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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交通志丛书》是《河南省地方志丛

书》的一部分，由全省各省辖市交通志编纂委

员会编审，按省统一要求，公开或内部出版发

行。《济源交通志》编写内容有道路、道路运

输、铁路、水运、航空、交通工业、道路交通

管理、科技教育、交通机构、人物等，是一部

广义性的省辖市交通志。

河南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



内容提要

本书为济源市地方专业志书，全面记述了济源

市自古迄今的各种交通方式的发展演变概况，尤其

详于当代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行业的现状。

本书资料翔实，综合性强，体例严谨，图文并茂，

颇具研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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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逢盛世，济源修志。《济源交通志》经过四个春

秋的辛勤“耕耘”，今天，终于出版了。该书的编纂出

版，不仅是交通系统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此结束了济源无交通志的历史，填补了地方志出书的一

个空白，而且也为未

处太行、王屋山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

时期，这里就发生过北山愚公率其子孙挖山筑路的故

事，“愚公移山”家喻户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济源市交通局的历届领导班子

带领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科学

求实的态度，风餐露宿，历尽艰辛，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使全市的交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力地

促进了济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

面对2l世纪新的挑战，交通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先行官。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交通，就不可能确保国民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欣逢《济源交通志》告竣，它“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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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于寸眸，集古今于方幅”。我希望市交通部门的广

大干部职工要发扬成绩，一往无前，把我市建成现代化

的立体式大交通格局，为创造21世纪的辉煌前景，谱

写出新的更大的篇章!

志书面世，恩泽后人，值得祝贺，欣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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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o编史

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但编纂交通志在济源

历史上尚属首次。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为使后人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以史为镜，通古今之演变，

知历史之嬗递，促进交通事业的发展，振兴济源经济，

此乃编写《济源交通志》之目的。

本志书立足当代，纵观古今，详近略远，详异略

同，遵循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分门别类予以记载。志

书内容包括公路、铁路、水运、航空、人物等10章。

编史修志各有不同。此志书本着概而不漏，述而不

繁，简、明、全的要求，用概述反映全貌，以大事记为

经，各章、节为纬，力求体现交通建设发展、壮大的过

程。

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历年交通档案，少数引自古籍

和实地考察，遇有古籍传说错讹遗漏之处，多经编者亲

临实地考察，以订正删补。

细读此书，不仅可以看到济源道路运输千百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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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巨变，同时满篇横溢交通人可歌可泣之英雄业绩，

为后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榜样!

编纂《济源交通志》是一件立德、立功、立言的

好事。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

的历史责任感，对入志资料广征博采，披沙拣金，去伪

存真。在编纂过程中，惟实为本，寒暑不辍，伏案埋

首，用心血汗水浇铸成书，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取得的成

绩值得敬佩和赞扬。同时，在本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

各级领导、各有关方面的热情配合和大力支持，在此谨

致谢意!

中共济源市交通局委员会书记

济源市交通局局长

《济源交通志》编委会主任
刍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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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济源交通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济源市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

状，以求达到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

世的目的。

二、断限。上限追溯事物的开端，下限为2000年。

三、结构。采用多篇多章结构，横排纵述。横为并

列关系，纵为从属关系。层次为章、节、目、子目梯级

排列，序号为一、(一)、(二)⋯⋯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录诸体，按事分

类，以类系事，语体文，记述体，不评论，不褒贬，图

文并茂。

五、行文。一律为第三人称。历史朝代、机构、官

职等均用正称。用字一律以文化部、文字改革委员会联

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不用繁体字。

六、纪年。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后加括号注

明公历年、月、日。中华民国时期使用民国纪年，括号

中加注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统一使用公元

纪年。

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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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计量。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对于习

惯性用语中的数字或作为词素构成的定性词、词组、缩

略语以及政治术语、技术专用词语等数字均用汉字。计

量单位、符号采用国际单位制，以国务院1984年2月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

八、记述范围。以济源交通事业为主，其它为行业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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