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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交通志丛书》是《河南省地方志丛

书》的一部分，由全省各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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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地区交通志》编写内容有公路、铁路、

水路、航空、管理、人物等章，是一部广义性的

地区交通志。
’

河南省交通史志

编纂委员会

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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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周口地区交通志》已编纂成书，这是周口地区的第一部交

通专业志。我祝贺它的出版。 ．

周口地区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

息，开拓交通，繁荣经济。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

民国政府的腐败统治，民不聊生，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交通运

输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1938年6月的黄水泛滥，淹没道路，冲

毁桥梁，淤塞河道，使交通瘫痪。．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周口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交通运输

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口地区

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在稳步发展种

植业、养殖业、林果业、畜牧业的同时，以轻纺和农副产品加工

工业为突破口，迅速发展商品生产，并把超前发展交通运输作为

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采取民工建勤、民办公助的办法，扩宽、

改善国、省道公路，大力修建县、．乡公路，续建漯周铁路，开发

航运，形成了一个以公路、铁路、水路相互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

网络，为周口地区的商品打入全国和国际市场提供了便利的运输

条件。．
‘

。

’在深化改革、振兴经济、发展交通的盛世之年，地区交通局

组织人员，编纂了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周口地区交通

志》，以存史资治。不仅可为本地区交通运输事业的规划、建设提

供借鉴和依据，而且对于实现周口地区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

的现代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将发

挥积极的作用。 。

朱法勤
。

198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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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周口地区交通志》是一部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

的经济志书，是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专

业性特点。
‘

‘‘’交通运输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

生产、生活资料和人员的输送任务，在国计民生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被喻为人体的动脉。一个地区的交通运输状况，反映了

这个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邑以志为鉴”。中华民族素有编史纂

志的优良传统。1986年，我局根据河南省交通厅和周口地区史志

编纂委员会的部署，、组织编辑班子，着手编纂《周口地区交通

志》。在编纂过程中，编写人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怀着既反映本区交通运输全貌，又体现其特点的愿望，本

着“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采取分类横排、以类为题、统

合古今、横分纵述、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纪事本末的笔法，力

图写出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交通志。

《周口地区交通志》是众手成志的硕果，是一项‘‘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的历史工程。它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书，对

于了解周口地区交通运输的历史与现状，探讨交通运输的发展规

律，进一步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促进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资料。

谭继勋

1989年6月1日



凡 例

一、《周口地区交通志》是一部区域性的经济类专业志书，凡

是辖区内的交通运输事业，包括公路、铁路、水上运输，不论其

经济体制、隶属关系如何，均纳入本志，以展示周口地区交通运

输事业的全貌。

二、本志书记述区域，按1965年周口地区设置后的9县1市

记载。

三、本志书的体例是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

结合，时类并举，分章、节、目。尽力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记

事上限1887年，个另Ⅱ事项上溯至古代，下限1987年。

四、本志书分述、记、志、图、表、照、录7体编纂。图、表、

照，穿插于志书的有关部分，无法列入正文的史料，纳入附录。

五、本志书按公元纪年括注朝代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只记公元纪年。 ．

六、记事和大事记，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

体为主。近代一般记年不记月；人名均为全称，如有职称，冠在

姓名之前。凡在章、节中无法列入的大事，为保存史料，在大事

记中作翔实的记载，不在正文中详述。

七、志书中所用计量单位，均采用法定计量单位，用汉字表

示。
。

八、资料来源以国史、正史、档案等文献为主。有关杂志、报

道、通讯、口述、笔录等资料，经考证核实无误后使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以实际执行结果为依据。

九、记述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除随文因事系人外，

设人物章。凡已故的典型人物，以传略形式记述；在世的地级以
‘

， 1



上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等，用英模录形式记入；对其中

事绩突出者，列名简介。 ．

十、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任职氧只列到副县级以上单位
的正职。

‘

十一、志书文中的简称：如“解放前后’人指1948年淮阳专

员公署建立前后；“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中共周口地委”，指一“中国共产党周口地区委员会’0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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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周口地区地处河南省豫东平原东南部，位于北纬33。051至34。

20’，东经114。157至115。40，。东邻安徽省阜阳地区，西连许昌、漯

河市，北靠开封市和商丘地区，南接驻马店地区，东西长约140公

里，南北宽约135公里，面积11637平方公里，耕地1175万亩，

人口846万人。
。

周口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属黄淮冲积平原的一部分。西

北偏高，东南偏低，最高的扶沟县西北部海拔64米，最低的沈丘

县东南部海拔36米，高低差28米。境内河流纵横，较大河流有

沙河、颍河、贾鲁河、涡河、惠济河、汾泉河等，各条河流均往

东流入安徽省境内，属淮河水系。

周口地区历史悠久，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据中国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刘洪元编著、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撰写前言的《中国

古地图》一书载：“在五亿七千万年至十九亿年震旦纪期中国境内

绝大部分是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淮阳古陆地”。考古工作者在淮

阳、郸城等地发掘出多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说明人类的祖先

很早就在淮阳古陆地上繁衍生息。我国各家史书，大都从“太吴

伏羲氏都宛丘”、“炎帝神农氏都陈”写起。“宛丘”、“陈”就是现

在的淮阳。淮阳北的太康县古为阳夏，是夏朝启子太康的都地。西+

周武王封舜后裔妫满于陈。淮阳南的项城县为周封项子国。淮阳

东北的鹿邑春秋时为苦地，是著名哲学家、道家始祖老子(李

耳)的出生地。孔子周游列国，三次到陈。战国后期，楚灭陈。公

元前278年，秦将自起攻占楚都郢，楚顷襄王迁都于陈。秦始皇

统一天下后，设陈县。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攻克陈县，在陈建都称王，国号“张楚”。

汉以后历代都在淮阳设郡、州、府、县。1932年(民国21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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