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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乃人生四大要素。凡有人类聚居，就有道路交通

的开拓和发展。
’

’： ’．

早在夏、商时期，阜平境内就有人类居住和活动。在漫长的历
”

史过程中，道路交通随着历代王朝的更替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也随

之发展变化。尽管由于山区地理条件所限，道路交通发展迟缓，但

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官马人行，在山岭河谷也开拓了

条条连县大道和山乡小路，依靠人背畜驮从事运输。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阜平的道路交通有了新的转机。井山修路，遇河架桥，使
。

几条古道逐步改建成为畅通汽车的标准公路，乡村之间也将崎岖

小路建成了能通汽车或马车的简易公路或大车道，经过草木桥 ．

——石桥——钢筋混凝土桥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主要公路已先

后修建了永久性桥涵，这些都给阜平的交通史留下了崭新的篇章。

遵照交通部和省、地交通厅、局的统一部署，我们组织人员编

写了这本《阜平县公路交通志》，主要反映境内道路的历史状况，记 i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阜平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以及业务管理等方面的开展情况，为今后的交通发展提供借鉴。

鬈阜平县公路交通志》是一本专业志，是县志的组成部分之一，

下限1989年。它既具有交通行业的特色，也具有本县地方的特点．

我们在搜集资料、整理编写过程中，始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

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而进行工作的。但由于编者的政治、文化水平低，专业知识4
。

和理论基础有限，加之资料残缺散失，有的史实和数据很不具体，

。节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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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各级领导和读者指教，以便纠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河北省交通厅史志编委和保定地区
’

交通局史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县档案局、县志办、地名办、党史办
。和本系统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提供资料和照片，在此表示
衷心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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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之一：是资政辅治的珍贵文献资

料。古人曾说过：“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盛世

编史修志，是百业振兴、政通人和的象征。
‘

交通运输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国家之有交通，犹如人体之有

脉络。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开展，

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阜平县的道路交通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经历了人行小 。

．路、驮运路、车马大道和现代公路几个阶段：在旧社会，由于社会制

度的制约，加之自然地理条件所限，道路交通发展缓慢，长期靠人

背畜驮进行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战天斗地，开山修路，遇河架桥，交通运

输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建国初期县城都不通汽车的基础

上，现已实现了县城通油路、乡乡通汽车，各类机动车开进了偏僻

的山村，为开发山区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把阜平道路交通

的发展历程如实地记载下来，使之流传后世，为今后交通事业的发

展提供历史借鉴，是十分必要的。 ．
，

．’ √

’阜平县交通局遵照交通部和省、地交通厅、局的指示精神，在

认真抓好本县交通事业改革和建设的同时，组织人员撰写了这本

《阜平县公路交通志》，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两手抓”的精神。尽管由于条件所限，经验不足，这本志书还有一，“

些不足之处，但总的来看，全书编排合理，结构严谨，内容翔实，文

字通顺，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基本上反映了阜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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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编委表示感谢，并希望全县交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借鉴历史，振

奋精神，深化改革，刨新务实，为尽快改善阜平交通面貌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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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平县常务副县长赵金棠

199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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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阜平县位于河北省保定地区西部，太行山东麓，地跨东经

113。457～114。32’、北纬38。39’"-'39。287之间。西、北与山西省五台、

，。繁峙、灵丘三县交界，南与石家庄地区行唐、灵寿两县相邻，东与曲

，阳、唐县接壤，东北与涞源县毗连。总面积2480平方公里。共辖25

个乡镇，205个行政村，1312个自然村(镇)。按1989年统计，有

50341户，人口195726人。 ‘

_，

⋯

7全县地处太行山北部山地丘陵区，山地面积约占75％，境内

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为太行山脊，最

高峰为黑崖沟村的歪头山，海拔2286米。其次是神仙山，绵亘县境

北部百余里，主峰海拔1870米。县城及其东南部海拔在200,---300

米之间，东王林口村西海拔205米，是王快水库库区迁建水位。境

内主要河流有沙河、胭脂河、板峪河、平阳河、鹞子河、北流河6条，

山溪支流均通过沙河、胭脂河两条河道注入王快水库。“七山二水

一分田”是阜平地貌的真实写照。 “ j*：，． 。

7．阜平的物质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较

差，交通闭塞，以及历史上的原因，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

一直处于贫困、落后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对老区人民十分关怀，采取各种措施扶持山区经济的开

发，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仍把阜平定为全国重点扶贫县之一．

．经过全县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经济逐步繁荣，文化不断提高，人

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在农业上，全县耕地较少，仅占总面积的

4％，人均土地0．79亩，其中；水地0．42亩，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
．

， ：

．

． ． 1 ，



玉米、谷子、甘薯、水稻、莜麦、马铃薯、杂豆等，经济作物有花生、烟

草、线麻和野生药材等。在林业上，林业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27％，用材林主要有杨、榆、松柏、洋槐，其次有楸、椿、桦、柳、毛白

杨等，木材蓄积量约110万立方米，经济林主要有红枣，核桃，花

椒、柿子、梨、桃、苹果等，其中大红枣是阜平的主要土特产品，年产

1万吨以上，以其个儿大、核小、皮薄、肉厚、含糖量高著称全国，畅

销塞北江南。在工业上，建国初仅有几家手工作坊，现已有县办厂

矿30多个，主要有煤炭、机械、化工、建材、针织、印刷、食品、果品

和粮食加工等。目前主要矿产品有无烟煤、云母、磋石、大理石、石

．棉、硫铁、金刚砂、铁矿石和金等。银、铜、钨、锰、钼、铅、锌等有色金

属矿藏因储量少，未能开采。 j。 。一‘ 。

’

阜平虽地处深山、人口密度较小，建县较晚，但历史源远，道路

交通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阶段。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人类在这

里居住，人们为了谋求生存，狩猎、生产、物资交换来往居民点之

间，开始形成了人行小路。随着家畜的饲养和参加驮物运输，有的

路段逐渐开辟成驮运道。春秋初阜平为戎狄之地，后属鲜虞国，战

国时属中山国，赵灭中山后属赵国，秦、汉、隋、唐时分属南行唐(行

唐)、上曲阳(曲阳)---县地，金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始置阜平

县。随着历代王朝的变革和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往来的需要，交

通日益延伸，形成了东至曲阳、定州，西至五台，南至行唐、灵寿、正

7定，北至繁峙、灵丘、浑源、涞源的古驮道。同时由于西临佛教圣地

五台山，国内外香客游人多经阜平去五台，道路交通日趋繁荣。唐

开成三年至五年(公元838年"-'840年)日本园仁和尚以“请益僧”

身份随“遣唐使”入唐，途经行唐、阜平、长城岭到达五台山。宋、辽

以来，边防多事，阜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龙泉关、吴王口、艾家

岭口、铁岭口、老路口等均为关口要塞。明清时期，阜平为“畿西屏

障”，龙泉关有四品武官戍守，其它关口也派兵驻防，以京师(今北

京市)为起点通过宛平、房山、涿州、涞水、易县、完县、唐县、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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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阜平经王快、县城、长城岭的西巡御道逐步形成，清圣祖玄烨。

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一年(公元

1746年)和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曾先后西巡五台山沿此

路来往。阜平县城以西称之为“西大道”。 ‘：。，

，

． 民国初期，阜平的道路基本沿袭清代的古道，没有大的发展和

、明显变化．民国十年(1921年)佛教会曾筹资修治东至曲阳、西达

县界长城岭的大道，整修后因山水冲刷，无资护路而废圮，仍以人

背畜驮和驾卧(--骡抬轿式)为主要运输方式．o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国民党政府河北省建设厅和省路局把修治保定至龙泉关线列

入公路建设规划，但由于当时政府政治腐败，财力空虚，加之灾患

． 连年，人民贫困而未能实施，阜平县的交通始终未能得到改善。“
’

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聂荣臻
‘

同志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深入敌后，以五台、阜平为基地创建抗

日根据地，阜平即成为晋察冀边区腹地和巩固后方，中共中央北方
’

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阜平。根据

当时斗争需要，以阜平为中心，构成了东至冀中，西至五台，西北至

晋绥，北至涞源及平西根据地，南至行唐、灵寿、平山和太行、太岳

地区的交通线。同时，由于边区及北岳区的一些机关、部队；厂矿、、

学校散居在不少村庄，山区连村小路也逐步开通。日本侵略者在

1938年至1943年间对阜平进行了8次残无人道的“大扫荡”，实7

行所谓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人民遭受严重的损

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晋察冀军区j边区政府以及北岳区的

具体指挥下，全县人民配合八路军，一次又一次地开展反“扫荡”斗 ，

争，击溃了日伪军的进犯，使阜平成为全边区唯一没有被日本侵略

者长期侵占的“完整县”，获得了“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

是战士，绝非轻易撼动”的赞誉。在抗击日本侵略者多次“扫荡”的

同时，阜平人民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各

项工作处于边区的先进行列，被上级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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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县”的光荣称号。在这期间，各级政府组织群众参加战勤服务，各交

通站组织民兵运送公粮、疏送伤病员，民兵游击组配合八路军开展

交通破击战和地雷战，抗击El伪军的进犯，打退敌人后组织村民恢

复道路交通，方便群众运输。正如聂荣臻司令员1940年2月在晋

东南八路军直属部队欢迎大会上所作的《晋察冀边区形势报告》中‘

指出的那样：“在平原地上的道路愈破坏愈好，在山地道路的破坏。
、

，要有限度，敌人必经之路可以破坏，我们附近的道路不要破坏，而

且要把它修一修。我们时常夜行军，需要道路好走，不然有时会妨

害了自己的行动”。当时阜平的道路条件虽未改善，都是人背畜驮， -

但在广大群众的维护下，对支前杀敌，保卫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

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

．

。’
’

解放战争期间，阜平又是河北省未被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完整 ’’

县”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除积极进行解放区

的民主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外，并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开展战勤

活动。为了搞好支前运输，北岳区多次发动群众维修地方驮运路，

?整修长城岭至菩萨岭至百石岭至灵寿陈庄至平山西柏坡的驮路和

大车道。1947年秋至1948年春，晋察冀边区政府交通局组织群众 ·

重点整修了长城岭、双岭峡和菩萨岭至百石岭等处路基工程，为毛 ．

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陕北转战华北指挥

全国解放事业提供了较好的道路条件。1947年4月刘少奇、朱德

等中央工委领导同志骑马越过长城岭经县城到城南庄然后去平山 1¨

。西柏坡。1948年4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

志则乘汽车从山西五台山越长城岭经西下关到达城南庄，毛主席 ’、

在城南庄工作了40多天，当年5月离开阜平乘车前往平山县西柏
’

坡中共中央机关，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先期到了西柏坡。
‘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阜平的交通事业进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阜平境内没有一

条标准公路，定县至阜平也不能通车。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从

4



√，

， 1950年开始到1956年，定县专署(1954年前阜平县属定县专区)

和保定专署连年用基建投资或以工代赈重点修建了定县至阜平公，

路，于1957年元旦全线通车，成为阜平县第一条简易公路，开始汽 ．。+

车客货营运。1958年，在县委书记吴合法、县长杨广明主持下，按

照交通部制定的。依靠地方，依靠群众，普及为主”的交通建设方

针，针对阜平交通闭塞严重影响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县委、县政
’

7府制定了山区交通建设规划，结合农田建设连续掀起了大搞交通

j。 建设的高潮。到1965年，县社道路通车里程已达12条265公里，
一． 除寿长寺公社和27个大队外，其余24个公社和178个大队都通

了汽车或马车．『尽管当时道路标准较低，缺桥少涵，多数路段只能
。

。 。季节通车，但在支持工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起到了先行 。

作用，多次受到省、专领导的表扬，被评为交通建设先进县． 一

‘

1965年后，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防战备需要，中央和省迸一步 ，

加强了山区公路建设。在交通部和省、地交通厅、局的支持下，1965

年至1972年由国家投资先后完成了涞阜，阜阳，阜长、阜繁等4段 ．

。共长173公里的公路改建和新建工程，1975年至1980年分期修．
。

’建了阜平到城南庄公路，1980年至1983年又修建了阜平至行唐

公路，基本上构成了阜平境内的干线公路骨架，国i省、县道公路共

有5条247．1公里。与此同时，按照“自力更生、民办公助”的原则，

还进一步开展了乡村道路建设，到1989年，除上述县级以上公路

¨ 外，还有乡级公路12条182公里、村级道路140条819公里，全县

2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1312个自然村(镇)除238个位置偏僻、 ，

7：| ．人烟稀少的山庄不能通车外，其它村庄都通了汽车或马车，初步构’

。： 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以干线公路为骨架、乡村道路交通辐射线，为

开发山区经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一定作t。，

．h‘ 用。 ， 。 ．一
’

·、? ，

随着境内道路条件的改善，运输工具也不断改进和发展，人背
。

畜驮的运输方式逐步被畜力车和机动车所代替。到1989年，除有。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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