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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泰兴县交通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附录组

成。概述，综叙交通情况，统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叙自有

交通历史的大事、要事，专志，横列门类，纵叙史实，设交通线路、7

变通运输、交通工业服务业、交通管理四篇，共十四章，四十八节；附

录，收录某些单项性的主要资料。

二、本志取事，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断限时间，上

限因事而异，据实上溯，下限截止于1985年，个别章、节延至1 987年。

三、本志，以文字叙述为王，辅以图、表和照片。

四、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

凡交通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篇、章。 ，

五、历史纪年，、解放以前一般先写朝代年号，再在括号内注明公

元纪年，解放以后(指1 94 9年1月24日本县解放以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大事记"的历史纪年，为了便于查阅，则先写公元纪年，再注

明朝代年号。． ，．．’!

六、数字表述。除各种图表、顺序号、专用名称和公元纪年用f舔

拉伯字外，其余均用汉字。有些两数相乘不等于积．，两数相除不等于

商，是四舍五入所致。 ，一．

如‘

七、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 ， j
。

．．

：八，．行政区划。沿用各历史时期正称、地理名称，一般采用当时

琢名，出现新旧地名不同时，则用括号注明。 二嚣

九、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重复出现则用简称。‘．

．： 十、本志资料，主要录囱档案材料，部分录囱社会调查、。座谈会

纪要，所用资料均已核实考证，为节省篇幅，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



概 述

泰兴县位于东径119。497 03∥至120。22'04∥，北纬31。58
7 12"至32。

2147 14∥。东接如皋，南界靖江，西滨长江，北邻泰县，东北与海安接

壤，西北与江都毗连，为长江下游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东北高，西

南低，东西长五十四点四公里，南北宽四十六点五公里。总面积一千

’四百二十九点六五平方公里。

全县辖四十三个乡、镇，九百九十六个行政村，共有三十三万一

千七百六十四户，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一百五十四人，是全省人口密度

较大的县。 ，

+．

泰兴地处苏中平原，长江下游北岸，背倚苏北里下河地区，隔江

与常、扬、镇相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在

历史上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至1928年，县境内始出现省政府指令修筑

的兴口路(泰兴县城至口岸)。此后，到1935年，虽然兴筑了泰州至

’口岸、泰兴至黄桥、泰兴至天星桥、泰兴至龙精港、姜堰至黄桥、黄

桥至季家市等公路，但都是土路面，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

晴通雨阻，几濒瘫痪。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公路建设，除修复原有公路外，还

不断新增线路。为了提高公路的技术状现，对原有公路采取了截弯取

直，加宽路面，改建桥梁，铺筑砂石路面和沥青路面等措施。

1982年，’全县四十三个乡、镇实现了晴雨通车。1985年，全县有

i千、支线公路十一条。连接着二十条乡村公路，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公

路网络，贯通四面八方，由众多的公路交织成许多网点，形成了一些

．公路枢纽，泰兴(县城)站是泰兴县最主要的公路交通枢纽，每日汝

县内短途客运外，还有班车直达杭州、上海、南京、无锡、常州、南

通、徐州、镇江、扬州、江都、泰州、泰县，靖江、如皋等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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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的公路交通枢纽除泰兴县城外，还有黄桥站，位于泰兴、泰县，

靖江、如皋四县中心的姜八、如泰二线的交会点。每日有班车直达徐

／州、南京、六合、扬州、上海、南通，元锡、常州、靖江等县、市。

随着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载客、载货汽车都有很大增

加。1949年，全县仅有私营客车八辆，七十二个客位，1982年，全县

车船普查，计有客车四十五辆，二千四百二十个客位，货车三百七十

七辆，一千五百零八吨；拖拉机一千七百三十五辆，1985年，全县有汽

车一千零九十六辆，其中大、小客车二百二十一辆，三千四百一十一

座，货车八百六十辆，三千零二十七吨，手扶拖拉机三千二百八十八

辆，其中大型拖拉机二十九辆，1983年至1985年发证婚二、三轮摩托车

有二百六十五辆；轻骑有三百六十二辆；革新车有一百二十四辆。

． 1985年，全县旅客运输量达七百一十二点五二万人次，周转量二

万一千二百二十三点三五万人公里。货物运输量达三百三十八点六万

吨，周转量三万四千零二十八点四万吨公里。

泰兴的水运也比较发达。．外有长江，横卧在县境西边，河道宽。

阚，水流缓慢，为航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内有南官河、古马干

河、龙稽港、如泰运河、天星港、焦土港、七圩港、九圩港、靖泰界

j町等十三条河港与长江相连，构成了江河船舶运输网。但在解放前，

由于县内河道弯曲狭窄，淀沙淤塞；江潮起落，又无涵闸节制水位，。

以致常年能通航的水道只有六十七公里，季节通航的二百三十九公

里o ．

．

解放以后，为了发展内河航运事业及加速泰兴县内的水利建设，

全县航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和疏浚，配合水利建设，开挖和整治了许

多河道，沿江兴建了船闸和节制闸控制水位，使通航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现在，全县有航道五十八条，总长五千六百三十一公里。全年通

航里程四百一十一公里，季节通航里程一千五百二十二公里。其中，

六级养护航道二条，计四十八公里，七级航道十六条，计三百二十公

里；八级航道四十条，计一百九十五公里，基本上达到了乡乡通轮



船，百分之八十的乡镇有舟楫之剩。高港是县内最大的水陆运输中转

港口，位于泰兴县西北江边、南官河口，担负着长江流域上海、南

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市的物资运输任务。1985年

吞吐量达四百五十万吨。

高港又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大站，上至南京，下至上海，申高、

宁高÷申通宁等航线的客轮在此停靠或发船。1985年旅客进出口达五

十多万人次。内河客轮盐城，合德，兴化、建湖班在此停靠，沟通大
江南北。

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港区的建设也有了很大进展。解放前，全

县装卸码头，大多是“就岸靠船，沿河堆货，，的自然码头，装卸货物

全靠肩挑人抬，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现在垒县已拥有港区企业五

个，码头十三座，泊位五十五个，最大泊位能力一千吨，作业岸线长

九百八十三米，装卸机械化程度已达百分之二十一，半机械化程度达
百分之二十三。1 985年全县内河运输完成吞吐量一百五十四万吨。．丙
河运输主要由县航运公司和县水运公司承担。 ．

全县专业交通战线上，现有职工四千五百多人。另有运输专业户

四十八户，拥有汽车五十辆，大小拖拉机三千二百八十八辆，机动船

入百-=tA艘，一万零二百六十六吨位，全县地方运输已形成了一个

大中小结合，国家、集体、个人相互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结构

的运输业。昔日那种“运输双肩挑，出门两腿跑"的落后状况已彻底改

交。但运输事业仍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待进一步发展。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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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1884年(清光绪十年)

设置县义渡局，王家港、庙港、育婴洲设义渡分局。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

上海大达、大通轮船公司客轮开始停靠天星桥载客。达是本县沿

江港口最早停靠的长江轮船。 ’+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大达、大通轮船公司于龙窝口建筑石块码头、达是本县沿江港口

最早的水运码头。 ，

1 92 8年(民国十七年) _

。江苏省政府指令修筑省属公路浦启线(浦口至启东)。其中泰兴

县城至口岸一段由县政府动员民工修筑。这是县内最早的一条公路。
1929年(民国十入年) ．

“新太"汽轮首航季黄河，是为本县内河轮运之始。
1 93 2年(民国二十一年)

黄桥韩馨山、丁西朋等创办利民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美国购进

．．四辆大客车、八辆小客车，行驶于城黄、季黄、口黄三条公路。是为

，本县境内汽车客运之始。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1月16日，日本侵略军侵入泰兴。县内各条公路汽车客运被迫停

教。

。t'94 a1年(民国三十六年)
、

9月6日，日军逃往江南。
·

9月1 2日，光复泰兴县城，全歼伪十九师。



10月15日夜，新四军苏浙军区第四纵队部十支队的部分指战员以

苏南的部分地方干部，共达千人，奉命向江北撤退。在从武进县荫沙

乘“中安”轮渡前往泰兴县途中，因船旧漏水，超载过重，不幸于天

星桥西南约两公里的江中沉没。虽经附近各县民众奋力抢救，终因时

值深夜，风急浪大，生还者不足百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一

等入百余人均不幸罹难。
1 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人民的“泰兴县政府”设支前科；负责大军渡江的支前准备和地．

方交通。 一

1949年

1月，中国搬运工会泰兴县委员会成立。

4月，泰兴渡江船舶二团水手丁光田在渡江作战中，协助人民解

放军受降敌舰“永纪号”，荣获“渡江特等功臣"称号，其船被誉为

“扬子江上英雄船"o

4月21日，泰兴船工许广兴、戴乔富、范粉女等参加渡江作战，

出色地完成了驾船任务，分别荣获“一等功"与“渡江功臣力奖旗。’

’5月，修复城黄、季黄、姜黄、口泰等土公路。

1950年

8月，泰兴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兼管交通事宜。

1951年 ‘

泰兴木船协会成立。

1953年 ．一．7’～ ，_

泰兴县人民政府增设航运管理所。 ．

。．

：泰兴合众汽车站建立；站址设泰兴北门吊桥。
1954年

’_

．．’；

7月，泰兴发生特大水灾，江堤缺口，全县交通系统紧急动员七。!

百二十六艘木船，二千七百六十六人投入抢险救灾运输。

7月，全县公路被大水冲毁近两万土方，其中口泰线路基被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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