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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县山多水广．古代的阳新交通，陆上是小路和驿道，水上是 ．

。

帆船竹筏。清末至民国期间，火车、轮船，汽车等近代运输工具逐渐

在县内兴起．但发展速度十分缓慢，民间客货交往仍以肩挑背驮，7

风帆摇橹的原始方式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阳新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35年的艰苦奋斗，在2779平方公里的土地’

÷ 上，建起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运输网．今日阳新，干车竞发，百舸

’争流，人便其行，货畅其流。

’． 我们的责任是要面向未来，不断进取。 曩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

今，．全面了解，深入研究我县的交通运输历史，从中吸取经验和教

训，对于加快我县的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关于

我县历代交通运输状况，以往史书极少记载，在近代史料中，虽偶有

所见，也只是一鳞半爪．难窥全貌。撰修交通专志，更是史无前例．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各行各业，兴旺发达，华夏经济，展翅腾飞，撰修地方志的热

．潮也随之在全国各地兴起．因此，编写一部记述阳新县交通的专志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阳新县交通史志的编

纂工作于1982年正式开始．编纂人员在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下，广

征博采，艰苦耕耘，历时六载，完成了这一任务． ．

：
． 《阳新县交通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阳新县交通运输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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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的地方专业志书。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

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

良传统，详细而真实地记述了阳新县自清末以来近百年的交通变迁史，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过程。

诚如这部志书所记，l 979年以来，我县的交通运输行业，在物质

文明建设方面堪称硕果累累；今天，《阳新县交通志》的付梓，又为

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一项成果。尽管它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但它

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合乎逻辑的结构，揭示了我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发

展规律，链使人从中得到启迪，从而起到鉴古资今，服务于现实的作

用．

总之，《阳新县交通志》的问世，标志着我们做了一件前人未做

的事情，完成了一件同代人正在进行的事业，留给了后人一份丰富的

遗产．追古抚今，展望未来，殊堪欣慰．聊以为序．

2

阳新县交通局局长柯耀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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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凡 例

一、本志记述年限，上溯至清光结十五年(公元1889年)，个
·

“别事件依事溯源；下限为1985年，较大事件延伸至1986年．。
’

·’
二、志书文体，篇目采用章节体，’分篇、章、节、目．子目五

．个层次．全书体裁有志、记、图、表、照、’录． 一，

三、文字及数字的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

位1986年12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的通

知为准．。地名按《阳新县地名志》统一称谓。水陆高程使用吴淞

，口冻结系． ，

四、统}{数字基本上采用《阳新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但有些数字是以交通业务管理部门的统计报表为依据． 、

五、资料来源，1 949年以前部分，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及湖

北省等档案馆、图书馆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资料，以黄冈地区档案局，阳新县档案局及县交通局档案室的

． 文件为依据．文中不再注明出处，个别事件直叙其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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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概貌) ．一√ 一 ：． 、

，· ：
．

’

’：
’

：阳新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西依幕阜山，东滨长江，北邻大冶，，

南界江西；处楚尾吴头，扼鄂赣通衢；地跨东经114。437～l I 5。307，

北纬29。307—30。097；东西相距76．5公里，‘南北相距7 I．5公里，总

’面积2779．63平方公里；1985年总人口705039人。 ．·： j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阳新开始置县，迄今有2 186年，初名下

雉，属江夏郡．三国吴大帝黄武元年(公元22 1年)始称阳新县。以

后数改建制，分合频繁，。称谓不一。至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 、

称兴国州。民国3年(1 914年)改州为县，复名阳新。中华人民共和
◆

国成立后阳新属大冶专区。1952年改属黄冈专区。1965年划归咸宁专
’

、
‘‘

区至今． ．
．·

阳新县早在民国15年(公元1926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 ：：

、

．组织。民国1 9年(公元1 930年)成立阳新县苏维埃政府．成为湘鄂赣

．、边区革命根据地之一。 。， 一 ．，

、

．， 阳新属低山丘陵区，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境内群山均属幕阜
j

山余脉，：大体呈西东走向。七峰山南岩岭海拔862．7米，是全县最高

峰。山区占总面积的27．82％。北!西、南三面群山环抱，构成平均

海拔500米的广阔丘陵区，占县境总面积的45．65％；中部的富水河谷

’平原向东连接滨江平原，占总面积的26．53％。网湖沙城咀海拔I 1．6

米，为全县最低点．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全县有富水、大冶湖、海口湖、菖湖确5矶湖，上巢湖6条水系。共

有大小河流365祭，总长度985．5公里；大小湖泊146个，大中型水库5

座；水域面积393．8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4．1 7％。富水为县境最

大的河流，源出通山，全长1 96．3公里，自西向东横贯县境79．6公里，

经富池口注入长江j县内流域面积2245平方公里。六条水系中现有富

水及大冶湖通航，其他水系因建闸围垦而断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通航里程为263．5公里。长江自讳源口至上巢湖长45．4公里，是

阳新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水上渠道。

．， 全县地处中纬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9。C，年平

均降水量1 385．43米。

，阳新县已经探明的矿藏有煤炭4540万吨，铜6．2万吨，铁50万吨，

硫铁507．5万吨，锰150万吨，磷30万吨，方解石300万吨；此外还有

金，‘银、钼、锌，．铅、硫磺、石膏、石棉等矿藏，尚待勘发；富池口

江中蕴藏着大量的建筑黄砂。全县农业耕地面积86．46万亩，人平耕地

1．29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小麦红薯次之；林业面积188．1万亩；

水产面积18．84万亩。．

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7308万元，比1980年增长1．09倍．其

中工业总产值19296万元，农业总产值18012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县办厂矿从1 978年的53个发展到1 1 3个，乡镇企业从1 38个增至

3985个；1 985年生产煤、矿石、化肥、水泥等80万吨，另产砂石461万

吨；工业总产值比1 978年增长近5倍。粮食总产5．497亿市斤，油料1460

万市斤，棉花183万市斤；经济作物以苎麻著称，远销海外，年产8．02万

担；林业年产楠竹29．27万根，柑桔2．53万担；年产鲜鱼18．46万担；农

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51％．

1 985年全县商业网，,点,53 92个，为1 978年的5倍．其中个体有证商

8



j+ 店2979家，比1978年增长50多倍．1 98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21 3．1 3万

元，比l 978年增长136％．．。 +．．． ‘t

： 7 ．1

，：

(交通史略)
‘

．

’

．

：
’’

’
， 。． 0 。

．．
， 阳新县自西汉置县到清代中叶，交通运输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

因县境东北紧连长江，县内有富水贯穿其间，兼有小河湖泊密布，故 。

‘历代交通以水运称便。陆路则以四条驿道沟通各地，民间往来多走乡

镇大道，山货土产靠肩挑而行。清末以来，阳新县的交通运输历史，．

·基本上是一部现代运输发展史。 一 ． 一 ．，．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武穴商人合资的货轮首航阳新，是为

县境轮船运输之始。 ，

．

’

民国6年(公元1917年)炭山湾煤矿建成全县第一条运矿铁路，’

民国2年(公元1 91 3年)富池口和讳源口被辟为长江轮船客运港，停

靠汉口至武穴班轮。由于苎麻、茶叶，土纸等土特产品大量输出，富

河的阳新，三溪、龙港等地已形成鄂赣边区的进出口岸。民国l 9年

(公壳1930年)城关商人阮芳华自购小客轮一艘，是阳新县首次拥有

。 的县籍船舶。 ，

民国22年(公元l 933年)1。1月，阳新县的第一条公路一阳新至大
。'。～冶45公里公路建成通车；至民国26年(公元l937年)共修6条公路，总里

． ‘程214．6公里。这些公路均为军运所需，抢修而成，路况不佳．民国23年，

(公元1934年)鄂南运输段在阳新设立汽车站，是阳新汽车客运的开端． ·

．+ 抗日战争之初，。阳新县处于武汉保卫战的前沿，阳新县政府曾受

．‘ 命在城北费师铺修建飞机场，但半途而废．民国30年(公元1941年)；‘

； 日本侵略军在城西大桥铺湖地建有简易军用机场，曾起降过飞机．

’民国27．年(公元1 938年)日伪，又修建沿埠头至三溪口公路。．

j：

‘

一

9# V

’r
， ●， r



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曾于民国35年至37年(公元1946年

和1948年J两次开展复路运动，但到1 949年仅有阳新至大冶一段维持通

车，其余公路均已荒废。 ．

1949年，全县水路通航里程263．5公里，有木帆船2202吨，年货

．运量6．53万吨。陆上有公路7条，总长234．5公里．年客运量2088人

次，货运最544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奇以后，阳新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速度加快。

1 950年，县人民政府印着手改善阳新至大冶公路，使之晴雨通车；l 954

年设立交通科；随后通过。民工建勤”的办法，修复了四条公路．

1 955年，新建了阳新汽车站。1 958年全县大搞“全民办交通”运动，

一个冬春，新建区乡公路23条。总长达202．1 6公里。但路况质量低，不

毹行驶班车。1959年5月正式设置县养路段，并在县城至浮屠街路段

设道班．

从l 962年起逐步修建永久式桥梁。1 966年至1 968年，先后兴建了

兴国、星潭、河赛三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中型桥梁，使武全、浮界两

条干线畅通无阻。1967年，当建桥工程进入紧张阶段，建桥队伍出现

了派性冲突，致使施工处于半停顿状态．

1 96 5年后Ljj区公路成为建设重点．到1972年为止，陆续修建了

成阳公路的南北两线；新建了通往边远山区公路11条，计94．46公里。，

全县通车总里程已达529．12公里，为1949年的2．2倍。同时，又开辟客

运线路8条，客运班次增至1 1个。

I 973年，阳新县的第一条渣油路从梁公铺至兴国镇长29．88公里

建成。至l 979年武全、浮界、横沿、肖星四条公路已铺设渣油路面，总长

i53．27公里。这四条公路已达四级公路标准，其中部分路段接近三级

公路标准。到1979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581．39公里
1 n



70年代以后，随着公路建设速度的加快。公路运输也逐步显示其

优势，加之河流湖泊连年建闸围堤，城乡货物多已弃水走陆．。至70年 、

代末，交通企业(以下简称膏专业一)的汽车年货运量从60年代的两

三万吨，增至10余万吨。。其他行业(以下简称。社会一)拥有的车辆，也

在迅速增多，并逐步进入运输市场，其货运量是交通企业的5倍多。

客运线路至70年代末增至20条，客车班次增加到26个；同时开辟了跨

省、地客班。1979年客运量已达337万人次，比1960年增长近50倍·

80年代，国家采取以工代赈或民建公助的方式鼓励和支持建设乡

村公路．全县5年(1981年至1985年)共发放公路扶助款120万元，建成

简易公路1 3条，计91公里．使钟山、大德，，七峰3个乡和22个村的贫

困山区通了公路。 ’，

·

1 986年7月建成通车的兴国镇环城公路，全长4．56公里，其中穿

越竹林塘1．6公里，这是阳新县第一条二级公路，它缓解了县城的交

通拥挤．

连结鄂赣两省的，弋沙铁路是沟通华东与华中的交通大动脉．它北 ．

起大冶，南抵九江县的沙河界，全长128．5公里，其中纵贯阳新县境

51．25公里。1983年4月动工兴建，预计1988年通车。

1982年以前，阳新县拥有汽车的主要是国营集体企业和行政，事

业单位。1 983年以后，：运输市场逐渐开放，出现了运输专业户和联户·

个人拥有的汽车．拖拉机、三轮机动车活跃在城乡运输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阳新县水上运输发生了较大变化．1955

年．省航运局派，浠水号一客轮，恢复富河客运．1956年的合作化时．’、

期，各港的船民分别组成了民船运输合作社．1958年， -天门，号轮．

船下放到阳新县，讳源口、富池民船社也购置了3艘货轮，这些轮船的 ．

出现，标志着阳新县建国后经营轮船运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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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年代末起，阳新县水上运输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是轮船数量逐年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县籍船舶都

是木帆船。从1958年首次拥有轮船后，到1973年轮船总吨位已经超过

木帆船；到1 983年，最后一艘木帆船消失。至此，全县运输船舶都是

轮驳船。1985年，钢质船占船舶总H电位的2／3。

第二是支流湖泊的航道逐年缩短，长江运量大幅度上升。 ·

，I 958年，富水水库兴建，富河航道被腰斩。I 966年又兴建富池水

闸。富河由此变成一条人工控制的河流。加之公路兴起和逐年围堤建

闸，支流航道多被废弃，到70年代仅剩富河干流和大冶湖两条航道．

且因船闸过窄，只能通航百吨以下的船舶。于是，交通企业的船舶逐

步出河走江，船体也日趋大型，以适应长江的远距离运输；每吨货物

的运距1958年为21．6X里，到1985年长达347公里。同时，个体户的

小型船舶也在兴起。

第三是港口建设的兴起。50年代，§Fi新县的主要港口除讳源口港

以外，其余的分布在富河流域。富河流域港口的吞吐量占全县，营，数的

8'0％．60年代以后，随着长江运输的发展，沿江的讳源口、黄颡口，

三洲，老渡口和富池港的运输量在不断增长。Nso年代初，长江港口

的吞吐量已占全县总数的8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阳新县港口装卸仍处于原始状态，依

岸泊船，人力挑运。i 960年，第一座石砌码头在兴国港建成．60年代

末，安装了全县第一台港口装卸机械。从此以后，兴国、富池两港的

港口建设^逐年进行，70年代末出现了栈桥码头。到I 985年这两个

港口已经建成了7座装卸工艺流程全部机械化的码头。其他港口，仍以

人力装卸为主。

进A,80年代，阳新县水上运输有三个变化。一是运量剧增．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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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至1985年平均年递增47％，以砂、石、煤炭为大宗，大部分运往

长江下游、年达400多万吨；二是社会和个体船舶吨位已占全县总吨位．

的40．7％；三是1980年开始疏浚富河航道，1982年完成下游14公里的

疏浚任务，疏浚后的航道基本上能常年通航。1986年又继续开挖南市

至排市2：5公里的航道。 ：

。

●

(交通现状)
r ‘，

●

●

?。

。

陆路：全县干支线及乡村公路1591．765公里，其中列养公路419．59：

公里(含渣油路面153．．27公里)．公路总里程比1949年增长7倍。以

兴!回镇为中心，由此至武汉，全程169公里；经横沿线抵咸宁地区温泉

镇为1 21公里；沿浮界线可进入江西省九江市。全县85％的乡镇所在

地都已通客车。 ．．’

一

全县拥有汽车1320辆，其中货运汽车916辆，客运汽车104辆，小

客车289辆，特种汽车11辆。还有投入运输的拖拉机1648台，其中手扶

拖拉机1 03 1台。年货运量1 02．2万吨(。专业”占10％)，年客运量

656．2万人次(Ⅳ专业一占80％)．货运量和客运量分别比1 949年增长

1860倍和3097倍．

水路。境内航道159．5公里，比1949年减少104公里；平水可通行50

吨轮驳船，枯水只能行驶lo吨挂浆机船．“专业"船舶主要从事长江运

输，长江航线从富池口溯江而上1 93公里可抵武汉市；顺江东下884公

里直达吴淞口． 、

全县有8个港口，其中长江港口5个，富河港口3个。8个港口的港

区岸线总长14．7公里，共有人工建筑的码头3l座，泊位38个；仓库、

货场总面积27．15万平方米。富池和兴国两港拥有起重机7台，机械输

送线6条。其他机械32台。1 985年全县港口吞吐量为4 1 5万吨，比l 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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