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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昌平县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是从1986年8月开始

的。起初．仅成立了一个班子，含县委党史办公室内。做修志的准备

工作。这个工作班子认真学习、掌握方志理论和业务知识，赴山西

考察，制定修志工作方案，编写《昌平县志》篇目，搜集昌平旧志和

征集历史资料，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编修新县志是一项艰苦细致

的工作，当时还不被人们所认识，并未真正开展起来。

1989年3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开始抓修志工作，召开了全市

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5月26日，昌平县人民政府准备召开全

县修志工作会议，“通知”都已下达，但是，当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

波又使这一工作暂时搁置起来。

风波平息之后，中共昌平县委、昌平县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县志

指导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县志办公室制定的《昌平

县志》编纂工作方案，召开会议向县直机关部署了修志工作。在当

时县长张耕的领导和支持、常务副县长于长海的亲自主持下，经县

志办公室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修志工作在全县广泛地、有步骤地

开展起来了。

组织县直机关编写好专业志(或部门志，或单位概况)，是昌平

县本届修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一大特点。这项工作从1989年

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编写任务的72个单位，已经有40个单位完

成了专业志稿(或部门志，或单位概况)。经过县志办公室审定，有

的还经过市主管局修志工作领导机掏的审查、修改，今年计划正式

出版《昌平县粮食志》、《昌平县水利志》、<昌平县市政志》、<昌平县

环境保护志》和《昌平县交通志》等五部专业志。还有《昌平县公路

志》也将纳入鬈北京市公路志》出版。以后，还将有选择地陆续出版



一批专业志，构成《昌平地方志丛书》的一个系列。这些专业志、部

门志和单位概况的编成和出版，无疑是对昌平县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一大贡献，为今人和后人办了一件好事，为《昌平县志》的编纂

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显示它的重要意义和宝贵价

值。

这一重要成果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各单位修志工作者的辛

勤劳动和艰苦努力。他们不图名利，不讲“实惠”，呕心沥血．默默工

作，这在当前是难能可贵的。市、县和单位领导的正确指导和大力

支持，是取得这一成果的关键。县志办公室在宣传、组织、推动、培

训、指导和编辑、编审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同样功不可

没。

但是，我县修志工作者毕竟不是方志专家i修志工作又不同于

经济建设和其他文化工作，困难很多，条件有限；再加上历史资料

支离破碎．特别是建国前史料缺乏，各专业志均在所不免地存在这

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甚至可能有错误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方志

界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昌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2年10月



序 言

昌平古有畿辅重镇、京师门户之称。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

位，促进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陆路交通远在公元前约4800年

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经昌平至辽东就已有路可通。战国时

期开辟了通往漠北连接丝绸之路的西北干道。隋朝以后开发了驿

站道路、铺司道路、长城关隘道路、御路。温榆河水运以元、明两代

最为兴旺。清末，虽水路交通断航，但火车、汽车等近代运输工具逐

渐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41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12年来的艰苦奋斗，在全县1352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建起了5条总长128．6公里的铁路，245条总长1120．2

公里的公路。全县民用载货汽车达到7389辆，载客汽车1382辆。

今日的昌平交通，公路、铁路纵横交错，客货运输车辆四通八达，初

步实现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也为深化改革开放，吸引国内外资

金、技术，进一步开发昌平，使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创造了良好的

交通运输条件。

编写交通专志，是要全面反映本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沿革

和兴衰变化，提供一个由产生、发展、变化、直至现状的比较全面的

轮廓和基本脉络，并力求从交通运输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上，找

出规律，总结出经验教训，从而发挥本县优势，确定今后交通运输

事业的发展方向。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近三年来，交通局配备了专职

修志人员，广泛地收集了资料，辛勤笔耕，五易其稿，终于在有关各

方的支持下，使交通专志定稿成书。尽管这部志书尚有不足之处，

但篇目归属合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通俗易懂，如实地反映

了我县的交通全貌，揭示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规律，能起到鉴古

资今，服务现实，惠及后代的作用。



在编写专志过程中，得到了县志办、市交通局史志办、县市政

管委修志办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借此，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昌平县交通局局长皮永清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依事溯源，尽可能追寻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

1990年末。 -

二、篇目采用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体裁有述、记、志、图、

表、照、录。入志主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

三、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发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四、统计数字来源：一是县统计局的资料；二是交通运输管理

部门和企业的统计报表；三是依社会调查和史志书刊汇集整理的

数据。

五、资料来源：以昌平县档案局、县交通局档案室的文书档案

为主要依据。重大事件和某些细节与知情人的口碑资料、书刊资料

等进行对照和考证。入志的古代、近代内容，主要来自史志书刊。文

中直叙其源，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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