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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历为
湘中要邑：中华久民共和国成立后，经4 0春秋的

艰苦建设，全县交通事业更为发达。但从古至今，

湘潭县尚无一部记载全县交通事业的专著。因此．
编写一部具有地方特色，行业特点，时代特征的《湘

潭县交通志》，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前有所稽，后
有所鉴”韵历史遗产，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
职责。为此。县交通局于1985年8月成立了湘潭县
交通志编写小组，经5年努力，5易其稿，始克问
世。这是湘潭县交通战线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大成果。 ‘．

《湘潭县交通志》详细记载了1840年以来，特

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全县交通事业发展
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因果关系．以供各界人士了解

湘潭县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

《湘潭县交通志》的编写，承市、县有关部门
的领导、专家和同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表示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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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感谢，同时也不会忘记先后从事志书编纂工作
的同志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愿全县交通战线上的同志们继往开来，为振兴
湘潭县交通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楚雄

一九九二年五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1·

凡 例

一，本志一般上限1840年，需要溯源的，适当
上溯，下限1990年。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随行政区划的变化而
变化。现行行政区域内的事详记，析出地域内的事
略记，记到析出时为止。

三，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为主要记、
述形式，照片载于卷首，图表穿插各章，节、目之
间。

四、全志所记历史年代，均先用各朝代年号，
再括注公元纪年。所用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法定计
量单位，历史上使用旧的计量单位，照实记载，第
一次出现时加注与法定计量单位的换算比例。

五、本志所用地名，现名以1981年湘潭县人民
政府编印的‘湖南省湘潭县地名录》为准，记述前
代历史，以当时名称为准。

六、历代政权和官职等称谓，一律沿用历史通
称。对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不冠褒贬之词。

七、本志中的主要交通术语．其含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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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运量：指所运输货物的重量。

2，货运周转量。指货物的吨数和运送里程相
乘的积数，单位为吨公里。

3．客运周转量：指运送人数和运送里程相乘

的积数，单位为人公里。
：。、，4：÷汽．．一lo，拖——60．是桥梁荷载标准。

5，砼：即混凝土的简化专用字。 ．·

．。n 6’．铪。：即钢筋混凝土的简化专用字。。
毒‘-．：-． 一．j j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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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湘潭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湘江下游西岸．
东接株洲，南邻衡东，衡山、双峰，西靠湘乡、韶
山，北抵宁乡、望城、长沙。总面积2512．23平方公
里，现有人口1 1 1 3427人，境内土质肥沃，物产丰富，
交通方便。

‘

民国以前，境内陆路交通以驿道为主，全县有
驿道5条，东到醴陵，东南往朱亭，南下衡山，西
至湘乡，北通善化(今长沙县)，幅射全国各地。水路

有湘江，自南向北纵贯县境经长沙入洞庭通长江；
加上交流涟水、、涓水、靳江和分支流云湖河四水，
形成了境内发达的水路运输网络。湘潭也由此而成
为明清时期湖南一重要商业中心。

+境内公路建设始于191 3年，是年动工至192 1#-

建成的长潭公路是境内第一条公路，也是我国最早
的公路之一。继而修筑了潭宝(湘潭至宝庆)、潭衡

(湘潭至衡阳)公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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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建成通车，为通往境内最早的铁路。以后粤汉、
湘黔铁路相继过境。抗日战争中，为阻日本侵略军
南下，挖路拆轨，炸桥断津。抗战胜利后，除湘黔
铁路湘潭以西地段外，其余均恢复通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交通事业全面发展，
公路建设尤为迅速，境内干支相连，乡村公路成网。
国道107线穿境南向衡阳，320线经县西向邵阳，通往

四邻各县(市)的公路四通八达，主要有至衡山、双
峰、株洲、长沙、望城、宁乡、湘乡、韶山等线。据
1990年统计，全县共有公路121条，各类公路总里
程为1 179．367公里，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47公里，

为建国前的13．68倍。全县现有客车站8个，．客运代
办站57个，客运停靠点154处。

‘

1954年，湘江湘潭铁路大桥建成通车，1959年
湘黔铁路从湘潭通车至娄底，横贯县境，沿途设有
泉塘子、姜畲、云湖桥、向韶车站。1967年韶山铁
路建成，为通向毛泽东故居的铁路。

为了发展水路交通，50年代和60年代，县乡政
府曾多次组织力量整治河流，疏浚航道，发挥水运
的重要作用。后因湘江支流航道滩坝日多，流量甚
少，70年代，全县水路交通除湘江干流航道外，其
余基太断航。

县内交通工业发达，杨梅洲历为造船基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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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基地划归湘潭市辖。后又
交通机械修造厂、电器设备厂、汽
多处。由于交通工业的发展，交通
化，自动化，基本上改交了过去

挑：人力推车，畜力拉车的落后
局面。

湘潭县在交通事业上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
在发展道路上，也有过不少的失误和教训，主要是只
重视直属运输企业，‘强调专业运输，搞独家经营，
以致运输市场结构不合理，社会效益不高。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交通事业上坚持改革、开放，
搞活的方针，至1990年全县已形成一个多层次．多

形式，多渠道的交通运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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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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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年(1840)。

。县城箩行、轿行发起，经县衙批准设立“合谊
堂”；下设?十八堂”、 “上元堂”，统辖箩、脚
二行业。 ． 。

，

‘

光绪二十四年(1898．)‘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开发江西萍乡安源煤矿，
以国库银筹修株萍铁路i次年开工，光绪三十一年
(1905)冬建成通车，全长(株洲至萍乡)96公里。

鄂湘两省绅商议设轮船公司，各集股银5万两，

在汉口、岳州、长沙、湘潭购就码头。当年4月，鄂
湘善后轮船局首航湘潭。

光绪二十六年(1900)

日商日清公司轮船从长沙驶入湘潭。

光绪三十一年(1 905)

5月，湖南巡抚端方奏准常德、湘潭为自开商
埠，后因民众反对，改为。寄港地”，英商“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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