动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港IZl技术进

步和发展规律，以及港口在长江航运中的战略地位、作用等等。内

容丰富，史料翔实，为港FI治理和职工教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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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兰}
刚 雷

《武穴港史》是按照交通部，中国航海学会及中国航海史研

究会的统一部署，在长江航运史编委会，武穴港务管理局党委领

导下进行编写的，断限上溯远古，下迄1990年。 t

《武穴港史》属于长江航运史丛书组成部分，它以经济技术

发展为主线，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地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探索港口发展规律，以达到“资

治、教化、存史艿的目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

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辽

宁图书馆，大连图书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南京龙蟠里特藏

部、开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档案

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图书馆、武汉市档案馆、长江流域规

划办公室资料室、长江航运史编辑室、湖北省水运史志编辑室、长

江航务管理局档案处、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史志编辑室和黄州市，

武穴市，黄梅县、蕲春县，阳新县交通厨的志办、档案馆、博物

馆各家的大力支持’汪鹤年同志阅改一，二稿，刘寿春、毛务

本、黄晓东、余绵周先生为史书作了很多工作，文艺先生题写书

名，鄢政先生卷首摄影，在此，均致谢忱。

水平所限，舛误之处，恳请史家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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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港务局办公大楼

武穴港客运码头



f武穴港

候船室

一3号码头旅客上船



4号码头硫铁矿装船

武穴港一角



三八闸仓库

武穴轮船公司船坞



．『装卸公司机械作业，上窑碎石运输机装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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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港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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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港田镇港务站Jf

富池港务站0



龙坪港务站、码头

武穴港职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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