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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记述赤峰地区古代道路交通，近现代公路交通的演变历程。上自

辽代，下讫公元1990年。客观详实地记叙了赤峰地方交通发展的史实，资

料丰富，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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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赤峰市公路交通志>记载了赤峰一千多年来交通事业的变

迁史实，集区域性、专业性、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于一书。

这对于了解和探讨古、近代和现代道(公)路交通建设，进一步

发展赤峰市公路交通事业，促进我市的经济繁荣，将是极其有益

的。

赤峰历史文化悠久，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流域，是中华民族

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先后有东胡、乌桓、鲜卑、

库奠奚、契丹、女真、蒙古和汉族等各族人民在这块沃土上繁衍

生息，创造了驰名中外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青铜文明”。

契丹和辽王朝在这里兴盛；金代和元、明时期这里曾是重要历史

舞台；清代，随着盟旗制的诞生，这里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结

构。但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在历届反动政府

的残酷统治下，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各族人民

饱受灾难，交通状况极为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各族

人民，迅速医治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创伤。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

展，交通运输事业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京通、集通、叶赤铁

路从这里通过；民航班机可直通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公路四

’通八达。

赤峰地处东北经济区和华北经济区的结合部，是环渤海经济

区的腹地，是祖国首都北京的北大门，经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4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赤峰地区的公路交通事业得到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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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发展。至1990年全市已有各级公路8 774公里，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2倍。公路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全市经济

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赤峰地区经济仍

属于不发达地区，全市交通事业尤其是贫困地区交通事业发展滞

后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形势

下，要加速发展赤峰市经济，首先要发展公路交通，公路建设任

重道远。尚需继续付出极大努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重史实、重

教化、启后人、资治存史的原则，客观公正地反映赤峰市道路交

通演变历程。力求为赤峰公路交通的发展、为公路交通部门各级

领导运筹决策提供有益的资料。

谨以此书献给为赤峰公路运输事业作出贡献的万名职工。

赤峰市交通局史志编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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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赤峰市公路交通志>是一部统合古今道路交通的专业

志书。记事上起辽代，下讫公元1990年。志书按“略古详今”、

“突出现代”原则撰写，故以“公路交通”命名。

二、<赤峰市公路交通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的主体。

三、古近代以当时建制或现今内蒙古自治区辖领地域载述，

现代以赤峰市(原昭乌达盟)现行辖属地域记述。力求清晰完

整。

四、志书按公路交通门类横排竖写。按照以横为主，纵横结

合，时类并举的原则分类系事，分篇、章、节、目、子目五个档

次编排。横分门类以囊括史实，竖向记述以统合古今。

五、本志书以文字记、述、志、传为主，以图、表、录、照

为辅。

六、历史纪年。本志书以公元纪年为主，后加括号注明朝代

年号。

七、古代有异说的，加括号注明或随文记载，以求诸记并

存，留待考证。

八、记载度量时保留原有度量，括号内换算现今度量，其余

以现代度量单位为准，但市斤、华里未加附注，仍保留习惯称

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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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系撰著体，一般资料均不注明出处，为记载原文来

源，文后加括号注释，以资考证。

十、为反映重大事件的来源，大事记中注有作者、书名、期

刊或卷数等出处，民国时期和建国后40年均以当时文书档案为

主。

十一、一些难于在正文中记载的孤立事件，移至大事记中记

述，藉以保存史料，便于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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