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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是一部记述恩施自治州管辖区域的交通专业志书。按

略古的原则．记事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于1989年底，个

实延到1990年。 ．

2．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恩旅

自治州交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3．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志首设大事记和概

述，综述历史和现状。

4．本志分记、志、传、图、表、录六体编纂。照片集中放在志书正

文之前，图、表穿插于志书之中，附录和评审人员名单载入志书之

末。 ，

5．本志按交通门类，依次分设陆路、公路、水路、航空、科技教

育、机构、人物七篇。篇下设章、节、目。横排竖写。

6．交通各部门称谓变更频繁，为尊重历史，均以时序记述当时

称谓。 ·

7．本志书的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朝代年号

或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

元纪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的记述，简称为建国前、后。

8．凡对恩施自治州交通事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人员。除简

介和列表记述外，其余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载。

9．文中的“恩施专员公署”，“恩施地区”所辖8县与“鄂西自治

州”所辖8县同。文中有时称“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鄂西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9

治州”、“鄂西州”或“州”。1993年4月改称恩施自治州。

lO．本志附录除简述县、市交通概况外．另收集部分文献辑存、

轶闻趣事等，以资备查。 ．



总 序

交通历来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湖北五千余年文明史中

的每一进程，无不凝聚着先民开拓交通的聪明才智，无不从一个侧

面体现着她的这种地位和作用。 ．

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江汉平原的氏族部落就开始有了交

通。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激沮漳水为泽，南通长江，北循杨水达汉

江。尔后逐步开拓形成以郢为中心的车马大道，通连四方诸侯国。

到隋唐对期，连接江陵、襄阳、江夏的三角形骨架驿道干线通州连

郡。加上同长江、汉江相连的千佘河湖组成的漕运网，对促进南方

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清末民初，省内兴起轮船和汽车运输

业，不仅引起湖北交通质的飞跃，而且也促进了境内经济的，发展。

抗战期间民众齐心修筑的巴柯人行道．曾为保障湖北战时交通，夺

取抗战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制度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制

度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湖北交通虽有所进步，但步履蹒跚，交通

事业虽有所发展，但曲折艰难。到1949年，湖北航道码头仍然多处

于原始状态，公路虽曾修建过6 000余公里，但大多是标准极低的

土路．桥梁多系木桥或临时便桥，且因长期失养失修和屡遭战争破

坏．全省解放时能通行汽车的公路不足1 000公里。金省地方交通

仅有轮驳船34艘，1·246吨位，营运汽车除私营商车约700辆外，

公营汽车仅57辆。运输仍主要依赖木帆船和人畜力车等原始工

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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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北工农业

生产迅速增长．交通事业也相应得以较快地发展。一些群山壁立．

陋桥断浦的偏僻地区，建起了条条盘山公路，架起了座座永久性桥

梁。昔日西风瘦马、孤帆萧索的古道野山。成了车如流水、轮笛千里

的运输干线。至1989年，全省已有公路47 335公里．通航里程

8 952公里(含境内长江通航里程1 053公里)。与1949年比．地方

航业轮驳船吨位增长593倍，营运汽车数量增长17倍．客货周转

量分别增长1 140和120倍。公路养护、航道整治、桥渡建设、交通

工业等方面都有较迅速的发展。全省已逐步建成以武汉、襄樊、宜

昌大三角经济区为中心，以76条干线公路和长江、汉江为主：f的

水路运输网。

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境内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不

少长期封闭的贫困山区。修通公路后加速了同外界的交往，走上了

致富之路。无数乡镇企业凭借交通之便．扩大物资交流．得以蓬勃

发展。

今天．交通事业在促进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文化交

流、巩固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巨大作，军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渴望了

解湖北交通．为建设湖北交通作奉献的人也越来越多。为此．我们

依靠全省交通职工，组织省公路局、运管曷、航务局和各地市州交

通局，共同编撰出版湖北省交通志丛书。旨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通过翔

实的资料．合理的编排。全面客观地记述湖北公路、公路运输、水路

运输和各地市州交通局的历史和现状。向热心于研究湖北交通的

各界朋友提供比较系统的历史资料。给致力于湖北交通改革和建

设的仁人志士提供可资借鉴的科学依据。以促进交通的发展。使其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湖北几千年交通史．是众多先驱和劳动人



总序3

民造就的。我们这套丛书，力求如实记录湖北人民筚路蓝缕、披荆

斩棘开拓交通的光辉业绩。以弘扬先辈美德。希望全省交通战线职

工都学>--j、了勰和研究湖北交通的历史，从中寻求发展湖北交通的

客观规律，吸取爱国主义的可贵教益，激发热爱湖北交通、建设湖

北交通的志趣情怀．为振兴湖北交通事业而百倍努力工作．谱写出

更加灿烂的湖北交通新篇章。≮

湖北省交通厅史志编审委员会

{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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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从历史上看，少数民族

地区与汉族地区的差距，主要是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而民族地区之

所以落后，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不发达。恩施自治州由于历

史上长期受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生产力水平低

下，交通运输长期靠人力肩挑背驮：到1936年才有公路，又因战争

连年，民不聊生，至1949年仅有低等级公路396公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交通事业的发展。特别

是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新的历史时期，州委、州政府把发展

交通事业作为解决群众温饱、脱贫致富的战略措施来抓．恩施州的

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209、318国道纵横贯穿我州，省道、县

道、区乡道形成网络．闭塞的山区．高路入云端，望河兴叹的天堑，

如今变通途。交通运输出现“货畅其流，人便于行”的新局面。

盛世修志。存史资治。《恩施自治州交通志》的编撰者，以鲜明

的政治观点，翔实的史料，完善钧体例，科学系统地记载了恩施自

治州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经验和教训。重点记述了建国以

来我州交通运输事业的蓬勃发展及其丰硕成果，展示了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广大干部群众世世代代为发展交通、艰苦创业、奋力

拼搏、锐意进取的光辉业绩。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是一本

值得一读的地方性专业志书，是恩施自治州文化建设方面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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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它为全州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和精神财富。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为《恩施自治州交通志》编

纂付出辛勘劳动的同志们深表谢意，向为《恩施自治州交通志》编

纂给予大力支持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 ●

国莲
夕

1993年5月

陈德贵．中共恩施州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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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自治州属老、少、边、山、穷地区，社会生产力低，交通运输

长期靠肩挑背驮。民国时期，国民党为“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

地需要，先后修建恩施、来凤两处军用机场和巴(东)石(咸丰石门

坎)、咸(丰)来(凤)两条公路，但交通仍然闭塞。

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山区交通建设。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

导下，依靠群众，依靠交通系统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民工建勤”的

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掀起几次修建公路高潮，至1980年全

州通车里程达5 014．9公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领导及中直、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多次

莱恩施视察和检查工作，对加快山区交通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在政策上给予倾斜，资金上给予扶持，人才上给予支持。州委、州政

府进一步加强对交通工作的领导，从而使恩施州的交通建设出现

新的飞跃．到1989年底，全州通车里程增加到8 050公里。如今，

交通运输初步形成国家、集体、个体以及各种运输工具一起上，多

渠道、多层次、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新椿局。

为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策励将来，在州地方志编纂

办公星和省交通厅史志办公室指导下。州交通局编纂《思施自治州

交通志》。这在恩施州的历史上还是首次．是全州交通系统修志人

员数年来辛勤耕耘和艰苦工作的结果。编纂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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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原则．以严肃认真的科学

态度．真实记载旧中国恩施州交通闭塞的状况和新中国恩施州交

通运输的巨大成就。为全州交通职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

同时也为关心交通事业的同志了解恩施州交通事业发展进程提供

信息．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把恩施州的交通事业办得更好。

《恩施自治州交通志》将出版问世．在此谨向为本志提供资料

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指导本志编写工作的学者。参加评审的领导、

专家和交通系统的老前辈一并致谢。

套嘭，占

李先池，恩施州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

1993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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