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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交通，犹人之脉络，交通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交通既

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又是社会财源之脉，国家的兴旺，经济的

繁荣人民的富裕，无不和交通紧密相关，古之御路驿道，都是历代

有作为的帝王为强国富民，巩固其统治地位而采取的重要手段。近

代随着公路、铁路的兴起和机动车辆的问世，交通在整个国民经济

中地位更加举足轻重。

辛集市(原束鹿县)道路交通历史悠久，从古至今经历了人行

道、车马道、油面路几个阶段，辛集人民继承了修桥补路的传统美

德，并发扬广大，用无穷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谱写了辛集市交通

历史上的光辉篇章。解放前由于旧的社会制度的束缚，制约了辛集

经济的发展交通事业停滞不前，“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的

状况，多年固守难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

府的关怀下，辛集市的交通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市人民不懈努力，道路交通状况，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全市油面路长达300多公里，沧石公

路东西横棠市境，安束、束新、天王三条公路纵贯南北，乡乡通油

路、村村通汽车的多年愿望变成现实。全市形成了纵横交错，四通

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

“治天下以安为鉴，治郡邑以志为鉴”。为进一步促进交通事业

的迅速发展，辛集市交通局按照交通部和上级交通部门指示，认真

组织编写了《辛集市交通志》，并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件大事来抓，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在修志过程中，全体编写人员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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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征博采，求师访贤，秉笔直书，使本

交通的历史和现实。该书经纬分明，语

匪浅。

版了，由于种种原因，本志书在某些方

世无疑对辛集市交通事业的发展将起

事业兴旺发达，愿辛集经济繁荣昌盛，

辛集市政府付市长于宝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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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

四大基本要素之一。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古今

中外，历朝历代，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无不

与交通事业密切相关。

辛集市地域平坦，道路交通发展较早，周代以前就出现过“日

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建国后

30多年来辛集市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在发展生产的同时，积极治理道路交通，到1989年公路纵横交

错，客货运输四通八达。交通事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根据石家庄地区交通局关于编写公路交通史志的布署，意在

为子孙后代留下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是我们这一

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辛集市交通志》是一部经济专业志书，它体现了行业的特点

和地方特色，反映了辛集市交通全貌，它的问世不仅积累了历史资

料，而且对指导当今公路交通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在修志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石家庄地区交通局史志办公室，本

市交通行业老领导老前辈和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及辛集市地

方志办公室等有关单位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编写交通志，是一项新工作，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志书在资

料运用上体裁结构上，难免有不当之处，恳切希望有识之士不吝赐

教，予以指正。

辛集市交通局交通史志编写组

一九九O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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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辛集市位于冀中平原偏南，地处东经115。07，一115。28'，北纬

37。38r——38。08，之间，在省会石家庄东65公里处。北与深泽、安

平接壤，东与深县为邻，南与冀县、宁晋搭界，西与晋县毗连。南北

长55．6公里，东西宽38公里，总面积951平方公里。1986年将原

束鹿县改为辛集市，市政府驻辛集市，辖26个乡镇和5个办事处，

共347个行政村。1989年底全市人口为57．7361万人。

境内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在25——37．8米之间，中北部多壤

土，东南部系黑龙港流域，多为壤土和盐碱地，属大陆性气候。春季

风多雨少，夏季雨量集中，年平均气温在12．5。C，一月最冷最低气

温一22℃；7月最热，最高气温41．9℃。年日照2633小时，无霜期

175天。以农业主为，有耕地106万亩。主要作物有棉花、小麦、花

生、谷子、玉米、豆类，是闻名国内外鸭梨产地。

辛集市地形单一，对发展交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但由

于旧中国几千年来朝政腐败，生产不发达，经济落后，加之历史上

各朝、代，烽火迭起，干戈频纷，劳动人民生活贫困饱受战乱之苦，

道路交通发展缓慢。到清代由于辛集镇皮毛加工业的兴起，皮货交

易市场繁荣，名扬中外素称商埠。辛集皮毛加工原料多来源于张家

口、保定，包头、顺德、泊镇、归化(山东耽阳、呼和浩特、乌鲁木齐、
西宁、银川等地。成品有皮袄、毡毯、织绒帽头等。销经东北三省京、

津、张家口、归化、盛京、汉口、广东、上海、香港乃之国外，因此辛集

与山东的周村、河南的朱仙镇齐名，素有“河北一集”之称。到清末

皮毛加工业的发展占全国皮毛业的70％，获得了。辛集皮毛名天

下”的殊誉，因此招来四方商贾云集，辛集皮毛业的兴旺发达，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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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搬运⋯⋯．．-．⋯“⋯⋯⋯⋯⋯⋯⋯⋯⋯⋯⋯⋯⋯⋯(167)

第一节搬、捣、运业务⋯⋯⋯⋯⋯⋯⋯⋯⋯⋯⋯⋯⋯⋯(167)

第二节技术革新，逐步实现搬、捣、运机械化⋯⋯⋯⋯(169)

第三章工业⋯⋯⋯⋯⋯⋯⋯⋯⋯⋯⋯⋯⋯⋯⋯⋯⋯⋯⋯(171)

、第一节工业的兴起⋯⋯⋯⋯⋯⋯⋯⋯⋯⋯⋯⋯⋯⋯⋯(171)

、第二节加强质量管理⋯⋯⋯⋯⋯⋯⋯⋯⋯⋯⋯⋯⋯⋯(173)

大事记⋯⋯⋯⋯⋯⋯⋯⋯⋯⋯⋯⋯⋯⋯⋯⋯⋯⋯0 00 0@0⋯⋯(181)

附录：⋯⋯⋯⋯⋯⋯⋯⋯⋯⋯⋯⋯⋯⋯⋯⋯⋯⋯⋯⋯⋯⋯(184)

i’、(一)交通系统先进单位、集体、先进个人名录⋯⋯⋯⋯⋯(184)

、(二)1963年公路水毁抢修⋯⋯⋯⋯⋯⋯⋯⋯⋯⋯⋯⋯(189)

(三)束鹿县革命委员会交通局

束鹿县公安局

关于辛集镇内交通安全管理的暂行规定⋯⋯⋯⋯⋯(190)

(四)束鹿县公安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交通局

关于建设文明公路的有关规定⋯⋯⋯⋯⋯⋯⋯⋯⋯(191)

(五)束鹿县人民政府文件束政(1983)47号

束鹿县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公路占地范围

搞好公路管理的通知⋯⋯⋯⋯⋯⋯⋯⋯⋯⋯⋯⋯⋯(194)

(六)关于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和在林网树下堆

放柴草的通告⋯⋯⋯⋯⋯⋯⋯⋯⋯⋯⋯⋯⋯⋯⋯⋯(195)

(七)协议书⋯⋯⋯⋯⋯⋯⋯⋯⋯⋯⋯⋯⋯⋯⋯⋯⋯⋯⋯(197)
。

①征用土地协议书⋯⋯⋯⋯⋯⋯⋯⋯⋯⋯⋯⋯⋯⋯(197)

②租用土地协议书⋯⋯⋯⋯⋯⋯⋯⋯⋯⋯⋯⋯：⋯一(197)

③柬鹿县公路站关于追补临时占地的协议⋯⋯⋯(197)

④束鹿县交通局、林业局，关于无偿移交王口

苗圃场协议⋯⋯⋯⋯⋯⋯⋯⋯⋯⋯⋯⋯⋯⋯⋯⋯(198)

⑤束鹿县公路站关于追补临时占地为征用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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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协议书⋯⋯⋯⋯⋯⋯⋯⋯⋯⋯⋯⋯⋯⋯

；{}；-···························⋯·····-············⋯··

协议书⋯⋯⋯⋯⋯⋯⋯⋯⋯⋯⋯⋯¨⋯⋯⋯

占地协议书⋯⋯⋯⋯⋯⋯⋯⋯⋯⋯⋯⋯⋯i-"·
占地补充协议书⋯⋯⋯⋯⋯⋯⋯⋯⋯⋯⋯⋯

石油管理局束鹿县人民政府

扎损三条公路及十座桥梁的赔偿协议书⋯．．．

线和木井桥引道占地工程协议书⋯⋯⋯⋯⋯

油田矿区道路日常保养协议⋯⋯⋯⋯⋯⋯⋯

占地协议书⋯⋯⋯⋯⋯⋯⋯⋯⋯⋯⋯⋯⋯⋯

书⋯⋯··⋯⋯⋯⋯⋯⋯⋯⋯⋯⋯⋯⋯⋯．．·⋯·

总干渠旧城桥移交协议书⋯⋯⋯⋯．．．⋯⋯⋯

油田水电通讯五厂

市交通局

轧损天王线桥涵的区域性赔偿协议⋯⋯⋯⋯

市区“四环路”移交协议⋯⋯⋯⋯⋯⋯⋯⋯⋯

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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