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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李道辅

十年笔耕，一朝戚书。北京公路志丛书的出版，是北京公

路建设历程中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值得从事北京公路建设、设

计、科研、养护和管理的同志们高兴的事情。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世界有名的文化城市，从秦

修驰道始，北京就有道路建设的记载。其后，驿站道路不断发

展，至辽、金以来，北京成为五朝古都，官马大道通往全国各

地。历代帝王为通达政令，运输粮饷，对道路建设甚为重视，各

种史书都设专章以记述。然尚无一部专门记载北京历代道路建

设的专业志书。本丛书按照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原则，集历

代北京道路建设的主要史实于一册。为关心和研究北京公路建

设历史的人士提供阅读之便。此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

心，公路建设就更为重要。1949年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几百公

里公路，就像苦难的中国大地一样，疮痍满目，几乎没有一条

完好通畅的道路。公路职工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艰苦奋斗，恢

复交通，保证了首都人民的生活物资供应和南下大军解放全中

国，以后公路建设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下，公路建设的数量和质量都有

】



较大的飞跃。如果以同等区划相比，1958年公路里程为1328公

里，至1990年为9647．71公里，增加了6．26倍；高级、次高

级路面1961年144公里，1990年5057公里，增加了34倍。桥

梁全部永久化；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管理法规日臻完善。四十

余年，为公路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我们建设中的宝贵财富。

今加以编纂，避免资料流失。此其二。

本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记述。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记述，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绳。上限追溯事业之发端，下

限断至1990年12月31日。按照公路事业的性质横分门类，再

按时序纵述史实，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资料的记述之中。为各

方人士了解研究北京公路建设的历史提供基础资料，为各级领

导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此其三。

中国古代道路的建设，凝结着无数劳动人民的才智和血汗。

如朝宗桥．擘C”字形防浪堤；琉璃河桥联结桥石的“银锭扣”；

《马可·波罗游记》申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的

卢沟桥，都反映古代桥梁建筑技艺之高超。唐代大诗人李白在

《蜀道难》中有这样诗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

钩连’’。诗人借用一个神话传说，说明古栈道的修通，蕴含着许

多悲壮的故事。司马迁在亲自视察了秦北方直道之后，对这项

巨大工程耗费的人力财力，愤慨指出，“蒙恬之罪宜诛”。可见

我们的祖先，为了古代道路的修建，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在

日本侵华期间，更有无数劳动人民被迫修建“警备路”、“封锁

沟”，惨死于敌人的刺刀和棍棒之下。延庆岔道有一个白骨累累

的“万人坑”，就是敌人罪行的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公路建设职工成为国家主人，

以极大热情，在国家人力财力都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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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起恢复旧路，建设新路，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同志任劳

任怨，奋斗终生；有的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的在施工

中不幸牺牲。本丛书的出版，对死者是个安慰，对生者是个策

励，也为人民群众和青年提供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教育的基础教材。此其四。

本丛书共十一册，一百多万字。是在交通部和市交通局领

导的关怀下完成的，得到有关史志部门的帮助和指导。早在

1982年交通部组织编写公路史开始，原市公路管理处就抽调专

人参加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1987年公路管理处成立史志办公

室。各县、区也在1982年后相继成立史志编写小组或办公室，

编写整理了大量资料。房山、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等县、

区先后出版了公路史。这些工作都为本丛书的编写创造了条件。

1991年北京市组织地方志编写工作，我们在完成地方志的公路

交通志的有关章节编写后，以专业志的形式编写了这套丛书。许

多编写人员为收集资料跑图书馆、档案馆，一连数月，收集数

十万字的宝贵资料，有的同志为核对史实，踏勘了许多路线和

桥梁，订正了许多错误资料。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积劳成疾而去

世。特别是业务部门和许多热心公路事业的各界人士，为本书

的编写作出很大贡献。因此，本丛书的出版，是公路战线全体

职工、科技人员、离退休老同志和各界热心人士共同劳动的成

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此其五。

为了研究北京公路建设历史的总体面貌和便于了解某一地

域公路建设历史的详细情况，本丛书设总卷和按区域划分的分

卷。总卷以记述主要干线公路历史和全市性的公路建设的举措

为主，分卷则较详细地记述该区域内的公路建设的历史。虽各

有侧重，但不可避免其中多有重复之处。由于编写人员水平不

一，汇集资料详略有异，故疏漏谬误在所难免，尚希读者赐教。

但编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重视史实的基础上，文风尚称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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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朴实、力戒浮词、套话，仍不失为一部反映北京公路建设

历史的可读的资料著述。

4

1994年5月于北京



凡 例

一、本丛书是一部综合古今的公路专业志书，以“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为原则，着重记述现代公路发展的史实。上限

据实上溯，下限断于1990年12月31日，个别事项记载可涉及

至1991年。

二、本丛书记述的地域，无论古今均以1990年北京行政区

域为准，在记述中也交代了当时的归属。

三、本丛书设总卷和分卷。总卷以国家干线公路、市级干

线公路和全市性的重大事项为主，分卷以各县(区)区域内的

公路和事项为主，各有侧重并独立成书。

四、本丛书各卷按公路业务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分章、节、

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

五、本丛书各卷以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纂。

图表及黑自照片插入有关章节，彩照置于各卷之首。

六、历史纪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写朝代年号，再在其后括

以换算的公元纪年。公元前的只书“前××年”。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记公元纪年。

(二)不用交代不清的时间概念，如“最近”、“不久以前”、

“后来”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不写为“建国前

(后)”，应写作“新中国成立前(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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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记事：

(一)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二)古代一般记年不记月，一年之中每事自为起迄。

(三)在一定时间(年、月、日)内有几件事平行发展，彼

此无交叉或交叉不多者，则按一事一记原则，分别记述，自为

起迄。第一事记时(年、月)，其后则记“是年”、“是月”。

(四)各历史朝代的地名均书当时名称，并括注今名。

(五)度、量均按当时历史习惯名称及书写方式，并括注换

算成现今的数字和单位。表示近代、现代道路桥梁等的度、量，

均采用公制，用汉语表示，‘如公里、米、厘米等。

(六)桥梁设计荷载标准简写为“汽～××，挂一×××或

拖一×××”。记载路线地段使用地名，如用公路里程表示，写

为“桩号××+×××——××+×××”。

(七)公路工程专用术语，应用规范术语，不用俗称。但书

中出现较多者可用简称，‘如“多蜡沥青表面处治”，可称“渣油

表处”等。

八、机构名称在各卷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以后使

用的简称。如北京市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公路处)。

。九、路线名称按交通部和北京市的命名，不自立名目。标

题及各卷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并括注以后使用的简称。如国

家干线公路(以下简称国道)，京沈(阳)公路北京段不称京密

公路。但在记述中用当时习惯称谓。
：+

十、本丛书各卷注释均采用章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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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芳

《延庆公路志》在硕果累累的金秋脱稿了，即将付梓成书与

读者见面。本志书较《廷庆县公路史》的内容更翔实，体例更

完善，因而它的出版k无论对公路建设，还是对方志编纂，都

将会起到更为良好的作用。

从延庆出土文物和有关史籍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

出现了贯通南北东西的车马道路。以后，历代断续拓修，一缓慢

演进，到1907年，京张公路旧线关沟至榆林堡段勉强通过了世

界汽车比赛的赛车。两千六百余年的悠悠岁月，蹒跚前进的道

桥历史脚步，造成了近代公路落后的局面，这不仅限制了当时

延庆经济的发展，也给公路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四十多年中，延庆县公路交通

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及委程技术人员，团结全县父老乡亲，投

身公路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艰苦

卓绝的努力，创建了崭新的公路面貌，使原来缺路少桥、交通

闭塞的县域，达到了乡乡有油路、村村通汽车、货运如流、人

畅其行的好局面。原延庆县委书记段义海曾在《京郊三十五

年》一书中，高度赞扬了延庆公路的发展成就和建设者的创业

精神。

延庆公路测设施工，注重质量，许多工程以高质量见长，荣

获国家和上级领导部门的多次嘉奖。较早的以自有资金购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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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施工。在绿化

方面勇于探索，战胜了塞外寒冷风沙的困难，以科学方法育苗、

栽植和抚育管理，从1985年以来，路树成活率始终保持在96％

以上。京银国道延庆段已基本做到三季有花，四季常春，居全

市五大绿色走廊之首。

《延庆公路志》对于上述历史和现状以及公路事业的其他方

面，均做了如实的记载。为争取达到胡乔木同志提出的“地方

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这一目的要求，编者们付

出了很多的心血。他们四方搜集资料，行程逾万公里，抄录史

料数十帙，然后边学边干，经寒历暑，苦熬孤灯，以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分析、筛选、：排比、编写，三易其稿，方集腋成裘。咀

嚼它的章节，使人想到了古诗中“粒粒皆辛苦”的诗句。

编写县公路专业志是一次新的尝试，所成之书难免幼稚拙

笨，但从总体看来，它真实可信，贯彻了“新观点、新方法、新

材料”的“三新”修志原则，做到了“纵不断线，横不缺项”，

语言严谨朴实，不失为_本好书。作为在延庆公路战线上奋斗

了三十五个春秋的老兵的我，欣喜之中，希望同行们，尤其是

年轻的同志们，抽出些时间来读读这本书，从中得到激励，从

中增长见识，从中汲取鉴戒，从中加深对艰苦创业的理解，燃

起新世纪的火焰，把延庆公路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希望读

者和方志专家学者不吝赐教，琢璞为玉，圆了《延庆公路志》编

审者追求“信今而传后”的著述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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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延庆县，地处东经115。44’至116。34’，北纬40。16 7至40。47 7。

东连北京市怀柔县，西邻河北省怀来县，南与北京市昌平县依

偎，北与河北省赤城县接壤。东南距德胜门73公里，为首都西

北大门。

延庆县总面积1992．5平方公里，平原占23％，山区占

76％，水域占1％。东南北三面群山环拱，西为豁El，烟波浩淼

的官厅水库荡漾于延(庆)怀-(来)盆地之间。中西域平畴沃

野，是为妫川。全境有千米之上的山峰80座，三、四级河流18

条。北京地区第二高峰海坨山(海拔224]米)高耸西北；白河、

妫水河流贯南北东西。

延庆县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候，系温带与中温带、半于旱

与半湿润的过渡地带；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旱而多风，夏季

雨多而有雹，秋季睛朗而凉爽，冬季风寒而雪稀；昼夜温差较

大，年均气温8。c，最高日温39。C，最低日温零下27。C。年均

日照时数28061小时，年总辐射量每平方米达5288．82兆焦耳，

均属北京市较高县。每年11月之末始冻，3月中旬解冻，全年

无霜期最长为165天。+由于高山隔阻，各处降雨不均，山地高

于川地，东部多于西部，年均降雨量在434．6毫米左右。到了

冬季，西北风劲吹，最大风速每秒达4．1米，年均风速为每秒3．1

米。

延庆县经济结构以农为主，现有耕地514，442亩，盛产玉

米、小麦、水稻、高粱、谷黍和各种豆类，年总产12，689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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