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人民出版社

唐县交通志
行唐县交通局

编



河北地方史志丛书

行唐县交通志
行唐县交通局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行唐县交通志编写人员

主编：尤永和

编辑；梁继海李英杰

审校：石家庄地区交通局史，矗编写办公窒徐振奎郑英柯

审订：行唐县政协副主席马志厚

石家庄地区交通局原副局长李德功

河北地方史志丛书

行唐县交通志
行唐县交通局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11．625 F[]张280，000字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 定价：5．45元

IS BN7—202—00628-6／K·‘83 ’一、



行唐县交通志编写人员

主编：尤永和

编辑；梁继海李英杰

审校：石家庄地区交通局史，矗编写办公窒徐振奎郑英柯

审订：行唐县政协副主席马志厚

石家庄地区交通局原副局长李德功

河北地方史志丛书

行唐县交通志
行唐县交通局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11．625 F[]张280，000字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 定价：5．45元

IS BN7—202—00628-6／K·‘83 ’一、



； ， ，
’

．

。气。，+!，一。：’、。k．， _ ～，÷一‘． ，j+’，．，‘1
，

r． {
．

． ‘、 ～’

’

．
： {

， ．

‘ ’

， 一

一

{

序

‘

t，x． ～

看完《行唐县交通志》稿，掩卷之余：很有些感触．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衣，食，住，行”4件事， 。行”
‘

：是与。衣l-食．住”相提并论的，可见它的重要了。行．即今天

所谓的交通。．‘’：， ’
一 ： ， 一’ ’

当前，我国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蓬勃兴

起，交通业的发展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8要致富，先修

路”，我们行唐要发展经济，要振兴，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的和文

‘化的生活水平，就不能不对交通事业的发展给以足够的重视。我

们确信，今后，行唐县的交通事业必将有更快的进步。 ，

古代，行唐的交通事业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历代统治者几曾

为百姓着想组织人们进行交通建设!相反，统治者修桥筑路又往

往给人民带来鬼穷的灾难。例如，统治者那无数次的你争我夺的

争战不就是这样?他们强迫百姓修路架桥，到头来人民反而饱受

刀兵之灾。因此，行唐虽有几千年的历史，却一直未能改变穷乡

僻壤、交通闭塞的状况。懈放前夕，行唐县全境只有两条共约55

公里长的土马路勉强能行汽车。人民群众，特别是丘陵和山区的

、人民群众，仍旧备尝肩挑驴驮．步履艰辛之苦．
’

，．

解放后，情况大为改变，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解放初

期的1952年。全县的客运，只有在长寿至行唐县城一段长约15公

里的土马路上行驶着1辆客运汽车(代客)，而1988年行唐县汽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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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路线已有18条，长达1433公里，班车37辆(不含地区统管的露

营客车和外县途经行唐县的客车)，全县28个乡镇全部通了客车。

货运汽车。1952年只有l辆．1988年全县共有货运汽车618辆，

货运量1988年是1952年的156．6倍。解放前，全县没有一条油面

公路．如今已有Io条，共长141．7公里。在今日行唐大大小小的

公路上，行驶着各种机动车辆，一片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一

象。行唐县这个机体上的动脉已经开始畅通。

这本志书，除为今后行唐县进一步发展交通事业提供有价值一

的资料外，还雄辩地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行唐人

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是能够建设好美好的新生活的。我们应
该更加坚定不移．百倍努力．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开拓进取．不
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

刘茂谦

1989年9月10日

中共行唐县县委书记刘茂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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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茜

《行唐县交通志》的编纂工作，是在1986年4月完成《行唐

公路交通史》的基础上，按照地区第5次史志编写工作会议的

部署进行的。通过两年的努力工作，于1988年4月完成初稿。后经

一地区交通局和本县有关领导审查，又作了’不少修改增删。由于我

们史志知识匮乏，在编写过程中，从篇目设计，资料搜集，编写

体例到撰写志稿、语言修辞等，每一个环节都得到地区交通局史
‘

。，志编写办公室和本县有关领导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并得到县档案

局、社会各界人士和交通系统干部职工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所以，

本志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本书付印之际，我们谨在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

《行唐县交通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本县的交通发展概况．对古，近代道路，桥梁，仅

于以粗略叙述。
。

本志按编，章．节．目档次编排，体裁以患为主，志、记、

传，图，表．录各有专用．

，． 志首设综述，各编有概述，总其事，举其要，藉以提纲挈

颌，以便阅览． 。·

、

行唐县交通局史志编写组
。 +

，

。

’

、

： 1989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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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行唐县交通志》上限始自战国。下限截至1987年，个

到章节延至1988年。

二．体例采用编，章，节．目的形式。篇首冠以历史大事

一记．以时为序，提挈全志。 ，‘ ，

三，篇目编排按交通门类，横排纵写。记述上力求。重在记

述，叙而不论”，寓褒贬予事实的记述之中。’ ．

四，书中数字的写法，均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

一．卟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

。，五．凡书中称“建国前”， “建国后”者，系指中华人民共

铘国成立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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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部，东隔大沙河与曲阳县相望，南与。

灵寿县接壤，北与阜平县毗邻，总面
复杂，西北部为高山，东南部为平原。i

早在战国时期，行唐西达中山都城灵
垣(今正定南)达赵国都城邯郸的遭一

路已经形成．秦代。行唐在西玉亭设马日站，唐代进贡绫绢经此去

长安。明代两岭日设驿站，驿使往来，为行唐的交通增添了繁．

荣。清代帝王巡幸五台径临行唐，调4县之吏于此修筑荤路．遭．
． 路交通有了进一步发展。史称此古辇路为“行唐之东大道”，

而行唐经两岭日过小关岭达阜平．浑源刭五台之古道则称为“行’
。 唐之西大道”． ．． 。

．t 一一

‘

民国年间，战乱不息，行唐交通无甚发展。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侵略军盘据行唐后大肆毁田筑路，修汽车路8条。抗日战争一

胜利后，群众毁路还田。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尽快恢复发展公路交通，以适应。

。 工农业生产发展之需要，行唐遵照国务院关于。民工建勤”、P 、

。民办公助。修养地方道路的指示，在各级党政领导下，大搞交

一1通建设．到1987年底，共修建干线公路2条，长61．1公里(新朱
至口头公路，本县境长33．4公里；北京至获鹿公路行唐段27．7公

里)l修建县级公路2条．长29．185公里(行唐至北贾村长9．1罗。

公里，口头至阜平界公路20．015公里)；修建乡级公路48条，协
} -302．535公里· ；㈠一 ’i ，．一F，{一6。7．、。． ．

：

“I
j

j，j‘j 1|l移， ■，，j
、 I l-，

·’

． ‘7



； 行唐不仅公路数量发展较快，且质量也有显著提高。到1987

年底，全县共有沥青(渣油)路面公路8条128．863公里．同时，

公路桥涵也全部实现了永久化。到1987年底，全县共有永久性公

路桥涵709座(道)。其中，大桥2座，中桥7座，小桥46座，

涵洞654遭，另有倒虹吸118道，过水路面20处，长1117．55米。

随着公路数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公路养护逐步加强，由

原来每年春秋两季大普修，从1958年开始。先在新口公路建立

了专业养路道班，配备了专业养路工人，实行专业遭班养护。到

‘1987年底。专业道班增加到8个。养护路线增加到4条(新口

公路、京获公路．口阜公路，行贾公路)，总长为90：285公里。

地方公路养护，主要依靠群众自修自养，县交通部门给予帮

助指导。自1966年起，由以前季节性整修改为组织建勤代表工进

一行日常养护。

公路建设的发展促进了公路运输发展。1952年，行唐始有一

辆烧木炭的货运汽车从事客运。同年，畜力胶轮大车也首次在行

唐投入使用。到1975年，畜力胶轮大车发展到4608辆，而畜力铁

轮车这一沿用几千年的主要运输工具，由于笨重且易损坏公路而

逐年被淘汰，到七十年代中期终告绝迹，继而由较先进的运输工

具——汽车，拖拉机所代替。1979年，行唐县民用汽车增加到l 14

辆，拖拉机增加到258台，货物运输量达到了194，487吨：货物

周转量6，488，378吨公里。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

入。个体运输业异军突起，到1987年．行唐汽车增加到618辆，

拖拉机566台(据监理站统计)．年货运量320．885吨，货物周

转量27，376．824吨公里． ’
： 一

·客运路线，1952年仅有新口公路1条。到1987年’增加蓟18

条，．客运里程达1072公里．客运量达318，643JL次．旅客屠转量

24，193，434人公里． ’’
’ “ 。’ ‘

总之，建国39年来，行唐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

2



领导下，大力发展公路交通事业，昔日交通闭塞的行唐县，如今
已经形成了干线公路连接外省区，县乡公路纵横贯通境内各乡的

公路网络。

随着公路交通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公路运输业务的繁忙，公路

交通管理机构也逐渐加强。从建国初行唐设农建科起，机构几经

变动，并不断充实，完善。到1987年底，行唐县交通系统包括县

交通局及局属7个单位，计有干部职1383人，比建国初年增舭
100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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