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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史、志乃是资政辅治的珍贵文献资料。

盛世编史修志，是百业振兴、政通人和的象征。 ．．

《张家口地区公路志》的编篡，历经6年之久，编写人员以辛勤劳动，查阅档案，

博览史籍，调查访问，回忆思考，以各种途径搜集资料，是成书之先声。敢于创试，以

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指导思想，苦心编纂，反

复推敲，多方征求，多次修葺，终于众手成书问世。纵观全书，内容全面，结构严谨，

编排合理，略古详今，图文并茂，以文为主，照片、表格并蓄，互相印证。存志资治，·
永留后世。

《张家口地区公路志》是反映全区古今道路发展状况的专业志。它反映全区公路战

线职工和广大群众建设公路的光辉战斗历程、事迹、成果，、为今后研究和编写公路史，

志提供素材；书中所写的经历过程、具体做法和经验教训，为今后公路建设提供“借
鉴”。 “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它将发挥着“古为今用，今为后用"， “承前启

后，开拓未来’’的作用；张家口地区的公路建设；反映了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重视和全体

公路职工、广大群众的丰功伟绩。用前入革命精神教育后人，唤起强烈责任感、自豪感，

激起高昂斗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奋力拼搏。7 、 一

张家口地区历史悠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有“京门

屏障”、 “京都锁钥”之称。文化遗产丰富，在漫长的岁月里，劳动人民为了生产和生

活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道路交通。从原始的人行小道，逐步开拓出驮运路、大车路，

进而发展成为现代的公路；从靠入背畜驮，发展为畜力牵引的铁瓦木车，进而发展为风

驰电掣的机动车。这是靠人民智慧的结晶一科学和劳动创造世界而取得的伟大业绩。
尽管我区公路建设发展较快，但仍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张家

口地区要振兴，经济要繁荣，公路仍然是一个制约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借鉴历史，再鼓

干劲，乘胜前进。

王篆隆
198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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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遵照河北省交通厅的部署，从1981年开始进行编史修志工作。1983年完成了《张家．

口地区公路史))上册送审稿。1986年完成了下册初稿，后遵省厅编委意见，要在史稿基

础上改写为“张家口地区公路志》。遵此通过进一步查对、征求、送审、座谈等方式，

以两年的时间改编写成“张家口地区公路志》。

在编写过程中，本想把劳动人民修桥补路的传统美德、智慧写出来；把JH中国山河

破碎、交通闭塞的历史景象写出来；把公路交通对我地区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的历史作用写出来，使之认识今天公路交通条件的优越和来之不易。但由于编写者的

知识和认识水平所限，加之史料匮乏，又是第一次编写公路专业志，因此，应写未写，

挂一漏万及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我们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创造出现代化公路交通的伟大业绩，才能向着更，“阔的明天开

拓前进。 1，

《张家口地区公路志》上限始自1912年，下限1985年，个别章节延至1986年以后。

古代道路在综述中略记。1984年地、市分设，为保证本书的完整性，书中部分数字包括

市属区、县，或加以注明。其内容，除序、前言、综述、大事记外，共有八篇：组织机

构；公路建设；桥梁、涵洞、隧道；公路养护与管理；科研与教育；公路事业管理；群

英谱；专题记述及附录。共约40多万字。

在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受到河北省交通厅公路交通史志编委及张家El地区地方

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和具体帮助；承蒙北京市、大同市、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张家

口地、市、县、区和本局档案馆、室以及本局科、室提供大量资料，给予很大支持，在此

一并致谢。 ．

张家口地区交通局公路史志编委会

198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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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桥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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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地区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邻北京市延庆县和承德地区，西连山西省雁北地

区，南接保定地区，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总面积37463．5平方公里，辖张家口市和

宣化、张北、沽源、康保、尚义、万全、怀安、’阳原、蔚县、涿鹿、怀来、’赤城、崇礼，

共l市13县(1984年1月张家口市属省辖市，宣化县划归张家口市)，35个镇，231个

乡，3982个行政村，30个城镇街道办事处，407个居民委员会，7842个自然村，、总人口

3853884人(其中：城市人口652043人)。张家口地区行政公署驻张家口市。 。。

＼ 张家口地区处于华北平原向内蒙古高原过渡的中间地带，东经113。507～116。30 7，

一北纬39。30 7～43。107，大体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地貌单元——坝上张北高原和坝下
一 低山盆地区。坝上面积12700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33．9％，海拔1500米左右。坝下面

积24763．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66．1％，海拔一般在800～170b米之间，蔚县小五
． 台山最高峰2870米，为河北全省之最。全区主要河流，有桑干河、洋河，在怀来县汇入永

定河、+官厅水库。坝上康保是全省的无河县。
‘

全区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春秋多风，冬季漫长干寒，夏季短促炎热，雨量少而

集中在7、8月，多冰雹。平均气温l一3℃，1月平均气温一15～一19℃，7月平均

气温18～2l℃，极端气温38℃。年均降雨量400毫米左右。地冻深度1．2．一2．4米。无霜’

期100～150天。

全区有草地1053万多亩，适宜畜牧业发展，是涮匕省主要畜牧基地，坝上有察北、
沽源、康保三大牧场，牲畜、皮毛制品销往国内外。副业以饲养猪，鸡、兔为主。怀来、

涿鹿水果产量丰富。全区矿产资源甚多，主要有铁、煤、磷、锰、沸石、石灰石、膨润

土、金矿等f林业也有较大发展。
j

全区公路交通比较发达。1978年古人类工作者对距今约100万年左右的阳原县小长

梁遗址进行了考察，。获得了石核、石片和石器800多件和打击骨片、刻痕骨片，以及丢

弃的三趾马、马j羚羊、牛、鹿、犀、虎，象的残渣剩骨。1976年和1977年在泥河湾盆地

西缘，阳原县东井集公社侯家天村梨益沟西岸发现一处童要遗址，发掘出距今10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化石(包括顶骨，枕骨、白齿和上颌骨)以及大量石器和烧骨。

， 证明距今百万年左右我们祖先就已在泥河湾盆地沿岸等从事劳动、生息，繁衍活动，足

迹所到，逐渐形成了人行小路。又据张家口地区文化局，博物馆资料：坝上张北、沽源、

尚义等县分布着具有北方内蒙古草原细石器文化特点的遗址；坝下桑干河和壶流河流域

的阳原、蔚县，涿鹿、怀来等县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根据

北京“山顶洞人’’使用的赤铁矿粉来自宣化，就说明周口店至宣化早已有路。

通过出土文物史料分布，发展顺序及其内涵之间的交触关系，说明“北京人"及张

l



家口坝上、坝下早已有人沿着桑干河、洋河河谷和坝上草原的人行山路，往来于今山西

境和内蒙古草原。

原始社会末期，《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代，炎、黄两族在阪泉(今怀来县境)

发生过三次大战；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今涿鹿县境)。战争促进了怀来、涿鹿一带道路

的形成与发展。

距今约5000～41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原始农业与手

工业的发展，牛、马等家畜的普遍饲养和以物易物的出现，人们已逐渐学会役使牛马进

行运输，使一些主要人行小路逐渐变成驮运路。

约在公元前2l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即奴隶社会(包括夏、商、周及春秋时期)出

现了车。驮运路又逐渐被改造成车行道。 ’

1917～1936年间，由于经济贸易的发展，生产流通和军事需要，先后出现商办、官

办、军办交通，在大车路基础上扩修成公路。到j936年底察哈尔省扩修成公路2l条1971

公里(包括重复里程)。其中：成为河北省第一条公路一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人
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公路，就是在1917年商办修通为汽车路后转为官办，成为中俄贸

易要道。 ．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时期，公路失修，建国前仅有质量低劣公路800多公

。里。

1949年后，在全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全区公路部门坚持贯彻执行“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经济适用，依靠群众，勤俭办事，排除困难"的方针，在全区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

和支持下，经过广大群众和全区公路职工的积极努力，张家口地区(包括张家口市)的

公路逐渐发展，形成以张家口市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到1985年底，全区通车里

程已达4548公里(张家口市451公里)。在路面建设上，从碎砾石级配路面，加铺固定

磨耗层和松散保护层，到渣油表面处治和沥青混凝土路面。石灰土，灰土砾石、水泥土

等路面基层结构广泛采用。1964年开始铺装渣油路面，到1985年底全区油路达974公里(张

家口市251公里)；桥涵建筑物数量质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桥梁建筑结构，逐步采用

新技术，有大跨径石拱桥、钢筋混凝土板、工字梁少筋微弯板、空心板，板拱、双曲拱、

扁壳试验桥、钻孔灌注桩基础和预应力箱梁等。至mJl985年底新建、改建大、中、小桥576

座15164米(张家口市7座1320米)‘，比1949年增加了25．5倍，且永久桥占96．8％。各种

涵洞6770道。已形成遇水有桥，过沟有涵洞局面；公路养护，1949年初组织护路村和发动

的群众春秋两季普修。察哈尔省交通局1952年开始建立示范养路工区和道班，县建群众

养路队。1957年在交通量较大的公路上先后建起公路养护工区或群众养路代表队，组织

民工建勤代表工专业养护公路，设集体食宿道班。在路料采备上，．专署、行署年年给各

县下达任务，县、乡、村组织发动民工建勤人、车限期完成，为养好公路供应砂石材料。

到1985年全区设有养路工区、站45个，养路道班256个，养护公路2810公里(张家口市列

养419公里)，养路职工达3548名，其中除国家正式职1"-992名外，都是民工建勤代表

工；公路行道树发展较快。在寒冷的张家口地区，特别是高寒的坝上，坚持年年组织发动

群众栽植行道树，坚持“三快、一多、一大，，栽植办法，即：快起苗，快运苗、快栽苗，多

浇水，栽大苗，以提高成活率。并创山区凿石换土和栽植双株树的新方法。加强日常养



护，提高存树率。1985年底全区公路绿化里程3247公里，共存树250万株。有苗圃8处
一

610亩(其中：张家口市l处16亩，地区局直属苗圃2处300多亩)。全区公路已经是

绿树成荫，高寒的坝上也是林荫夹道。由于公路绿化的发展，影响带动了当地群众的植树

， 造林。行道树的栽植，巩固了路基，美化了路容，对改造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有很大好

处；．随着公路的发展，公路机构、人员逐年增加，到1985年地、县交通局属职能单位近

200个，全区公路职工共4572人，比1954年增加17倍。有技术职称的人员，仅地区就有

高、中级工程师、会计师、技师15人，助理工程师17人，技术员20人，会计、统计员23

人。建房达10万多平方米，基本解决了办公和职工家属的住房问题。交通工具，公路施

工和养路机械发展很快，到1985年已有载货汽车120辆，小客车30多辆，大小拖拉机144

：‘ 台，胶轮马车28辆，喷油车、洒水车、平板车、压路机、搅拌机、吊车、碎石机、钻孔

机等基本配套；公路发展，车辆增加，据张家口交通监理所统计，到1985年底全区机动

车总数(不包括张家口市)达19219辆，其中：大客车356辆，货车4721辆，小车1380辆，

其他车辆1634辆，拖拉机8463辆。
’

·

公路交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全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公路数量、质量发展更加明显。虽然如此，但公路交通仍然落后于整个经济

建设的速度，还很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生产流通，以及社会生活的需要。原有

公路，多为大车路改造而成，坡陡，弯急，标准低，技术改造速度缓慢等问题仍然存在。

公路养护里程仅占通车里程的一半，已铺装成的油路面仅占列养公路的38％，，仅为公路

息里程的21％，且一半以上的油面处于“三超"状态，即；超龄服务，超载负荷、超交

通量，病害面积日益增加。到1985年怀安、尚义两县还不通油路。全区每平方公里仅有

公路0．122公里，按人口计算每千人均1．149公里，低于全国平均数。1985年底仍有94

个深山区行政村不通公路，交通闭塞。致使公路运输的优势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影响着

商品流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公路建设要坚持改革，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出发，继续贯彻“改造与新建相结合，

以改造为主"的方针；坚持“干、支结合，以干为主，养，改并重”的原则。根据需要

和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加速对现有公路的改造，提高技术等级，增强公 ．

．{ 路通行能力和抗灾能力。要以坝上、深山老区为重点，切实解决好交通不便和闭塞的问‘

题，且逐年提高公路质量，真正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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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600～1985年)

‘1600～1909年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镇

守张家i：I都督梁秀、刘宇、郝时瑁等，在

张家口清水河上，捐建7孔、83．3米长桥

l座。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兵备

张经世、胡思伸在怀来城东妫水河上，施

工5年，建成13洞(孔)，长400米，宽约

8．3米，上有石拦，下有分水护堤的大石拱

桥“通济桥"，共支白银2．1万两。

▲清康熙三十年(1683)，康熙皇

帝亲帅师出塞，道经宣化府。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经

皇帝批准，俄国商队改由伊尔库次克出发，

经蒙古的库伦到张家口至北平，进行中俄

贸易。自此，通过库伦至北平道路，开辟

了张库贸易之始。

▲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

二十一日，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途经怀

来、宣化府，在宣化府驻3日启驾走张家

口到大同道路，经左卫、怀安，入山西大

同，逃至西安。
’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欧洲

发起万国汽车赛，举办巴黎至北京间韵长

途汽车赛，以18种汽车，约40辆，一经库伦

至张家口路线到北京。

▲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平至

张家口铁路建成通车。

4

1912年(民国元年)．，

▲ 1月2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

名义通电全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

1日为中华民国纪元之始。3日在南京成

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设交通部，汤寿

潜为交通总长，于右任为次长。置路政、

电政、航政、邮政四司。

▲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窃据了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进入北洋军阀

统治时期，施肇基任交通总长。

▲ 8月，交通部公布“官制"，交

通总长管理铁路、邮政、电政、航政，监

督新辖各署及全国交通电气事业。全国公

路建设事宜，则由经济建设委员会办理。

191 5年(民国4年)
。

▲ 5月，张家口一库伦古商道复通。
19’16年(民国5年)

▲ 1月，交通部命令将清宣统元年

(公元1909年)6月完工的北平至张家口

铁路与张家口至绥远铁路合并，改称京绥

铁路。

▲8月，孙中山在杭州浙江都军置

欢迎会上发表《道路为着手建I设的第一-

端》之演讲，竭力提倡修建公路，认为：

。t衣、食、住、行乃人民四大需要，修治

道路，以利民行。，，



。

▲11月，商人景学钤、张祖荫、实匡

时、陆世美等，在北京召开大成张库汽车

公司创建会，决定做好张家口——-库伦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汽车

j路勘测准备工作。会后景学钤等人即赴库伦。

1 91"／年(民国6年)

▲ 3月，北洋政府交通部根据参战

处发展中俄交通的建议，决定利用清代驿道

整修张库公路，并批准大成张库公司开办

长途汽车营业。

▲ 4月6日，大成张库汽车公司派

工程师胡申生自张家口出发乘汽车探路，

于11月抵达库伦，对张库公路进行第一次

勘察，并绘制成略图。5月又派竹德沾等

乘驼车沿途考察，计里说明，全长1112公

里(今河北张家口地区126公里)。一

▲ 先商办，后官办，整修张家口_一
库伦公路956公里。由张家口经万全、神威

台(今万全坝)。、张北、化德、四里崩、

滂江、乌楸二连到库伦，，为河北省最早
的一条公路。．

T91 8年(民国．7年) 。

▲’2月8日，交通部批准景学钤设

立大成张库汽车公司，行驶张库公路，办

理客货运输，发给长字第二号执照。该公

司在张库公路上先后铺垫125华里(折合

62．5公里)砂‘石，修建桥梁2座，建站

房43间，蒙古包10座，购进汽车8辆及机

件，油料等。

▲ 4月5日，大成张库汽车公司在

张库公路开始营业，成为我国第一个民营

汽车运输公司，张库公路为河北省第一条

汽车营运路线。

▲ 4月17日，京绥铁路局设西北汽

车处，筹办西北行驶汽车事宜，并派工程

员黄觉悟搭乘大成张库汽车公司的福特式

汽车由张家口出发，沿途勘察，直抵库伦。

5月12日返回张家口，在其报告书中认为：

张库公路具有长期行驶汽车之可能。

▲ 6月9日，交通部技正俞人凤与

‘京绥铁路局丁士源，乘经过改制毕克牌汽

车探路，直抵库伦，第三次勘察张库公路。

▲ 7r月29日，交通部公布《长途汽

车公司营业规则))及《长途汽车公司条例》，

是为政府颁布汽车运输章程之始。

▲ 8月，交通部公布《长途汽车公

司发给执照规则》。

▲ 8月，张北县城北35公里西富公

村黑水河上建成长约6．6米，宽约3．3米，

用木石建成的汽车桥1座(张北县志记

载)。

▲ 9月，商人顾宝经设立泰通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于19l 7r年发给第一

号执照)，开办张家口至库伦间汽车运输

业务。 一

▲10月11日，京绥铁路局西北汽车

处对张库公路修缮后，改称西北汽车公司，

开始办理长途汽车运输业务，是为我国政

府官办长途汽车运输之始。 ．

、’

▲民国初年，张库公路商品贸易比

较繁盛植均依赖马、驼、牛车运输，牛车

载重200～300公斤，日行20～25公里；骆

驼驮运150公斤，日行35公里。据当时库

伦关税统计，仅1918年从张家口到库伦的

骆驼和牛车18万头，由库伦向张家口运行

的19．2万头。

1 91 9年(民国8年)

▲ 8月，大成汽车公司董事李赞侯

(财务总长)经向徐树铮疏通，将所有财

产作价转让西北军，景学钤呈将公司之修

路权、营业权和沿途9处站房完全归国家，

作价16万元。，一 一

▲11月14日，徐世昌大总统以教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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