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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交通运输业，素有国民经济“命脉"之誉，冠以工农业生产“先

行官”之称。从古至今，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我

县南临浩渺之长江，北接蜿蜒之大别山脉，历史远古。然而在1日中

国，交通极为落后，运输工具更差，主要靠畜力和人力，拖曳纤索，

饮泣道途，朝夕负荷，苦不言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交通运

输业飞速发展，对我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本志书以确凿史实，陈述百年来特别是1 949年

以后，我县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巨大变化。稽前示后，鉴古

明今，使之掌握交通发展的规律，有利于今后的建设。

清光绪之前，我县交通陈迹虽载筒册，但极粗略。其后年间，史

载甚微，更无交通专志，系属首纂，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是我县交通运输业兴旺发达的标志。继往开来，为后嗣留下了宝

贵的财富。

《黄冈县交通志》的编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尊重

史实，秉笔直书，纵横合宜，详略适度，取精用弘，记述翔实。融资

料性、科学性于一炉，集史料之大成于一体，自成特点，另5具一格。

此志书出版问世，将为黄冈县志的修纂，作出有益的贡献。

王 智 明

1 98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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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所用史料，上限多为清末，亦因事而异上溯古代。下限

为l 9 8 2年，以贯通古今。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着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县交通史实。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黄冈与新洲拜为一县，，名黄冈

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分治。为了保持交通体系的完整，再现

事物的始末，分县前涉及新洲的交通史料亦取而不舍，从简记述。

三，黄冈地区所属的汽运、汽渡、轮渡、水运等，因在我县境

内，其营运业务亦择要记述。

四、本志结构形式，事以类从，以水运、公路、陆运为主体，分

为十一章共三十八节。地图表示空间，大事记标明时间，概述是志书

的综合缩写，三者构成本志的总纲，冠于志书之首。

五、图表照片形象直观，一目了然，依内容需要穿插其间，以求

图文并茂，相得盆彰。

六、本志体例为编年体与记事本来体相结合，经纬相宜，纵横交

错。

七、记时的写法，凡历史年代，均使用各朝代年号和汉字数字，

拜括注公元纪年。如：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华民国十

二年(公元19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宣布使用公元纪

年，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用公元纪年和阿拉伯数字。

入、计数的写法，对古道、古桥等计数，仍按引用的原文献资料

使用汉字数字表述。凡近代、现代均用阿拉伯数字。

百分数用汉字表示，如“百分之五十”， “千分之五"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概 述

[简况]我县位于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与

鄂城隔江相望。古谓“前界大江，后据崇阜’’。四周毗邻新洲、罗

田、浠水、麻城等县，西距湖北省会武昌7 8公里。县内地势北高南

低，北部为大别山脉，海拔高度约2 5 0米，最高点为大崎山，海拔
l O 4 0·8米。自北向南，山势渐跌，岗峦起伏，海拔1 0 0米左

右，属丘陵地带。平原主要在沿江一带，海拔5 0米以下。最低处是

囱潭湖，海拔1 4．2米。我县地域东西宽3 2．7公里，南北长53

公里，全县总面积1，1 99．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 1．4 4万亩。

全县有1 3 2，4 7 8户，总人口5 7 0，1 5 5人。

我县气候四季分明，春、秋季节委北风和东北风，一般风力2

至3级，最大风力5级；夏季多东南风，一般风力2至3级，最大风

力5级；冬季多北风和西北风，一般风力2至3级，最大风力8级
(1982年)。

我县土地肥沃，物产事富，经济发达，商旅云集。威产粮食、棉

花、鲜鱼，素称“鱼米之乡”。主要矿产有铁、铜、铅、锌、磷、石

英、水晶、石棉等自然资源。经济上的客观条件，为交通运输的发展

提供了物质基础，展现了广阔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县交通

运输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82年底，公路通车里程335．95公里，

为1949年(72。5公里)的4．6倍。修建汞久式大中型桥梁49座，总

长1，725．1米。陆运货运量1 9万吨，为1952年(200吨)的950倍。

汽车客运量180。21乃-A，2 1952#(3 o X)的6万倍。水运货运量



6 1·71万吨，为1 949年(1．78万吨)的35倍。港口货物吞吐量64．95

万吨，为1952年(6．25万吨)的10倍。1952至1982年的交通运输总

收入6，398万余元，上缴国家税金192万余元。交通运输在我县人民

生活和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

[公路]清朝时期，我县陆路交通主要靠官办驿道。所谓“飞鞋

叠骑尘碾尘，报书一夕三回至”。黄冈县设有齐安驿，在黄州一字门

内，急递总铺设于清源门外沙街。府、县驿道贯穿全县，纵横交织。

驿道上毂击肩摩，轩轾常川，轮蹄满地，尘土飞扬。光绪二十八年(公
兀1 9 0

2年)商人办了武汉电报总局，接者清政府成立了邮传部与

邮政局。驿铺的通讯任务逐步为电报邮政所代替，民国二年(191 3车)

驿站制度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民国时期，开始修筑公路。l 9 2 8

年由陶翌圣发起修了仓水窖公路，为黄冈县(今新洲县)第一条公

路，全长6 5里。1 9 3 8年筑竣柳子港至界子墩之间的柳界公路，

在我县内的路段3 5公里，前修后垮，疮痍满目。l 9 4 8年修了黄

州至上巴河之间的黄上公路，全长3 8公里，坎坷不平。

1949年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百业俱兴。在

中共黄冈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上级交通主管部f-j的指导下，我

县公路交通事业迅速发展，日新月异。先后修复了黄州至上巴河、柳

子港至界子墩的两条干线公路。新开辟了团胜(团风至胜利)、团黄

(团风至黄州)、总贾(总路咀至贾庙)、漆李(漆桂山至李家大湾)、

汤回(汤卜岭至回龙山)、沙回(沙子岗至回龙山)、宋铁(宋墙

至铁冶)等公路。铺筑了黄上(黄州至上巴河)、柳界(柳子港

至界子墩)、汤沙(汤卜岭至沙子岗)、汽黄(汽渡至黄州)四条公

路的渣油路面，改善了标新公路。到1 9 8 2年底，全县通车公路25

条，全-r瞻335。95公里。公路密度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2 6公里，

2



平均每万人有公路5．5公里，初步形成了四通入达的公路网。

1 9 5 3年建成的木质结构、长1 5 2．9米的但店大桥，沟通

了罗田、麻城。l 9 5 6年建成的木质结构、1长达5 6 5米的上巴河

大桥，连接黄冈、浠水两县，成为鄂东交通要冲。不久达两座大桥又

改建成为钢筋水泥结构，揭开了我县桥梁史上新的一页。新建的王家

坊大桥，双曲拱，造型美。到1 9 8 2年底，全县有示久式大中型桥

梁4 9座，总长l，7 25．1米。桥路配套，晴雨通车。 “遇雨隔水，迟

误弥句"之说已成轶言。

[陆运]1 9 4 9年以前，我县陆路运输主要靠人力和畜力，民

间运输是物资交流的主要纽带和重要的社会运输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陆路民问运输逐步发展，1 9 5 8年

开始，由普遍使用胶轮板车，发展到以拖拉机为主要运具。国营和集

体的汽运事业发展较快，汽车逐年增加。1 9 5 1年在团风粮道街建

立汽车站，1 9 5 9年成立“黄冈县交通局汽车队”。到1 9 8 2年

底，县汽车运输公司拥有客车2 9辆、货车8辆。全年客运量

1 8，0 2 l，0 0 0人，货运量3，1 0 0吨。我县境内有车单位

3 0 0个，拥有汽车1，0 5 7辆。其中大货车6 2 7辆、大客车

l 0 0辆、特种车1 9辆、小客车258辆、小货车2 3辆、摩托车3 0

辆。每天由黄州开出的客车达5 7车次，乘车、货运极为方便。

[水运]我县江河萦绕，水运优越。东有巴河，西有举水，西南

靠长江，长河贯全县。有团风、黄州、西河等天然更港，大小码头遍

布长江沿线，水运在我县运输业中占主要地位。清朝时期，水上运输

主要靠民间木帆船，亦有“济军需之急"的漕运。辛亥革命后，漕运

废止。清隶、民国时期，我县有1 0吨以上的木帆船8 0多只，约

1，000余吨，务行驶于长江航线，靡无定止。轮运始于清光绪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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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0年)，客、货运输寥寥无几。

l 9 4 9年，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中共黄冈县委动员民船900

余只，支援我军渡江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县水运事业迅速发展。随着船民走

向集体化的道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水运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结束了水运主要靠人力帆船的历史。到1 9 8 2年底，专业水

运公司共有机动船舶7 9艘，计11，724吨、3，452匹马力，完成货

运量809，800吨。港口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装卸搬运量达649，500吨，

吞吐能力锐士曹。为水运服务的造船厂，可建造2 4 o匹马力的拖轮

和驳船，源源不断地供应县内外用尸。从l 9 7 6年起，社会船舶也

日盆增多，到1982底，我县境内船舶共2 7 2只，计18，886吨，847

客位、9，826匹马力。水上运输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拖带化。

交通运输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步伐，跨进了一个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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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一八九O年

清军提督刘维桢从上海买回一条小火轮，船号“东成”，客位80

左右，在长江航线营运于黄冈至武汉。

一九。九年

刘维桢在上海建造两条火轮，船号“宝清”、 “宝生”，客位均

为1 0 0左右，营运于黄冈至武汉之间。日军入侵黄冈前夕，两船开

往重庆避难， “宝清”在巴东遇洪举沉浸。

一九二八年

团风陈氏三房陈佐臣、陈佩之、陈在天三人集资，开办商号“陈

日新”，从汉口“汉耀公司”购进一艘名为“汉耀”号木质轮船。载

客数百人。同年维修后，改名为“又兴”号，往返黄冈至武汉之间。

1 9 3 1年，陈日新将此船改造为铁壳船，易名为“鼎盛”号。日军

入侵黄冈前夕，将船开往重庆卖掉。

同年，由陶翌圣发起，修建了仓水窑公路，干支线共长6 5里，

此乃我县(今新洲县)第一条公路。

同年，由林育梅发起开办黄冈仓水饔(今新洲县)长途汽车路股

份有限公司。有客车4辆、货车4辆和特别车(卸现在特种车)2辆，

共1 0辆。1 9 3 3年停业。

一九三三年

冬季，由汉事公司承包动工兴建团浠(团风至浠水)公路，全长

47．8公里，投资银币26．98万元，于1937年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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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

四月中句， “祥安轮"满载客、货，行至蔡家铺附近(长蕲廖)

烈火骤起，船焚入溺。

一九三七年

九月，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公路工程处筹划，由汉口盛瑞公司承

包，在上巴河修建一座高架木板桥，于1 2月建成。

十二月，动工兴建方柳(方高坪至柳子港)公路，全长3 1公

里。投资银币151，345元，由汪曜记承包，因征工备料困难及工款未

按时下拨，仅完成添路基土方和桥梁1 3座。1938年元月通车。

一九三八年一九二八年

八月，日本侵略者飞机两架炸毁我县外江边的大铁驳船一艘。

九月，日军飞机两架初袭团风，将停泊江边“江星"轮炸沉。

一九四七年

五月，黄上(黄州至上巴河)公路动工兴建，全长3 8公里。

1 9 4 8年秋，路基建成。

一九四八年

五月，童维胜(新洲人)、孪春华(刘集人)发起，在仓埠成立

“鄂东汽车联运社”，拥有汽车1 8辆。八月汉口商行又增加汽车4

辆，共2 2辆。

一九四九年

五月十五日，为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渡江

作战，动员了420多名船工和320只木帆船(加上新洲的船共900余只)

分别在团风、三江口、黄州大码头、黄州关上等集结点，渡运解放

军，历时三昼夜渡完。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