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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总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和前

提。公路交通作为先导性行业和基础性产业，在社会发展中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七五”以来，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交通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全县广大群众、特别是交通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顽强拼搏，

建平交通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尤其

进入90年代以来，交通行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承担起富

民兴县“先行官”的重任，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的机遇，按照“八五”打基础、“九五”上水平的发展战略，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大干快上，超前建设，使建平

交通驶向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呈现出“六个明显”，即：公路里

程明显增加，公路布局更趋优化；公路等级明显提高，中等级公

路不断延伸；路况整体质量明显改善，公路适应能力显著增强；

乡通油路和村通公路步伐明显加快，乡村交通状况大大改善；公

路工程质量明显提高，基础设施形象大为改观；客货运输能力明

显提升，缩短了道路运输时空距离。到2000年末，全县有国省

干线公路353．2公里，黑色路面268．8公里，晴雨通车里程

1025公里，分别是“七五”期末的3．66倍、7．7倍和5．5倍；有桥

梁324座10077．95米，分别是“七五”期末的2．7倍和1．9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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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交通事业的征途上，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各界及

全体交通建设者用辛勤的汗水和超常的智慧铸就了建平筑路精

神，即：全县人民自力更生、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全县各有关部

门顾全大局、通力配合的协作精神；交通、公路部门顽强拼搏、敢

打硬仗的拼命精神。小叶公路“135”工程(提前一年实施路基拓

宽改造，三年完成桥涵配套，五年实现柏油大道)建设的伟大创

举，就是生动的写照。

为了真实反映“七五”以来建平交通发展历史，我们在原《建

平县交通志>基础上，编纂了<建平县交通志续编>。本续编以翔

实的资料、确凿的数据、生动的图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86年

至2000年问建平交通发展历程。

进入21世纪，在实现全县稳定脱贫迈向小康目标的进程

中，交通部门担负着更加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交通工作要以“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以构筑大交通、开发大物流、实现大跨

跃、促进经济大发展为目标，继续弘扬建平筑路精神，再创建平
交通新辉煌。

<建平县交通志续编>对于人们以史为鉴，汲取经验，面向未

来，建设更加繁荣、发达的建平大交通，都将有所补益。

值此<建平县交通志续编>出版之际，特向多年来关心支持

交通工作的各级领导和热衷于交通事业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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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建平县交通志续编>是一部地方性经济专业志，记事上

起1986年，下迄2000年，对个别重点工程，为窥其全貌，下延至

，2001年。

二、本志书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分

编、章、节、目四个档次编排，横分门类，纵纪事实。

三、本志书分述、记、图、表、录五种体裁编纂，地图与照片放

置本志书正文之前，表格穿插于志书之中。

四、本志书对县内发生的公路建设、养护、交通运输等大事，

采用大事记年表记载。 ．

。

五、本志书所记入名，均用全称，直书其名。所记乡、镇、场、

办事处按2000年实际记载。

六、纪年、数字、百分比、比例等均用阿拉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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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综 述

建平县土地面积4866平方公里，有29个乡、镇、场、办(3

个乡、18个镇、2个场、6个办事处)，342个行政村，58万人口。

“七五”以来，中共建平县委、县政府一直把交通建设作为发

展经济、富民兴县的战略措施来抓，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广泛发

动群众，充分调动交通战线广大职工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使

建平交通事业伴随着全县经济的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到

2000年末，全县有各级公路1164．5公里／46条，其中国省干线

353．2公里／5条，县级公路141．5公里／3条，乡级公路658．4

公里／36条，专用公路11．4公里／2条；公路密度达23．93公里／

百平方公里，晴雨通车里程1025公里；有黑色路面268．8公里，

比重达23．3％。全县通油路乡镇12个，乡镇通油路比重达

57．1％；通公路村319个，村通公路比重达93．2％，有14个乡

镇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全恩有公路桥梁10077．95米／324座，

其中特大桥669．1米／1凰大桥3336．76米／20座，中桥
2427．06米／42座，小桥3645．03米／261座。与1985年末相

比，全县公路总量增加338．7公里／21条，其中国省干线增加

256．6公里／3条，乡级公路增加217．9公里／19条；黑色路面增

加234公里；公路密度提高6．06公里／百平方公里；晴雨通车里

程增加839．5公里；桥梁增加4932．72米／204座。全县已经形

成以县城为中心，以县级以上公路为骨架，以乡村道路为网络，

布局合理、干支相连、四通八达的大交通构架。自1994年以来，

建平县公路建设连年登台阶、上水平，已连续7年荣获省公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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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全县运输市场也得到较快发展。到2000年末，

全县有营运货车6642台，年货运量达691．6万吨，分别比1985

年末增加5100台、575．7万吨；有营运客车2174座位／73台，客

运班车路线57条、班次97个，年客运量达228．27万人次，分别

比1985年末增加1224座位／50台、43条、43个、129．77万人

次；有客运出租车650台，其中出租汽车100台，出租三轮车

550台，分别比1985年末增加642台、95台、547台。全县已通

班车的村达296个，村通班车率达86．5％。经过十几年的建

设，全县客货有形运输交易市场初具规模，隐形市场纳入规范管

理，出租车业稳步发展，运力结构明显改善，机动车维修市场布

局趋于合理，货运配载业务不断扩大，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运输市场格局基本形成。

建平县“七五”以来，交通事业之所以取得长足发展，一是县

委、县政府把交通建设放在全县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上，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政策机遇，从实际出发，理清了符合县情

的交通发展思路；--是社会力量办交通，为建平交通、尤其是公

路事业的发展赢得了主动权；三是公路建设投入力度的不断加

大及投资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完善，解决了交通公路建设中遇到

的最根本问题；四是省市政府及交通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为促进

全县的交通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五是交通系统的内部改革为

加快交通事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公路通、事业兴，大交通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大发展。交通运

输经济日趋活跃，公路交通量不断增加，据2000年末统计，全县

公路日平均交通量达1554台次；农业经济结构大幅调整，以农

业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为龙头的农村经济不断壮大；商贸

经济多业并举，景象繁荣，以公路为依托的各种果、菜、商、饮、

服、修批零、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在搞活了城乡市场的

同时，也带动了大批劳动力就业；乡镇工业经济柳暗花明，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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