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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交通志》付梓问世了，这是恩平交通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也是恩平交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功至伟，可喜可贺。

恩平自公元220年有县级建置以来，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了。千余

载，恩平的交通事业，从无到有，由停滞不前到缓慢发展，再由缓慢发展到快

速发展，再到一跃成为全省第一批公路达标市(县)之一。《恩平交通志》用详

尽的材料、充分的史实，记述了恩平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它是了解恩平交

通概貌的窗口，也是对恩平交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壮丽颂歌。

它将激励交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和全市人民为振兴恩平而不懈努力。

交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个地方的交通发达与否，直接关系

到这个地方的兴衰。恩平的交通，无疑是日趋发达的。以国道公路、高速公路、

省道公路为主干，以县乡道为脉络，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已经形成，紧密地连

接着侨乡内外。恩平交通系统取得的显著成绩与明显进步，是令人欣慰的。

《恩平交通志》凡30万字，分机构沿革、公路、桥涵、陆路运输、水路运

输、交通局企事业单位简介、职工教育与福利、荣誉录等8章30节，撰述上灵

活运用志、记、传、史、录等表现手法；结构上，脉络分明、条理清晰；再配

以照片、图表，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恩平交通志》的各位编委和编者苦干经年，旁征博引，不辞劳苦，写出了

一部好志书，为恩平的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做了一件好事。

看完厚厚的志稿，写下几点感受，权为序。’

(作者为中共恩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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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所用史料主要是恩平市交通局(委)及其下属单位历年

的工作总结、会议文件、原始记录、当事人资料和档案材料、报纸杂

志、广播电视文字资料及其市内出版的有关志书等。

二、记载的年限，上限不限，多为清代，下限断至2001年末。

三、年份表示有建国前与建国后之分，1949年lO月21日之前

称建国前，先写朝代年号，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如清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民国37年(1948年)；以恩平市1949年lO月21日(包

括此日)解放后称建国后，用阿拉伯数字写公元纪年。

四、本志的地名均按当时的称谓记述，再用括号注明今名。

五、凡是恩平市或广东省的各级单位、部门，一般省略“恩平"、

“广东"二字，如“恩平市交通局’’称“市交通局"，“恩平市公路局"

称“市公路局’’，“中共恩平市委员会’’称“市委’’，“恩平县人民政

府"称“县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称“省政府’’，“中共广东省委

员会"称“省委"，“广东省交通厅"称“省交通厅"。

六、本志第七章荣誉录中有人物传略，传主主要是历史上对恩平

交通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者，人物事迹是介绍建国后历任市(县)交通

局(委)主要负责人及对交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者；集体、个人荣誉

录收录的是获得地市或地市以上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及其他奖项。

七、一些原是恩平所辖，后来划归开平的地域，如大沙、尖石、

金鸡等地的史料，本志略去不记。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除一些引用旧志的文字用文言文外，其他

用现代汉语记述。其体裁有记、志、图、表、录、专题史料等，以志

为主，横分门类，纵贯古今。

九、恩平1994年撤县设市，志书中机构称谓不作统一更改；长

度单位、面积单位，汉字与英文单位并用，也不作统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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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县)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西南端，位于东经111。59 751Ⅳ～

112。31’23"、北纬21。54’31",----22。29’44"2：间。县境周界265．5公里。共有5个邻

市(县)，东至开平、台山，南邻阳江，西接阳春，北连新兴。境内南端的镇海

湾，濒临南海，有海岸线21公里。全市主要河流有13条，其中锦江河是本市

第一大河，全长150公里，流经境内12个区镇，汇入潭江。全市总面积

1698．37平方公里，地形北宽南窄，略呈桑叶形，并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群

山耸立，北、东、南部为丘陵区。2000年末全市有18个镇，总人口466346人。

海外华侨及港澳台同胞40多万，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恩平历史悠久，秦时隶属南海郡，汉为高凉县地，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设置思平县，以后或海安县，或齐安县，唐至德二年(757年)始称恩平

县。宋开宝五年(972年)并入阳江县，明成化二年(1466年)设恩平堡，堡

址即今市府大院。至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复置恩平县。1958年与开平县合

并称开恩县，1961年分县复称恩平县。1994年撤县设市，改名为恩平市。恩城

镇是市政府所在地，位于境内中部偏东，地处广(州)湛(江)公路的中心点，

前临锦江，后枕鳌峰，自明成化二年开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古代，恩平交通十分落后。据记载，陆路交通于宋开宝五年(972年)始设，

驿道。此古道是为驿邮路线及为官员和官府传送文书人员的通道。其南北主干

线从南接阳江，经本县的旧驿、圣堂、区村、莲塘、上凯岗、鸡啼营、尖石、

新兴，到达肇庆(即端州)，全长100公里。沿途设有驿站16个，为官府传递

文书人员、过境官员歇息和食寝之用。古道宽3米多，有些道路至今犹存。沿

途所有桥梁，多用大理石建造，桥面宽多为1．2---,1．8米，因年久失修及改道更

新，大多已毁，至今尚存完整的有圣堂三山象山脚的“官渡桥"。其次，还有贯

通境内东西的恩朗小道，东由恩城西门经水仔口、禄平、石山迳，至大田的大

田圩、上南、白石、连平，过朗底的石古迳、坪山达朗底圩，道宽2米，全长．

25公里。此外，还有从恩城经城南的草朗至横陂圩、横板、洪涪、小洛达台山

的北陡，路宽2米，全长50公里。此时期的陆路交通只靠步行或人力肩挑。 ．

民国时期，恩平的公路建设才拉开序幕。民国11年(1922年)，沙湖下凯

岗村新加坡归侨吴星楼目睹本县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各项事业萎靡不振，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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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开发公路，发展交通，振兴百业，繁荣恩平，遂于同年4月以个人名义发

起创办恩平公路，并出资白银20万元，不足部分由地方群众、公尝和华侨入股

解决。在吴星楼任总经理的“恩平民办车路董事局"的努力下，于翌年7月19

日建成全县第一条公路一恩城至圣堂路段，全长15公里。稍后，圣堂至蒲桥
13公里公路也建成，并成立了县第一家行车公司——恩蒲普益行车公司，有4

辆客车投入营运。吴星楼先生获得省建设厅“筹划完善、通车最早、为全省公路

之冠”、“开辟茅塞、泽薄乡邦"等题词和奖状。翌年，吴星楼又建成恩城至阳

江那龙公路，并成立第二家行车公司——恩龙幌成行车公司。

在吴星楼的影响下，恩平创建民办公路热潮迅速兴起，各地在有识之士带

领下纷纷投入建设公路的行列。由东成牛皮塘乡东和里村旅美华侨郑泽概等集

资兴建的圣(堂)君(堂)公路全长15公里(后延伸到大路碣约8公里)，由

沙湖伍瑶光发起以入股形式集资兴建的金(贵)桥(杨桥)南(塘)和桥(杨

桥)流(交流渡)2条公路共30公里，由东成横岗头乡六斗田村旅美华侨卢世

祺投资白银3．7万元兴建的企(开平企山海)南(恩城河南)公路，由横陂人

钟子麟主办的恩(城)南(横陂)公路全程20公里，它们分别于1925年、

1930年、1931年、1933年先后建成通车，至民国29年(1940年)底，全县共

有公路5条，总里程119公里。

1940年，，为阻止El军推进，国民党恩平县政府执行上级“焦土抗战”的命

令，把县境内所有的公路、车辆全部毁坏，交通被迫中断6年。1946年7月9

日，省建设厅发出了关于《修正广东省公路修复行车办法》，决定各县“限于一

年内修复(公路)和通车"，并规定恩平的“恩蒲公路、恩龙公路全线隶属于省

东南干线，固由省分三次下拨修复恩蒲、恩龙公路工程粮总计147．943吨”。于

是，由县政府牵头、地方豪绅及商人组织合资或独资成立民办车路公司，大力

开展了修复公路的各项工作。在各车路公司的努力下，至建国前夕的1949年10

月，全县先后修复了江(洲)牛(江)公路、恩蒲公路、恩龙公路、恩南公路

和恩东公路(原企南公路)，公路总里程135．9公里，其中营运线路里程有71．6

公里，并先后有行车公司7家参与营运。

恩平的水路运输，有600多年历史。民国以前运输以水运为主，其年运量

和货运周转量均占97％左右。建国后随着公路建设的飞跃发展，水陆运输比例

得到大幅度的改变。

全县的内河主航道主要是锦江河干线，恩城以上河面宽30---100米，水深

0．6,--1．5米，河床比降陡，多砾石，沿岸有岑洞、清湾、阵湾和朗底的榄根、

分水坑等土步头，恩城以下河面宽80～150米，水深o．8～1．5米，河流比降平

缓，沿岸有东成、圣堂、江洲、君堂、船角、蒲桥等炒头，锦江河贯通县境，

全长150公里。此外，还有牛江、良西、长安、，三山、琅珂、沙岗、拱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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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黄竹水和那吉河、倒流河等1l条河流航线，担负着境内所有水运业务。

1946年，锦江河首次航行客货轮，j有“大胜利"、“德发"、“恩南”、“新皇后"

等几艘船只，每艘客位约50个，解决了恩平人外出不用赶赴开平搭船的问题。

至1949年恩平解放前夕，全县共有大小运输船只253艘，平均每艘载重量约

7000公斤。

建国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时的近30年间，恩平的交通运输事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公路建设方面，建国后由于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交通管理机构，并加强了

领导，由各级政府发动群众参加交通建设事业，尤其在公路建设方面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建国时全县公路只有135．9公里，到1978年先后修通了大(槐)那

(吉)公路、大(田)河(排)公路、石(山)朗(底)公路、横陂至横板公

路、沙(湖)鲤(鱼迳)公路、白(银)那(台山那扶)公路、附牛(附城经

良西至牛江)公路、朗(底)双(悦)公路、牛(江)沙(湖)公路、那(吉)

黄(角)公路，总里程545公里，是建国前的4倍。至此，全县15个人民公社

除了洪溶(河口大桥于1980年建成通车)公社之外，已全部通了汽车，全县共

有168个大队已全部通了汽车。并且，对公路养护也逐渐加强，修通一条，养

护一条，不断改造，提高公路等级。1974年开始把广湛公路恩平段全长45．5公

里的沙土路改为沥青路，至1977年底止全部完成，公路等级为三级公路。

随着公路建设的发展，公路桥梁建设也迅速推进。1966年5月1日位于广

湛公路锦江河的恩平第一座最大的水泥桥——恩平大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
205．1米，路面宽5．5米，是省内第一座较大的双曲拱桥梁。此外，还有马坦

桥、江洲桥、连珠江桥、石及桥等桥，至1978年底止，全县共建公路桥梁96

座，2542延米。

建国后，由于公路、桥梁建设突飞猛进，有力地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52年全县3家私营行车公司转为国营汽车站，其车辆于翌年6月合并成立县

行车公司，统一经营全县汽车运输业务。1952年县汽车站有客车8辆，年客运

量9．2万人次，年客运周转量195万人／公里。至1978年底止，县汽车站有客车

16辆，年客运量136万人次，年客运周转量3135万人／公里，比1952年的年客

运量和年客运周转量分别增长14．8倍和16倍。

． 恩平的水上交通设施及运输业在建国后也蓬勃发展。1949年底仅有码头7

座，大小运输船253只，总运量1969多吨，年货运量1．9万吨，年货运周转量

120万吨／公里。近30年来，对于原有的简陋单一的水上交通设施逐步完善，同

时对运输工具也进行了改造。至1978年底止，共有码头6座，总长2650米，船

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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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453只(其中机动船41只，总运力1175匹)，总运量5208吨，年货运量

48．5万吨，年货运周转量3409．1万吨／公里。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9年县交通委员会成立以后，恩平的交通运输事业

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成就，经历了交通设施、交通制度、交通人事管理

工作水平从低级向高级的质的飞跃，由独家经营、一手包办办交通向多渠道、

多形式、多层次的运输体制推进，将运输市场向全社会开放，在平等竞争的环

境中逐步形成一个“百车竞发、百舸争流"的崭新局面，由此触发了交通体制

的一系列改革，最终形成了交通投资的良性循环体制。

运输市场开放后，随着珠三角地区企业的蓬勃发展，运输业更加繁忙，交

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广湛等4条主干线公路渡口多：

等级低、塞车严重等问题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交通部门资金不足。为此，

省交通厅于1989年6月下发了《广东省收取公路过桥(路费)的桥梁(公路)

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即采用贷款或引进外资建桥、收费还贷的“以桥养桥"的

政策，运用市场机制对交通建设项目进行开发、经营，不断加强交通建设自我

发展的能力，从而使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交通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对于

“以桥养桥"政策，恩平闻风而动，积极响应，于1989年12月贷款1500多万

元，在恩城电站大桥下游约200米的325国道横跨锦江河处动工兴建一座新的

恩平大桥。该桥全长637．2延米，桥面净宽18．5米，于1991年1月1日建成通

车，10日在狮子石桥路收费站开始对过往车辆实行单向收费，以还贷款。

随着改革的深入，“以桥养桥"政策进一步得到发展，“以路养路"政策也

随之出台。恩平抓住机遇，于1996年10月与香港江山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外方出资2．55亿元人民币)经营325国道蒲桥至恩城路段。1997年10月又与

英属嘉年华有限公司共同投资2．4亿元人民币(其中外方投入资金1．68亿元)

合作经营325国道镰九陂至阳江分界龙路段。此两项目吸入外资4．23亿元人民

币，完成·级公路改造53．80公里。2001年，全市通车里程942．2公里，其中

水泥公路490．935公里，比1988年底增长67．35％；公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

里56公里，高于全省公路密度的平均水平。开阳高速公路恩平段全长50公里，

于2000年9月15日举行动工典礼，并开始进入全线施工阶段。

在公路建设飞速发展的同时，桥梁建设也加快了步伐。至2001年底止，共

．建有桥梁201座，共6148．4延米。尤其是1998年6月被特大洪水冲毁的14座

桥梁，也于2000年底先后全部建成通车。

公路建设迅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陆路运输业。至2001年底止，全市共有

客车292辆，年客运量485．49人次，年客运周转量29410．42万人／次。国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