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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 。公路通，百业兴”这是人们在

劳动实践中对交通事业的高度评价。

盐山县公路交通历史悠久，这里的人民勤劳朴实，并具有乐予

搭桥修路的优良传统。在过去的岁月里，人民群众经过辛勤劳动，

艰苦奋斗，征服自然，开拓了：许多道路，为发展生产，促进政治、

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为后来交通事业的发展也

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盐山县是山广、沧乐，海泊干线的必经要冲，陆路运输十分便

利。但在解放前，由于漫长的封建统治，多年的军阀混战，帝国主

义不断入侵，这里的地理优势得不到发挥，为此，境内的公路交通

事业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全县广大人民共同奋斗，艰苦创业，使公路交通面貌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目前，全县已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交通事业

的发展，促进了盐山县经济的繁荣昌盛，加快了四化建设的进程。

为了较为全面地记载盐山县公路交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我们

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编写了这本交通志。书中用大量的事实

再现了盐山县人民在交通事业上所做出的光辉业绩，它将作为历史

资料存入盐山县交通发展史册，为今后勤奋耕耘在交通战线上的广

大干部职工起到有益的借鉴。

编史修志是我们祖国的光荣传统，我们要继承它、发扬它，使

之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本交通志的问世，是盐山县交通系统编纂专

业志的开始，希望今后每隔几年就编修一次。为此，我们必须不问

断地做好各项资料的征集，着手做好下次修志的准备工作。



统的新生事物，我们在编写方面缺少

，时限年深日久，书中难免有遗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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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山县有悠久的历史，在两千多年前的商代已有人居住，春秋

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各国的经济往来和相互战争，境内已辟有道

，一 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历代帝王统治者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扩

充势力范围，不断开拓道路，使交通不断发展。 ’，、

盐山县濒临渤海，地势低洼，常经沥涝灾害。交通运输仅靠几
， 条大道和村间小路，运输工具只是木刹车和木制铁瓦大车，春季对

外通行，夏秋阻塞，交通十分不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交通

运输事业的发展十分缓慢。 ；：
，’．，’ 。⋯， 。∥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把搞好交通运输做为发展国民经济

的重要环节。层层建立交通管理机构，交通运输突飞猛进。条条公

路的告竣，机动车辆的增加，盐山县的交通事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
， 象。 。，

?

由于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物资交统，搞活了城乡经济。

这本交通志，是记载盐山县交通运输事业的第一部专业志。编

纂本交通志，为了使读者和后人了解盐山县交通运输的历史，我们

以志现状为主，同时也追述过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揭示’

-交通事业的发展规律，为发展交通事监给以有益的借鉴。

历史不停的前进，交通不断地发展，记载交通事业发展变化情 ，

况，可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使人们深知，只有在共产党的 i

。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办交通事业，交通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从而 岁，一

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项方j-，f’

7针，政策的正确性，赞扬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激发人民热爱共 ，

产党，热爱自已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和投

身四化建设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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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本书除交通大事记以外，均按横排纵写的原则记事，力求详

尽。但由于篇幅所限，加之编者水平低，不可能反映盐山县交通事·

：’。 业的全貌，尤其是对古代的交通只能以略记，望请谅解。．
‘

? 本书共分六篇，十六章，九十六节。编写前尽量做到占有资

料，广征博采。编写按记事体，述而不论。 ．

，’ 一

逢盛世修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各级领导的信任，

各个单位的支持，使我们感到重任在肩。为此，我们尽力撰写，力～

求提高志书质量，但由于水平低，缺少史志知识和编写经验，书中

错误难免，望领导同志和广大读者予以指导。 ．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沧州地区交通局计财科，档案科，史 、

’。志办公室，地区水利局，盐山县交通局各直属单位，盐山县水利
· 局，统计局、县志办公室等部门和单位的大力协助。在交通战线上

工作过的老干部，老工人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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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7 例4
‘

一，本志书主要记载盐山县交通运输的历史和现状，以现状为

主，略记历史。资料来源以文献档案为主，兼采口碑。

二．本志书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至198‘5年底，个别章节和

图，照延至1987年。 ·

三，本志书体例除大事记外均按交通门类横排纵写。正文分为

篇，章、节，目，子目五个档次编排。 一

四，本志书为述、记，图，表．照编纂，卷首有《序》和《前

言》，卷末有附录，照，图集中放手正文之前，表格穿插于正文之
， 中。 ．

五，本志书的数字用法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

门发出的联合通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六，书中字体一律采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

中的简化汉字。 、

七，志书中的历史纪年：大事记均用公元纪年，正文中从古代

至中华民国之前，采用历史习惯纪年法，后面夹注公历。

《
；毫

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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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j l 7，)

前言⋯⋯⋯⋯⋯⋯⋯⋯⋯⋯⋯⋯⋯⋯⋯⋯：⋯j·：o⋯·o⋯(．，1)
凡例⋯·；⋯⋯⋯⋯⋯⋯⋯⋯·：⋯小⋯⋯⋯“⋯j；·：⋯：⋯：⋯”(’’B)

第一篇综述⋯⋯⋯⋯⋯⋯、．．⋯⋯⋯⋯⋯⋯⋯”7．．．蠢·．-⋯‘、I’‘)

第=篇交通机构⋯⋯⋯⋯⋯⋯⋯⋯⋯山-⋯：·：⋯-⋯j·：．．(i’‘5)
概述．⋯⋯⋯⋯⋯⋯⋯⋯⋯⋯⋯⋯⋯．．．：¨⋯：。⋯·矗⋯·C I 5)

，第一章交通局机关⋯⋯⋯⋯⋯⋯⋯．．．⋯；⋯⋯⋯“i厶·一(：。5)

第二章交通局下属机构⋯⋯⋯⋯⋯⋯⋯⋯⋯⋯⋯-⋯(+9)
．’ 第一节公路管理站⋯⋯⋯?⋯⋯⋯··：⋯⋯⋯⋯⋯：⋯·(9)

，，．’．一，小修队⋯⋯⋯⋯⋯⋯⋯⋯⋯⋯：⋯⋯⋯⋯··；o·?(。11)

：：二，机械队⋯⋯⋯⋯⋯⋯⋯⋯⋯⋯⋯．．．·：⋯⋯⋯⋯·(11)

i，t三、公路道班⋯⋯⋯⋯⋯⋯⋯．．．．⋯⋯⋯⋯⋯⋯；!⋯·(．12)
‘’

四、料场⋯⋯⋯⋯⋯⋯⋯⋯⋯⋯⋯⋯⋯⋯．．．⋯o⋯(12)
‘

五．大王铺林场⋯⋯⋯⋯⋯⋯⋯．．．·?··j_⋯⋯⋯⋯·’(12，)

第=节搬运站⋯⋯⋯⋯⋯⋯·?⋯⋯⋯⋯⋯⋯⋯!“··(1 3)

。第兰节运输队⋯⋯⋯⋯⋯_⋯一⋯。⋯⋯⋯⋯⋯⋯一(15)
j 第四节计财股⋯⋯⋯⋯⋯⋯⋯．．．⋯⋯⋯．．．⋯．．．．⋯·：(，18)
。

第五节交通监理站⋯⋯⋯⋯⋯⋯⋯．；．⋯¨_⋯⋯⋯·(18)

j‘ 第六节运输管理站⋯⋯⋯⋯⋯“⋯⋯⋯⋯．．．_。⋯(19)

第七节盐山汽车站⋯⋯⋯⋯⋯⋯⋯⋯⋯⋯⋯⋯⋯·：(21)
： 第八节待业青年服务部⋯⋯⋯⋯_“⋯0⋯：?⋯⋯”_(22)

j‘第九节地方道路股⋯⋯⋯⋯．．．⋯⋯··?⋯⋯⋯⋯⋯⋯“(j23)
?

第十节史志编写办公室⋯⋯⋯⋯⋯?¨⋯⋯⋯⋯⋯i·。(二24)

．第三篇，公路⋯⋯⋯⋯⋯⋯⋯⋯⋯⋯⋯⋯：⋯⋯⋯：⋯⋯⋯；“(25)



概述⋯⋯⋯nn⋯”⋯⋯m⋯⋯⋯“⋯⋯⋯⋯⋯⋯⋯⋯·(

第一章茸道—一山海关至广州公路盐山段⋯⋯⋯⋯⋯(

第二章省道——沧州至乐陵公路盐山段⋯⋯⋯⋯⋯⋯(

第兰章县道——海兴至泊镇公路盐山段⋯⋯⋯⋯⋯⋯(

第四章环城公路⋯⋯⋯⋯⋯⋯⋯⋯⋯⋯⋯⋯⋯⋯⋯．．．(

第一节环城公路⋯⋯⋯⋯⋯⋯⋯⋯⋯⋯⋯⋯⋯⋯(

。·第二节县城街道⋯⋯⋯⋯⋯⋯⋯⋯⋯⋯⋯⋯⋯⋯(

一第五章县乡公路⋯⋯⋯⋯⋯⋯⋯··^⋯⋯⋯⋯⋯⋯⋯一(
： 第一节常金至反刘公路⋯⋯⋯⋯⋯⋯⋯⋯⋯⋯⋯(

第=节王古宅至圣佛公路⋯⋯⋯⋯⋯⋯⋯⋯⋯⋯(

第三节高窑至小庄公路⋯⋯⋯．．．⋯⋯“⋯⋯⋯⋯·(

第四节小庄至尚宅公路⋯⋯⋯：?⋯⋯⋯⋯⋯_．．．·(
5 第五节大吕宅至韩集公路⋯⋯⋯⋯一⋯⋯⋯⋯⋯(

第六节张仁庄至常金公路⋯⋯⋯⋯⋯⋯⋯⋯⋯⋯(

第七节马牛至王可忠公路⋯⋯⋯⋯⋯⋯⋯⋯⋯⋯(

第八节马村至窦武公路⋯⋯⋯⋯⋯⋯⋯⋯⋯⋯⋯(

第九节大王铺至大傅庄公路⋯⋯⋯⋯⋯⋯⋯⋯⋯(
t 第十节予庵至小营公路⋯⋯⋯⋯⋯⋯⋯⋯⋯．．．⋯(

第十一节太平店至杨集公路⋯⋯⋯⋯⋯⋯⋯⋯⋯⋯(
‘ 第十二节玉皇崔至王可忠公路一：⋯⋯⋯⋯⋯⋯⋯⋯(
! 第十三节玉皇崔至刘范公路⋯⋯⋯⋯⋯⋯⋯⋯⋯⋯(

．、 第十四节韩集至期集公路⋯⋯⋯⋯⋯⋯⋯⋯⋯⋯⋯(

、． 第十五节王朴至卸楼公路⋯⋯⋯⋯⋯⋯⋯⋯⋯⋯⋯(

第六章乡镇公路⋯⋯⋯⋯⋯⋯⋯⋯⋯⋯⋯⋯⋯⋯⋯⋯(

第一节边务至马村公路⋯⋯⋯⋯⋯⋯⋯⋯⋯⋯⋯(
‘

第二节马村至大傅庄公路⋯⋯⋯⋯⋯⋯⋯⋯⋯⋯(

第三节边务至杨龙潭公路⋯⋯⋯⋯⋯⋯⋯⋯⋯⋯(
． 第四节马村至薛沃公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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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第、六节

t、第七t节
t 第八节

‘、第，九节

l第十节
5

第十一节
；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

第十五节

第十六节

、第十七节

第十八节

第十九节

、第：十节

t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二节

：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四节

第二十五节

第：十六节

第二十七节

。，第二十八节

一第二十九节
、 第三十节

： 第三十一节

。7第三十二节

马村至李肖公路⋯一⋯⋯⋯．．．．．．”⋯⋯<
李肖至刘武公路⋯⋯⋯⋯⋯⋯⋯“．．⋯一(

大南至高马公路⋯。一“⋯n·n⋯⋯“⋯(
星马至东王公路⋯⋯⋯⋯”，I,Ii⋯一⋯”(

小南至海泊公路⋯⋯．¨⋯⋯⋯⋯⋯⋯”‘(
薛沃至赵毛陶公路⋯⋯⋯⋯“⋯⋯⋯⋯(
故城赵至于庵公路⋯“⋯⋯⋯⋯⋯”⋯(
大傅庄至刘武公路⋯⋯⋯⋯⋯⋯⋯·¨⋯(

小营至韩将军公路⋯⋯⋯⋯⋯⋯·41 II⋯·(

小营至三杨公路⋯⋯⋯⋯⋯⋯⋯⋯⋯一(

杨集至崔刘杨公路⋯⋯⋯⋯-⋯⋯⋯⋯”(

王可忠至庆云公路⋯⋯⋯⋯⋯～⋯-．一⋯(

庆云至白庙公路⋯．．⋯·51+I qlliII+I⋯-o⋯⋯(

玉皇崔至卢庄公路⋯”⋯⋯⋯⋯一"⋯”(

盂店至山广线公路一⋯⋯⋯⋯⋯··IIU 41⋯·(

张营至毛集公路一⋯⋯⋯⋯⋯⋯⋯!o”(

刘集至常庄公路⋯⋯⋯⋯v．．⋯⋯⋯．．．·⋯(

刘集至郑桥公路⋯⋯⋯一⋯”⋯·≯⋯⋯··(

高营至大李公路⋯⋯⋯⋯⋯⋯⋯⋯⋯⋯(

莲花魏至旧县公路⋯“一“⋯⋯⋯⋯_(
111县至卸楼公路～⋯⋯⋯⋯”⋯m．．．⋯(
卸楼至赵宅公路⋯⋯．．．⋯⋯⋯⋯⋯⋯··j·(

卸楼至沙窝公路⋯一⋯⋯⋯⋯⋯⋯⋯“(
卸楼至窑厂公路⋯⋯⋯⋯⋯⋯⋯⋯⋯·(
圣佛至南皮公路⋯⋯⋯⋯⋯⋯⋯⋯，⋯(

盂店至王古宅公路⋯⋯⋯⋯⋯⋯⋯⋯⋯(

盂店至望树公路⋯⋯：⋯⋯⋯⋯⋯⋯⋯“(

曾庄至扬水站公路⋯⋯⋯⋯⋯⋯．．．⋯⋯(

●

、二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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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第三十三节‘曾庄至大韩庄公路⋯?⋯。⋯⋯⋯⋯“⋯，(

；第三十四节+张马村至东王庄公路．．．⋯⋯⋯j⋯⋯⋯”(

(第三十五节常金至贾金公路⋯⋯⋯⋯⋯⋯⋯⋯⋯⋯(

：第三十六节1望树至孙金公路⋯_⋯⋯⋯⋯⋯⋯⋯⋯(
?

‘

、第三十七节吉科至小庄公路⋯⋯⋯⋯⋯⋯⋯⋯⋯_(

j第三十八节吉科至新县公路⋯；⋯⋯⋯⋯⋯⋯⋯⋯··(

，，第三十九节t吉科至潞灌公路⋯⋯⋯⋯⋯⋯⋯⋯⋯⋯(

．第四篇桥涵⋯⋯⋯⋯⋯⋯⋯⋯⋯⋯⋯^“j．．．．⋯⋯⋯⋯⋯(

概述⋯⋯⋯⋯⋯⋯⋯⋯⋯⋯⋯⋯⋯“⋯⋯⋯⋯⋯⋯⋯⋯·(

第一章桥梁⋯⋯⋯⋯⋯⋯⋯⋯⋯⋯⋯⋯⋯⋯⋯⋯⋯⋯(

i第一节国道桥⋯⋯⋯⋯⋯．．．⋯⋯⋯⋯⋯⋯⋯⋯(

f． ?。，高边务桥⋯⋯⋯⋯⋯⋯⋯⋯⋯一⋯⋯⋯⋯⋯⋯(

’。=，边务桥⋯⋯⋯⋯⋯⋯⋯”．．．⋯⋯“⋯⋯⋯⋯⋯⋯(
， ：．三，城关桥⋯⋯⋯⋯⋯⋯⋯⋯⋯⋯⋯⋯⋯⋯⋯⋯⋯(

：．四．大王铺桥⋯⋯⋯⋯⋯·．．．⋯⋯⋯⋯⋯⋯⋯⋯·?⋯(
’

．j五，马坊桥⋯⋯．．．⋯⋯⋯⋯“一⋯⋯_⋯⋯⋯⋯⋯·(

。? ”六，后店桥⋯⋯⋯⋯⋯⋯⋯⋯⋯⋯⋯⋯⋯⋯⋯⋯⋯(

：．：七、前店桥⋯⋯⋯⋯⋯⋯．．．“⋯⋯⋯⋯⋯⋯⋯⋯⋯(

。，’八，黑牛王桥⋯⋯⋯⋯⋯⋯⋯⋯⋯⋯⋯⋯⋯⋯⋯⋯(

‘。九、城西胡桥⋯～⋯⋯⋯⋯⋯⋯⋯⋯⋯⋯⋯⋯⋯··!(

’。．J’十．庆云大桥⋯⋯⋯⋯t⋯⋯⋯⋯⋯“⋯⋯⋯⋯⋯⋯·(

I第、二节省道桥⋯⋯⋯⋯⋯⋯⋯⋯“⋯⋯⋯⋯⋯·(

。 一．木材公司桥⋯⋯⋯⋯⋯⋯⋯⋯⋯⋯⋯⋯⋯⋯⋯(

。{ 一 ；：、韩桥大桥⋯⋯⋯⋯⋯⋯⋯⋯⋯⋯⋯⋯⋯⋯⋯⋯(

’，：；i-三、大吕宅桥⋯⋯⋯⋯⋯⋯⋯⋯⋯⋯⋯⋯⋯⋯⋯?”(
。‘· ：四，韩集桥⋯⋯⋯⋯⋯⋯⋯√⋯⋯⋯⋯⋯⋯⋯⋯⋯·(

’。+’五．旧县大桥⋯⋯．．．⋯⋯⋯⋯⋯⋯⋯⋯⋯⋯⋯⋯⋯(
i 第：三节县乡道路桥⋯⋯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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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县道桥⋯⋯⋯⋯⋯⋯⋯⋯⋯⋯⋯+⋯⋯⋯⋯⋯⋯⋯(

(一)曾庄桥⋯⋯⋯⋯⋯⋯⋯⋯⋯⋯⋯⋯⋯⋯⋯⋯⋯(

(=)曾杨干沟七号桥-．．⋯⋯⋯⋯⋯⋯⋯⋯⋯⋯⋯⋯(
‘。

{、(三)马村桥⋯⋯⋯⋯⋯⋯⋯⋯．．．⋯⋯⋯⋯⋯⋯⋯一(
。(四)星马村桥⋯⋯⋯．．．⋯⋯⋯⋯⋯⋯‘⋯⋯⋯⋯⋯·(

。=二，乡镇道路桥⋯⋯：⋯·“⋯⋯⋯⋯⋯⋯⋯⋯⋯⋯“(

(一)马牛桥⋯⋯⋯⋯⋯⋯⋯“⋯⋯⋯⋯⋯‘⋯⋯⋯·：(
一

’(=)彭庄北桥⋯⋯．．．．．．⋯⋯⋯⋯⋯⋯⋯⋯⋯⋯⋯⋯(
．。 (兰)文傅庄医院桥⋯⋯⋯⋯⋯⋯⋯⋯⋯⋯⋯⋯⋯⋯(

、(四)刘仁桥⋯⋯⋯⋯⋯⋯⋯⋯⋯⋯⋯⋯⋯⋯⋯⋯⋯(
’

、一(五)曲庄桥⋯⋯⋯⋯⋯⋯⋯⋯⋯⋯⋯⋯⋯⋯⋯⋯⋯(
， (六)四北于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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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山县位于河北省东部边缘，西部和北部与孟村回族自治县接

壤，东部与海兴县为邻，南部，东南部与山东庆云，乐陵两县隔河_

相望。东西长43．3公里，南北长3l公里，全县总面积795．2平方公．

里。盐山地处华北平原黑龙港流域，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较为

平坦，：’最高海拔12．5米，、最低海拔4．7米，平均海拔7：Ij：米。：县内有一

两条较大的河流，宣惠河横贯北部，。漳卫新河自西向东沿南．界流．．

过，均为排水河。 · 。∥．量。_：二

。 盐山县地处山东、河北两省的交通要冲，公路纵横交错，交通

十分便利，虽有河流但不能通航，全靠陆路运输，地势低洼，雨季

路基易被水毁，因而加重了公路的养护任务。这是在自然条件的影

响下构成的地方性。 ：7‘I’j．、。■‘：：：；：．，+：．一’。4：X
。

。：适在春秋战国时期，盐山为齐地(在今山东省境)，，‘处于齐地

北部边境，与北部燕地为邻。齐燕两国先是经济往来，后是相互战

。争，盐山适居其中，因而在境内形成了数条交通大道。。．∥：‘-j．
、

，。 秦统一六国后，盐山属济北郡，秦东进灭齐燕时，盐IIi虽经历

了战争创伤，但也开辟了东西大道。，，．。，．：-√。“’ 未。i．J，
’。j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高城县，即盐山县的前身∥≯

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高城县为盐山县，属兖州渤’。r。

海郡。7 ，一’ 。-．～ 。，，j-’，』．*j。4j
“唐．’宋时期，盐山县地处渤海沿岸，渔盐业俱兴，设有许多渔?』

场和盐场，鱼盐的外运，统治者对鱼盐的掠夺，开辟了许多象东；?≮

西大道，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从盐山经常郭，+贾象到海丰，‘一
‘‘

条是从盐山经赵毛陶，献庄、苏基到埕日。．一， ^．，‘．：．j，j‘

．4元代比较重视交通的发展，以大都(今北京市．)为中心，把道+

1侈



路伸向四面八方，盐山属中书省河问路，由大都通往山东的大道就

从本县经过。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公元j 358年)，爆发了农民起

义，起义军从山东经过盐山去沧州直逼京师，证实从盐山南去山

东，北去沧州都有道路可达。

，明代，在盐山设立了4个驿铺，即辛店铺。大王铺，太平店铺、。

庆云铺。，明成祖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为防敌入侵，在4个

驿铺上都建了墩台。’ ·
．

清初仍设驿站制，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盐山县城设邮

政局，县内各镇设邮政站，驿站制废止。当时，盐山县境内的大道

有5条，即盐山至天津，盐山至埕口，盐山至海丰，盐山至崔口，

盐山至沧州。
’

一
．

。．
。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于1927年建立交通部，省没建设厅，县设

建设局。 一。
’

。 。，’， ：一 ，，，．：+

1927年，‘盐山至天津开始汽车客运，是私人汽车，由盐山开往

天津，这是盐山汽车客运的开始。
。 。

’．。’

1928年，沧县建设局下令修建了沧盐大道。+一
‘

19 35年，修建了盐山至庆云大道。
’

i 1,937年7月，爆发了抗日战争，同年9月24日盐山沦陷。日本为_

7加速侵华战争，予：9319年下令修了盐山至天津，盐山至乐陵的大

道。接着又修筑了由盐山通往各日伪据点的大道。计有5条：一，

盐山至旧城，二．盐山至刁庄’，三、盐山至旧县，四，盐山至圣‘

‘． 佛，五，盐山至赵毛陶。
‘

’

。
l 945年。月，解放了盐山县城，从此，各条道路归人民所有。“

。擎1946年．为了尽快的恢复交通，县政府建设科组织力量修复了跨越

z”宣惠河的大王铺和韩桥两座大桥。同年，以杨玉兰为首，组织当地
． 群众，重建了旧县大桥。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受战争的破坏和影响，盐山县的运输事

，业发展缓慢，从事客运的只有少量的私营汽车，大量的旅客靠畜力车 一·。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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