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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上限为1978年，下限为2001年，重在记

述改革开放以来境内交通长足发展的实况；重要事项为

体现其完整性和连续性，有必要的上溯或下延。

二、铁路、民航、邮电及城市交通因另有专志，本

志未纳。

三、本志地域乃今株洲市所辖行政区划，所述基本

不定界。唯境内国道主干线莲易高速公路和潭耒高速公

路因不可分割，而有所越界。

四、本志采用横分竖写，横不漏项，纵不断线；详

简结合，重点详写，一般综述；分则成文，合则成志的

编修方法。奎志含有378个路、桥、站、航道、港口码

头、运输经营主体、交通管理机构的资料，均相对完

整。

五、本志以记为主，图、表、照、录兼用互映。结

构设篇、章、节、目，事以类分，领属相因；计有篇

五、章二十一、节八十二。篇章均有无题小述，志有概

述。



六、本志系株洲市第二部交通志，重在纪新，承前

有衔接，水港、站场、运价及管理篇补遗较多，另增有

专记和附录。

七、本志资料主要源自市县交通局、境内各交通企

事业单位。部分取于省交通厅志书，以及株洲、湘潭、

萍乡市档案馆和《株洲年鉴》o还有向从事株洲交通事

业多年的老职工的访问与座谈记录。

八、本志年、地、名称谓，力求符其时；序号、术

语、计量，亦求规范。数据源于统计或行政管理部门。

九、本志在采编过程中，得到各县(市)交通局、

各交通管理机构、各市属交通运输企业、局机关各科室

以及市交通系统离退休老干部的大力支持。梁克义、

l林志君I二君曾参与部分篇章的编修工作；邬丰秋、贺

德足、陈伟、陈绍珍、刘世强、胡佑呜、罗传坤、伍运

科、臧节约、陈义刚、胡亚平、沈海波、许谷英、文和

平、李瑜、熊利华、文啸清、黄明生、罗荣华、周建

华、马国平、卢傲宇、赵润诸君均提供了有关资料。特

在此一并致谢。

十、由于纂编者水平有限，容有记述未周、欠当或

挂漏之处，敬希专家、学者、读者谅察匡正。



序

历史是一个前后连贯的过程。交通是一条联结城乡

百业、整合社会生活的纽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人类社

会的历史始终是不得不和产业史、交通史关联着而被研

究、被整理o”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鸟斯》的信中强

调：社会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社会

经济关系主要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通运输。我们中国

的先哲早就认识到：富国强兵，利济民生，覃敷政教，

懋迁有无，悉赖于水陆交通之利。交通史志之所以成为

历史文化的载体，主要在于交通的联动性、共益性和维

系性o 。

当新世纪叫1世纪的车轮开始发轫的时候，续修
的新《株洲市交通志》问世了，盛世盛事，斯地斯人，

兴感万千。

株洲境域的交通从发端到现在，有纪可征的时间跨

度近2500年：20世纪90年代初成书的《株洲市交通

志》纵贯上下2400多年，重点记述的是1912～1982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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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70年间辖境交通事业曲折演进的历程。这次新修的

《株洲市交通志》，承上记新，基本断限为1978～2001

年的24年，重．g．-；g述的是1992～2001年的10年间辖境

交通事业大变革的新风貌。前后两志所记时间流的差比

为100：10

、按科学的辩证逻辑三大规律——对立统一、量变到

质变、否定之否定来审视历史，不难看到人类社会变革

发展的动因和价值定位，并不是以时间长短为规范，有

的时代很长(如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但社会前

进的步履滞重而蹒跚，从上至下无所变化，传统的政制

与传统的习俗合成一种历史惰性，思想理念、学术文化

显得异样沉闷。相反，有的时间很短(如鸦片战争、辛

亥革命、“五四”运动)，却使整个社会结构急剧变化，

影响极为深远，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闪烁光芒，这就是

“大历史”(Macro—history)观o

1978-2001年的2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年

代、变革最大最快的年代、学术思想最活跃的年代、万

类生机竞自由的年代。就株洲市境的交通而言，则是欣

欣向荣的年代、跨越性发展的年代。短时间形成大质

变，一产业(交通属第三产业)牵动全社会，小区域熔

铸大格局，既有本体的脉动，也有历史的律动。
”

株洲市辖区像一条飘带，由湘中的湘江之滨东向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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逦而南，毗邻于赣，湘水及其支流深水、渌水随东缘高

亢展布递降西向的山体纵横流贯，构成大小不等绿畴盆

地，古为“湘东之奥区，吴楚之要冲o”独特的区位优

势与地貌格局，使古今的交通状况独具特征：水路运输

南通北达，历史最久；铁路运输三线(粤汉、浙赣、湘

黔)交会，近代莫先；公路运输，起步最晚，后来居

上。风雨百年，株洲交通形成三位(铁、公、水)一体

网络格局；1905年株(洲)萍(江西萍乡)铁路建成，

中外商轮往来株(洲)汉(阳)间，开铁水联运先风，

舶业、箩业一时称盛o 1909年粤汉铁路株(洲)长

(沙)段率先动工，震动全省o 1919年；军阀混战，争

夺株洲，交通设施大道破坏，商户洗劫殆尽，“潭株戌

午兵祸”为湖南近代史上的大事o 1935年，粤汉、浙

赣、湘黔三大铁路干线交会株洲，铁路枢纽略具雏形，

当局选址株洲建工业基地，土地开发，建筑始张，商贸

扩展o 1939年，日本侵略军飞机不分昼夜轮番轰炸株

洲，铁路、港站“一片疮夷，无以言状"o 1945年抗日

战争胜利后，株洲作为铁路“复员”转运的中心，恢复

最快o 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曾对株洲实施破

坏，赖交通职工奋力保产护路才免遭惨劫o 1955年，株

洲形成新兴的工业城市，水陆交通大发展o 1969年，因

“文化大革命”，株洲交通不时中断，影响波及南北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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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株洲交通建设和交通运输

的总体规模、整体结构、总体数量、总体质量、变革的

广度、发展的速度、涉入的深度、跨越的高度。可谓日

新月异，冠绝一时。

靠水路“起家”，靠铁路“发家”，靠公路而成“世

家”，这就是株洲交通的发展史!

千年前，株洲曾称槠洲；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曾

被人称为“堵洲”。这是企盼性与讽刺性兼有的呼号。

原来，株洲的公路建设自1952年才开始，即联通长沙、

湘潭的株易(家湾)路，比长潭公路建设晚了40年；

及至完成由株洲市到江西省萍乡市老关而接赣西成为今

省境国道G320的湘东段，则经历了18年o 1971年起，

此段公路几经拓宽改造，又经过18年，到1989年才达

到四级公路标准，而株洲作为省内的工业大市、铁路枢

纽、临江大港，物流、人流本就很大，改革开放后更盛

于前，国道(3320在经过市区时又趋街道化，故此堵车

天天有。据1989年统计，每车每日堵塞待行3．8小时，

汽车难进难出，“堵洲”之名由此而得。

为了“盘活”株洲交通，连锁“金三角”，鼎立中

枢，拉动四方，省、市领导决定兴修湖南第一条高速公

路—一莲(花冲)易(家湾)高速公路，经国家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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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审定批准立项后，交通科研工作

者、工程技术人员、行政主管和各路建设大军，在全市

人民的积极支持下。于1995年2月建成长迭71．29公里

(含二级公路48．13公里)的绿色黄金通道；与此同时，

境内湘江千吨级航道第一期工程亦竣工投产，年通航能

力可达1．1亿吨。于是，株洲的面貌为之一变，铁、公、

水基本实现零距离衔接，长(沙)、株(洲)、潭(湘

潭)三市--4、时交通圈与一小时经济圈基本形成，株洲

不再是“堵洲”而是闪光的“珠洲”了!及至潭耒高速

公路建成，国、省、县、乡公路改扩联网，株洲市实现

大交通、大流通，新的经济产业带形成，GDP平均年增

长率达11．2％；等级规模完善、空间布局合理、功能组

织协调的城镇体系结构逐渐凸现。

人与物质不断流动的多样性、丰富性和高效率，是

都市的动态特征，也是都市物质文明的体现，株洲市交

通建设的成果是最好的证明o ．

24年来，株洲的运输市场全面扩张，多元运营实体

在竞争中发展；与路相因的港站规模拓展，设施更新；

交通法制建设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推进，趋于完

善，行政执法有序，透明公正；交通行政管理由指令、

委派转变为引导、协调、服务，在三大文明(物质、精

神、政治)建设中，力求管理主体文明、管理关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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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管理意识文明、管理方式文明；交通科技与交通工

业，随着运输市场的繁荣和交通建设的长足发展，全方

位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新成果不

断涌现，成效卓著⋯⋯所有这些，都是市境整体交通跨

越性发展的有机组合部分o ．

“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o”未来的时间很长，交

通事业发展的空间很大，我们不能也不会停止前进的步

伐o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o志以纪实，

志以资治，志以育人o《株洲市交通志》(1978～2001)

经编纂诸君辛勤笔耕，历经三载，数易其稿，克成缮

功，旨在服务当代，垂鉴后世；期我炎黄子孙、中华儿

女，踔扬激励，与时俱进，站在东方之巅，托起明天的

太阳。是为序。

翠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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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路管理养护机构演变情况(国省道和部分县道)

I 各县人民政府接管 I
1949．8-12

湖南省公路局
1950．1—2000

长沙工务总段
1950．1-1951．2

湘潭分段I醴陵分段I茶陵分段
1950．1-10 I 1950．1-10

湘潭

工区

养护

株易路

攸县分段
1950．10一1951．2

攸县工务段
1951．2-1953．2

攸县养路段
1953．2—1954．8

湘潭专区养路总

段1954．8-1957．8

长潭公路运输局

1957．8-1959．3

湘潭公路运输局
1959．3—10

株洲市养路段
1960．9一1962．2

湘潭专区公路总j
1959．10-1961．6

：洲市公路养护J
1962．2-1969．1 l

潭专区公路养护．
1961．6-1969．1l

株洲市公路养护段

革委会1969．I 1-1978

日潭地区公路养护总目

革委会1969．1 1-1978

÷洲市公路l
1978-1983

湘潭地区公路J
1978—1983

株洲县公路段
1979．6-19916．12

洲市郊区公路
1984-1996．12

株洲县公路局J株m祀甥虢毽嘱分局

1996．12 1996．12

株洲市交通局

洲市交通基建管理

1983一1997

洲市公路管理

1997一

株洲公路总段

1984．1一1996．12

株洲市公路局
19916．12

951．2一

1962-7

951．2—

1962．7

951．2-

1962．7

公路养护队
【958一

1969．1l

吱县地方公

路养护队

960．11-

1969．1l

陵县公

路养护段

962．7一

1976．1l

醴陵县

公路段

976．1l—

1996．1

攸县公P

养护段

962．7一

1978

攸县

公路段

978-

1996．1

公路养护队

1962·

1969．1l

茶陵县公

路养护段

962．7—

1978

茶陵县

公路段

978-

1996．1

公路养护队
【961．10-

1969．1I

鄙县公

路养护段
962．8—

1979．9

鄙县

公路段
979．9一

1996．1

醴陵市

公路局

1996．12

攸县

公路局

1996．12

茶陵县

公路局

1996．12

炎陵县

公路局

1996．12

株洲市县乡公路管理养护机构演变情况

株洲市郊区

公路管理站

1984—1997．7

株洲市公路

处直属站

1997．7一

株洲县公路

管理站

醴陵县公路

管理站

攸县公路

管理站

茶陵县公路

管理站

1976．2一 l l 1982—1985．5 I l 1982．3一 I I 1982．3-

醴陵市公路

管理站

1985．5一

酃县公路

管理站

1982．10--

1994．4

炎陵县公路

管理站

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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