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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泽惠千秋。现正是经济振兴、国泰民安之盛世。编史修志，正

当其时o<林州市交通志>应运而生，这是林州市(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交通

专业志。是林州交通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值得庆贺。

地方志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自古以来，编史修志对于治理国家、治理地方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古人

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历代地方官府都很注重编修地

方志，留下了许多史志巨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等同志非常关注修志事业，曾多次倡议编纂地方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全国各地，编修社会主义新型地方志，充分发挥其“资治、

教化、存史”的作用，使之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地方信史。

林州历史上交通闭塞，严重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

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以来，林州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团结进取，顽强拼搏，在经济建设的各条战线

上取得了可喜成就，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全面振兴。现在已发展成为乡乡通沥

青(水泥)路、村村通汽车且9 0％以上的通行政村道路实现了油路或水泥硬化，

形成了干支结合、城乡沟通、纵横交织、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公路运输从

无到有，各种机动车辆迅猛增长，道路运输El趋繁荣；旅客运输、货物运输、搬

运装卸、汽车维修和运输服务五大运输市场健康发展，经济效益逐年攀升；交

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全系统28个企事业单位，有22个被河南省、

安阳市、林州市三级命名为文明单位。搬运公司三队获铁道部“文明装卸队”

荣誉称号，林州汽车站获交通部“文明客运站”荣誉称号，林州市交通局于

1998年被交通部、人事部命名为“全国交通系统先进集体”，在全省“好路杯”

评比中，连续13年获“公路金杯县(市)”称号，连续7年获全省“道路运输管理

标兵县(市)”称号，1996年全省交通工作现场会在林州召开，号召交通系统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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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林州经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开创交通工作新局面。

从1995年开始，3次举行的安阳市县乡公路建设现场会在林州召开，极大地

鼓舞和激励了林州人民的斗志。交通事业的繁荣，为发展城乡经济、改善人民

生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辉煌的成就是来之

不易。不可磨灭的o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说过：“志属信史o”在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和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把林州交通事业发生的巨大

变化加以认真总结、整理，翔实地载入史册，是林州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历史赋

予我们的责无旁贷的责任。

为了将<林州市交通志>编纂好，成为名志精品，曾历经了三上二下，数易

其稿。1982年，为了配合<林县志>编纂工作，县交通局成立交通志编纂小组，

历时2年写成初稿；1997年，再次抽调人员，重点撰写了1986—1996年10年

问的交通发展情况；1998年11月，第3次组成的交通志编纂领导小组，后改

为编纂委员会，把交通志编纂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交通文化工程”来抓，承上

启下，全面系统地编撰成书。在志稿编纂期间，编纂人员含辛茹苦、默默无闻

地做了大量而浩繁的调查、研究与撰述工作，为志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

动。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给予了大力支持，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和令人赞佩

的。我借此机会，特向为<林州市交通志>作出无私奉献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

感谢o

<林州市交通志>出版发行后，对激励林州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创造更加宏伟、更富有

魅力的公路建设和道路运输新业绩，加速经济建设，使林州成为富裕、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县级市，将会起到积极作用；也能为人们了解林州，热爱

林州、建设林州、振兴林州，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招商引资，吸引更多

的中外各界人士前来红旗渠故乡投资兴业，发展经济，提供可靠的史实资料。

刘秋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林州市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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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新

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林州市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与

现状。力求达到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有益当代、惠及后世之目的。

二、本志记述时间断限，上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至1999年。

三、本志为分篇并列体，分门别类，事以类从，横分纵述，纵横结合，分篇、

章、节、目。本志因不设地理自然篇，在概述中先叙述林州市地理、自然、建置

和政区沿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简况：然后全面勾玄交通发展概貌。并设特

载，将一些重要史实独立成篇，列在各篇之首，以下分类设篇，是全书之主体。

以述、记、志、传、录等体裁形式，立足当代，详近略远，全面、系统、翔实地展现

交通事业各个事物的发展脉络。最后设附录篇，将重要文件、领导讲话、报刊

文章等辑录一起，以供参考。同时在各章节中随文穿插适当的图表、照片，图

文并茂，互为印证，达到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统一。

四、本志篇首均冠以无题小序，以宏观统帅微观，条理清晰、开宗明义。

五、本志从林州交通建设和管理中涌现出来众多先进人物中，选择有重要

贡献的代表人物进行记述，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过世者写传略，在世者写介

绍。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文书、史志典籍和重要口碑资料等，一般不再注

明出处。

七、本志所写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间，文中不加注释。如民国，是中华

民国的简称，1912年成立，1949年9月终止；抗日战争爆发，指1937年7月7

日芦沟桥事变发生至t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全国解放战争是1945

年8月至1949年9月；林县解放，指1944年10月林县全境解放时间；新中国

成立，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El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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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为遵重历史和便于记述，各篇涉及的建置、区划、机构、职务，均按

不同时期使用当时的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九、本志除引文外，皆采用现代语体文、书面语和规范的简化汉字、标点符

号，数字、计量、时间、年代表述用法，均按国家统一规定书写，力求通俗易懂，

简洁流畅，文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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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林州市(原林县)地处太行山东麓豫、晋、冀三省交汇处，位于东经113。377

—114。04',北纬35。41
7

360227，属河南省辖。东与安阳县、鹤壁市、淇县接壤；

西依太行山，与山西省平顺县、壶关县毗邻；南同辉县市、卫辉市相连习匕濒浊

漳河，与河北省涉县隔河相望。南北长74公里，东西宽29．4公里，总面积

2046平方公里，耕地51269公顷。

林州地势为西高东低，太行山支脉林虑山纵贯全境，在林州市西部构成天

然屏障。一般海拔800—1000米，其中最高点四方垴南山头海拔达1632米。

南部和北部是徐缓低山，中、东部为盆地和丘陵。山地丘陵面积为1760平方

公里，占总面积的86％。旧志云：林县“西负太行，北阻漳水，东与南两面俯瞰

相卫(相，古相州，今安阳市。卫，卫辉市)，势若建瓴。”在军事上具有“卫(指安

阳至卫辉一带)弃之而弱，晋(指山西省)有之而霸”的地理位置。

林州气候适中，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具有豫北平原向山西高原过

渡的地方性气候特征。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2．7℃，夏季平均气

温25．3℃，冬季平均气温一1．1℃。无霜期18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593毫

米。

林州物华天宝，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藏资源有铁、铅、锌、铜、煤、石灰

石、白云石、石英石、大理石、花岗岩、耐火粘土等20多种。林州盛产小麦、玉

米、谷子、红薯、水稻、大豆、花生、棉花、油菜等。全市山坡面积广大，林果资源

丰富，主要土特产有柿子、核桃、山楂、板栗、花椒、苹果等。畜禽品种有马、骡、

驴、牛、羊、猪、鸡、兔等，还有党参、柴胡、元参、当归、黄芩、元胡、板兰根、灵芝

等800多种中草药材。林虑山主峰四方垴北部山谷中；有药用植物92种，被

誉为“太行天然药物园”o

林州有浊漳河、洹河、淅河、淇河4条季节性河流，年均径流量为10．53亿

立方米，浅层地下水集中分布在城关盆地和临淇盆地，分布面积达230平方公

里，合计储水量14．1亿立方米。泉水主要出露于市境西部南部地层中o

。心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