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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交通运输是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先行，是人民生活

的必需，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古今中外，物资的互通有

无，经济的繁荣昌盛，科学，文化的兴旺发达，人民生活的

改善与提高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恩格

斯所指出的。 “人类之历史，始终不得不和产业史与交通史

关连着而被研究，被整理。弦

资兴位于湘东南，八面山西南端，未水上游，接近粤

赣。资兴的交通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东江与耒水已经

通航。明代以前，有驿道由耒阳，永兴经兴宁(资兴)过

桂东，汝城通广东。但自东汉永和元年建制至民国时期的一

千八百多年间，境内的进出物资主要依靠肩挑背负，交通运

输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资兴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40年的努力修建，巳建成以公路为

主体，铁路为骨干，水路为补充，围绕市区中心，四通八达

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

对于资兴交通运输业的历史巨变，过去没有科学系统的

整理记载，在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盛世，根据

省，地、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资兴交通志编纂领导小组和全

体修志人员，勇于探索，从档案馆到各机关，从全市城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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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长沙，跋山涉水，走厂到矿，采集资料，面壁数载，

辛勤笔耕，编纂成《资兴市交通志》，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

值得庆贺。

《资兴市交通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以大量的翔实史料，论述了古、近代及当代

交通运输业的历史和现状，集地方性，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于一体。这对于了解资兴历代交通，进一步发展资兴交

通事业，促进资兴经济发展是很有益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交通网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使之不断臻于完善。《资兴市交通志》的成书，旨在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以便存史和资治

之用，它对于促进资兴经济的振兴和交通事业的新发展，必

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2

谢基辉

1995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为市内区域性交通运输事业专志，凡辖区范围

内的交通事业，均纳入本志。

二、本志取事一般上限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下限

为1990年，必要时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全志设志首，正文、附录三部分。正文按章，节，

目，子目四个档次安排。

四、概述主要综述全市交通运输事业的概貌与特点，以

总揽全志。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裁，以时系事，体

现全市交通事业发展脉络，为全志之经。

六，按照“详今略古矽的原则，本志重点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内容。

七，本志力求观点正确，资科翔实，符合志体，行文规

范，文风端正，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和行业特征。

八，本志文体为记述性规范语体文，分述，记、志，

图，表、照，录七体编纂，以志体为主．

九，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省图书馆，各级部门

档案室和部分口碑资料，不另加注释。

十、本志行文按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10月

I 3日《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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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资兴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都，耒水上游，罗霄山脉

南端，地理坐标东经113。087至113。447，北纬25。347至
2 6。18 7间，平均海拔630米。东靠桂东，南邻汝城、宜章，

西接郴县，北联永兴，安仁．鄙县。东西宽60公里，南北长

8 0公里。地势东南部高，西北部低，最高点(八面山)
2 0 4 2米，最低点(程江口)106米。地貌属山区，山脉连

绵，溪流密布，河流纵横。总幅员面积2749平方公里，辖

2 of乡，8镇，1个办事处，275个行政村，2825个村民小组，

总人口35万人。自东汉永和元年(1 3 6)建制以来，三易县

治。1984年12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县改市后，城址于1988年

由老区兴宁镇搬迁唐洞新市区。

资兴交通，自东汉永和元年建制后，县内逐渐开通驿

道，接长沙通往广东驿道干线，经耒阳，永兴、汉宁(今资

兴)、汝城与广东仁化县相接。到明、清年代，境内有正道

4条，幅射四方，总长1 6 7公里。北往京城，南通广东，东

与陡东、江西交往，西近州府。还有支线6条，总长2 1 o公

里，直达各集镇乡村。民国时期，境内每日从事天距离肩挑

背负贩运者达千人。

水路，耒水上游东江和支流程江、资兴江贯穿境内南

北，经耒水入湘江，可达长沙、岳阳，武汉、南京。古志曾

l



载有矗三都煤炭下南京，冶铜提炼加造币黟的俗言，赞资兴

水上运输历史悠久。明代，有木船八十二只，清代船舶

l 2 9只，到民国时期，拥有船只2 5 7艘，大宗货物全赖水

上运输。如煤炭、木材、楠竹、钨砂等货物，年输出量达

4．5万吨。

民国26年(1937)，资许铁路支线兴建，至民国30年

(1941)分两段修通，中隔鲤鱼江搭木便桥，设轻便轨道，

用斗车驳运，境内18．4公里，年输出烟煤1．6万吨。1945年

日本侵略军入郴后，桥梁遭破坏，线路中断。

民国22年(1933)，郴资公路动工兴建，因时局不稳，

经费紧缺，延至民国37年(1948)，延续16年，将资鲤段

2 6．7公里，完成简易土路试车。境内大部分乡村腹地的运

输仍靠人力挑运，特别是地处八面山南端的山区农村，山峦

重叠，沟壑纵横，陆不通车，水不行船，“高山小路入云

霄，千年扁担压弯腰’’，运输艰难，一如往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群众，大办交

通，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过40年的建设，资兴的交通运

输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形成以铁路运输为动脉，公

路运输为主体，水路运输为辅助，飞播除虫绿荒山的纵横交

错，四通八达的陆海空交通运输新格局。

l‘JSl年，国家投资1 5 8万元，修复资许铁路和鲤鱼江铁

路大桥，1952年元旦正式通车，境内18．4公里，年货运量完

成8．5万吨，1953年开始旅客列车运输。1956年，完成旅客

发送量18万人次。到1985年延伸至各厂矿企业专用线14条，

总长33．79公里。境内共有铁路15条，总长52．19公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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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5个，年办理货运量1 8 6万吨，旅客发送量70．8万人

次。

50年代，境内水上运输仍为主导地位。在人民政府的重

视下，连续整治航道，改善了通航里程86公里，拥有木船

3 1 6艘，年货运量6．8万吨。1958年鼎盛时期，船只发展到

4 9 2艘，年货运量8．6万吨。1964年以后，境内河流栏河筑

坝，不建过船设施，水上运输先后断航。1986年。东江电站

关闸蓄水后，形成库区航线1 5 o公里，到1990年，新发展各

种机动船413艘，非机动船314只，年货运量12万吨，周转量

3 7 0万吨公里，客运量42．6万人次，852．4万人公里。

公路交通事业发展很快。1950至1952年，县人民政府发

动沿线群众，对郴资公路资鲤段26．7公路，莉用农闲时机突

击整修改造，铺设路面，确保车辆运行．尔后，连续发动群

众，兴修资彭和鲤鱼江至高坡公路。到1960年，共新修公路

l 1条150公里，鲤鱼江、木根桥、香花，三都，蓼市，七

里、高码、城厢、旧市，碑记，坪石、何家山、青市，州门

司，波水、兰市、彭市、汤市等18个乡镇先后通车，为发展

资兴工农业生产开创了有利条件。60年代，开始向林区发

展，先后修建滁口、黄草，龙溪、烟坪，团结等5条公路，

共长76公里。进入70年代，新修厚玉、渡头，清江、连坪，

皮石、东坪等6条公路，全长87公里，于1978年实现了乡乡

通公路的目标，并新建了大部分村级公路，到1985年通车里

程1278公里，公路桥梁129座，总长2965延米。1986年国家

重点工程东江水电站关闸蓄水后，淹没公路263公里，公路桥

梁4 6座1310延米。截至1994年，总通车里程1335公里，境内

每百平方公里拥有公路50公里。其中省道70．79公里，县乡

§



道322公里，乡村道809公里、专用道114公里、城区道19公

里。公路桥梁I 4 4N，总长2953米。全市有2 7 3个行政村通

了公路，占总数的99％。

公路管理和养护，铺设油路40公里，路面等级逐年改

善，翌J1990年好路率达88％，省道100％实现良等路面，进

入全省先进先列。

公路的发展，为公路运输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5 O年代，由湘运郴州公司派车在资兴经营运输业，年货运

量不足10万吨。1952年开始公路客运。1956年客运量2．81万

人次，周转量91万人公里。到50年代后期。境内厂矿企业始

有货运车辆，运送本单位生产，生活物资。1978年境内有货

．运汽车2 3 7辆，年货运量44．5万吨，周转量1340万吨公里，

客车18辆，年客运量20．85万人次，周转最514万人公里。

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

展，交通运输行业全方位放开，鼓励全民办交通，出现了全

民、集体、个体一齐上，多层次、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的

公路运输事业新格局。运输车辆发展甚猛，1985年汽车拥有

量897辆，年货运量125万吨，周转量4116万吨公里，客车

8 9辆，年客运量217．52万人次，周转量3504万人公里。

到1990年，汽车拥有量达N1246辆，其中客车1 2 7辆，年完

成客运量3 2 3万人次，周转量5280万人公里，与1978年相

比，分别增长7．05倍、15．35倍和10．27倍，货运车1119辆，

年货运量2 3 3万吨，周转量6248万吨公里，分别比1978年增

长2．4倍、2．6倍和2．3倍。

装卸搬运业也发展很快，由50年代百余人的装卸企业，

巳发展到上千人的装卸队伍，年装卸量达5 0 o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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