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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鬲

按照地区行署交通局的安排部署，为更好地，全面地：

反映大厂县交通的历史面貌，我们于1986年7月1日开始编?

写《大厂回族自治县交通志》。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时。

词，在编写组的同志共同努力下，现已编写成册。

《大厂回族自治县交通志》是在《大厂回族自治县公‘

路交通史略》的基础￡进行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由于

丙史资料记载有限，编写难度较大。因此，得到了许多知j

情人的帮助。在此，向热情支持我们编写工作的单位和个。
人，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低，编写能力有限，加之时间短促，难：

免出现一些错误，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迄每、|



凡 例

一、《大厂回族自治县交通志》上限至1]1952年成立大

!广圈族自治区起，下限到1985年，个别章节追至到1987

年。

二、本书数字写法，除帝王年号习惯用语、引用资料

等用汉字外，其它均用阿拉伯数字。

、三，书中计量单位，采用1984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书中里程统一用

“公里”或是“千米"。
。

四、书中字体一律以国务院颁布的《汉字简化方案》

冲的简化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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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总 述

≥ 大厂回族自治县，地处河北省中部偏北，位于东经

116。49’至117004’；北纬39049’至39058’。县境东、北、西

与三河县毗邻；南面与香河县接壤；西、西南与北京市通

县隔潮白河相望。县东西横宽21．5公里，南北纵长12．5—

14．5公里，总匝积为175平方公里。全境地形平坦，海拔10．5

．至23米。

1952年，以大厂回族聚居地方为基础，建立大厂回族

自治区。隶属三河县管辖。1 955年12月7日，建立大厂回

款自治县。
大厂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建县时间虽

短，交通事业源远流长。

大厂一带早在商代就有人类活动在这块土地上。1 964

‘^， 年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在自治县大，小坨头试掘时，’，

清理了灰坑三个，发现了商周时期的文化，这个时问，自
、-

， 治县内已经有了陆路交通。

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汤建立了商王朝c：初建都于

毫，后迁于殷，形成都邑。这时在大厂的方国部落有燕毫

(今北京市)、孤竹(今芦龙县)。随着征伐、纳贡、贸

易活动和文化交流，各部落、方囤绽产生了交通线与王都

叫衫0



相通。当时，孤竹通燕毫就有一条途经自治县境内的夏垫二

道路。
。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第一个中央

集权的封建国家，他下令在全国广修驰道。由蓟(今北京

市)到碣石(今昌黎)的驰道就是当时所建。从此，京沈

南线的雏型却已形成。

三国时，曹操东征公孙渊，登临碣石，留有诗篇；唐

太宗李世民远征高丽；袁崇焕征辽；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等7

都是经过这条道路。

到清朝时，满清皇室家族由沈阳旧都迁往北京，清皇帝

每年清明节由北京去沈阳祭祖，走的也是这条路。所以也

称“御路”。

1 933年日本侵略军对京沈南线进行了全面测量，绘制

了路线图，强迫民工大修，裁弯取直，削坡填洼，两边修

了边沟。宽度一律要求三丈六尺。

1937年以后，在抗日、解放战争当中，敌我双方在此

路上展开了交通战。道路随修随毁，留下了许多战争的创

伤。 ·

自治县的另一条古道是南北横穿自治县的行商古道。

早在公元1421年(永乐19年)，燕王朱棣夺取皇位后，

把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大量的回、汉族人民由江南人日

稠密区向北方迁移。大厂这个回族聚居区就是当时陆续北

迁的回族人民逐渐聚屠形成的。广大回族人民在此定居之

后，利用自己善于经商的特长，开始北至内蒙，南至天津的

一牛、羊贩运买卖。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连接匾



族聚居村的行商之道。北起北务、过二里半，夏垫，马

．坊、陈辛庄、南王庄、霍各庄、芦庄、小李庄、大厂、小

厂、。大马庄、梁庄、杨辛庄、南至漫兴营，18个回民村、

西汉合居村都排列在这条道路的两旁。

由于有了这条道路，使夏垫成为一个兴盛的牛羊集散

．地，联系的地域十分广泛。南至长江，北至内蒙，西至包

头，东临沈阳。每到集日(旧历三／k)，各地的牛羊商在

此云集，市场牛羊吞吐量在万头以上。．在京东颇负盛名。
1949年建国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交通

事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自治县的交通事业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公路交通事业成绩显著。经

历了三个时期： ．

一是建县初期的恢复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全县工

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需要，开始了大规模的公路交通建

设。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电，改建了夏厂路、修建了三座、

木桥。公路交通从此步入了正轨。

二是碎石路丽时期。1958年至1970年是自治县公路碎

石路面时期。这一时期，经历了“大跃进"、}目家经济困

，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自治县行政区划的变

动。尽管如此，交通事业仍在曲折地前进。

1957年秋京哈(原京沈南线)路铺筑碎石路面，1958

年8月初夏厂路碎石路面改建竣工。随着干线公路的改

建，农村道路相应地得到了修建。

三是油路建设时期。1971年以后，自治县掀起了修筑

油路的高潮。在京哈公路(即京愉线)、夏安路建成油路

一厂＼

3一



后，又对县社油路进行了改建，到1975年实现了社社通油j

路。到1985年为止，企县共有公路21条，长度为81．7公一

里，有路面公路66．06公里。

随着浊路的改建，所有公路、桥涵都实现了永久化。 · 簟

公路与公路密切相关的各项业务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交j

通机构、公路养彩’、交通监理、养路费征收等各项管理、 。

专业业务部门都能较好地按职责分工完成上级交给的各种”

任务。多次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表扬。 。

除公路外，自治县于1975年正式修通了第一条铁路·

～通坨铁路。
通坨铁路西起北京市通县，东到滦县坨子头。全长

213公里。自治县境内长6．4公里，1975年8月经验收合格一

交付使用。1981年通坨铁路改建京(北京)秦(秦皇岛)

电气化铁路，由单轨改双轨，自治县段82年4月1日开工，

85年9月1日竣工。在夏垫建有客货车站一个。①

除铁路外，自治县还有谭台渡口～处。它是联接北京一

至大厂的一条主要渡口，多少年来，政府未投资改建，一
直由私人经营。②

随着公路的发展，运输行业也开始兴旺起来。特别是‘ 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治县的集体、联合体、个体，

运输发展速度更快。目前，已拥有各种货运车699辆。年
货运能力达到了1021千吨，比建县前增加70倍。

’
’

客运，近二年来自治县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现j

有客运车5辆。
’

注： ①②铁路与渡口后文不再论述



纵观自治县的历史：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其它事业晗
发展，都与交通业的发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自治县人民二

对Ⅸ公路通，百业兴”， “要致富，先修路”的历史事实：

是深信不疑的。 ．：

总结建国后三十年交通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但是也还存有问题，全县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村庄没有修越
睛雨畅通的公路；现在已经修成的公路路况，路容还有差．·

距；运输能力已超过实际运量的8倍多。这些问题，都需
要认真地去探索。



第二编大事记

·习955年

3月，大厂回族自治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大会宣告

自治区撤销和自治县筹备委员会建立。

5月，通县专区搬运公司在大厂设置属业务组负责运

锨站的筹备工作，并代管运输业务。
大厂部分临时装卸搬运人员，加入装卸搬运工会，与

原有夏垫搬运队分别在大厂、夏垫两地承担装卸搬运业务。

12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涎生的第一部宪法规

‘定，经中央、国务院，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大厂

：回族自治县。

。．1956年

3月1日至3月18日，为修夏厂路， 在全县开展了搜集

噼砖运动，共搜集碎砖5，500立方米。 ．

3月24日至4月10日，县人委动员全县12个乡的民工，

；共用32，425个建勤工日完成了夏垫至大厂土路改建工程。

4月19日至5月17日．，由双石臼乡组织民工建勤在夏厂路

哥骆屯东修建长20米，宽6米桥一座，载重8吨。

通县专署公路局拨给加拿大杨树2，000棵在夏厂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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