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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编史修志。《泊头市交通志》的问世，无疑是今逢盛世的

·产物，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尤其它是一部专业志，前无成果可

借鉴，今经验可吸取，而是在不断地摸索和探求中完成这部专业志

．编撰的，可以想见，其困难程度绝非一般。

交通作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从古至今都处在一个重要的位

置。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旧中目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致

使旧中国的交通发展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着全国

人民，战天斗地，开拓迸取，才使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尤

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加速了交通运输业

的发展。

纵观《泊头市交通志》，能使我们看到泊头市从古至今交通事

业的概貌。特别是建国后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在交通建设事业上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从管理体制到公路建设，从运输事业的发展到公

路桥梁的更新，都给予了详细记载。当然这些成就离不开共产党的

领导，离不开交通运输战线上广大于部职工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

力，离不开广大群众给予的积极支持，这是我对《泊头市交通志》

的确切感受。

编撰《泊头市交通志》，是为了了解和总结过去，吸取经验和

教训，以利今后的工作。我希望交通战线上广大干部职工，以及泊

头市全体人民在新的形势下，以实际行动继续编写《泊头市交通

，志》的新篇章。待多少年过去，当后人举笔续志时，能有一个满意

，的心情和较高的称道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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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交通局史志组的同志们，为我们提供了这部专业志书，这

也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颗硕果·

李瑞昌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

泊头市委书记李瑞昌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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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无论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是在军事行动中，其地位是

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建设社社主义、努力发展商品生产的今天，

其所起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

泊头市的交通发展，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展

现在人们面前的公路建设和公路运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社会

在前进，人类在发展，交通建设也在改变着旧的面貌。

由古代的人行小道、驮运道和车马大道演化而来的现代的沥青

(渣油)路面已构成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与外地沟通交通联

系，以国道和省道为主，在本市范围内，以国道和省道为主干线，

与遍布泊头市的乡镇公路互相衔接，承担着泊头市范围内的交通运

输重任。
’

随着公路建设的发展，‘公路运输发生了很大变化。延续了几千

年来的人推畜拉车辆，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逐渐被淘汰，并逐

步向机动车辆过渡。尤其是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

富民政策，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专业运力与

社会运力增长迅速，极大地改变了公路运输的面貌。截止到1985年

底，国营和集体经营的专业运输车辆已达165辆，货运量完成

101，232万吨，货运周转量完成2，548万吨公里，客运量完成

186，028万人次，客运周转量达7，440万人公里：装卸操作量完成

160．9万吨，运输总收入达895．5万元。同时并存的还有社会运力和

个体及联合运输专业户，单就个体客车而言，多达近40辆，呈现出

空前的公路运输的大好局面。

公路桥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

短短的二十几年的时间内，相继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桥梁，大大延长

-■■■-l，ot●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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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路桥梁的使用寿命。无论是干线公路，还是乡镇公路，都成为

畅通无阻的坦途。

泊头市区和交河镇的街道、环城路随着公路油路面的铺设，亦

相应铺设为沥青(渣油)路面，这对改观市容市貌，改善市区内的
7街道、环城交通起了很好的作用。

公路建设的日新月异和公路运输的日益繁忙，促使交通机构13

臻完善。相应的各机构的业务内容区分地更加详尽和细致，从而使

交通机构成为整个国家机构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为国民经济建设发

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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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篇

交 通机构

交通机构自1956年设专职．交通科起，随着公路事业的迅速发

展，机构日益增多和完善。至1985年底止，泊头市交通局设在北环

路与泊鲁路相交处，现有三层办公大楼，工作人员达221人，其中

大专6人，中专7人，工程技术人员6人。下辖有人秘科、史志办，

征费科，计财科、地方道路科、运输管理站、交通监理站、公路管

理站，除此已外，还设置有受沧州地区运输公司直接领导的泊头汽

车站，交河汽车站、富镇汽车站及几个汽车代办站。 ．

泊头市(即原为交河县)最早设置交通机构是予1956年2月，

是由农林局分离出来，组建成交通科，那时叫交河县交通科。交通

科成立后第一任副科长钟伟卿，科内有3名工作人员。

1958年lo月，交通科与运输站合并为交河县交通运输局，局内

设两名副局长，由钟伟卿和路致常担任。
’

1958年11月，交河，南皮、东光、卑城，泊头合并大县，县址

设泊头，称交河县，原来四县一市交通运输机构合并为交河县交通

运输局，全局有工作人员20名，正副局长5名，杨振山任局长，钟

伟卿，寇洪章，王宗禹，祁金堂分别任副局长。下设有办公室，，路

政股，运输股、财务殷和人事保卫股。

1961年5月，南皮，东光由交河分出，此时泊镇划归南皮，交

河县治复归原县城，仍称交通运输局，设副局长2人，由钟伟卿和

于洪升担任，工作人员13名，下设有办公室，路政，运输、财务，

生活管理等股。

1962年5月，阜城也由交河分出一部分，交河县交通运输局，



2 泊头市交通志

除工作人员减少3人外，领导人员照旧。与此同时，泊头由南皮分

出，戈Ⅱ归交河县，称泊头镇。 ．

1963年9月，交河县交通局有正副局长3名，局长杨振山、副局

长郭义清、史明伦，工作人员2名。下设有公路管理站、交河运输

站，泊镇运输站、泊镇公路管理分站、泊镇船队。

1968年9月，交河县交通运输局改为交河县交通运输革命委员

会，设正副主任委员3人，杨振山任主任委员，王世杰，王云松任

副主任委员，崔福太、曹相臣任常务委员，其它工作人员8人。

1971年6月，交河县交通运输革命委员会，改为交河县革命委

员会交通局。局长常汝林，副局长杨振山，张连仲。
。

1976年10月，交通局设正副局长5人，郭振民任局长，杨振

山、张连仲、王锡纯，王守智任副局长，其它工作人员3人。

1977年10n，正副局长增至7人，郭振民为局长，杨振山，王

锡纯，李振龙、王金海、冯旺友，’许永泰任副局长，局设办公室，

其中包括资料、政工，财务及生活管理，计5人。

， 1981年，交河县交通局局长郭振民，副局长王锡纯，杨振山，

李振龙、壬金海。

1983年1月，泊头由交河划出，由镇建市，交通局局长为靳

乱，副局长潘福润，凌德荣。 ·

1983年5月，交河县与泊头市合并后称泊头市，同年12月，县

交通局与市交通局合并后称泊头市交通局，局长靳乱，副局长王金

海，孙风朝。

1985年底，局长、副局长仍为靳乱、王金海，孙风朝。

泊镇在原交河县辖内，最早出现交通局的名称，是于1962年9

月，局长靳乱，秘书李志刚，直至JJl976年1月，正副局长换为林景

文、孙洪恩，潘福润，下设有秘书、业务以及人事。保卫等组，此

外，还有工会，妇联、青年的组织，共26人。

1980至1981年间，泊镇交通局的领导成员有靳乱，凌德荣，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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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润，直至1983年12月，县市交通局合并，领导成员未变。

泊头市(含原交河县)交通局领导成员更易一览表

科 长 副科长
年 月 局 别 秘书 工作人员

(局长) (副局长)

1956年2月 交河县 钟伟卿 3

1958年10月 交河县 钟伟卿
路致常 6

1958年11月 交河县 杨振山 寇洪章 李志刚 24

钟伟卿
王宗禹
祁金堂

1961年5月 交河县 钟伟卿 田连芳 10

于洪升
1963年2月 交河县 杨振山 崔福太 ． 2

1963年9月 交河县 杨振山 郭义清 崔福太 2

史明伦

1966年10月 交河县 杨振山 邵万绪 崔福太 3

1971年6月 交河县 常汝林 杨振山 崔福太 2

张连仲

1975年12月 交河县 杨振山 崔福太 3

张连仲
王守智
王锡纯

1976年lo月 交河县 郭振民 杨振山 崔福太 3

张连仲
王锡纯

王守智
1977年lO月 交河县 郭振民 杨振山 崔福太 5

王锡纯
李振龙
王金海

冯旺友
许永泰



4 泊头市交通志

年 月 局别
科长 副科长 秘书 工作人员
(局长) (副局长)

1981年12月 交河县 郭振民 王锡纯 崔福太 12

杨振山
李振龙
王金海

1983年12月 泊头市 靳乱 王金海
孙风朝

1985年底 泊头市 靳乱 王金海
孙风朝

1962年9月 泊镇 靳 乱 李志刚

1976年1月 泊 镇 林景文 孙洪恩
潘福润

．1980年 泊 镇 靳乱 凌德荣

潘福润
7

1983年5月 泊头市 靳乱 凌德荣

潘福润

第一章交通局机关科室

． 第一节人秘科

人秘科是交通局属下的科室，它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局机关的一

些事务，诸如文书挡案，人事调动，劳保福利，上呈下达，文件制

定与管理，会议通知与组织及其它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全科工作人

员29名，设有打字机2台，汽车2部。

人秘科组建于1984年3月25日，第一任科长张永宽，副科长王

’树生，1985年1月由王树生任科长，、于振东、魏宪华任副科长。

‘原泊头市和变河县交通局均无人秘科?交河交通局负哀人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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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是崔福太、殷愿军，孙风朝，泊头负责人秘工作的是曹相荣、

王树生、刘国通等。 ．
、

第二节史志组

1981年loY]，根据省厅和地区交通局的指示精神，交河县交通

局设置编史机构，着手编写公路交通史的工作，《交河县公路交通

史》于1985年10)1成书，接着编修交通志和交通年鉴。

初组织编史机{勾，组长由交通局副局长王金海兼任，编写人员

2人，1982年7fJ编史人员增至4人，1983年12月，交河交通局与泊

市交通局合并(合并前的泊市交通局无编史机构)，称泊头市交通

局编史组，组长由副局长孙风朝兼任，编写人员3人。1984年9月，

编史组改称史志组，它不仅编写公路交通史，同时还编修交通志，

至1985年底，编写人员有李国才，钟伟卿2人。 ，

第三节征费科

征费科是交通局属下专职征收养路费的科室，泊头市的养路费

分两处征收，一处在泊头，～处在交河，至1985年底，‘全科计有工

作人员19名。

‘征费科设置于1984年6月，第一任科长魏焕起，1985年1月，科

长换为张永宽。

泊头市最早有征收养路费组织，是1949年沧县公路管理段在

泊镇派驻的公路管理所，这个公路管理所除管理公路外，还兼管车

辆监理和养路费征收工作。1950年，这个管理所改为公路站，1958

年四县一市合并大县，泊镇公路站划归交河县交通局领导。1961年

5Y]，交河大县分治，交河养路费征收分两处，一处交河，一处泊

镇，各设有1人专司其职。1975年，泊镇增设2人，交河增设1人。

1979年，泊镇、交河各设有5人。1984年6月，泊市交通局设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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