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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邯郸有着悠久的历史。勤劳、勇敢、智慧的邯郸人民，几

千年来修桥铺路，开拓交通，为邯郸交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
。

邯郸地处晋冀鲁豫要冲，交通事业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就形成了交通枢纽的格局．交通的发展对历代政治，经济、军

事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为研究和探索邯郸公路交通运输

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反映公路交通的现状，我们编写了《邯郸县公

路交通志》．

1984年邯郸县交通局组成了史志编写小组，于1986年草撰出初

稿，但由于资料匮乏，人才不力，未能付印．时隔一年，即1987年

4月又重新组成邯郸县交通志编写组。在市、县交通局的领导和支

持下，编写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的原则，走访了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查阅、整理了大

量的历史资料，于1987年6月开始编写，1988年10月整理出第二

稿，1989年3月～6月又抽调专人完成了第三稿。本志较为全面地

反映了邯郸县公路交通事业，尤其是建国后的真实面貌．

本志书的编写，承蒙河北省交通厅关怀，指导和兄弟县志书的

启迪，在本志的编写过程中，一些单位和个人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

助，书稿经邯郸市教育学院讲师葛锡奇同志审改，在此一并表示谢

意。

编史修志是一门科学，是一项艰苦复杂的任务．由于我们水平

有限，经验不足，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领导和史志学专

家及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邯郸县交通志编写组

1990年8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邯郸县公路交通志》上限自公元前16世纪，下限至1988

年，具体事项记载涉及l 989年．

二、本志书中所用纪年法，古代、近代部分主要用朝代帝王年

号，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现代部分用公元纪年．

三、大事记冠于书首，提挈全书，以时为序．

四、全书共九章，按交通门类，横排纵写．
。

五，志书所引用的资料．古代部分在节后加注出处，现代部分

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书中数字写法除引用资料与原版相同外，计量单位均按河

北省公路交通史编写委员会1988年10月印发的《河北省志，交通志

编写注意事项及成稿标准》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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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年．当

成为黄河北

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50了年)

赵武灵王采纳了大臣肥义的建议，进行军事改革，推行。胡服

骑射一，建立了中原国家第一支骑兵队伍，军事交通工具由战车改

为战马．

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 ，‘

赵将李牧率军16万，出兵车1300乘，大破匈奴10余万骑，单于

奔走，赵国边境得以安宁lO余年．

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21年)1

秦修驰道，统一轮距。由东群(今濮阳南)经安阳，邯郸北上

经巨鹿(今平乡西南)到广阳(今北京)已建成秦时主要驰道·

金太宗天会五年(112了年) ，

4月12日，金押宋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贵戚及宫中男女1400

余人，器物数千余车，由安阳到达邯郸，15日经邢州继续北上．①

明洪武五年(1572年)
：

椰郸县治西南建丛台驿．成化十一年(14 7￡年)重修．4废

．②

明永乐十一年(1415年)

邯郸县治西北建递运所。③

明成化十一年(14T5年)

磁县判官张程导水北流，自邯郸东过广平(今永年)通直沽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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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并修建邯郸至武安公路李家庄(今北李庄)涵洞。共修补公路

9公里，涵洞25处。

△遭受战争破坏的京汉铁路(今京广线)修复通车．并举行通

车典礼。 ．

’

。

1 950年 ．

春，在滏阳河苏里码头和王化堡(今黄粱梦)火车站分别成立

搬运工会。共有会员340多入。 ·

1 952年 。

8月，林村车站成立搬运工会，负责车站和邯郸专署煤建公司

的装卸搬运业务，有会员40多人． ． t

秋，户村成立搬运工会，负责棉站、供销社的装卸搬运业务．。

1 955年

3月，林村，户村两搬运工会合并，建立中国搬运工会林村委

员会，有会员60多人． ． t ·

一1 956年 、．．
：

5月12日，在王化堡(今黄粱梦)成立了邯郸县曙光运输社，

有社员48人，马车43辆。在行政和业务上分别受县工会和专署运输

科领导。

7月29日一8月4日，冀南连降暴雨，水灾严重，通过县境的

北京至磁县及邯郸至馆陶、邯郸至大名，邯郸至武安、邯郸至临清

5条土质公路和桥涵遭受严重破坏，一交通中断．

8月4日，中共邯郸地委成立了。以工代赈。抢修公路工程委

员会，县内各区，乡也层层建立了抢修公路工程指挥部，组织干

部、群众和工程技术人员，抢修公路和桥涵，于1957年7月底全部

竣工，通过抢修不仅及时修复了公路，而且使公路标准．质量都有

所提高． 一

12月，建西上宋、裴堡两座木质桥，桥面宽4米，长70米．

一。 _． 1 957年
’

、‘ ．．

秋，完成了邯郸至临清公路苏曹段4公里改建工程，由原来经

，

· 3 ‘



南北苏曹再折东北至未马台，改为从南苏曹村南往东到南程庄村西

折东北至未马台接原线。 ·

P ～

。
，

1 958生P
‘

秋，苏里和王化堡(今黄粱梦)两搬运工会合并，通称4中国

搬运工会邯郸县王化堡委员会”．地址在黄粱梦，即现在的交通局

运输三队队址，有会员300多人。

1959年

春，因邯郸和永年两县合并．王化堡(今黄粱梦)搬运工会井

入永年县搬运公司，曙光运输社并入永年县运输队．

冬，林村搬运工会归邯郸市郊区领导，成立邯郸市装卸五大

队，计有职工108人．

1 960年

△地方铁路王化堡(今黄粱梦)至苏里专线开始修建，称。王

苏线”，9月27日通车．总长约4公里．该路于1961年4月拆除．

10月5日．地方铁路邯郸至常马庄段开始修建，12月5日货运

通车．1961年2月3日客运通车，县境内长12公里．

1 961年

春，完成邯郸至大名公路县境内的改线工程．由原来自西南庄

车站起，经焦家窑，干河沟，张庄桥、南堡改为经陵园路至东小

屯，向南经北堡，中堡到南堡与原线相接．
1 962年

春，地区交通局在邯郸至大名公路，邯郸县中堡处修建了400

米长的沥清油面表处试验段，宽5．5米，这是县境内油质公路的开

端．
‘

12月20日，恢复邯郸县建制，公路交通归县计委领导。

196；3年

春，原王化堡(今黄粱梦)．林村搬运工会和曙光运输社重归

邯郸县，并分别易名为邯郸县王化堡装卸搬运社，邯郸县林村装卸

搬运社和邯郸县马车运输社．

· 4 ·



春．邯郸地区交通局工程队在邯郸至大名公路线邯郸至成安段

进行路面油化改建施工。这是县境内修建的第一条油质公路．路基

宽为8．5米．油面宽为5．5米，境内长16．7公里．

8月1日一9日．邯郸连降暴雨，洪水泛滥，县境内公路、桥

涵大部分被冲毁．交通中断。8月7日，邯郸地区防汛救灾指挥部

成立．并决定突击抢修邯郸至大名、邯郸至临清两条公路。

8月22日，邯郸至长治公路经抢修后通车．

9月．邯郸至临清、邯郸至大名两线经抢修后通车。

10月，邯郸至馆陶公路。东辛庄大桥’修建竣工，上部木面钢

轨梁．下部木桩，长104．2米，宽6．1米．负荷为汽一8吨，挂一一

30吨。

1 964年 ．

秋．邯郸至临清公路邯郸县辖段油面工程竣工。该项工程由邯

郸地区交通局工程队负责施工，油面宽5．5米，境内长11．8公里．

冬，邯郸至馆陶公路路基被地方铁路占用后，在小铁路南侧．

修建了一条土质公路。路面宽5．5米，境内长10．5公里。

1 965年 ，

8月15日，邯郸县交通局成立．崔天佑任负责人．
’

1 966年 ，

7月，张连山任交通局局长．

1 969年 ：’一

3月．县手工业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与县交通局革命领导小组

合并．成立邯郸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工交站。

10月．邯郸县成立修路指挥部，与省工程二队、地区交通局，

武安，涉县等单位对邯郸至长治公路进行油路改建施工，于1970年

竣工，境内长12．5公里，油面宽7米．
。

1 970年 ，

6月，恢复邯郸县交运局建制，改称为邯郸县革命委员会交运

局．郭庆芳任局长，郝庆年任副局长． ’，。

· 5 ··



1 971年 ．

6月．成立邯郸县公路站．1972年隶属于县交运局领导．

秋，邯郸至峰峰油路建设工程竣工．此线途经酒务楼，董二．

庄，于二庄等村．油面宽7米．境内长6．7公里。由邯郸地区交运

局和邯郸县修路指挥部负责施工．
。

’

●

。

1 972年
‘‘

△由铁路部门修建的牛叫河村南公路与铁路立交桥竣工．‘桥长

26米．宽7米，高8．5米．设计荷载汽一13吨、挂一60吨．

9月．邯郸县交运局机关驻地(东小屯村西北)建设竣工．

1 975年
： ‘

8月．邯郸至馆陶公路邯郸至肥乡段油路改建工程开工，。1974

年7月竣工．由邯郸县修路指挥部和地区交运局工程队分别负责路

基、小桥涵和路面施工．油面宽7米，境内长11．9公里．

1 9"14年 。

●

，

1月，邯郸至馆陶公路东辛庄大桥修建竣工．该桥上部为钢筋

砼双曲拱，下部为双柱式灌柱桩，桥长141米，宽8．5米，高5．2米．设

计荷载汽一13，挂一60．由邯郸地区交运局施工．该桥始建于1973-

年秋．

5月16日，邯郸县运输管理站成立．在行政和业务上分别由县

交运局和地区运输公司领导，负责全县运输市场管理．初建时有职

工9人．

△许洪勋任交运局副局长。

9月23日，茶棚至商城县级公路油路改建工程竣工．。该路由邯

郸县修路指挥部负责施工．路基宽8米，路面宽6米，境内长5．8

公里．

1 975年

夏．北京至磁县公路邯郸县至永年县段油面建设竣工．路基宽

9米．油面宽7米．境内长6．2公里．由邯郸县修路指挥部负责施

工．开工于1974年冬． ．
．-

． 6·



，-’‘· 1976年 ，

春，林村、黄粱梦装卸搬运社和邯郸县马车运输社分别易名为

邯郸县革命委员会交运局装卸搬运一队，=队和运输队． ．‘

8月，邯郸县革命委员会交运局运输队首次购置了一辆河北东

风汽车，开始汽车长途营运． 一

夏，北李庄至武安县胡峪的县级油路建设工程竣工．途经南牛

叫，康庄、石坡，西店子．南李庄等．路面宽6米，境内长8．4公

里．

△邯郸县革命委员会交运局改为邯郸县革命委员会交通局．
’

1 977年一-
‘

4月，邯郸县交通监理站成立．

11月，县修路指挥部、省工程二队和地区交通局共同将邯郸至

临清公路县辖段改建为二级公路．路基宽12米，油面宽9米，县境

内长11．8公里．

1 978年 ，

．．

4月，县交通局筹建汽车保修厂．该厂于同年9月份开业，有

取T'18人． ·

‘

7月30日，高振江任副局长。
’

10月，邯郸至大名公路改建工程竣工．由地区交通局设计，县

修路指挥部负责路基和小桥涵工程，河北省公路工程二队负责油面

施工．改建后的路基宽12米．油面宽9米，同年4月开工．

12月．北泊至张策(邯郸至大名公路与邯郸至馆陶公路连接

线)乡级油质公路竣工．由邯郸县修路指挥部负责修建，路基宽6

米．油面宽4米，全长5．1公里．始建于同年9月．

1 979年

10月，邯郸至马头公路复线工程竣工．

米，境内长3．7公里．

1 980年

1月，郝广图任交通局副局长．

路基宽12米，油面宽9

· 7 ·



，装卸搬运一队，二队均购置两部汽车．开始长途营运，并

名为邯郸县交通局运输一队，二队，原运输队改为运输呈
。

‘

r

‘

月。邯郸至武安公路复线开工．

12月28日．田多样任交通局副局长。 ．

12月31日．常有起任交通局副局长。
． 1982年

4月．邯郸县交通局公路管理站设立养路费征收组，开始对全

县车辆征收养路费。为把征费工作搞好．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自

4月1日起，对全县各社队、厂矿、学校和县直各单位的汽车、拖

拉机和专业运输车辆征收养路费。

儿月9日．杜同福任交通局局长。

12月，邯郸至武安公路复线修建工程竣工．该路为一级设计．

二级施工，路基宽度为15"-'17米，路面宽度为12"-'14米，境内全长

13．5公里。

12月，工程路修建竣工．该路南接邯郸至武安复线，往北经后

郭庄、工程、郭窑和陈窑，到工程煤矿。为县乡级油质公路。该路

始建于同年7月。路面宽为5米，总长7．9公里。由邯郸县修路指

挥部施工。

1 983年

3月5日．韩志来任交通局副局长．

△邯郸县公安局、交通局、林业局联合发出“加强保护公路沿

线树木的通知。．

7月2日．牛玉兴任交通局副局长。

12月26日，李成章任交通局局长；张玉民任副局长．

1 984年

7月17日．邯郸县自筹资金修建的尚北至南吕固乡级公路竣

工．途经贾口、贾村、招贤等村。油面宽5米，全长10．86公里．

该路由县修路指挥部施工，始建于198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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