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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泰州市交通志》以党的十三大精神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广扮博采，宏微皆

备，比较详细而真实地记载了泰州市交通事业的演变情况，它对于了

解历代泰州的交通建设，攀古资今，承前启后，对加快泰州市交通事

业的发展，促进泰州市的经济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

泰州市古称海阳、海陵、吴陵。早在汉唐时期，曾以“海陵红

粟，仓储之积靡穷’’而闻名，向有口汉唐古郡、淮海名区’’之称。今

日泰州已成为长江北岸的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被誉为苏北平原上

的一颗明珠。解放以后，泰州的交通事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

怀，早在19 S2年兴建了泰州船闸，使隔断了五百六十年之久的上下坝

航道得已打通，这不仅沟通了上下河之间的盲接运行，而臣沟通了长

江与里下河地区的经济鲽系。南官河经过三次整治，成为里下河腹部

地区入江的捷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泰州市委、市政府认真

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泰州交通事业得到较大的发

展，拓宽扩建了比较现代化的桥梁道路，运输市场形成了国营、集

体、个体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水陆运输四通八达的格局开始形成，

机动车船大幅度增加，客、货运量逐年上升。所有这些变化和成就，

激励了《泰州市交通志》的编撰者．他们不辞辛苦，艰苦耕耘．用丰

富而翔实的资料。撰写了这样一部泰州交通专志，为泰州市人民做了

一件好事，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泰州市历史上讫今还未发现有交通方面的专志， 《泰州市交通

志》的出版，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无疑将会使我市交通战线各级干部

和职工群众，从中得到教益。

这本志书的出版，可能会有这详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它

毕竟是一部资料翔实的信史，对我们认识泰州交通、建设泰州交通将

有帮助。随营时问的推移，将进一步显示出它的作用和价值。
值此《泰州市交通志》出版之际，特作此序，以资庆贺。

中共泰州市交通局委员会书记 李乃民

一J1．,jk九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今为后用的原则，力求达到

资治、教育、存史的目的。

二、本志记叙的范围，以泰州市交通系统为主，从行业管理的属性出发，有部份内容超

出交通系统的范围。

三、本志记叙的时间，上限原则上自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有部份据实上溯，下限

至1985年。地域范围，基本上以1985年泰州市行政区域为限，但由于历史和业务活动的原

因，公路、航道管辖的范围不尽和行政区域一致，有部份内容超出行政区域范围。

四、率志共分15章、47节。以_义字叙述为主，并佐以图，表，照片。凡在章、节中无法

纳入的大事，为保存史料，在《大事记》中予以记载。领导人员的更迭情况，列入附录。

五、在《社会运输》一章中，列入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出现的个体运输，这与《水运》、

《陆运))中韵私营运输业，本可并在一起写，但考虑到这两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对待它们的

政策各异，因此，将两者分别叙述。

六、本志除随文因事系人外，对渡江支前动臣，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省级安全标兵，以

名录形式记述。对其中有突出贡献的已故人物，列传略。

七、率志所用的资料，来源子档案和口碑，有争议者附加说明。统计数字，大部分来源于

泰州市统计局。因统计口径不同，有薄分运量和工具数，按有关部门的实际数据作了调整。

八、本志中所称“解放前(后)刀，是指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前(后)。

九、本志所用的高程，均为废黄河高程。废黄河高程与其他高程的换算关系为-废黄河

零点=青岛零点+0．136米=黄海零点+0．252米。

十、本志按1987年4月修订的《<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执行。

十一，本志所用市内地名，河名，采用((泰州市地名录》(1982年泰州市地名委员会编)

所载名称，如所载名称与省正式出版物的名称有出入的，以省为准，两处均未载的，采用习

惯名称。

编 者



概 述

泰州市地处江苏省腹部，东靠滨海平原，西连古郡扬州，南临万里长江，北依里下河粮

仓。位于东经119。487 33∥～119。58710∥，北纬32。277 42”"-'32。347 00∥之间。地界西部邻江都，

其余皆与泰县接壤。宁通公路横贯全境，泰高公路直通江边高港。南官河、疆汀河、泰东

河与新、老通扬运河在此交会。历来是苏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和里下河地区的门户。全境地势平

坦，南高北低，地面标高5．6～2．7米(废黄河高程)。1985年全市总面积为96．92平方公

里，人口总数为210826人。

泰州属亚热带润湿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5 C。1月平均气温1．5℃，极

端最低气温--19．2 C(1955年1月6日)。7月平均气温27．9 C，极端最高气温39．4℃(196 6

年8月7日)。年均降水量1 059毫米，年均降水天数125天。全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平均每

年受台风影响1～2次。除少数年份航道封冻外，全年气候对交通运输一般没有影响。

泰州一带原是一片浅海，后因长江泥沙堆积成海滨高地。周初称海阳。汉武帝元狩六年(公

元前117年)建海陵县，辖区西至江都，南枕长江，东滨黄海，北与盐渎(即盐城)接壤。

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建州，称泰州。疆域屡有变更，最多时辖海陵、兴化，盐城、泰兴、

如皋五县。直至清代，泰州一直是州ia所在地，但辖区逐渐缩小最终成为敞州。民国元年

(1912年)改称泰县，西至界沟与江都分界，南至南坝塘与泰兴分界，东至海安与如皋分

界，北到老阁与兴化分界。1949年1月，泰州解放，划县城及近郊设泰州市。后与泰县两合

两分，泰州市的行政辖区亦多次变化。从1985年1月1日起，为省辖(县级)市，国民经济

计划由省单独列户。

古代泰州的经济与盐、粮的生产紧密相连，运输对象也以盐、粮为主。早在建县之前，这

块临江滨海的孟地已经得到开发，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为吴王刘濞的封地：，开

始煮海为盐，建海陵粮仓。文帝时(自i179年～前157年)，为适应盐粮外运的需要，开挖了西

自扬州茱萸湾(今湾头)、东到如皋蟠溪的古运河(即后来的通扬运河)，对本地区的交通

和经济发胰起着极其重要曲作用。时有“转榘西问，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

(《汉书·枚乘传)))嘲记载，海陵成为滨海地区的“水陆要津，咽喉剧郡”。

唐开了亡(7i3年～721年)初年，屯田煮海义有发展，东部沿海(今南通一带)已形成大

片盐场。当b寸淮南的盐剁，几占全国赋沆之半。大历二年(767年)，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

筑掸海堪从盐城直抵海陵。朱天圣(1023年-'-'1031年)年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官时，对

捍海堰进行大规模修理，并北延到阜宁，南伸到吕四港，后世称为“范公堤”。从此堤外煮

盐，堤内必农，进而使泰州发展为淮南地区以盐、粮集散为主的内河港口城市，商号鳞次栉

比。不仅水运发达，陆上交通也有发展。绍定元年(1228年k，泰州知事陈垓建馆驿于南门

j泰州建馆驿时间， 《雍正泰州志》和《道光泰州志》都记载为南宋绍兴丸年(1131年)

知州陈垓所建。而据两志所载陈垓小传，都说陈垓在宝庆二年(1226—7-)才来泰州任知州，

“绍定元年r】228年)迁贡院新学校诸楼台馆库场务坊里桥梁所营创者凡六十余所⋯⋯后嘉熙

淳佑问再任凡四次”。绍兴元年可能是绍定元年之误。

·1·



外，名海春馆，驿道西通扬州，东南达通州(南通)。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部将徐达为攻打泰州张士诚部，从江口开河15里，

使济川河(南官河)通江，密切了泰州与江南的经济联系。
明洪武二十五年(I)(1392年)因水利需要，在泰州北门外筑东、西二坝，泰州的河流便

有上河、下河之分。从此，搿陆路来者必易船，水路来者必登陆。一盐粮的转运，形成了泰州

特有的行业一一过浦(坝)业。成化十五年(1479年)，御史杨澄筑西溪运盐河(今泰东

河)北堤，由泰州至东台120里(即杨公堤)，当时成为泰州至东台的驿道，便利了泰州向

北的陆上交通。杨公堤在清乾隆年间重修，嘉庆年间毁于大水，泰州向北的驿道从此中断。

清代，泰州作为淮盐转运港口发展到顶峰，以过浦为生的最盛时近万人。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淮南开始废灶兴垦，盐的中转量随之逐渐减少。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南通大达内河小轮公司开辟南通至扬州的客运航线。泰州

才开始出现轮船客运。

民国期间，泰州成为江南工业产品与苏北农副产品交换的市场，是当时苏中地区比较繁

荣的城市之一，近代的交通也有发展。到抗日战争前，泰州的私营轮船企业有十多家，竞争

颇为激烈。公路建设开始于民国19年(1930年)(3)，次年春兴筑泰城至姜堰的公路。以后相

继建成西通江都的仙泰公路，南通i：I岸的I；3泰公路。民国25年(1936年)10月5·日，1：3泰公

路通车营运，是泰州汽车客运之始。日伪统治时期，私营汽车客运兴起，1942年出现第一家

汽车行。次年发展到8家。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泰州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交通建设的速度逐步加快。泰州船

闸的兴建，使隔断了560年之久的上，下河得以通航。主要航道经过整治，达到六级标准。

(1)泰州东、西二坝构筑时间， 《雍正泰州志》记载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 《道

光泰州志》和《淮系年表全编))记载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民国泰县志稿》记载

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

(2)泰州始航客轮时问，《民国泰县志汾及((泰州乡土志》都载为光绪三卞年C904年)。

经查阅南通市图书馆收载的《通州兴办实业章程》有关大迭小轮公司的资料，清光绪三十一

年三月二十八El，该公司申请批准通扬班，内称l。三十年九月先行开驶自通州达海安一路，

小轮两艘，半年以来，行旅称便，并无窒碍情事，自应逐渐推广。现经续连小轮两艘，船名

述扬、达秦，议于四月问开行赴扬⋯⋯黟说明光绪三十年只开到海安，次年才开辟南通至

扬-埘的客运航线。
+、

(3)公路始筑时间，扬州市公路处编写的(<江苏省扬州市公路发展史(古近代部份)修订

稿))和《泰兴县志》(i963年编，油印本)上，都说是1929年泰州夏勤修筑了口泰公路。根

据泰州有关的史料，口秦公路始筑时问应为1936年，其根据如下；④夏勤在1929年筹筑口泰公

路进行测量时，受土豪阻止，伤人毁仪器而中止(《民国泰县志)))。②1935年7月1日，-

泰县县长在一篇演说词中说l口泰路久已预备修筑，始因厅方将筑口东路而停止，继请上

海实业界投资，已有端倪，又因金融恐慌停顿(民国24年7月8日Ⅸ江秦El报》)。说明在

1935年口泰公路尚不存在。③如果1929年夏勤已修成口泰路，那么必须在15年后才能收归省

有(Ⅸ民国泰县志》)，国家不会在1936年投资重建。

·2·



公路等级提高，路宽由单车道改为双车道和三车道，局部为四车道，路面由土路面改为中级

路面和次高级路面，局部为高级路面。运输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汽车客货运输已占重

要地位，原来靠撑篙拉纤的木船业，从1959年开始有拖轮，到1983年全部实现拖带化；人力

拉车的搬运业也从1963年开始使用货运汽车，到1985年，机动车运量在总运量中，吨占62．9 7

％，吨公里占97．72％，肩挑人抬的装卸行业，1959年开始有第一台吊杆，到1985年，港口装

卸机械化程度达到6】．47％。

特别是进入80年代，运输市场开始放宽，搞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出现了国营、

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新局面。1985年全市有各种机动船舶244艘，1609客位，3914吨位，

6421马力，货驳485艘，30442吨位，客驳17艘，2906客位。有各种机动车1387辆，各种拖拉

机488辆。

1985年全市客运量为348．37万人，其中内河客运量为64．31万人，公路客运量为284．06万

人。全市货运量为280．1 7万吨，其中内河货运量为108．77万吨，公路货运量为171．4万吨。

港口吞吐量为306．22万吨，其中进口253．93万吨，出E152．29万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6年来，泰州市的交通运输事业和泰州市的经济一样，其发展速度

之快，变化之大，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现在，泰州市的交通运输事业，正随着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发展而阔步前进。



国民经济各部门历年运输船舶实有数

注l包括扬州市轮船运输公司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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