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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万县港航运历史悠久。早在港口形成以前的石器时代，先良就利用舟楫捕鱼了。在万县

曾发现战国时期的巴人乐器——虎纽琼子，其上有船形图象，船上有旗有帆。这说明当时先

民不仅能利用长江进行航运，而且能利用风力扬帆了。
’

c|

．

从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 2年)万县港1：1崛起之时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及

民国时期，从港口的自然状态，到港埠的划界及简易设施，从单一的木船运输、到轮木船的联

运，从帝国主义入侵、到港口少民的反帝斗争，从正常的客货运输、到繁忙紧张的军运，其

事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无一不是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港口吞吐量大幅度增长，港口建设与港埠设施日新月异，港

口运输实现了机动化、拖带化，搬运装卸实现了机械化，港口面貌焕然一新。港口事业的发

展，离不开不断增长的地方经济的哺育，反之不断扩大的港口又有力地反作用手地方经济，

保证和促进了地方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欣欣向荣的万县港，显示了党和人民的业

绩。

但历史上就没有一本记述万县港崛起，演变及发展的专志。编修一本观点正确、是非分

职、体例完善、内容翔实的《‘万县港口志>，是我航运职工的共同愿望，也是港口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了解万县港口历史的老一辈革命者、当事者，年事已高，趁他们

还健在的时候，抢救史料，抓紧编纂，更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的了。为此，在省、地、市’

有关部门的关怀与指导下，在中心航管站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做了

许多工作，把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整理出来，试图写一本无愧于祖先、有益于今人，造福予

后人的《万县港口志>，以期达到囊资政一，“教育黟，和-存史"的目的。

在编写过程中，按照。尊重史实，秉笔直书汐的原见fJ，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作为指导思想，对建国前的历史，在肯定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斗争精神的同时，着重揭露了反

动派的黑暗统治。对建国后的历史，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伺题的决议>为准绳，用历史事实说话，着重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黟这两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

是，对于工作中的失误也作了简要的记述，目的是从中接受历史教训，更好地促使港口事业

的健康发展。

由于我们的政治、理论，文化水平低，以及编写工作没有经验的局限，错误与遗漏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万县港口志>蝙纂小组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凡 例

，一、断限。上限基本上从事件发生之时起，下限至～九八四年止。

二、内容。主要记述万县港口地方航运事业的发生、演变及发展。近代轮运兴起以后，．

对一些相关的事项，也作了简要的记述。‘由于港口事业涉及到干家万户、各行各业，因而对

有关事项也作了必要的简述。
r

三、港口大事记体例。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四、划期：古代，一八四。年前，近代，一八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结束为止，

现代，_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八四年为止。
。‘ 一

五、篇目；孝着“时经事纬弦的编纂原则，全书分八章，横排纵写，图表相属。

六、称谓·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辅以帝号纪年。．

建国前，一九四九年九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I

—r 建国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o 七、立传，遵照。生不立传’’的通例，本志对航运事业有影响的蒋吉祥立了传。

八、附录。凡章节中不便安插，而又具有。资政黟、_教育"和囊存史黟作用的，收辑
、

在附录中。。
二

’： ：
．．

九、注释。本志为记实体，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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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港区概况

万县港位于万县市，是长江上游仅次于重庆的第二大港。它濒临长江三峡，扼守川鄂晒

喉，自古为兵家常争之地。港区腹地，公路四通八达，其中三一八国道和与之相衔接的襄渝

铁路，是连接港口与省区内外的陆路交通动脉。地处水陆交通枢纽的万县港．历来是川东北、

湘鄂西，陕南，黔北的物资集散地；1978年襄渝铁路通车后，虽然部份物资流向改走铁路，

但川东片和与万县毗邻的兄弟省、区的部份地方，仍有十几个县的客货运输从此进出口。

万县市素有。川东门户黟之称，是四川四大旅游城市之一，又是万县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

j

第一节建置沿革

万县市历史悠久。虞夏为梁州地，西周后为巴国地，春秋战国沿袭。秦为巴郡地，汉为

朐忍县地。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 16年)始置羊渠县。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 3 o年)改

称南浦县，到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 2年)县址从江南迁至江北时改置鱼泉县，后周置万川

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 9 8年)再置南浦县。唐改万州，宋，元相承。明洪武六年(公元

1 3 7 3年)降为万县，清至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沿袭。。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

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第一次设置万县市，后与万县合置。巾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1949年12月，万县市第二次与万县分置迄今。 t

第二节位置交通

万县市位于东经1 0 8度2 5分，北纬3 0度4 8分。全市幅员面积为230．2平方公里，

其中城市面积由1 9 4 9年的4平方公里，逐步扩大到1984年的5．5平方公里。港口北岸有

西山，狮子山和北山，南岸有翠屏山隔江对峙，地势起伏，属深丘山城。因其濒临长江，又

有江城之称。全市现辖东、西城两个街道办事处，4 7个居民委员会，2个区，10个乡。现

有276，57 3人。从万县港沿长江上行可达宜宾，下行直通上海，并与海上交通连接。长航渝

宜，渝汉，渝申客班轮，下水在此过夜，上水到此停泊，拖，货轮也在此停靠，以补充生活用

品和装，卸载。地方船舶以港口为中心，上行武陵，西界沱、石宝寨、忠县、丰都、涪陵，

长寿，重庆，下行双江、盘石，云阳、安坪，奉节，巫山、巴东，秭归、香溪、宜昌，都有

客班轮行驶，拖轮则远航武汉，上海。港口水域宽广，正航道无暗礁浅滩，四季皆可通航停

泊。 ，·

、
·-

· ’～’

‘

。．建国前，万县港I=1虽然只有一条万(县)梁(平)公路连接，但总束J^．东北、湘鄂西，·，



陕南、黔北的重要驿道，自古就是商贾云集的场所。建国后，人民政府珐续修建了万(县)

利(川)、万(县)开(县)、万(县)忠(县)，万(县)云(阳)、万(县)石(柱)，

．万(县)巫(溪)等沟通县及县以上城市的公路干线，加上县、、区间已经形成的公路网络，

不仅把全区九县一市的物产资源地。土特产品地和旅游胜地同港口连接了起来，而且通过长

江干流和途经万县港口的三一八国道，也连接着省、区内外的广大城镇农村，目前已经形成

了长江横贯东西，公路遍布大江南北、以万县港为中心的向四周扩散的，放射形的水陆交通

运输网。 ．

第三节自然状况

万县港海拔高程，最低99．4 2米，最高2 7 6米。根据万县沱口水文站资料，1917年至

1 9 8 1年，年平均水位为108．03米，以1 9 3 7年4月3日最低，最桔水位为99．5米，

1 9 8 1年8月17日最高，最大洪水为142．08米，水位变幅落差达42．5 8米。最大流量为每

秒74，000立米(1981年8月17日)，最小流量为每秒2，780立米(1960年2月1 3日)。最大

流速为每秒5．06米(1961年7月1日)，最小流速为每秒0．7米(1955年3月22日)。含沙

量最大为每立米7，33 0克(1973年9月9日)，最小为每立米9克(1978年3月30日)。

万县市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湿度较大，霜雪较少。根据万县地区气象局资料，1955年

至1981年，常年年均气温为18．1。C，以十二j一、二月份最冷。最低气温是1955年1月5

日、11日和1975年12月15日，均为一3．7。C，以六、七，八、九月最热，最高气温是1972年

8月26日，为42．1。C。无霜期年平均2 9 8天，1965年最长，为33 5天，1976年最短，为25 8

天。年平均降雨量为1，178毫米，1979年最多，为1，531．8毫米，1966年最少，为844．2毫

米。年平均日照1，480．2小时，1963年最多，为1，713小时，1960年最少，为1，201．9小时。

主导风向为东北风，最大风速为10级(10米／秒)，一般为六级。月平均绝对湿度为18．2毫

巴，月平均相对湿度为百分之八十一。年平均雾日数为31．1天。暴雾出现较多的是晴朗天气

及其次展。每年十一、十二、一月为展雾盛季，恒见于早晨或上午。其他月份，雨后之次晨

亦偶有雾出现。晨雾一般是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卅分之间即行消散。年平均气压992．3毫米，

年最高气压为1，008．6毫米，年最低气压为679．9毫米。常年很少积雪，偶尔积雪其厚度也未

超过5-厘米。
’

第四节物产资源

建国前，万县市为商业城市。工业只有制造竹帘、陶器、铁器、士棉布、爆竹，棕绳和

编织袜子、手套，制造木船等小手工业。‘抗日战争期间，随着省外工商业的肉迁，万县市有

了棉纺、造纸、酿酒、发电、制革和制烟等小工厂。 ．

建国三十五年来，万县市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

展。根据万县市1984年统计年报，工农业总产值达4．讹元，较1949年增长2西倍，其中工
业产值为4．05亿元，增粤书7．i倍。全市现有工业企业2 7 2个，有电力、煤炭，化工，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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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袭、塑料、电池、纺织、酿酒、味精、缝纫、制革：造纸、造船、食品j‘罐头，机械以及

文教艺术用品等工业，职工由1949年的8，892人增加到7＆00 0入。+． “ 。

万县港腹地宽广、资源丰富。其输出在近代以桐油为大宗，蚕丝、药材、绪鬃、榨菜、

柑桔、生漆、茶叶、‘牛羊皮、黄裱纸等次之。从万县港中转的物资以粮、盐、糖为主，进口

以煤油，日用工业品为多。建国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_放

宽伊，， 。搞活，，方针的深入贯彻，煤炭输出量有了较大的增长，食品罐头，酒，味精和其他

轻工业产品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土特产品的优势有了进一步的发挥。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自1979年以来，过往旅客特别是外宾游览

参观的日益增多。一 ．，

第二章港口大事
·v、1· --●p

‘i二
’

一 ．． ． 一·_：’，-

一，在万县曾发现战国时的巴人乐器——虎纽琼子，其上有船形图象，船上有旗有帆：j

二， 。桔，汉时桔产甚丰，，故朐忍(今云阳、开县，万县，万市)，设桔官。后代无

闻，清末渐兴黟．。 +．．、 ’。
．． 。

三， -盐，·县产南市郭里长滩井，汉有盐官一。

四，_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 l 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溯江降下巴东入巴

郡黟。 ，

五，宋代，有川东一带的马匹，食盐经长江出Jll，并有自南浦运出的贡果。 ：～．、

。六，来军屯兵万州南岸。 一·，
，． ：’

七、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征万州，会战于瞿塘，获战舰千余艘。 ． ‘．

八，明代出口的商贸物资，有生漆、水牛皮、青麻，箱皮，牛胶、．山丝等六种。·‘’．

九，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大水，城坏j j‘。，， ，、。
．’

十，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入Jll，正月陷夔府，二月至万县留

屯。 ．‘

十一，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六月大水，万县城东南一带淹没。

十二、清咸丰十二年(公元1862年)水没小西仃，城基低陷者数段，东西南城塌八十五

丈五尺，裂四十余丈。 ．‘

十三、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大水，城不漫者仅西北炮台一隅，东西南城塌凡五十

丈五尺，裂4 0余丈，城墙尽倾。 、

又信古碑辫，清同治庚午(公元1870年)六月十九日大水涨至此。经观测，，此碑海拔

高程154．98米。 ． ，

、

十四、清光结十六年(公元1890年)，长江三峡纤道修成。

十五、为反抗清政府压迫剥削，光结十七年五月(公元1891年6月)，崔英河在万县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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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围县城，旋败。
‘‘

十六、1896年9月29日夜，距云阳县城之上1 5英里杨子江边的大场发生剧烈的山崩，

使河床原宽约1，200英尺，变为250英尺，上百只民船被阻。

十七，1897年，民船和纤夫，被分派在各滩险处搬运救济粮。这些纤夫巳是赤食之人，

因饥荒和疾病死亡甚多。还有许多暗中逃跑，免得承运官差。 ，

十八、帝国主义势力第一次插手川江整治，是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由海

关英国职员泰勒带领工程人员，于当年冬季到云阳县境治理兴隆滩，同时向清政府勒索经费

三千英镑。 ．

十九、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英人蒲兰田驾驶“利川’’号小轮，从宜昌试航

重庆成功，为钋轮航行川江之始。

二十、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12月27日，德。瑞生"商船由宜昌载客上驶，在

崆岭搁浅，倒车对锅炉爆炸，船长及乘客溺毙。以后一段时间，再无轮船试险。

二十一、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烟台签订的《中英通商条约》的续约中，

辟万县为通商口岸。

，二十二，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P年)，川江轮船有限公司开办于重庆，以_蜀通"

号轮船行驶宜昌——愿庆线，为川江自办轮船之始。
‘

二十三、1916年，美国美孚商行经理濮瑟德违更外人不得在中国内地置产的规定，骗买

聚鱼沱±地建油池，修码头，引起群众义愤，潢竟不顾群众反对，暖行施工，公然拦断遭

路，禁止民船停靠，从而暴发了万县人民反对美孚商行强占聚鱼沱土地的斗争。

二十四、1917年重庆海关在万县设立分关。从此，万县港也和渝、汉，申等地一样，成

为货物直接报送出口的口岸。

二十五，1917年7月20日洪水，海拔140．43米。

二十六、1918年lo月6日，税官遣英国兵轮。蹄耳"号至万县，与田钟谷交涉取消过江

税事，不妥，开炮六响示威，田钟谷即自是日通电取消税卡。 ，

’

二十七、1920年7月26日洪水，海拔140．30米。 。

二十八，1920年渝夔护商万县分处成立。

二十九、1921年7月16日洪水，海拔142．07米。 。

三十、1922年8月1】日洪水，海拔138．37米。
’

，

三十一，洋商停止租用民船，使之陷于失业。，民船行会于1922年要求若干种类的货物，

特别是食盐，必须留给民船载运，并且坚决要求轮船在枯水季节停止航行。 ：

三十二，1924年5月，全川江防军江防费万县经收处成立。 ’

三十三，1924年夏，川楚帮木船在万县陈家坝暴发了反对英国。万流力轮垄断桐油运输

的斗争。

三十四，1924年万县知事仝署规定，上水棉布、海带，下水油，盐、粮、纸，仍归民船

装运。1925年又规定，四月一日起由轮船装运，十月初一起由木船装运。不久，万县知事

张、会同城防司令刘致函海关，今后不再加限制，是装轮船、还是装木船，听凭货主自

便。 ，



。兰十五、1925年和1926年重庆、万县和巫山峡一带匪风特别炽烈。几乎每只轮船，在宜

渝间航行中都被枪击，差不多每个烟囱上都有弹孔。 一。

三十六、1926年9月6日，万县发生九·五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英怒潮。

三十七、1926年万县商埠督办署成立，1928年改为万县商埠局。同年，又改为万县市政

府，杨森兼任第一任市长。
’‘‘

一∥ T-

三十八、1926年，万县商埠码头捐征收处成立。 ‘．， ’：

三十九、1929年成立川江航务管理处。1935年改为川江航务管理总处，万县设办事处。

1938年改为川江航务管理处万县分处。 1． 一 “ t’

四十、1930年5月，渝宜华轮联合办事处万县分处成立，经理彭让卿，简芝僧。 ·。

四十一，1931年．8月9日洪水，海拔139．13米。

四十二、1933年，民生公司在万县成立代办处，1934年改为办事处，1937年成立万县分

公司，1952年9月1日公私合营。

四十三、1935年，四川省船舶总队部在万县设立第五大队。

四十四、1935年9月27日，从万县放运宜昌煤炭六载，被匪阻停巴东县。该县下游有匪

盘踞，对来往船只，每船要缴一百元或八十元才能通过，否则将船扣留，用刑吊打板主，是

以各板主畏缩不敢下行，现停该处木船不下百只。

二四十五、1936年，招商局在万县设临时代办，1937年改为万县办事处，1940年升为万县

分局．1945年12月降为办事处，1950年改为中国人民轮船公司万县办事处。． ，。

__ 四十六、1936年8月6日洪水，海拔137．85米。、

四十七、1937年春旱严重，灾荒遍野。6月1日民彝轮抵万被扣，次晨载万县驻军官长

3 0余人上狐滩龙洞求雨。 ，‘’-

四十八、1937年4月13日晚10对，万县上沱河坝失火，延烧大小街道1 9条，损失近

．3 0 0万元。 一

‘

四十九、1937年7月20日洪水，海拔138．30米。 ．_}·
’

、一

7． 五十、】937年12月1日，民元轮由万差宜，因所载之补充兵清查时发生差欠，迫船返港

寻觅，在岸上强拉壮丁队人员补充，发生冲突，致使船停航无法开出。

五十一、1938年7月9日牛后三时许，距小周溪下二十五里余家咀地方，突被匪徒二十

余人将余家咀场抢劫一空，民生公司收煤站损失甚重。

。五十二、1938年9月5日洪水，海拔139．06米。
’

五十三、1938年9月一1939年5月，川江航务总处万县分处在杨家街口，聚鱼沱、陈
家坝设派出所，检查轮船漏税物资。．4

五十四，1938年驻万军队有陆军第八十八军，第二十九集团军。集团军在万设军运办事

处，蒲炜任处长。‘

五十五、1938年，民生公司致函万县海关t冬季水桔．江道渐窄，天气日短，轮船均于晚

上到达，请在千金石咀，聚鱼沱咀、徐沱咀、饿狗堆、中滩子等处，晚间各安设红灯～盏。

五十六，1938年10月，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在万县成立办事处，主任施复昌。

五十七、财政部鄂岸盐务办事处于1938年11月迁至万县办公，处长刘宗翼。’

5



： 五十八、1938年11月22日，交通部汉口航政局重庆办事处移万办理航政事务，主任俞国

成。 一

五十九、1938年在万县设立的机构还有。军政部万县船舶管理所，后方勤务部船舷运输

司令部，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万县转口办事处，川江驻万民船业同业公会。

六十，1939年2月，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第一办事处在万县成立，严 陵任主任。

六十一、1939年2月28日，日本飞机轰炸万县，万县民生分公司电台，宿舍全毁，徐沱

堆栈全烧，船员张炳荣等四户八人遇难。

六十二，1939年6月，汉宜湘引水公会驻万办事处成立。杨子江同益引水公会同时成

立。

六十三、1939年8月，中华海员公会直属领江支部驻万办事处成立，傅兰亭任主任。

六十四、1939年6月24日，日木飞机八十多架次，轮番轰炸万县。万县民生分公司囤船

及驳船各一艘被炸。
‘

六十五、1941年8月30日，日本飞机二百余架次，分十批袭Jll，分别在万县陶家溪、明

镜滩、徐沱炸沉民宪、民太和民政三艘轮船。

六十六、1942年在万设立的机构有s强华轮船公司万县分公司，湖北建设厅航务分处，

万县水上巡查队，运输统治局万县检查所，第六战区万县军民合作站。

六十七、1943年成立万县警备司令部水上联合巡查队，由一六五团，宪兵十一团、万县

警察局等联合组成。

同年六月底止，民船商业同业公会，船员工会停止活动，新成立各江区民船商业同业全

会或船员工会。

六十八、1944年8月3日下午五时许，万县港遭受狂风冰雹袭击，电话线、电灯线被吹

断，民生公司的货栈，油栈，煤栈、囤船及性路黟小火轮均受损失，计38，468元(修复预
算)。

六十九，1945年9月5日洪水，海拔139．51米。

七十、1946年民生公司业卷726载z ·民生公司自民国二十八年以来，每年亏损，尤以

本年为甚。仅今年上半年结算，亏损达4 7亿以上，竞超过以往七年亏损总和之九十余倍，

其最多原因为差费不及成本六分之J。
七十一、1946年2月5日，后勤部指挥官陈独真，顾兆平，禁止民苏轮船员离船，并督

令船长李鸿云改开汉口。

七十二、1946年7月8日洪水，海拔137．66米。

七十三、1947年6月8日，民苏轮由汉差渝，装汽油700桶到宜后，宜昌水运处不遵守

装运危险品禁止搭客的规定，批准零星官兵2 0余人上船。6月13日至万，又有退役官兵百

余人强行搭船，经多方劝导，始下船八十余人，其余仍强搭民苏轮上驶覆庆。
。

．·

七十四、1949年11月24日，万县非战斗人员巳开始疏散，川鄂绥靖公署下令将所有船只

集中北岸。 。

’

．七十五、1949年12月8日，万县解放。
、

。七l卜六、1949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电令：建置万县市'．万县

高。



·人民政府迁至沙河子。j1 6日，．万县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 。‘．

．，七十七、1949年12月，万县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原航政机构，成立了航务局万县办事处。

并接管了招商局万县办事处，于1950年5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轮船公司万县办事处。．1951年6

月15 El，航务局万县办事处与中国人民轮船公司合并，成立长江航运管理局万县办事处。

1952年5月改为长江航运营理局万县港务管理局，1958年改为四川省万县专区港务局，1962

年恢复为万县港务管理局。。
“

七十八、1949年12月，万县区专员公署公安处水上公安局万县市水上派出所成立，1952'

年改为万县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

七十九、19"52年，西南内河航务第一分局万县管理站成立。1953年2月改为四川内河航

运第一分局万县管理站，1954年1月改为四Jll内河航运第一分局万县专区中心管理站，1954

年10月改为NJli省内河航运管理局万县中心管理站，1957年改为万县专区交通局直属内河管

理站，同时成立万市、万县内河管理站。1962年8月，恢复万县中心航运管理站建制，同时撤

销万市、万县航运管理站，在中心站内设万市，万县航运管理工作组。1980年，万县地区行

政公署万署发(1980)字第4 3号文批准，子1981年成立万县市航运管理站和万县航运管理

站。 ‘

， ．。

八十，1953年4月2日，NJII省人民政府(53)字540号命令，公布施行·船民协会组

织通则劳。随即成立万县港船民协会筹备会，1954年2月22日正式成立_万县港口船民协

铲． 、

+

八十一，1953年4月，四川省人民政府(53)701号通知t ·四月一日超，航管站接管

联营公司水上业务⋯⋯取消原有私人联营社力。 ．’

．，八十二、1954年6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内河短航木船及渡口暂行管理办法。

八十三，1954年8月4日洪水，海拔138。9米。 。

八十四，1955年5月1日成立万县市短航渡口管理所，接管了原万县搬运公司渡江站，

1 1月份又接管了万县港务局驳运站。

八十五，1955年6月20El，万县专区防洪委员会防洪(55)字第001号通知，委员会由

万县专署、军分区、公安处、地委农工都，工变部、专财委、1专稂局、专署交通科，港务局、

中心航管站、专区邮电局、监察处、保险公司、合作办事处等单位组成。并推选赵唯为主任

委员，陶怀德、陈天民、王仲英、王炳南为付主任委员。

八十六、1956年8月，渡江站、驳运站合并成立万县市短航木船运输合作社，长航木船
成立万安木船运输合作社。

：． 八十七、1958年4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四川省内河运输事故处理暂行办法(草
案)。 一 ．

八十八，1958年12月13日，万县市人民委员会市财经(58)字第1 6号批覆‘万县市和

平、短航木船运输合作社与万县市造船业公会合并成立地方国营万县市船舶运输公司．改集

体所有制为全民’’。 ． t．
，

··-八十九、1959年，万县市船舶航运公司自力更生，建造了_交通1号一机动船，开创了
．港口地方船舶运输机动化的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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