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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蟊钾火
《德兴县交通志》主要记述全县交通运输的现状和历史，矛盾和

规律，盛衰和得失，它是反映德兴县水陆交通运输全貌的专业志，它

的编纂成书，是德兴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

《德兴县交通志》的编纂工作，历时三载，四易其稿．在编纂中

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指教：江西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省志编委会副主任姚公骞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志稿，给予多方

面的指教，还亲笔为志书题词；省交通厅史志办公室、上饶地区地方

志办公室以及地区交通处的领导和专家都分别对送审稿的政治标准、

体例、’结构、规范等方面进行了评审，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

《德兴县交通志》成书之际，我代表中共德兴县委、德兴县人民政

府，向为《德兴县交通志》的编纂进行热情指教和精心修改的各级领

导和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编纂人员，表示感谢!

《德兴县交通志》，根据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反映

建国后德兴县3 5年来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现状。但由于一文化大革

命一的原因，资料损毁严重，因而有的章节记述不够全面，需后纂者

进行增补．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兴县从一个闭塞的山区，走向改革开

放，展现美好前景，这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德兴县交

通志》的问世，不仅可为交通运输业今后的工作借鉴，而且对全县经

济文化的建设也都有裨益。是为序。



凡 例

一、《德兴县交通志》是反映德兴县水陆运输全貌的专业志，共

9章3 9节。除大事记和部分章(节)上溯至唐宋年间外，上限一般

为民国时期，下限止于公元1 9 8 5年底。 ‘，。

二、志书体裁以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根据史料进行

横排竖写。，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德兴县除水路的船筏运输外，没有

汽车运输，‘因此，志书重点反映建国后的3 5年。

四、志书以纪年编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

(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对于在公路建设和运输事业中出现的先进、模范人物，采用

搿以事系人”的方法，分别记述在有关章节中。

六、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所用地名，用普查后的名称，使用原

名时，在括号内注明现今名称。

七、志内的数目字，除引文和历史年号外，使用阿拉伯字。

八、志内引文，’保持原文未予删舍。
’一

九、志内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均沿用当时的通称，

不加政治定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德兴县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东与浙江省的开化交界，西与乐平

相连，北隔乐安河与婺源相望，东南和西南分别与玉山、上饶、横

峰、弋阳毗邻。面积2101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56268人，是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之一。

德兴县是个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区县。山上盛

产木材、茅竹和中药材，地下有铜、铅、锌、钨、金、银、．：：：硫、大

理石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以铜的蕴藏量最富，德兴铜矿为江西铜业

基地之一。县境内群山连绵，峰峦重迭。东部的少华山(三清tb)主

峰玉京峰海拔1 81 6．9米。中部的大茅山主峰海拔1 392．9米。西部的兰

村海拔3 2米，为全县的最低点。干流航道为乐安河。支流有体泉

水、李宅水、洎水、长乐水和建节水等5条，各自东南向西北汇入乐安

河后注入鄱阳湖。由于山高坡陡，溪小滩多，解放前交通闭塞。’民国

2 2年只有一条婺源至德兴白沙关l 9公里长的公路。因此长期以

来，丰富的山上资源自生自灭，腐烂在山中；地下的资源几乎没有开

采，群众深有体会地说： 膏我们手捧着金饭碗还要讨饭吃一。

l 9 4 9年5月，德兴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彻

底解放，成立了人民政府，由建设科分管交通工作。1 9 5 4年3

月，县人民政府设立了交通科，专管金县的交通运输工作。经受了交

通闭塞艰难困苦的山区人民，解放后尝到了修通公路的甜头。特别是德

兴铜矿和大茅山垦殖场在德兴建立后，修通了县城至林区金家，花桥，

龙头山和绕二等地的公路，公路沿线人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的
·殳o



变化，修公路与不修公路大不一样。现实生活使山区人民认识到：

。山区要想富，必须先修路”。因此，社(乡)队自筹资金，群众奋

勇出力，修路架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公路的发展情况来看，1949年

新中国成立时，县境内只有公路1 9公里， 1 9 5 7年发展到1 0 2

公里； 1 9 6 5年发展到4 9 7公里； l 9 7 3年发展到7 8 3公

里，使全县j 6个公社(场)都通客运班车，成为上饶地区第一个社

社通班车的县。 l 9 8 1年发展到9 5 9公里，为l 9 4 9年的5 0

倍，是全地区最早实现队队通公路的县。到1 9 8 5年底，全县共有

公路l 8 7条，总长999．70公里(全县每百平方公里面积就有5 0公

里公路)。其中干线公路3条，全长1 09．03公里；县级公路1 0条，

金长240．83公里；乡级公路l 9条，全长1 47．97公里；简易公路1 21

条，全长372．39公里；专用公路3 4条，全长1 29．48公里。从公路的

里程和密度来看，已经基本上构成了适应一定运输能力的公路网。

公路的迅速延伸，加快了桥梁建设的速度。1 9 4 9年，德兴县

只有1 l座公路桥梁，全长2 5 6延米。 1 9 6 5年发展到3 4座，

金长6 5 0延米； 1 9 7 5年发展到1 1 5座，全长2749延米；1 985

年发展到1 6 0座，全长4865．47延米。其中百米以上的大桥有l 6

座，全长1957延米。全县有96．6％的桥梁是永久性的。’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交通

运输工具在数量上不断增加，机型也在不断更新。l 9 4 9年，县里

没有机动车，直到1 9 5 8年才有一辆烧木炭的汽车。1 9 5 8年以

后由于中央省属厂矿(场)在德兴的发展，运输量不断增加，各种车

辆逐年增多。l 9 8 1年，全县有各种机动车1352辆，总载重量4533

吨，其中，中央、省属厂矿(场)有汽车6 8 3辆，载重量341 5吨。

1 9 8 5年全县机动车发展到1632辆，其中货车8 3 2辆，客车64辆，

·4‘



小型机动车8 9辆，特种车8 6辆，拖拉机5 6 l台。总载重量为

5088．4吨，比l 9 8 1增长1 1％。

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沟通了人民精神、物质生活的交流，促进

。 ，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大部分公路是在乡村道路的基础

上，由民工建勤突击完成的。加上路随山势，峰回路转，坡大弯急，

按公路等级的要求，全县到1 9 8 5年底有：二级公路19．26公里；

三级公路84．80公里；四级公路500．54公里；等外公路395．10公里，

约占公路总里程的4 0％。因此，仍需做大量的整修工作，使县内主

要公路逐步达到国家技术标准，以充分发挥公路运输的优势。

德兴的水上运输，在历史上曾经发挥巨大的作用。据l 9 5 9隼

统计，水上运输量占全县总运输量的7 9％。当时水路运输有三种：

一种是木帆船运输，主要是扶梢子船在乐安河上运送物资；第二种是

竹筏运输，在乐安河的5条支流中把山区的土特产品放运出山；第三

种是木竹排流放，把木材、茅竹扎成排，流放到乐平后扎成大排再往

外运。6 0年代以后，由于公路的迅速发展，新型交通工具的使用，

加上大兴水利、电力建设时，在乐安河的5条支流中层层拦河筑坝，

水路放运严重堵塞，水上运输相对减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

要航道乐安河的水上运输，有了相应的发展，机动船在不断增多。1 985

年，全县共有船舶60艘j，凶ca,吨位1384吨。其中机动船54艘，载重1312

吨，7 2 4马力，货运量为23425吨，周转量为1 1 57万吨公里。全年

财务总收入4 9万余元。

民间的独轮车运输，在全县队队通公路以后，显得非常活跃。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大地充满生机，人民精神开拓，

全县的交通运输事业欣欣向荣。在广大农村，钢圈胶胎独轮车发展很

快，到1 9 8 5年底，已达到每户一车。加上小型拖拉机运输专业户

·5·



的趟涌现，i个体和联卢的汽车运输不断增加，彻底改变了全县‘长斯
以来运输靠肩挑的落后面貌。 。 。

，。：。 7

．莨i：富悫光荣革命传统的德兴人民，用茸‘已的智’慧和双手，≮在。二张自

纸生，jj描绘了交通运输的壮丽图景，井在自己的实践。中扬长谴j短，、使

全县的交通运输四通八达，‘率船畅通，为开发老区经济，建谈社会显

义现代化祖国，傩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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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元二年(公元9 3 8年)建县后，在县城西北十公里处(今柏

垣村)的乐安河畔，设立官办渡口，．称为“皇办渡”现为柏垣渡。

宋一’／

迈将赴饶州德兴任县尉，送之至湖口石钟山停留后，经饶河至乐萤江

戴村港口，坐小船逆洎水河至德兴县城，登舒啸亭赋诗。

绍兴、乾道年间(1 1 3 l～1 l 7 3年)德兴铜厂开采的铜，‘一

由铜埠码头装船，’经水路乐安河运往饶州永乎监铸钱。’据饶州铸钱司

乾道二年(1 1 6 6年)统计：‘经乐安河运出铜23482斤。

7’县令杨祖尧在县衙门前创建和丰、一惠爱二座石拱桥7，元代陈晋雨

重新修建‘
‘ ’ 7 、

一‘ I，

兀

t 、

至正年间(1-3 4 1 o 1 3 6 8年)邑人罗普轩在二十七都(今

绕二乡)建造石拱桥一座，取名为普通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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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和村里群众开山凿石，建成五孔石拱桥，称寿元桥。 1 9 5 8年改

为公路桥梁，又名界田桥，是德兴公路桥中最大的古桥。

万历四十年(1 6 l 2年)德兴漕运在省城(今南昌市)惠民门

夕卜建有漕兑仓，在饶州府(今波阳)城外鄱江南岸建有水次仓，可贮

正副米9 9 3 4担，每年粮船至此兑漕。

清

康熙元年(1 6 6 2年)德兴漕粮正副耗米l 1 0 0 0石，除

1 7 9 0石给本省为“兵米”外，余皆漕运至京。德兴车船不便，有

升斗粮食都要肩挑背驮至香屯、黄柏漕仓，再以小船(每船装4 0石

左右)运至省城。由于溪滩浅急，船民常跣足冒雨雪拉纤行船，万分

辛苦。

嘉庆七年，德兴在乐平戴村河边建立漕运仓廒，每年积放漕米达

数百余担候船外运。

嘉庆十九年(1 8 1 4年)五月初二洪水骤发，交通中断，银城

街里行舟，四乡先后被淹，房屋漂荡，溺死多人。

嘉庆年间，在德兴水路要隘香屯设卡，有卡官2员，巡丁水手

2 4名，巡船1只。 ．

中华民国

元年(公元1 9 l 2年)县公署第二科分管交通工作。

1 4年(1 9 2 5年)县筑路委员会成立，负责筹款，派工及征

用土地事项。

l 9年(1 9 3 0年)德兴县苏维埃政府，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

济封锁，开辟了白沙关至浙江华埠的红色贸易运输线，以解决苏区食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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