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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j德江交通志，是记述德江交通演变过程的一部专志。由序言、概

述、机构设置、交通建设、交通运输、交通管理以及交通大事记、后记组

成。

二．全志以记、志、图、表、录为框架，以篇、章、节、目为档次。

三．本志取事内容，上限时间不限，下限至．1989年，以详今略古原

则记述交通事业的发展。

四．地名用当时名称，酌注今名，机关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

后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

五．桥、涵等级的划分，按交通部统一规定标准。

六．本文中的露为混凝土曲速写，撒钢筋混凝土的速写。’
七．运输工具计量单位：木船称只，机动船称艘，汽车称辆，拖拉机

称台，飞机称架，牛马车、人力车称部。

八．公路起讫点桩号是里程加米。．

九．本志资料来自档案部门、交通单位和知情人的提供，编纂中一

律不注明出处。



序 言

交通是人类往来的纽带，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经济建设的先行。

交通建设的发展规律，是从荆棘遍地的蛮荒到羊肠小道、驿道、公路、铁

路、航空、航海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德江交通闭塞，除利用乌江航

道外，没有其它交通设施。民国2．8年(1939．年)才始建公路，至1949年

仅有通车公路和毛坯公路58．3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德江各

族人民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修建公路，发展运输，奋力改

变落后的交通面貌。40年来，乌江航道由分段通航变为直达通航，公路

也从58．3公里发展到588公里，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

络。各种机动车、马车、机动船、木船日夜奔驰在陆地和水上。交通事业

的不断发展，基本结束了肩桃背驮的运输历史。 。

《德江交通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铜仁地区交通局史志办公室、德

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交通系统老

前辈的热情协助。经过编委“行万里路，阅千卷书"的广征博集，反复考

证而集成问世。《德江交通志》较全面地记载了德江交通事业的发展。特

别是对近40年来的巨大变化作了详细记述。它对总结前人，启迪后

人，受益当代，惠及子孙将起着积极作用。通过修志，将德江人民艰苦创

业的精神载入史册。值此成书之际，特向为《德江交通志》作出努力的单

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安祖烈



概， 述

德江县位于黔东北铜仁地区西部，东径107。38’一108。251，北纬

28。007—28。38’。东邻印江县，南接思南县，西壤凤冈县，北插务川与沿

河两县之间，东西宽63公里，南北长67公里，呈三角状，总面积2077

平方公里。最高点为西北部与务川交界的羊角脑山峰，海拔1534米，

最低处是东部乌江边的望牌渡口，海拔320米，相对高差1214米，县城

海拔526米。整个地形为西北部高，中部较平缓，东部稍低的坡状起伏

斜面，其间山峦重叠、河谷纵横，沟堑深切，武陵，大娄两大山系被乌江

截分，纵贯南北，东岸属武陵山系，占全县面积的33,33％，西岸属大娄

山系，占全县面积的66．67％。县城距贵阳340公里，距铜仁263公里。

全县辖8个区(镇)、58个乡(镇)，1989年总人口384046人。其中少数

民族205054人。

德江的交通运输，在明清两代即有雏型。时，德江县的前身安化县

治所以思南为中心；有水陆交通运输。．水路有乌江天然河道分段通航，

输出土产，运迸川盐及百货。虽通舟楫，然滩险水恶，上下物资转载盘

滩，船只航行艰难。潮砥至涪陵之间，最大船只载重19．2吨，中型船只

载重12．5吨；潮砥至思南之间，一般船只载重4吨左右。陆路有驿道

敷设，沿途分段设铺。印江抵沿河，途经德江有枫香溪铺(枫溪乡)；思南

至务川，途经德江有蛇盘铺(后改为煎茶铺)、松溪铺、天井铺；沿河至务

川j途经德江有石马铺(泉口乡)。这些驿道都是绕县境边缘而过。后县

治所迁至大堡场，为开辟场镇，修整乡村人行道，俗称“官道"，主要有由

县城至沙溪、泉口、望牌、潮砥、铺子弯(大兴)、梅子坳、塘坝等7条，但



多跋山涉水，行走、运输十分艰难。

迨至民国28年(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修建遵思公路，途经德江

境梅子坳至懵懂界38．3公里，民国30年(1941年)建成通车，还动工

修建德江至煎茶公路20公里，与遵思公路衔接，民国32年(1943年)

基本建成，但没有汽车通行。1949年，因乌江盐船受阻，曾出现斗米换

斤盐的局面。

1949年lO月1日后，德江县人民政府率领人民大众，开发山区，

兴办交通事业，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修建公路，发展运输，奋

力改变交通落后面貌。1951年至1955年，整修和改善县城至各区乡人

行道路，组织人力运输，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修复改善遵思公路德江段，

整修德江至煎茶公路，积极组织牛马车参加社会运输。 ．

1957年德沿公路建成通车，1958年德务公路煎茶至新田建成通

车。从此以德江县城为中‘心，与四邻各县相通。北抵沿河通四川；南抵

煎茶上贵阳下铜仁，并与务川相通。促进了省、地、县之间的人员往来及

经济开发。继后建成县城至沙溪大土煤厂公路，解决了民用煤和工业用

煤的运输，发展工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1970年至1975年，建成县城至闹水岩、县城至新滩、县城至潮砥、

煎茶至楠杆、湖砥至枫溪等公路，共129公里。使县城和乌江沟通，形

成水陆运输一条龙，同时达到了区区通公路。牛马车、机动车、木船、机

动船相继得到发展。

1978年以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奎会精神指引下，德江公路建设、

交通运输发展较快。最为突出的是1984年以来，国家动用粮、棉、布以

工代赈修建公路·历经公路新建、改建，至1989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588公里，路网密度每百平方公里达28．31公里。德印公路建成通车

后，为潮砥9个乡的交通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小溪大桥建成通车，使



j德江唯一不能通公路的潮砥区公所驻地通了公路。到1989年止，全县

已有8个区(镇)和52个乡(镇)的公路建成通车，仅有洋乐、龙桥、杨

河、石板、旋溪5个乡的公路尚未建成。

公路建设之花，开出了运输业的硕果。德江从1950年10部马车

起，至1960年牛马车发展到844部。至1989年机动车发展到540辆

(台)，已有8个区(镇)和24个乡(镇)通定时客班车。乌江航道通过整

治，潮砥、新滩两大险滩的旧貌已成历史，现木船、机动船上下其间如履

乌江的一般水面，潮砥塔坪、新滩等5处渡口，将千年以来人工推渡的

‘木船改为钢壳机动渡船。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基本结束了扁担、箩筐l

绳索、抬杠肩挑背驮笨重的运输历史，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昔日“出f1难、

行路难、乘车难”，打破了德江处于半封闭状态的桎梏。同时对矿产资源

的开发利用、城乡商品的流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都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展望未来，德江的交通建设、交通运输将会出，现欣欣向荣的新局

面，为建设德江，振兴德江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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