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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吉林省部门史·省交通厅卷》编墓工作是根据中共吉林省委的统)部署进行的c 根

据中共吉林省委的要求和《吉林省部门史》总结室的总体规划意见，对《吉林省部门史·省

交通厅卷》的编写和出版作如F说明:

一、本书反映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吉林省交通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过程和经验教训。 记述的主眼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F成立该部门

的时坷，下限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即 1946 年至 2∞2 年。

二、本书记述内容涉及吉林省区划的，按现行吉林省区划;机构经多次撤、并、分、改

的，按理机构及职能记述c

兰、本书编写的指导原剿，遵f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四、本书的历史分期，原则上参黑中国共产党党史正本和中共吉林边方党史正本的

分期，同时结合吉林省交通工作的实际及发展的阶段性丽娟分。

五、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采扉章节钵。设章、节、自三级标题3

六、本书中的数字用法，统一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7 部门 1978 年 1 另 1 日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仔文;度量衡单位用法，统一按 1984 年 3 月

4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规定仔文;人物→律不用"同志"、"先生"

之类称谓，为明身份，在姓名前加上职务。

七、本书注释采用夹注和页下注。



·概述·

概述

吉林省位于北纬 400 52' 至 460 18' ，东经 121 0 38' 至 1300 19' 之间 O 位于

中同东北边区中部，南接辽宁省，西接内蒙古自治区，北方与黑龙江省梧连，东与{我

罗斯联邦接壤，东南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幅图们江、鸭每江丰目望。总00裂 18.74 万平

方公里c 吉林省边势东高西低，东北第一高峰长白山古云峰耸立在东南边界。境内山

地、舍地、平原各占二.分之境内有 2000 多条河流，分属松花江、鸭绿江、辽河、

图们江、绥芬河五大水系。属于温营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温暖潮湿，冬季寒冷多雪。

在越的自然环境租丰富的物资资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棋了基础条件c 伴插入类活

动的足迹，吉林省的交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历程c

一、缓慢发嚣的古代吉林交逼

据考古证明，早在 5 至 1 万年出现的"安图人\ "青出头人\ "榆树人"是吉

林古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ο 吉林境内的人类在长弱的相互接触和影响中，逐步形

成了肃镇、秽箱、京期三大族系。远在舜、禹时代，吉林境内的古代民族就与中原王

朝建立了隶属性盾的贡纳关系，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景王曾明确说过

"肃镇、燕、毫吾北士也<山海经·大荒山野〉记载罩住"不成山" (今长自由)的

怠慢 cep肃慎族)人，己遣使周朝进献"桔矢石弩"。吉林境内的古代民族与中原王朝

的交往，产生了吉林早期的交通。

大约在公元前 200 年，活动在吉林境内嫩江中潜一带的秽每人建立了扶余国，历

时 600 多年。公元前 37 年，扶余国的一支在鸭绿江流域建立了高句丽目。高句丽国存

在 700 多年(前 37 年一一才668 年人其中，有 427 年的时间，建都在今吉林省集安市。

扶余国与高句丽国都是活动在吉林及东北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

与中原王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他们与中原王朝的联系通道，陆路主要通过辽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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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海上通道赔主要经鸭绿江，渡渤海到山东半岛。由于古代辽西一带为沼泽之地，

夏秋之季一片汪洋浅不通车，深不载舟船只好绕道北路进入中原。 由这条道多

高山竣岭，十分束难c 东汉末年，曹操北伐乌恒，出于军事需要，对这条道进行了整

{修彦应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飞，\莹 d山l埋谷五吾里"飞，\， {I修凄f策在了从卢龙(今河j北仁喜埠口)

至到号达柳域(今辽宁朝阳境内)的"卢龙塞道

一陆路通道c {担旦曹魏对"卢龙塞道"的开拓，纯量军事需要，时i可短，修筑草率。因

此，交通仍未蒜便。南主朝时，前燕进入中原。元奎二年(臼35旦3 年)儿，燕重{锋彦"卢龙塞

道"\焚山7尹刊习可j石， 令同方轨

曹魏的第一次惨筑o 卢龙塞道"长期以来成为东北与内地商旅往来的必经之路。居

住在吉林境内的北方民族5fiJ用"卢龙塞道"作为与中原联系的主要通道，开辟了一条

自松花江下游乘船上潮，进入挑JL河中潜后，弃船登岸，高出措仔，沿今内蒙古东部，

渡过西喇木抢河，从契丹西境到达辽西，再经"卢龙塞道"到达中原的交通通道。跑

着扶余围和高句丽的不断开拓发展，吉林境内的水陆交通也有了相璋的发展c 扶余租

高句丽分别活动在吉林中西部和东南部。他们建立了大批城堡和居住点。考古发现，

仅高句百建立的城堡就有 170 多座。其中，大多数分布在今吉林境内。这些城堡之间

建有相应的道路，纵横贯通，形或便科的交通肉络。吉林境内出土的大批扶余及高句

丽时代的车具和宽阔的石铺大道便是明证。

扶余国和高句丽国梧继消亡后，代之雨起的是草率辑人 (&P肃镇人)建立的渤海国。

渤海国建立于公元 698 年， 926 年被辽所灭，存在 200 多年。渤海国接受唐朝册封，

"恭谨事蜜与大多数邻医也都友好相处，曾经盛极一时，号称"海东盛国"。吉林地

方位于渤海国疆地。渤海国曾设五京，其中，气京在吉林境内，分别在敦化、大蒲柴

河、萍春。渤海国与唐王朝关系密切，互器使者，朝贡不斯，交往频繁;或取陆路经

"卢龙塞道"到长安，或取水路经鸭绿江，渡渤海到11J东再到长安ο 渤海国与新罗、日

本等南边国家友好往来。这就促使海上交通日趋兴旺发达。渤海国曾一百多次派使者

渡海到 E本，公元 711 年一次就深 357 人驾船 17 只出使日本，足见其造船水平之高和

航海能力之强c

宋朝时期，吉林地方先后为辽、金骂边c 契丹人建立的辽国 (907 年至 1125 年)

和女主人(亦肃慎人后裔)建立的金国 (1115 年至 1234 年)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政

权，称雄一时，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交遥也堪称发达。辽朝建立后，睦着东北疆域

的拓展和五京道府师建制及辽宋交聘的增多和与中原关系的如强，陆续开醉了以土京

(今内蒙赤峰巴林左旗)和东京(今辽宁辽韶)为中心的交通网络c 尤其是辽中京(今

内蒙赤峰境内)建立后，以此为起点，至辽南京(今河南开封)的交通线日益按繁使

用，代替了汉以后的"卢龙塞道"成为连通中原的又一通道。吉林地方的主要交通线

是辽上京至今黑龙江一苦在吉林境内的道路，又靠"鹰路"。这条交通线分为西、南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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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路:一是从辽上京经长春外1 (今吉林前郭县〉到达生女真和五胃部(今黑龙江境内) , 

为西路:一条是从上京沿西辽河、东辽河东行经信外1 (今吉林省公主岭'怀德镇)、黄龙

府(今吉林省农安县)到生女真和五国部。金朝统治时期，吉林地拉尤显重要c 金开

i骂皇帝闰骨打起兵反辽就在今扶余境内。今吉林地方分属金主京路、东京路和北京路。

吉林省境内的农安、怀德、没南等地都是庭费1'1建制所在，既是重要的政治、军事重边，

也是主要交通枢纽。考古发现的大挝车f宫、车辖及车轮表明，金朝时马车己广泛使用，

成为重要交通工具。

~屈起于 13 世纪初，并于 1206 年建立的蒙古帝国 元朝，统治中国一百多年0

元在全国实行行省剖，东北为辽 F日行省，吉林隶属辽阔行省。在中国交通发展史上，

元朝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租意义。孟朝改造了大运河，自大都

(今北京)直达杭州'i，连接黄河、淮海、长江、钱塘江，成为贯通南北的水上大通道:

开发了从长江口入海，连接东海、董海、渤海、日本海的海上航线;建立了遍布全国

10 个行省，密如蛛网的路上交通网络·设立了总数达 1500 多个"有堂、有金、有患"

供应食宿及交通工具的"站赤" (t!P驿站) ，使交通网络的设施更加健全，制度更加规

莓，管理更加周廷，运有更加通畅。此间，东北地区的交通也进入了空前发达的时代。

黑龙江、松花江、辽河、大小凌河的内河就运得到进一步开发;从渤海经黄海、东i每

到长江口实王克海运、沟通;北至黑龙江，离到朝鲜半岛多达 200 多个站赤的建立，为加

强中央租地方的政治联系、军事控制、经济沟通、文化交流及民族关系的发展，起到

了重要在用。为了加强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元朝于元统三年 (1334 年〉集中整治辽西

连接中原的通道农事已毕，坞集众人，凿险i东主.填沟桂、墅使这一段山道变成

了"坦路使民负重远者，悉无覆车牵鞋之患"。经过多年建设，东北地区以今辽

宁省开原为中心，沟通东西南北的干线交通线多达 23 条。这些交通线或首尾相接，或

交叉错落，密如蛛阿，十分通达{更捷。其中经过吉林撞方的交通线主要是咸平(今辽

宁开原)至建，1+1 (今吉林省吉林市) ;成平至聂廷(今黑龙江省拜泉县) ;庆云(今辽

宁省最平县)经西祥州(今吉林省农安县〉至合呈宾〈黑龙江下游河口)等陆路通道。

以狗拉起犁作为冬季雪地运输工具，是东北少数民族巧妙运用白然条件化弊为利的一

个创举，旱己有之c 1E!将其纳入国家的交通网络，实睦正班的管理则是元朝对东北交

通的一个贡献。 λ朝在东北北方设有多个狗站，配有专职人员和役犬从事雪上运输 0

元朝充分利用吉林地区河夜多的条件，重视内河运输c 元时，吉林市已成为造船中心，

佼至和 21 年(1284 年)就曾造船 100 多艘，用于松花江、黑龙江的航运c

明朝建立以后，在东北置辽东、大宁及奴尔干部司，以卫所为基层政权机构。吉

林地区属奴尔干部司管辖c 明王朝为了沟通内外联系，传达中央政令，巩固对边疆的

统治，不能不重视东北的交通建设。明代东北的驿站是在元代辽 ~13行省"站赤"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是在总体规模主不如元代培点多，线路也没有元代的长。伴随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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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统治力量自南向立的推进，驿路交通也自南向北逐步恢复。吉林地区的驿站多设于

本乐七年(1409 年)之后，喜道基本是以大宁、广宁、辽阳、开原、海西为枢纽，向

周围地区辐射，总计有 16 条路线。其中与吉林地区相关的主要是从辽宁开原经昌圈、

梨树、'怀德到扶余并与到海匮女真的路线相捷的开原花路c 这是海西女真及西北蒙古

各部入市和朝贡的盔、由之路;以开原为起点，经伊通、盘石、棒f司、延吉、拜春到达

朝鲜北部的开原东部;从开原东部的纳丹婿偏北分出，经蚊河、敦f七、廷吉、国1f1直

通牡丹江、绥芬河流域的开原东路支线c

清朝建立以后，吉林地区先是隶属于盛京将军。 颠治十年，清廷设置宁古塔(今

黑龙江宁安)将军，这是吉林设置之始，管辖范围包括现在吉林省和黑龙江、乌苏里

江在域广大地区。康黑十五年(1676 年人宁古塔将军迁至吉林域;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 ，黑龙江将军设立 至此东北兰省建制确立。清廷提吉林为"龙兴之地从

清初开始直到清中叶长期实行"封禁"致使吉林地区人口稀少，出地荒芜，经济萧条，

交通状况告然要受到影响。但是，由于吉林是清王朝重要土特产供应地，设立达牲乌

拉衙门，专事扑捞筐鱼，采持东珠，寻挖出参等珍贵特产，以供应王室贵族享用 c 这

就需要通畅的交通条件。特别是沙镜屡程边境，吞食北方领士。出于抵翻沙俄人霞，

巩固东北边界.强化对地方的统治的需要，清廷时东北的交通建设1JJ然比较重视。早

在清入关之前，天命六年(1621 年)努尔哈赤~p重锋了盛京(今辽宁省法ßS市)至山

海关路线，选择沈阳以西"命旗厂修除垒道，广可三丈"。从此，人关的通道不必再绕

经诧阳牛庄，广宁，大大结短了行程南辽河一百二十里直达沈妇，平坦如菇，师

族出人使之"。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前，至要号哥关再到盛京驿路，为清初从北京、盛京

通往宁古塔的哇一交通动踪。{旦这条路穿行晗达rt玲、龙岗山眩，经张广才岭、 j罩河山令、

老爷ili令诸山之间，并需穿过浑河、辉发河、松花江及牡丹江，十分裂险。 最黑九年

(1670 年)盛京至开原驿路开通后，该路渐被荒废。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域，乃至黑龙

江将军没立后，东兰省格局%成。吉林位于东北握地三省中JL" ，处于连接南北，承东

启西的地位，吉林域成为重要的交通捏纽。于是清廷梧继开辟了宁古塔至吉林，吉林

至开原线路c 这条草草路的开通，大大改变了吉林地区的交通状况康熙二十五年流人

方式济铺戎黑龙江，沿此路而行，曾望诗梆条边外九十里，叶赫砖头道如砾

"漫道无城郭，梧看有驿亭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道路状况。清廷又相继开辞了吉林

至怕都纳，吉林至三姓，宁吉塔至芹春等路线。地外，在吉林西部还有一条从哲里木

盟科右前旗扎萨克的南沿挑JL河东岸经平安镇，再走手斗右中旗东部通往北京的大道，

其中从王爷店(今乌兰浩特)至说儿河北岸约 120 公里路段，路宽兰丈六，号苍荐Z为

"三丈六大道

船舶审韬H造钙以吉林船厂为基地O 从!顿l顷顶治十四年(165打7 年)已开始造船C 康熙十?三-年

(1 67耳4 年)九，设吉林水姆营，负责吉、黑两省所需船只的建造<宁古塔山水ìâ ì己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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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时才的情景沿巨艇'练7求k师，因利来f便更，子是立船厂，坞匠f作宇，设库房置器物踵

至春以六百户i计十
. 

花江向黑龙江运送军按，为支援边境军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交通管理上，吉林驿站培

直接"统于将军

f茨支、道光年!间胃'吉林境内共有驿站 40 处，各站均配有 2非-40 名壮丁，各驿站均建有

廷瓦结构的站房及仓库，西已有「固定的车辆和役畜。驿站外挂有"罪培"的大红灯笼。

尚存通畅的交通在保卫边境，沟通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往来，传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信

息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台这种交通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二、近现代交通的出现与曲折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至中华人岳共和国成立的近百年，吉林地区经历了清末、民初、东

北沦陷及解放战争等几个历史时期。在这近百年的历史时期，吉林的社会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吉林的交通，也开始了从以畜力车、木制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原始交通向以

蒸汽机、内燃机为车船动力的近现代化交通的历史性转变。

吉林交通的这种转变是吉林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 c 清中叶以

后特剧是清末，吉林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封禁政策的冲蔽c 满清王朝视吉林为"龙兴之

地对吉林实行了长达 200 多年的封禁c 康黑七年(臼166俗8 年)清廷下令"辽东召民授

宫承著f婷亭止

实行了全主噩d封禁c 封禁政策的实行严格限制了人员的往来，对经济的发票、文化的交

就无疑也是严重的程秸。封禁政策的被冲开，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封禁政策实行以

来，封禁与反封禁的斗争一直没有婷止过，特别是广大汉民族一直竖持反封禁斗争。

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不顾朝廷的禁令，成群结伙，冒险闯关东。居在在东北的民众也希

望关内的流民的到来，帮助他们开发居住堤，百当地的官员也乐虱其戚，墙中梧助。

清廷对此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求地方官"酌情处理，可禁用禁之，可弛则强之，

哇远失宜，激起民变"。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东北边境递次被割让，国力衰竭，一些有

识之士深感边防不园，饷源难?齐，兵员不足，流员璋慰，呼吁开禁实追，力保国土。

许多人接连不断的上奏朝廷，一再陈疏移边实民之利，封禁之害，要求开禁。在各方

面的巨大E力下，咸丰朝只好先诺局部开禁。之后，河立、山东一带流是如晤，大批

涌入东北。同治七年 (1868 年人实行了近 200 年的封禁政策终被彻底冲开，东北边区

全部开放。封禁政策的逐步松弛直至废除，使吉林地区人口副主曾，出现了一批新的居

民点与城镇。道光年阂，吉林将军富後大力倡导屯固，有计划移黑，并相继在延吉、

芹春、汪洁、和龙等地设立捂垦民c 至光绪年间，吉林境内人口已达 77 万，放荒地已

达 130 多万塌。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酿酒业、榨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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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采矿鱼、造船业等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也日趋兴旺。人口的急剧增长、

农业、商业的快速发展，已使京来以加强对边疆各民族统治的政治目的和以提悔列强

人霞的军事需要雨建立起来的驿道交通相形见姐，显然满足不了人幻交往和经贸交挠

的需要。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初年，吉林的社会较混进一步发生变化，以内燃机为动

力的采矿、制毅、榨油等民族工商业趁势丽兴;吉林、长春、四平、公主岭、通化、

延吉等地-ttt中心城市迅速i崛起，出入口贸易急剧增长。交通运输的落后已经严重在

桔了经济的发展c 改变落后的交通状况，迅速建立以火车、轮船租汽车为运输工具的

近代交通已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

帝国主义列强从是略和掠夺目的出发，强行撞整港口，建设铁路的最略行为也在

客观上促进了吉林近现代交通的产生与发展。鸦片占战支争以后，帝i闰司主义歹殊4强为了在j尽瓦

分中国东北的竞争中"捷足先登

动勒岛睐k阵作为实施f侵雯略的首选目标o 1858 年，中英走天津条约》签订，营口港开放。 1898

年，沙俄强租族]rt去港并开始建设大连港。 沙{我又通过中俄密约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筑

路权。 1903 年建成了连接西伯利豆大铁路，经过吉林并贯通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目

f在战争后，自本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南满铁路的控制权，目本还通过建立南满铁路支

线的辙法， {r彦建了若干条路线，取代沙娥，几乎控制了全东立的铁路权。到 1911 年，

日本在东北拥有控制校的铁路已有 1100 多公里。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清政府内的有识之

士看到了掌握交通命踪的极端重要性。在李鸿章等洋务括大臣的一再吁请下，、清廷通

过贷款形式，从 1851 年到 19口年用 20 年时间. {r彦筑了从北京到沈町的京奉铁路。之

后又惨建了从吉林到长春的吉长铁路。到清末，东北地区的铁路已达 3538 公里，占当

时全国铁路草里程 9417 公里的 37%。民国以后，吉林省境内又扭继修建了四平至挑

南、沈阳到海龙、海龙到吉林等铁路。吉林省已成为全国挟路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

在短短的 20 多年时间里，铁路已在各种运输方式中占有主导边位c 正是这种内有社会

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外有海运、铁路等快速兴起的竞争压力的情涯下，吉林具有近

理代意义的公路运输和内河航运也瑕难起步 1914 年，吉林省有了第一辆汽车。到

1929 年，经过 15 年，吉林省己有汽车公司 180 家，共有汽车 1510 辆。吉林省 45 个

县已有 23 个有了汽车运输业。适应汽车运输的需要，以清代东北各域市之间的公路为

基础，一些地方着于锋建一年四季可通行汽车的公路。 1920 年，吉林省修建了四平到

梨树县城 14 公里晴雨通军的公路，这是吉林省近代公路建设的开篇之作。 1931 年，吉

林省政府提出在全省修建 9 条共 9765 公里的公路建设计剖，因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未及

实跑。

在水运方面，中锻〈争爱拜条约》和《北京条约》丰目继签订后，东北边疆一百多万

平方公里士地被割让，吉林省从临海省变为内陆省。曾经繁盛一时的王军春海运逐渐衰

落。 1886 年，在中饿王军春勘界会晤中，由于吴大敬的据理力争，保留了中国船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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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图们江的权力。在内河运输上，清末，在松花江上已出现了薪式汽轮。 1925 年成

立了东北船务局，松花江的船运获得生机。到 1926 年，在松花江上航行的客轮已有 49

麓，拖船 69 搜 c 航行北至二:江口，西至齐齐哈尔，中游到陶赣韶。 1931 年，松花江、

黑龙江两流域共有官商船运公司 41 家，轮船 102 艘，撞、风船 139 艘。

九·一八事变后，吉林沦为吕本帝国主义的整民地，吉林的交通运输完全成为日本

军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1932 年，日本侵略者在奉天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公路建设c 同年

3 月，将公路建设事宜"委托"日本关东军特务部负责，后来，又成立了国道局c 在这

年棋订的《满州国经济建设纲要》中，规划在 14 年内，在全"满州国"修建 6 万公里

公路，分两个五年计划完成。由于资金不足，这个计却并未实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

14 年统治中，先后在吉林锋建"国道"、 "县道" 21 条、 1925 公里;地方道路 101 条、

3136 公里。此外，为围剿抗日武装，还强迫农民{彦建了一教"警备道"。这些公路主

要为日本帝国主义运送战争物资，掠夺吉林地方资源，自剿抗 E武装，强化殖民统治

服务。多数道路建量低劣，晤i虽雨臣，坡陡弯急，为以白的改造留下了许多民难。

1945 年，八一五光复击，日伪政权灭亡，殖民经济解体c 1946 年，国民党发动内

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公路遭到破坏，运输业日益萎缩。而在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党

和政府积极恢复交通，支援战争，捏造生产，交通运输业为解放战争的胜科做出了重

要贡献。 1946 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廷边成立吉东汽车管理局，局长由省主席周保中

兼任，建立了人民政权的公路运输主管机关。吉东汽车管理局成立后，接收了吉东军

区后勤部汽车矶，组建了占主勤车队，有 10余辆汽车从事战勤运输。 1947 年 5 月，在解

鼓区由东::lt航务局谓运一挝机动船，组建松花湖江运司令部，建立水黯联运军事供应

线。支前物资由哈尔滨经铁路绕行牡丹江、自{门、延吉运抵按河，再由水路运挺桦树

林子、拌旬，然击再经黯路运抵辽南前线c 1948 年，吉林省全境解放，省政府交通主

管极关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维修公路，大力开展支前运输，吉林省境内公路运输也得以

迅速恢复。

三、吉林交通在历史新时期的快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租罔成立之初，百.ill:.i寺举，恢复生产成为中心任务。吉栋省人民政府

动员人民群众开震公路恢复整修工件。吉林省人民政府提出有计摆地按复与发展无铁

路地区的公路交通，以及行政、经济上必要之路线。在恢复公路的同时，对公路养护

进行了探索，组建专业道班对吉林至长春公路实行常年养护。 1950 年lO J号，为支援拉

美援朝战争，东北人民政府要求吉林省 1 个月内惨通吉林至国们公路。吉林省组织沿

线广大干部、民工昼夜奋战，在 25 天内将这条路锋遇，保证了抗美援朝军需物资运

输。在三年经济模复期剖，吉林省的公路运输也得以发展。 1952 年末，吉林省公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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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条 7728 公里，专业运输车辆有汽车 336 辆。

第一个五年计如(1953-1957 年〉辑:司，吉林省成为国家T韭建设重点地区。大规模

的经济建设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c 伴随着大或模的经济建设、吉林的公路

交通得到快速发展。 1954 年，随着行政区划的改变，吉林省公路增至 170 条、 11 724 公里。

1956 年，私营运输业进行了社会主义玫造，成立了 115 个运黯合作社手04 个航运社。

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及气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 - 1962 年) ，交通工作

有了全国发展。这期间公路建设撤起了高潮。 1958 年 6 丑，中共吉林省委推广延吉县打

金、睫东两乡发动群众修建地方道路、发展IJJ 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经验。此后全省掀

起公路建设高潮。这期间桥梁建设有了厦的变化;路面铺装采用了新材料:公路运赣业能

力增强;汽车修理业快速发震;交通工业、交通科技教育开始起步;内河运输与造船业得

以恢复和发展。{亘是，由于 1958 年的"大跃进给公路运输也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生产秩串被打乱。 1967 年吉林省交通主管祝关被

夺权，厅机关及直属各单位一度瘫痪，恒广大职工仍坚守岗位，公路建设但坚持进行内

乱"持续的十年中，尽管"四人萃"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极大的蔽坏， {fl吉林省公路建设与公

路运输衍有一定的发展，其琼因主要是国家出于战备的需要，加大了国边防公路建设的

技资;省内用于交通基本建设的投资亦有大幅度增加，投资额由 1.35%上升至 3.0%; 由于

扭动车的增加，养路费收入增郎，使公路建设有了更多的资金来源;茹材料、新工艺、新技

术得到广泛应用。 1970 年后，每年铺设渣油路 300 余公里。

1976 年，斡碎"匹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吉林省交通工作在改革中得

以恢复和提高。加快了于线公路的改造步伐:放开运输市场，允许在民搞运输，公路运输

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大好局面;交通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科研教育逐步

嵌复正常秩序井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内河运输出现新的转视，企业的效益有所好转，航运

的发展也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交通工作的各项改革在不断摸索中进行，企业实拧了经

营承包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这一切都说明吉林省交通工作正在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轨道上转移。在党中央和中共吉林省委的→系列战略决策指引下，在改革、开放h

一T，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坚持改革‘并逐步走上健康发震的道路。

四、吉林交通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跨越式发展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在其各项方针政策指引T，吉栋省交通工作的各项改

革逐步深入，并步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自 1993 年起，吉林省交通厅茹一届党纽带

领全省交通系统康、工，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历程。吉林省交通事业在实践中大理创新，在

改革中奋力前行。改革与开放为交通事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行业管理步步深入;创

立并构建了"公路建设市场、公路养护市场、公路运输市场提出了"依法治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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