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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玉田县交通志》记载了我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变迁史实，反

映了建国三十六年来我县交通运输部门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对髋县交通运输事业的未来建设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和资治作用，并为新修《玉田县志》广泛地汇集了基础资料。

玉田县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

先，披荆斩棘，开拓出一条条早期的车马大道，为我县交通的发展

打下了基础．但到民国年间，政治腐败，道路失修，全县境内没

·条平坦通畅的道路，以致交通困阻，民生凋敝。新中国成立后，．

髓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全县的交通面貌迅速改观．如今的玉田

县，柏油公路四通八达，城乡经济，空前繁荣．昔日破烂不堪的

玉田县城，今天已发展成为楼房商店鳞次栉比，街道宽阔整洁，

。交通非常便利的社会主义城镇。这斑驳动人的现实，成为我局史

志编写人员为写好《玉田县交通志》知难而进的巨大动力，从而

较好地完成了这部专业志书的编写工作．

编写交通志是一项全新而又困难的工作．我局史志编写组的

编辑人员，’在我县交通运输系统各基层单位的干部．技术人员和

职工的配合支持下，本着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

原则，较好的总结了我县交通运输部门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基

本上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密切结合的要求．当此交通

大发展的盛世之年，《玉田县交通志》的编成，．不仅为全县人民

做了一件好事，也为交通部门提供了一份稽古鉴今的资料．我作

为交通战线上的普通一兵，既感到由衷的喜悦，也相信在四化建

设中这部志书必将发挥其予期的作用．

玉田县交通局局长孟宪文

八八年三月一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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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交通是经济，文化的先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民生产

生活的必需。古今中外，凡是社会经济日趋繁荣，文化日趋昌

盛，人民生活日趋富足的地区，莫不与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密切梧

关。
’

新中国成立三十六年来，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建

设飞速发展，文化事业百花吐艳，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种种奇迹

般的变化，除了优越的社会制度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外，交通事业

的发展起劲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玉田县历史悠久。既有历经沧桑的过去，更有百业兴盛的今

天。早在数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燕山南麓的广

阔田野，他们是开拓玉田交通的先躯。从唐代建玉田县治至今，

也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随着傍海古道的繁荣和陆路交通的开

拓，玉田县不仅是拱卫京畿的要地，也是河北．东北之间的交通

要冲．如今，以玉田为中心纵横交织的公路网，通连全县乡镇，遍

及所有村庄；京沈、唐玉宝等干线和县线公路与京秦铁路交相辉。

映，构成为通连京津唐各大城市和相邻各县的交通大动脉，大大

加速了玉田县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整个交通事业呈现出一派一

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因此，认真总结玉田县交通事业的历史经

验和取得的光辉成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出一部资料准。

确，内容丰富、体例完善的交通志，为子孙后代留一份。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交通志是专业性的志书，其涉及到的内容固然很多，而公路建一



设和公路运输则是其最突出的两个部分。虽然可以贯通古今，但

必须以今为主，溯古而详今，这是我们在编写中所注意到的问

题． ?
‘一

但编写《玉田县交通志》，是一个史无先例的新课题，既没

样板可依，又为水平所限，确实有很多困难。尽管如此，我们是

竭尽所能，力求反映出玉田县交通行业的特点和玉田县的地方特

色．但由于学识浅薄，视野狭隘，逻辑错误必然很多，遗漏之处

必然不少，深望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不吝远见卓识，给以评点斧

正。如果这本志书能为全县人民在四化建设中起到微末的资治作

用。将是我们最欣慰的的事情．

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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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保证志书

的社会主义方向。

2，《玉田县交通志》是一部详今略古，贯通古今，立足当

代，追述历史的专业志书。记事上溯到春秋战国，下至I 985年．

有些事项的记载涉及1 986年。 ．

3，本志书依照横分门类，纵向叙写的基本方法、按篇．章．

节，目四个档次进行编排。 -，

4，本志书运用述，记志，图，表，照(照片)录七种体

裁。图和表穿插于正文之中，照片置于正文之前。按照。生不立

传”的原则，对一些先进人物，简介于附录之中。

5，本志书的历史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或民国纪

年，’并括注换算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只记公元纪年．历史

纪年均用大写数字，如清乾隆十五年，明永乐八年，民国八年。

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

，6、大事年表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

． 7，古代地名之后皆括注今名。．

8，本志书的度量记法：记述古代用各历史朝代的不同度

量，并括注换算的现代度量。记述近代用市制度量，如里．丈，

尺，斤等；新中国成立后用现行公制，如公里，米，厘米，公

斤，吨。吨公里等。数字均用阿拉伯字．

9、本志书对一些必要的注释，有的作篇后注，有的括注于

引文之后，有的叙明于引文之前。 -

10本志书把清代和清代以前所形成的车马道统称为古道．

11、桥涵记述按桥的长度．大桥(单孔40米，多孔100米阻

上)中桥(单孔20米多孔30米)单项记述，小桥和涵洞列表统计．．

．·3 t



’概

玉田县的交通，历史悠久。溯自春秋战国时期，玉田县境内

t已有早期的车马大道。从先秦到清末二千数百年岁月中，玉田县

’的道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有所演进，但直到民国初年，除

了通往玉田县境的京沈国道稍稍平整外，全县道路还处于天然土

路的状态。运输工具尤其落后，物资运输仍靠人力、畜力车和小

木船，冰床等原始工具，肩挑、背扛_驮运随处可见，交通运输

非常困难。
一 7一

’
。

I 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社会状态并没有改变。列强的经济侵略，政局的动荡不

安，军阀连年混战，导致全国经济凋敝不堪，人民生活十分困

‘害，交通建设极其缓慢。严酷的现实，唤起了人民的觉醒，许多

有识之士，不仅思考着中国的方向，并开始认识到交通运输在国

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1 91 2年就

～提出了改良道路发展交通的主张，对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向近代化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此后，修治逆路，改善交通，已成

为全社会的舆论。在此形势下，交通建设逐渐有了一些起色。

。191 8年以后，随着我国第一条公路一张库公路的建成和一些修治

．道路法令的颁布，玉田县境内的一些主要大车道也稍稍有所改

善，并有了商办客运汽车通行。起初人们把通行汽车的大道称为

汽车路，1928年以后才改称为公路。从1926年一1936年，全县境

内先后通行商办客运汽车的公路有七条，但路况并无多少变化，

．仍然是一条条土路和极少部分砂土路。尽管如此，比原来的大车

．道总算跨进了一步，并成为近代公路的先导。1 935年，窝洛沽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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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涨伯友购买了一部汽车，并经营窝洛沽到唐山之间客运，是为玉
i．． 。田县使用近代运输工具的开端．

f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在玉田县疯狂地修筑军用公路。从

少纵横相连的县乡公路。其中国道省道长69公里，县道长1 34公里，

乡道长1 37公里。但这些公路。不时遭到我抗日军民的破坏，夏雨

季节，更难通行汽车。至于民营的汽车运输行业，在1Ej伪合资经

，营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这个庞大的托拉斯垄断下，大都被迫

停业。 ，

。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河北省公路局，组成抢修工程队，抓

夫派料，抢修公路。从1 946年到1 947年，河北省公路局指令第三

r工程队抢修通经玉田县的平榆、津喜，唐遵，唐蓟、玉宝、唐马

(兰峪)等公路，但多为纸上谈兵，除北平蓟三河，丰润经唐

山．滦县．昌黎到临榆这两段路可以勉强通车外，只有唐山到玉

田一段有时可以通行汽车。其它公路，都在我军民控制之下，敌

人的汽车根本不能通行。
1 947年12月8日，玉田县全境获得解放。1948年底，为迎接

．‘，我东北大军进关，全县十五个区，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动

员和组织民工，按区分段，抢修公路。一1 949年夏，玉田县暴雨成

‘灾，所有公路尽遭水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县没有一条可以

畅通汽车的公路。 ，

’。

--。i．’
-。

‘。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玉田县的交通

运输事业发展很快。从1949年到1958年，所有县乡级公路经过多

次整修，大都修成为无路面睛通雨阻的简易公路；总长76．8公里

的京沈线玉田段和唐扬线玉田段，先后改善成泥结碎砾石路面和

山皮土碎石路面，初步达到了晴雨通车的标准。1959年到1 971年．

全县公路建设以改善路线路基和路面向硬料化发展为主．全县主

j要公路，有的裁弯取直，有的重新选线，鸦丰，新石，玉石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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