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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交通源远流长，但历代地方志书对交通记述甚少，。．更没有

交通专志存世。《肇庆交通志》的出版，．为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交

通专门志，颇具划时代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肇庆十分重视交通事业发展，筑路、修桥、建港、兴办水

路、陆路客货运输，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交通行业有了飞跃

发展? +． ．．卜
“路通则财通"，今天的交通行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更

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命脉，因而盛世修志，代代相传，用实事求是的

精神来编篡《肇庆交通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编写肇庆交通

志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启迪后人，更重要的是服务当代，促进肇

庆的发展。
‘

．《肇庆交通志》是一部记载本市交通运输业发展历程的专志，

内容丰富，他不仅对今天迅猛发展的交通运输行业建设有一定的借

鉴，还为后代留下一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肇庆交通志》实录本市自明朝以来的交通状况，着重讴歌新

中国成立以后至1 9 92年本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编写组同志经过

四年多的辛勤劳动，参阅大量历史资料，以广征博采，存真取精，

四易其稿，汇编而成。 ，

《肇庆交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历史唯物辩证观念，实事

求是精神，按志书体例如实反映肇庆交通历史和现状。对本市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j继往开来，都

·· I ·t

‘扫厂



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肇庆交通志》在市志办的具体指导下并得各有关部门单位鼎

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如果编纂本志能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一点贡献，我们特感到极

大的欣慰。由于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敬请读者赐教。

未1族江
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



例

一、本志是一部综述肇庆市古今交通运输的专志。记事原则上

限宋代开始，可往上追朔者不限，下限至1 9 9 2年。

二、本志分序、述、记、志、图、表、目七种体裁编纂，照片

集中在正文之首，图表穿插在其中。全志共8章40节，约1 3万

字，地理位置和交通图各1幅，彩图28幅。

三、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建国前的交通运输业简要

记述，并以私营的交通运输业为主，对建国后的交通运输业较为详

述，以国营的交通运输业为主。

四、本志按机构沿革、交通设施、经营、管理、人物等门类横

排纵述，分章、节、目三个档次编排。

五、凡历史纪年，均沿用历史年法，先按朝代年号记述，然后

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有些章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则

用“建国前”、“建国后"表述。

六、对出席省、地、市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只列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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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位于广东省西部，。东连佛山市，南接江门市，北靠清远

市，：．’西南界茂名市扎：西北邻广，西梧州市。7全市辖端州、：1鼎湖两区和

高要、一四会、’广l宁、，怀集、I郁南、j；德庆。封开、’罗定、=+云浮、‘!。新兴

1 O县(市)。 ，。l；羔一’，； 。‘?’一’j，7 j～j?!．‘“ 。j

、．，肇庆地处西江要冲，。扼两广之咽喉，、是沟通粤西与珠江三角洲

的交通中心。境内三茂铁路i广海北线(即32 1。国道j。3 24国：

道)，西江三条交通大动脉横贯东西，且有众多省、j+县公路和西、北

江支流与之相接，：。织成水、7；陆交通运输网络，：。为经济发展，巩固国

防，人民旅行交通提供了方便。：“，、·7{‘：：：，j‘l■0 、曩‘i≮1F

．‘一。i、古时，’_肇庆交通以水路为主，．’陆路全赖人力、‘。。畜力挑、抬、拖

曳、驮载。一，?，_lk≯：，1，ij一．：‘一‘。÷：1，．j‘． ，；：_■‘．。0■o亍。’■

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 1 8年)，秦始皇用兵岭南时≯令史禄

以卒在湘江上流与漓水之间开凿灵渠。”沟通中原与西江流域的联

系。

秦汉时期，扩充推广传、驿等交通制度设置“传舍’’，置备车

马，以后历经各代王朝的继承和发展，健全驿制。明代，驿站遍布

全国，、广东境内的驿道路线计有7条，其中途经肇庆境内的有广州

至梧州的西江水路，肇庆至合浦的肇、高、1雷、廉路、琼州至雷、



廉、i高、，肇路。：。肇庆境内设水、陆驿站9，处。+～’清代还可循桂林官路

由封川北溯贺江至贺县循潇水而至湖南江华的大路。清代肇庆府辖

各县驿道有]2条，共89 6里，，可与相邻府、∞州、县以及邻省交

通。、有大量的木帆船、：：’手推车、，?挑夫等运作其间。：i÷：等 ‘?一．一，‘-’‘}‘

肇庆水路交通自古已很发达，在清康熙年间；：’已有通往广州，

-)：r-fl、：1新会：’德庆。?‘梧州等地的客、”，货运船为驴清代肇庆港吨舟楫交

错，+往来辅辏’’，。雍正五年’<1 66 6年)”肇庆仓一次就存入西米四

万石l’说明当时水陆交通运输已相"-3兴盛。‘。道光初年，一府辖高要、

广宁等县津渡达1 2 4个。．光绪二十三年‘(1 896年)：‘始有肇庆至广

州拖渡，。’‘继后肇西渡√肇河渡一肇都渡：．肇梧和肇江渡等纷纷设

立。据民国《高要县志》记载；民国时期，肇庆已辟省、港。梧等

及附近乡镇航线32条：?定期班轮，?。乡渡等上百艘：其它往来西江

各圩市的机船、帆船、j7驳艇、f’小艇等众多，’?帆樯林立，、客货附搭成

称“便至0 7’。：：÷}；专，，‘芜+2 、j．，： ．“j：+Iu，；-t’j“．』：，”，’一j∑。毫i，。i‘

、：’．肇庆公路建设始于近代≯民国2年。(1 9 1 3年)，，，_陈炯明督粤，

为行军计，一在肇庆城外东北郊建筑公路，，。开本邑公路之先河。；j民国

1 1年r，罗定县政府始筑罗大公路：．、民国1 4年国民政府令各县加强

兴筑公，路：j同年，云浮县政府组织绅‘士和富商合股修建云都公路：

并于当年买回?万国牌一汽车两辆一，开始以客运为主的运输经营。’民

国1 7年至民国2 7年，：为本区公路建设的兴盛时期，j．1 O年间共建

公路·3 3条，，民国27年全区有私营行车公司9家，_客：：货车5 6

辆，t在1 47条公路上进行运营。一‘j 0、1．j％+∥，一癸’：、’i筘’．√：谆F≯

；：。’民国2 8年秋末，i为阻目军西犯，：广东省政府两次下令破坏公

路，并炸毁桥梁，轮渡等，交通瘫痪。 ，?o一．弋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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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为军事、经济需要，致力恢

复公路交通，将全省公路分为国道、省道、县道分工修复，至建国

前，本区共修复公路1 43公里，可勉强行车。水上交通虽渐恢复，

但工农业生产萎缩，通货膨胀，土匪肆疟，船民生产、生活极端困

难，直接影响航运业。

1 949年1 O月1 8日肇庆解放，给交通运输带来新生。当时四

会、高要、云浮，罗定等县人民政府奉命组织群众，紧急抢修粤桂

西线(今广海北线)，于1 9 50年1月1 5日将辖区内2 3 7．05公里

路修复，至1 9 5 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本市共修复新建公路

402．78公里，时有客、货汽车2 8辆，各类船舶3 1 93艘，63 6 36

吨，2 587客位。

建国后，对私营汽车、轮船及民间运输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到1 9 5 6年全辖区实现了公私合营和合作经营。

1 9 58年起的三年“大跃进”，本市掀起前所未有的筑路高潮，

建成公路8 1 7．1 4公里，每年筑路是民国筑路全盛时期平均年筑路

的3．8倍，是解放后8年平均筑路的2．4倍。专业汽车运输，货车

大搞拖挂，超载多拉，虽然取得较大成绩，但机件严重损耗，车辆

完好率下降，挂车最终被淘汰。此时，非专业运输的发展速度发展

很快，甚至超过专业运力的发展速度。陆上民间运输大搞车子化，

形成全党全民办交通的热潮。1 9 60年，本市已有大、中、小型

客、货汽车741辆，中拖9 6辆；各类专业运输船舶，国营(江门

专署所辖范围)345艘，1 3845吨位，3 742客位，4458马力，+集

体(原高要专署所辖范围)31 69艘，42 543吨位，7 9客位、

1 9 72马力。



1 9 6 6年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水、陆交通运输生产深受影

响。运动初期，车(船)普遍受到“借”、砸、抢、打，破坏严重，

规章制度废弛，管理混乱，机构撤并变化频繁，干部大多下放“五

七"干校，交通运输生产受到严重损失。1 9 70年开始，水、陆交通

多项经济技术指标逐步回升，管理机构渐自恢复健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三茂铁路、罗定

民间飞机场和三溶港等交通设施先后建成，新建一批港口、码头。

公路、旧路改建如火如荼。“要致富、快修路”已成为各级政府和人民

群众的共识，运输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中

外合资合作和专业、非专业一齐上的开放政策，一举扭转交通运输

滞后的局面。1 9 9 2年，全市公路养路通车里程6 1 64．4公里，所有

乡镇通了车，交通系统专业客、货运输汽车拥有872辆，占社会拥

有量的3．3 6％，3001 2客位，完成客运量1 784万人，周转量

1 2 3966万人公里；完成货运量50．5万吨，周转量9 97万吨公

里。水上专业运输船舶1 48 5艘，841 5 5吨位，41 1 8客位，

502 3 1马力，完成客运量1 5 1．4万人，周转量1 988 3万人公里；

完成货运量5 6 5万吨，周转量6 9 5 28万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

537．8万吨，旅客吞吐量342．5万人，搬运吞吐量24．4万吨。为全

市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先行官的作用。

进入90年代，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输生产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就，已形成一个以铁路、公路、水路互相配合、互相联结，

互相补充的运输网络，这对改变肇庆山区贫困落后面貌起着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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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1 573年，筑州道、路，自州城(罗定)起循南江，经大

湾、’河口、．连滩至南江口，全程约1 20公里。 一

万历九年(1 5 8 1年)，有从郁南县城开往江门、’德庆、都城、

罗旁各埠的渡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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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1 673年)，郁南都城建圩，，为西江航运重要埠
：～ ～ ．√ ～ tj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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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七年(1 688)年，郁南县城长航渡船可达肇庆。德

庆、，，帮城、?连挲、，佛山、九连、．。山根、庄步、垄j；；工等地o!一 ，，1|。·¨，

，光绪二十三年(1 8 9 7年)’清政府腐败，t签订中英《续议缅甸

条约专条》于西江开设口岸，其中：都城、．。罗定口．。(南江口)均被

设为口岸通商。：j：-．．I?o 。．：
。二 ．，．，∥-．，-

_ 光绪二十三年(1 8 9 7年)，“肇省渡’’创设，．船行于广州与肇庆

之间，。是蒸气机“火船仔”拖?花尾渡”，的拖轮，。为肇庆有民用机动船

之始。 ．一、



民 国

民国二十年‘(1 9 3 1年)，西江有“大利”电船载客航行“肇庆～

河口”航线。有“端利”、“联昌”号货轮航行肇庆至江门航线。

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年)1 0月2 1日，广州沦陷。为阻止日

军西进，将马房汽车渡口渡船调往两江支流水域，将渡口码头破

坏。

民国三十二年(1 943年)．4月，省驿运处在肇庆设立驿运区，

向西江小客轮、艇征费，7月由驿肇六十四军司令部接管，所得其

款，充作肇庆军警督察处经费。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2日，郁(南)、封(川)、开

(建)三县联防第二次决议：联防队组织以维护西江、贺江交通为

主，经费由贺江民船工会加入货脚项分担。

民国三十六年(1 947年)1 0月1日，肇庆至三水县西南的

“大东”号客轮，在高要县境罗隐涌外河段遇难，打捞尸体80多

具。

是年，广州至郁南县都城的“爱群”号客轮，在云浮县六都河段

失火焚烧，打捞尸体60余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

1 9 49年1 O月20日，肇庆区军事管制委员会设立交通管理

处。1 2月，西江支前司令部设立交通运输处。

1 9 50年1月1 5日，废置十一年的广海北线(高四三公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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