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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星闫清乾隆四十二年(1 9 7 7年)

邑令曾受一 由学宫泮池南移建于今址

县府招待所内，一九．／kilt年重新修葺．

娥凯胜摄

※ ※ ※

本志江津县交通圈由祝纯华绘制，左森云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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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镶为铙，可以正衣冠l以古炎键，可以知兴祷l以人为镜，可以啤得失。弦

稍史修志，’既“缅怀既往，策励将来”：1又“上慰先人，下启后代"。中国共产党的十

一矮三孛全会之露，在中共江津县委霸矮人民致腐的镶导下，我县出臻T‘‘盛整修惠弦

，的新局面，这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

编纂《汪津县交遥志》的基的，是势了记毁注津县交逶事业从古劐今的发展与变

革，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圆建国三十余年来的成就和经验，以作今后工作的借髂，进而

捉进交通枣盘的发展，当姆“西纯努建设酶先褥。

《江津县交通志》是江津县交通事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它反映了交通对发展

我县经济、政治、文亿所超的巨大作用，较翔实地记录了江津县古往今来交通发展的过

程，保存了许多资料l它不仅是我县交逶工作的小百秘全书，也是对职工进行历史和搬

务教育的好教材。

《江津县交邋志》扶l 9 8 0年l l隽开始搜集资料起，迄今压时三年，几经增

删，终予蹴版了。这是全县交通战线的一佟大事l在修志过程中，我们贯彻了群众路

线，不仪基层各单位都修了志，为编纂《交通志》}TT T基础，而且广大职工也积极提

挟资料，寞是群众手成恚"。

丽史在前进，交通事业在发展，编史修志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局准备从1985年开

蛞，遂年编写大攀遣，赦蒸资料，希望今后每氍三十年髓穆恚一次，健修恚传统褥议发

扬兜大，让后来者深知创业的艰难，从中吸取经验教谢，为振兴中华献身献力l

汪潍县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壬檄辉。

l 9 8 3年l 0月l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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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县交通新面貌

一、江 河

恭由堪入簿，咒永绕津城。大江东去，汇綦、笋、塘三河之水l波涛滚滚，强江津

县航运面貌之新。

篷蔽爬地，弩砰挣扎，’爵关拉船邵将成为暇迹l汽笛声声，攮灯闪闪，粥江船工蔼

今藤后驾桃轮。

驾机输，破浪行：溯流可达金沙汪，下行航至东海滂，城乡物资逡不完啊，工农储

猿锑不尽l每一处港疆、码头，都展示了伟大裰蕃戆富强繁荣。
二

啊，江河!你永远是交通运输的一大动脉。
一

啊，江河l你永远是古今航运的历史见证。

崭新的时代、英雄的人民，正谱写史无前例的航运壮歌，使条条汲河焕发了青春f

二、公 路

县境海公路始建子＆国，津蔡段草蔽一年籍即废。剃黔路过境段|莲时虽存，乡民秘

有几人能搭乘汽车?商贾往来，辗转跋涉于古邀；力夫挥汗，叹息肩挑背磨之艰辛。

新中国翻开了交通史册的新页：公路年年建，车驰万里程。崎岖吉道已被公路取
．

、

代，桥梁巍峨矗立于丛出峻岭。今看綦、笋、壤三河，长桥赢架，卧波如虹，更喜仁
，，j

沱、游渡河大桥，巧夺天工，全国著名。滔滔长江隔不断两岸公路，车渡轮驳载汽车渡

运不簿。公路建设孛，凝聚了群众的智慧；桥梁架设时，绽舞了现代辩技懿薪花。

而今县境内公路网布，八十七个公社已有汽车通行。公路，你是友痘的纽带，紧连
，

．．

·

j一，‘
～。：

永、璧、巴、合蹰县，可通滇、黔、陕、甘数省。奔驰的车辆象彩色的飞梭啊，编织渤
●

现代亿交遥薪貌的美锦。

明天，明天将会更加美好：村村寨寨连公路，乡民齐赞新江津。

罴、铁 路

列车飞驰，率轮滚滚，汽笛欢唱，啦鸣谷应。啊，火车!你是满载物资的长龙，你

送南来北往的旅客踏上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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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岁月峥谍。辛亥年，保路运动风起暴涌，争路权，江津曾建同志军⋯⋯民

主革命几经曲折终于胜利，社会主义光耀中华如翻初升。

撂蜀遵之难，难予上青天”，已成为历史。露出蜀水换錾颜，美哉汪津l扶东至

西，成渝铁路横贯县境l由北而南，川黔铁路过境通行；更有川顺、兰家沱、猫儿沱铁

路专线，转运货物赢达长江之滨。看：铁路与公路交合，水运同陆运并进，构成了汪津

县交通的奇景。

啊，铁路l你沟通Jlf、黔、滇，你连接湘、鄂、闽，越秦岭可达青、陕、甘，跨黄

河紧连北索城。

北京的钟声传几江呵，巴蜀儿女永远心向天安门l

西、怀 吉

江津县县治久远，千余年遐迩闻名。更远者，有江鼹王爷底古迹可证：新磊器时代

却有创业之先民。

宋时蛰右人泛舟清溪，莲花磊刻有魇饯诗文。顺江、江鏊吉穗荧溪露，朱家沱又名

万寿、万眷l马鬃镇、七门郡于何处尚待考寻”⋯。。

綦河美、塘河险、笋河清，两岸群潮刭垂屏。尤lB．JJll汪多名胜，有门大佛今獍存：

造像庄严薅数丈，七层飞檐护金身，大佛巍然视江流，泼成骧代“活"至今。此为万里

长江第一大佛，永证江津人杰地炙l

怀古，疑今l今为古之延续，吉佟今之岱铙。名胜风光可炎现代交；藿增色，车驰轮

航装点河n|更新。修史立志，切熟迂腐泥南继往开来，诚须薄古厚今。区区短文，权

榫本志之弓i，肯请同仁识耆提出建议、批评。使之更好静为交通事韭而耕耘。

廖宗扬

一九A,N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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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江津县《交通志》本着“存史实，正观点，补遗漏”和“详今略古”的精神，上限

到古，下限到l 9 8 3年I 1 9 8 4年起大事列入附录，书至搁笔。

本《志》以概述为纲，建置沿革为首，大事记为经，各篇章为纬。

以横排列《水运》、《公路》，《铁路》、《渡口》、《搬运》、《安全事故》、

《工．副．福．医》、《文化科技》、《古道古桥》九篇。各篇根据各自史料自古至今

纵写。后列杂记、附录、编后记。

《志》中除引用少量原件古文(碑记、诗词)外，均用白话文。

《志》中称“建国后"，是指1 9 4 9年l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称

“党的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志》中根据篇、章史实需要而插入图、表、照片。

水运为古今运输大动脉，史实丰富，故《水运篇》比《公路》、《铁路》等篇的文

字都多。

《水运篇》中之綦河，中游渠化经县境入长江段滩多水浅，致使该河成为盲肠，小

火轮不能通往中上游。为整治綦河提供资料，故将全綦河史料概略的编入本《志》。

铁路系铁路局专门经营，川黔、成渝两线系经过县境直通外省的运输干线，故歹!f

《铁路篇》只概述在县境内修建情况。

本《志》中《安全事故篇》是为吸取教训而辟，以记录发生在县境内的典型车船事

故。

《杂记》中，“川江号子矽、“船工报话对话"、“书头子"，“船工术语力，

“滩险打油诗”、“龙舟竞赛”、靠记江津解放时抢渡长江的战斗”等文，系编者收集

整理的，其余古诗在前《江津县志》中抄录。

对出席省、地、市、县劳模和先进生产者只列名单。

对在交通运输工作中作出出显著成绩已逝世者立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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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津县简称津，位于长江上旖，距重庆幂水路)7 2公里q县城建在长江南岸，因
f

⋯

譬·‘

江流几字形绕城流过，故曾别号几江城，今名几泣镇。
．、 ：j ，

．

县境古属巴国领地，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l 6年)，秦惠王命张仪，司马错率

兵攻灭巴蜀后，随即建立了巴郡，修筑江州城，设置江州县。其时，本境是江州县的一
． 。。“， i、 --

部分。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 8 7年)，江州县城移置焚溪口，此即为本境单独设县的
‘‘

开始。西魏时(公元5 5 2年一一5 5 6年)，改江州县名江阳县。北周闵帝元年(公

元5 5 7年)，县治移至今址。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 9 8年)，废郡而称渝州，江阳

县遂改名江津县。尔后迄今，江津县治一直建置今址，。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江津县曾一度是江津专区(辖江津、永川、荣昌、铜梁、大足、合

川、巴县，江北、綦江、壁山十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l 9 8 1年属永川’地区，

1 9 8 3年4月地市合并后戈Ⅱ属重庆市。全县人口建国初(公元j 1 9 4 9：年)共

1 O 5，1 6 8户，8 6 0，5 8 8人；1 9 8 2年人口普查时(当年7月1 0日

止)，总计l，3 7 4，2 9 3人，其中男7 2 8，l l 0人，女6 4 6，1 8 3人。

县境地处四川东南部，东临綦江，南与贵州省习水县毗邻，西连永川、合江，北与壁

山、巴县接壤。县境极东是广兴乡彭桥(新农)大队，为东经1 O 6。3 6
7

l 7∥，北

纬2 9。0 O
7

4 9∥，极西是羊石乡板长大从，为东经l 0 5。5 0
7

4 8扩，北纬
“

2 0。5 7
7

3 7∥；东西相距7 7．2公里·县境极南是头道河乡飞龙(前锋)大队，

为东经1 O 6。2 1
7 5 3扩，北纬2 8。3 1’3 7妒；极北是双溪乡石柱大队，为东经

l O 6。1 5
7

2 9胪，北纬2 9。2 7 7
l 1．11，南北相距l 2 O．7公里。

一

巍巍四面山雄峙县南，滚滚长江水横贯县北。县境北部是浅丘坝地，中南部是深丘

谷地，南部是山区山地。全境属湿润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受盆地和云贵高原的交互作
‘

用，故丽四季分明，雨量充足，冬暖夏热，无霜期在四川省为最长，很适宜粮油作物生

长。

江津县物产丰富，素有“金江津”之称。农业主产水稻、小麦、玉米、高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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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蚕桑、花生、甘蔗、油桐。枳壳、栀子、黄连等药材也享有盛名。四面山林区木材

储蓄量很大，江津柑桔、天府花生、油酥米花糖、白酒系闻名中外的特产。建国后，机

械、钢铁、建材、造船、天然气、丝绸、食品、陶瓷等工业迅速发展，几江、白沙两镇

和夏坝、珞磺等地，今已被建成为我县的工业区。据l 9 8 3年统计，全县工农业总产
“ r

值(不包括县境内的中、省、市企业)西达4 7，0 7“4万元，比1 9 4 9年增长
：

蔓，、，
3 8，5 1 5万元，增长率为4．5倍。簿妻 ·，

’”t

县境内交通尤以水运发达。古人云：“大江滔滔，自蜀通吴。商贾之往来，货泉之

流行，沿溯而上下者，不知几掭舟者"．。可证古时长江木帆船航运的繁荣。清光绪二十六

年(公元1 9 0 0年)五月，曾有两艘英国军舰从重庆溯江航行至宜宾，是为长江过县

境段有轮船行驶之始。民国二十四(公元1 9 3 5年)，民生公司在江津设置囤船，从

此轮船才按班期航行过境，方便了商旅的往来。

旧时，县境内陆路交通艰难，虽有六条古道通连，但仍嫌蹇滞，长期处于封闭状

态。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 9 3 5年)，川黔公路过县东一段2 9公里建成，境内始有

汽车行驶。其后，津柏公路草率完工，终因其工程质量太差，一年后便荒废。抗日战争

时期，县东兴建了綦江铁路长6 7公里(过县境段6 2公里)，主要用于运输煤炭和铁

矿石。綦江铁路是全川第一条标准轨铁路，该路与川黔公路过境段建成后，县境内的陆

路交通才渐有改善。

建国后，l 9 5 O年8月，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修建成渝铁路。解放军首先上阵，县

中亦于次年元月派出4 0 0 0多民工参加修建。接着，津璧公路(江津至璧山来凤驿)

又破土动工，两路工程It益兼修并进。成渝铁路于l 9 5 1年9月1日轨铺到江津通行
●-

货车，l 9 5 2年7月1日全纱通车，津璧公路也随之建成。1 9 5 3年江津渡口设置

轮渡，l 9 5 6年轮渡开始带驳船载运汽车过江，沟通了长江两岸的公路干线。至此，

水运、铁道、公路连成一体，县境内交通面貌焕然一新。

l 9 5 9年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使川黔铁路过县境段与成渝铁路直接相连。滓柏

公路建成后继续延伸到东胜，南与贵州省遵义地区的公路相通，北与成渝公路联成一

线，成为了贯穿县境南北的一条主要通道。县境内乡村公路也开始建设，短时间内建成

了六条公社公路。l 9 7 7年后，我县公路建设速度加快，仅七年时间县内便建成了公

路3 2条。而今全县已有8 7个乡通了公路，占全县9 6个乡的9 0．6％，形成了以

县城几江镇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据l 9 8 3年统计，县境内公路通车7 8 8．7 6公

】4



里，比l 9 4 9年增长27．2倍。货运量1 9 8 3年完成l l 9．1万吨，9，8 9 l万

吨公里，比1 9 4 9年的4．6万吨，2 4 1．2万吨公里，分别增长2 4．8倍和

4 0倍。客运量该年为l 9 7．2万人次，3，7 5 9万人公里，比I 9 4 9年的

1 9．8万人次，2 1 6万人公里，分别增长8．9 5倍和1 6．4倍。

随着县境内陆路交通建设的飞跃发展，我县的水上航运也发展很快。县拖轮队于

1 9 6 6年建立，其时水上长航运输便开始使用拖轮。县内朱杨、白沙、油溪、几江等

港口，已先后安装了机械化装卸设备，改变了码头工人肩挑背磨的原始搬运方式。如

今，我县长航船队溯大江可以运远航安边，顺流行驶可直至上海。县境内短途揽载已实

现机轮航运，沿江大小码头车来船往，正描绘现代化交通运输的图景。

目前，江津县交通系统的广大职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群策群力，埋头苦

干，为加快我县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为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振兴中华而努

力奋斗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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