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贮=施

嚣鬻辫藜j然

夏羹譬琴，耄丢交翌悫棼’，，；’三’：-、，，二o：写≯⋯：二．，‘、·若．，
，，F_
煮箩毒 ；△缚

一，、鼻蛊■■



‘’

、书名题字：王宽

究奶p≯



公室几位

行，这是

《涿鹿县交通志》是志鉴合一的，且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体例编纂的一

部社会主义专业志。新编的《涿鹿县交通志》，为涿鹿县各级领导和交通运输事

业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为推进改革开放，振兴、建设涿鹿的决策提供科学交

通依据，发挥积极的作用。

涿鹿历史悠久。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次战争，开通了涿鹿通往中原各地的车马大

道，商、周时期即已形成古道。到战国已应用了石灰稳定土、粒料改善道路行

车条件，到唐代，涿鹿交通已四通八达，明清两代虽遭战争的破坏，涿鹿县道

路桥梁仍有发展。

中华民国时期，涿鹿县公路在古代道路基础上兴起。抗El战争时期，涿鹿

县军民利用公路对敌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战。解放战争时期，涿鹿的公路为支

援新保安战役，做出应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涿鹿县交通事业

蓬勃发展，公路分布密度，通车里程，有了空前增长。在实现乡乡通公路，村

村通车的基础上，连接京津及晋、豫、蒙各大、中城市，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

基本形成。

衡量一部志书的标准，是看它能否写出当代当地特色。时代性、地域性是

贯穿地方志的经纬，一部志书若能纵横兼顾，特色灿然，便可经世臻用。新编

《涿鹿县交通志》便是本着上述精神编纂的。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和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涿鹿县交通

志》能否发挥新的专业志书应有的功能，无愧于新方志的创新，尚待于历史的

验证。 7，

当前，涿鹿县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正以“团结实干，勤廉争先”的精神为

发展涿鹿交通事业，振兴涿鹿经济进行着艰苦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在研究

现状、交流信息的同时，认真汲取涿鹿历史上的宝贵经验，扬长避短，发挥优

势，加快交通建设的步伐，名副其实当好经济建设的“先行官"。我们希望《涿

鹿县交通志》的问世，能得到全县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关心，特别是有关

专家学者及兄弟县同行的指正，使涿鹿县交通局编写年鉴、续修志书的工作不

断改进。

1996年4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以事实为依据，秉笔直书，力求真实地记述全县公路交通运输在各个历史时期

的发展演变过程。

二、本志采取志鉴合一的形式，即将1986年编写印行的《涿鹿县交通志》

与近10年的《涿鹿县交通年鉴》合编而成。

三、本志采取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和章节编目的体例，立足当代，追溯过

去，详今略古，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47年内容，下限到1995年底。

四，本志共例编章节，分别以文、图、表、录记载。志首冠以彩色照片、

大事记。

五，数字书写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用皇帝年号

纪年使用汉字，如清宣统三年(191 1年)民国以后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

民国26年(193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使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记载1986年以前受县以上命名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1986年以

后受地(市)以上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因资料不全，遗漏甚多，只能将所

搜集到的部分列入，旨在保存史料，绝无为生人立传之意。

七、本志严格遵循志书使用第三人称的原则。除引文外，不用“我县”、“我

局"等称谓，而用具体名称及其简称；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写成“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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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涿鹿是华夏之圣地，炎黄之摇篮，车之

发祥地。据《史记》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

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黄帝作

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1982年山

东临沂出土的孙膑竹简有此事实记载。《中

国古代交通史话》(1986年第四期48页)

阐述：“黄帝时车己大兴⋯⋯最早发现陆地行

车的记载是在涿鹿，则是可信的’’。我国著

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曾断言：千古文明开

涿鹿。

黄帝战败蚩尤以后，四方诸侯前来涿鹿

与黄帝“合符釜山’’(今保岱)，创建交通先

例，战国时赵攻燕得上谷30城，开辟了协

阳关(今大堡下关)车马大道}周贞定王介

十二年赵襄子争权杀其姐夫代王后接姐姐代

夫人途经磨笄山(今鸡呜山)时，代夫人拔

发笄自刺而死，此山故名磨笄山，打通了涿

鹿通往下花园的驮运大道；汉武帝元光五年

(公元前130年)秋，汉将霍去病率军在茹

县(今张家堡村东一带)设伏，击破匈奴大

军，尔后历代兵家视此地为绾毂南北交通要

塞；北魏四年(公元400年)五月、义熙十

一年(公元415年)六月、泰常七年(公元

422年)，北魏拓跋圭、拓跋嗣等帝王将

相，从平城(今大同)幸涿鹿登桥山祭黄帝

庙，开辟了今涿鹿至温泉屯“官道’’，北魏孝

昌元年(公元525年)九月，杜洛周起义军

攻破燕州城(今涿鹿城)，刺史崔秉率众弃

城奔中山(今河北定县)，开辟涿鹿至中原

的又一条车马大道；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年)十一月，康熙皇帝亲率大军征伐

噶尔丹后回銮驻跸保安州，次日去清凉寺观

光，沿途石阶均为新建；光绪二十六年(公

元1 900年)，义和团怀来、涿鹿一带的首领

王万财、崔得胜、三和尚于今千树底一带越

岭北上在石门村与知州畅文藻所率乡勇战

死。

综上所述，说明涿鹿交通从五帝起到清

末四千多年来，尽管遭到兵燹水害的破坏，

陆路交通的总趋势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

同时，水运从大禹治九河既道(含今桑干

河)，给水运奠定了基础。涿鹿县水运也有

记载：据《古诗源》晋诗·卷九《独鹿篇》

写有“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

深杀我，⋯⋯翩翩浮萍，得凤摇轮⋯⋯’’。

从唐到清历代诗人都写有渡《桑干河”的诗

篇。如：“几年朔客度桑乾，野水潺潺滴沥

寒。回首燕南烟雨外，西凤沙雁报平安’’

等。清代刑部尚书、理学家魏象枢(蔚州

人)。在其《渡桑干》一诗中也曾详实地描

绘了乘船摆渡的真情实景。另据其他文献记

载：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将

扩廓帖儿率元兵进袭北平，明将徐达、常遇

春闻讯后从保安州分兵两路，一路从陆路东

进，一路乘木舟从桑干河顺流而下，当天夜

袭元兵军营，打败元兵。清代统治者将涿鹿

县境内烧制的木炭由桑干河水运京城。

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

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旧中国时期，涿

鹿县境内的交通运输并无迅速发展，运输工

具只有驴、马、骡驮，铁木轮牛马车(四大

眼、花轱辘)来往于涿鹿。一

民国24年(1935年)驻涿29军暂编

第2师师长刘汝明将其乘坐的汽车作价

3000元卖给县政府和工商联。自此，涿鹿

首建汽车合作社，营运客货，每日两趟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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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涿鹿至下花园。民国26年(1937年)“七

七”事变后，国民党弃土南逃，将汽车烧毁

在岔道村。民国27年(1938年)日伪搞了

“公路建设大纲，，和“兴蒙公路计划”，相继于

1941年在原车马大道的基础上修整了沙

涿、下涿和怀西3条公路，计188公里。民

国31年(1942年)修建了桑干河可潜桥。

次年春至民国33年(1944年)在南山边缘

和西山根底修筑了警备道路，但绝大多数未

通汽车，其中骇人听闻的五岔岭即为佐证。

民国36年(1947年)3月北岳区交通局修

筑了马水至杨家坪的道路，同年底至次年春

赵家蓬区的群众在县区干部的带领下，抢修

了马水至太平堡的简易公路。该路虽在解放

战争的支前中发挥了枢纽作用，但时过境

迁，终因失养断交。民国38年(1949年)

8月6 El至9日30日察哈尔省公路管理局

察南段重修了下涿公路的9座小桥。其时涿

鹿境内只有61．8公里下西路，且晴通雨

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涿下公路由

下花园公路管理站负责日常养护外，其他道

路均由县政府发动群众进行春秋两季的大普

修。1951年国家投资修复桑干河可潜桥及

护岸，县政府组织下西路沿线群众整修岔道

至后沟的路基及马圈沟木桥。1952年全县

整修道路(包括：大车路、高脚路)212．7

公里，省养路会议决定察南段增养涿鹿至西

合营的下西路，由下花园公路管理站负责管

理。1953年张专公路管理局和县政府对下

西公路进行大修，开始试通汽车。1955年

国家新建了张家堡至武家沟煤矿的新生支

线，计21．995公里。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

化的发展，新辟地方道路5条，计22公

里，并结合山区建设修复矾山至上疃的43

座桥梁。1957年整修了矾山至赵家蓬区的

险要路段。1958年开始修筑刘家沟至老人

沟的林区道路。1961年除对涿东线加宽降

坡外，新修涿太路，‘计44．014公里。1965

年修筑张西公路，次年交付使用。1966年

至1967年对下广线的路基进行改善，新建

小桥7座，涵洞8道和石瓮大桥l座。1969

年新建桑干河军民大桥。1970年国家在赵

家蓬区新修京原支线，计43公里。同时搞

了石子坡至长疃的改线工程，还修了石门口

至辛岔、武家沟至槐树沟的战备专用公路，

计21．6公里。1971年冬至1973年完成了涿

下油路全部工程。1972年至1974年，结合

农田基本建设，对原涿双、涿武、双张、涿

矾和高温等县乡级公路进行了改线，基本上

达到了线型顺直、梁路配套、桥涵坚固、支

干交错、路树整齐美观，使桑干河两岸的主

要道路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1975年

铺筑了京西公路涿蔚交界至罗晏沟口的渣油

路面，还搞了涿岔、矾野的路基改善工程，

并开始修建大河南至三里棚的简易公路。

1976年至1977年完成了13公里大马战备

公路的修建和涿岔路的桥涵建筑工程。1977

年整修了河东至大庙的12公里地方道路，

到1978年完成了涿岔路铺筑油路面的全部

工程。1980年至1982年新修宣涿线宣化界

至武家沟的4．7公里路基与桥涵。特别是

1983年以来，在赵家蓬区和其他偏僻边远

山区新修与改建24条地方道路，打通40多

个闭塞村，从而为山老区人民群众彻底摆脱

贫困落后状况，尽快走上勤劳致富的康庄大

道奠定了基础。截至1985年底，全县境内

的公路基本上达到了纵横交织，四通八达，

每平方公里平均有公路0．369公里。共有干

线公路3条(款含在建的沙东公路)，计

147．325公里，除京西线尚有45．4公里砂土

路外，其余均为油路；县级公路5条，计

90．413公里；乡村公路123．513公里。另有

路基宽4．5米以上的乡村道路668．5公里。

共有公路桥梁73座2280．9米，其中：大中

桥12座、1256．2米。列养路线271．738公

里，宜林路线已绿化147．721公里，存树

58616棵。现有养路工区4个、道班29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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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3个分散的)，公路事业职工总人数达

383名，其中：养路工328名(含代表工

259名)。由于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社会

车辆相应增加。全县有载重汽车434辆、小

型汽车155辆、摩托67辆、大拖192辆、

小拖843辆胶轮大车1401辆、手推车

30012辆。此外，涿鹿汽车站常年驻张家口

地区运输公司的大客车16部、货车35部。

开辟客运路线15条，营运里程588公里

(含重复里程295公里)，县内通往25个乡

镇、254个村庄，设站点91个。仅涿鹿汽

车站日始发客车34个班次，过往12个班

次，旅客平均日流量达2300人次。1985牛

完成客运量85．2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2183．2万人公里，比1952年分别增长22倍

和40倍，比1980年分别增长48．6％和

67．7％；货运量60万吨、货运周转量

4907．6万吨公里，比1952年分别增长2倍

和42倍，比1980年分别增长36．6％和

205．4％。

1986年～1995年，这过去的十年是改

革探索发展的十年，是涿鹿县交通运输事业

出现巨大转机和变化的十年，为了使后人看

到涿鹿县交通事业的长足发展，起到“存

史、资政、教育"的作用，从1995年lO月

着手搜集资料，续写《涿鹿县交通志》。到

1995年底，全县已形成以县城为主枢，以

国道、省道干线公路为主骨架，布局合理的

公路网络。

到1995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发展到

933．015公里，其中国道68．014公里、省道

128．463公里、县道74．472公里，乡道

214．014公里、村道448．052公里。通车乡

镇达到100％，通车行政村占95％。公路

质量逐年得到改善和提高通车总里程中有油

路235．856公里较1985年增加101．925公

里，县道、乡道全长油路63．27公里。好路

率95．9％，综合值86．2。社会车辆大增，

全县有各种机动车5873辆，较1985年增加

4182辆。为进一步加快交通建设不靠不正

当手段去收费，精力用在源头管理上，每年

增收100多万元。为了进一步加快交通建设

步伐，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

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在全县深

入开展向江阴市学习的决定》，涿鹿县交通

局掀起学江阴高潮，为实现“九五”规划，十

年远景目标而努力奋斗!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涿鹿县的公路交

通带来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仅为发展工农业

生产与商品经济、加强国防建设、沟通城乡

物资交流和方便人民群众生活提供了必要条

件，而且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

先行官的应有作用。

l p
(



大事记·5·

五帝时期

据《史记》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

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黄帝做指南

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黄帝战败蚩尤以后，四方诸侯前来涿鹿

与黄帝“合符釜山"创建交通。

夏

夏朝车正即管理车的官任奚仲，后演变

薜姓，其人在指南车基础上发明了车。

商

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朝武丁时，开始在

今张家堡、大堡一带设驿传。

战 国

赵攻燕得上谷30城，开辟了协阳关

(今大堡下关)车马大道。

周贞定王介十二年(公元前457年)。

赵襄子争权杀其姐夫代王，后接姐姐代

夫人途经磨笄山(今鸡鸣山)时，代夫人拔

发笄自刺而死，此山故名磨笄山，打通了涿

鹿通往下花园的驮运大道。

秦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代王

嘉与燕国合兵与秦军战于上谷涿鹿一带，开

辟了怀来与涿鹿之间的大道。

西汉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燕王臧

茶反叛，汉将郦商率军平叛，驻军于上谷涿

鹿。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秋，

汉将霍去病率军在茹县(今张家堡村东一

带)设伏，击破匈奴大军，尔后历代兵家视

此地为绾毂南北交通要塞。

东汉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

彰率魏军追乌桓军于涿鹿桑干河，曾搭设浮

桥一座，乌桓军大败。

三 国

本朝末，桑千河水泛滥，浮桥被毁，下

洛城毁。城址东迁(即今涿鹿城)。

南北朝

秉率众弃城奔中山‘今河北定县儿开辟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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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至中原又一条大道。

隋

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在潘城

遗址修建怀戎城(今保岱)，在城东协阳水

建石桥一座，后被洪水冲毁。

唐

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修建永兴县

城(今涿鹿城)。同时建城门外吊桥四座。

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十月，李克

用率兵攻陷新州，毁浮桥一座。

北宋 辽

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十月，辽主

命奉圣州(今涿鹿)节度使薄里打率军水运

渡桑干河攻打蔚州守军，打通桑干河水运道

路。

宋宣和四年(公元l 122年)一月，金

兵逼辽行宫，辽主率卫兵出逃，水运渡桑干

河，仓惶之中将传国玉玺丢于桑干河。

兀

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闰正月)二

月，元兵为控制中原，派军民修建桑干岭道

路，三年(公元1326年)七月，修筑今县

城通往赵家蓬区道路。

明

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七月，武

宗经保安州停留后到宣化府，为武宗皇帝驾

行拓宽道路。

嘉靖十九年(公元1 540年)，瓦刺军进

犯，总兵官白爵迎战于保安州西侧桑干河，

曾搭浮桥。

洼
，月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十一

月，康熙皇帝亲率大军征伐蔼尔丹后回銮驻

跸保安州，次日去清凉寺观光，沿途石桥均

为新建。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知州张为柄

劝官民捐修西二堡村南桑干河石坝、县城南

关石桥。

中华民国

民国5年(1916年)，孙中山在杭州发

表演讲，号召修建道路：“衣食住行是人民四

大需要，修治道路以利人行"。这是革命领

袖公开提倡筑路之始。

民国7年(1918年)7月29日，交通

部公布《长途汽车公司营业规则》及《长途

汽车公司条例》，这是政府颁布汽车运输章

程之始。

民国8年(1919年)11月14日，大总

统徐世昌以教令第2l号公布《修治道路条

例》51条，这是政府颁发筑路章程之始。

是年，修桑干浮桥。

民国10年(1921年)，孙中山提出修

筑百万公路计划建设大纲。

民国13年(1924年)9至lO月间，第

二次直奉战争时，阎锡山与张作霖交战，即

有汽车由蔚县过涿鹿经包家路(官道)达怀

来。

民国17年(1928年)，察省遭灾，省

建设厅制定以工代赈修路计划，将涿园(涿

鹿至下花园线列为第二期干战，涿蔚(ig鹿

至蔚县)线列为第二期支线。

民国23年(1934年)，驻怀来涿鹿，

下花园一带的国民军二十九军，为适应军需

与解决当地民间交通之不便，由第二师师长



大事记·7·

刘汝明倡议修建下花园洋河大桥，经商请察

省建设厅长潘维、督促涿鹿、宣化等地筹款

(--十九军第二师亦支助部分建桥款)，并予

以计划指导，即在两月内建成一座半永久式

大桥。 。

民国24年(1935年)，刘汝明离涿鹿

时，将一辆美制道奇牌汽车卖给涿鹿县财政

局和县商务会，作价3000元。后由出资双

方营办了涿园汽车合作社，日出车两趟，运

送旅客于涿园之间。该汽车于1937年“七

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弃土南逃时烧毁于

岔道村。

民国25年(1936年)，察省公路路线

统计表列出涿鹿县境内有三条省管公路：①

西花，路全长88公里，起于西合营，经桃

花、涿鹿，止于下花园，勉强通车。②怀

蔚，路全长135公里，起于怀来，经矾山、

西合营，止于蔚县，勉强通车。③矾永，路

全长52公里，起于永宁镇，经延庆城，怀

来城，止于矾山堡，勉强通车。

民国27年(1938年)3月中旬，八路

军的一个排在北小庄大渠桥附近炸毁日军的

一辆汽车，打死日军3名，缴获机枪1挺，

步枪3支，从此涿鹿到下花园改走新路。

民国28年(1939年)，牛家场的牛天

星买了第一辆胶轮大车，第二年涿鹿城的樊

进山买了第二辆，到1945年涿鹿城第一次

解放时即达80余辆。

民国30年(1941年)，日伪修复过涿

鹿境内的三条公路：①沙涿线：沙城至涿

鹿，42公里。②下涿线：下花园至涿鹿，18

公里。⑧怀西线：怀来至西合营，128公

里。

民国31年(1942年)4月至1943年，

El本侵略者为维护其统治，在涿鹿城南桑干

河上建起了一座全长312米52孔(每孔跨

径6米)可潜桥、宽4米。该桥是由日伪公

路工程技术人员勘测设计的。

民国32年(1943年)春至1944年

秋，日伪在涿鹿县境内大修警备道路。

民国33年(1944年)，日伪又修筑了

涿鹿城西南桑干河北岸的大塘湾堤坝。

民国36年(1947年)3月，北岳行署

交通局兴修了杨家坪至马永城的道路。

同年底至1948年初，涿鹿县县长王郡

带领县区村干部和群众抢修了马水至太平堡

的简易公路。

民国37年(1948年)2月4日，在石

家庄召开了华北交通工作会议，董必武在会

上作了总结报告，着重讲了对交通工作的认

识问题、交通建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和交通

工作的组织领导。

5月28日，冀热察行政公署向各专员

县长发出“建立路标"保护交通的命令。

12月6日，涿鹿县城第二次解放，华

北野战军2兵团在新保安包围国民党35军

时，即从涿鹿境境内通过。

是月28 El，华北人民政府发出“护养公

路暂行办法"的布告。

民国38年(1949年)1月15日，根据

中央决定恢复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涿鹿县属

察哈尔省察南专区管辖，第一任县长杨普

泽。

2月，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公路管理

局，2月26日至28日，省局派李国华、祁

树生对源晓县境内的下西公路进行了全面勘

查。

3月29日，华北交通会议在北平召

开，确定今后的交通工作，除军事任务外，

主要是加强公路养护与管理，使各项公路建

设走向正规化，运输公司走向企业化。

3月22日至6日21日，省人民政府主

席、副主席先后向各专、县人民政府的专

员、县长发出指示，指令和通令等重要文

件。交字第1号指示春季大动员普修公路，

确保公路完整以利交通。

5月2日至6月2日，省局主持维修了

下花园民生桥的桥面板，共开支小米5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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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由张家口市长城建业公司承揽，6月

3日正式通车。

省公路管理局察南段于8月6日至9月

30日．重建了下涿公路小桥9座(石台木

面半永久式)，共开支小米20610公斤，监

工苏凤梧，段长白维城。

涿鹿县境内只有61．8公里的下西公路

勉强通车，因石瓮至后沟约8公里是走岔道

河床，故晴通雨阻。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10月1 E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4月23日至5月4日，察哈尔省公路

管理局察南段用养路费维修下涿公路9座桥

台勾缝工程，共开支8560ll元(旧币以下

同)。

7月12日至21日，察南段在下涿公路

民生桥紧螺丝工程，共开支1l 14725元。

7月，察哈尔省交通局搞了运输情况及

车辆调查，蔚县至涿鹿90公里，公家马车

23辆，运小米28吨，私人马车28辆，运

小米32吨；西合营至涿鹿70公里，公家马

车4辆，运小米5吨，私人马车17辆，运

小米22吨。

8月3日，涿鹿县县长杨普泽为抢修涿

鹿桑干河桥向察哈尔省主席张苏呈请要求派

员拔款。9月23日察南养路管理段的正j

副段长白维城、张振霄向省交通局的正、副

局长郑秉吾、孟晋卿请示，9月25日孟晋

卿指示：“该桥岁修工程较大，已列1951年

交通事业费项下并根中央批示，在未批准前

不能开工”。

8月20日，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印发了

lO月11日至1 1月18日，察南养路管

理段整修涿鹿至下花园公路，涿鹿县根据要

求召开了县、区、村干部参加的修路会议，

并建立修路委员会，整顿了6个护路村。在

这次全专公路修整工作中涿鹿县第一区被评

为模范区。一区的张瑞被评为全专的甲等模

范，县政府的朱文才被评为丙等模范。涿鹿

县共出建勤民工2726个工日，车工745个

车日，整修路基320米3。路面11563米2，

用砂2039米3，动土560米3，挖排水沟

2690米。

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公布

了公路养护须知。

1951年

2月23日，中央交通部召开了第一届

全国公路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目

前形势与工作的报告，，，陈主任作了“关于

1951年国家财经方针与工作要点的报告打。

12月24日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养路会议。

2月24 El，中央交通部下达了1951年

度公路植树工作的通知，5月17日又指示

“加强雨季公路防护及抢修工作’’，5月31

El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1951年民工整修

公路的暂行规定"的命令。

2月，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

1951年民工整修公路的暂行规定和实施细

则”的命令。

4月28日，发出“关于1951年交通运

输工作的指示’’。6月26日为各区县增设交

通机构发布了命令。9月20日察哈尔省运

输委员会决定由联运公司负担抗旱备荒。从

东北运至下花园的粮食100余万公斤，经下

花园联运站昼夜运到涿鹿，稳定了市场粮

价。

2月28日，察南公路管理段为修下涿

公路下角沟便道向省交通局请示批准开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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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道1155米3，共开支607，134，109元，

主办工程师刘大元。

6月1日至7月8日，对桑干河南踹的

三孔桥18米进行修复，筑护岸工程158

米，由省、专、县共投资319，519，000

元，实际支出298，378，703元，由省交通

局与涿鹿县人民政府组成施工处，涿鹿县出

民工10002个工日，每工日津贴小米I．5公

斤，工程师裴士毅。

涿鹿县春季普修涿下公路14公里，使

用建勤人工1438个工日，车工108个车

日。修好路基54米3、路面36600米2，疏

通渠沟6451米，使用砂石342米3。秋季普

修公路使用人工1792个工日，车工602个

车日。春秋两季共奖励小米700公斤。

冬季，县人民政府结合救灾以工代赈，

整修岔道至任家湾6公里(由二区组织上水

沟、史家沟、穆家沟、连家堡、凤凰庄，塔

院，岔道7个村灾民整修)；任家湾至后沟

段(由七区组织蝉坊、后沟、孙家寨，司祁

洼，石人洼，水潮梁、大堡等村灾民整

修)，青杨树及马圈沟木桥(由七区组织青

杨村、大堡、司祁洼、石人洼、台子洼、倒

拉嘴等村灾民修建)。12月31日察哈尔省

察南专署以秘交字第54号文件批复，拨给

高粮2471．88公斤，并要求继续修好涿蔚公

路。

涿鹿县联运分站成立，属下花园联运站

管辖，负责人张培元，地址涿鹿南关乔家

巷。

1952年

涿鹿运输分站改为“涿鹿运输站’’，站长

邵f：义，属察南专署宣传运输分公司领导。

春季涿鹿县第六区以工代赈修大车路

14条，计282．5公里，共用高梁42000公

斤，小米136362公斤，人工22641个工

日，车工32个车日。

4月至11月，察南专署批准民工整修

公路补助小米26954．5公斤，使用民工建勤

10739个工日，车辆5798个车日，修路基

94米3、路面27561米2，边沟1 1000米，路

肩44米3，铺装路面砂石5222米3。

5月至12月，下花园至涿鹿进行交通

量调查，汽车日达6车次，胶轮大车日达

1856车次。

6月28日至9月10日，察南公路管理

段根据省交路(52)字第127号复示，在下

涿公路张庄处新建涵洞12道，各项费用开

支77153926．1元，还重点整修了张庄附近

的一段低洼路段，加高路基土方3740米3，

使用砂石料407米3，挖边沟4350米，修路

面1400米2。另外收回被群众侵占的路基

41257米2。共用建勤民工11431个工日。

补助小米28579公斤，大车1646个车日，

补助小米13168公斤。

察哈尔省第二届全省养路会议提出：“有

路必护，有路必养，，和“修必养，养为用"的

总方针。

1953年

1月，正式成立河北省张家口专员公署

公路管理局。涿鹿境内归宣化公路管理段下

花园公路管理站管辖。

2月，宣化公路管理段下花园公路管理

站修补了张家堡附近的半永久性涵洞，共开

支1356000元。

5月至1 1月，张家口专员公署公路管 。

理局与涿鹿县人民政府对涿鹿境内的下西公

路进行大整修，并联合组建施工处，主任郭

瑞恒、副主任仇汉生、朱文才，涿鹿县民工

队长李广田。该工程主要有三项：一是岔道

附近改线；二是涿鹿城东改线；三是涿鹿城

南桑干河冬季修建木便桥一座九孔，全长

43．25米。8月26日下花园至西合营段86

公里通行汽车

桑千河主流改道，交通中断，夏天将高

堡马恒与易、张、郝、康等／k家联营的渡船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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