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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继《凌源县交通志》出版发行之后，《凌源市交通志续

编》又将付梓印刷。该续编以翔实的资料、确凿的数据向人们

展示了“七五”期间至“八五”初期凌源人民和广大交通运输

战线职工在党的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交通事业所取得的辉煌

成绩。

凌源做为两省一盟的边缘地·特，发展交通有其特殊意义。

它东连省会，西通首都，北凭草原，南望渤海，地居要冲。自

古以来即为塞外咽喉和军家问鼎中原的枢纽地带。由于长期的

封建统治，兵连祸接，又兼交通落后，即无港埠优势，又无山

川之利，而处于封闭状态。建国后虽然迅速地医治了战争创

伤，但交通运输仅能维持计划经济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凌源的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1985年未统计：全县有国家干线公路2条；县

级公路7条，乡级公路17条，总里程为578．3公里，公路密度

为17公里／百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的公路交通网络。

1985—1987年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变老、少、边，贫地区的落后

面貌，以粮、棉、布和工业品代赈形式给予补贴，全县各乡、

镇迅速掀起了修建乡，镇公路的高潮。至1992年未，除对县级

以上公路加宽改造外，又新建乡镇公路44条，总里程达952．9

公里，公路密度达30公里／百平方公里。相当于建国初期的10

倍， “六五”期间的2倍。其中油路里程184．1公里，相当于

“六五”期间的8倍， “七五”期间的1．7倍。桥梁总数已达

187座6368．2延米，比“七五”时期66座3385延米，增加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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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2983．2延米。构成了桥涵配套，设施齐全，线型顺适内通外

连的公路交通网，基率上满足了招商引资，搞活商品经济的需

要。

交通条件的改善，带来了运输业的发展。管理体制电发生了

根本灼变化，改革了过去单纯的行政干预为服务管理， “寓管

理予服务之中”活跃了运输市场。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遭

的交通运输体系。1092 4ft：．束统计；凌源市机动车发展到4996

辆，比1985qi增加0618辆。对振兴凌源，搞活经济起到了先行

作用。

《凌源市交通志续编》客观真实地记载了这个时期交通运

输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其重要意义，与前志堪称伯仲。是我们

交通运输战线两个文哕j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切关心、

热爱，支持交通工俘她有识之士，披读浏览，定有裨益l

王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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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凌源市交通志续编》撰写内容起予1985年，止于

1992年。附录将“八五"期间交通系统基本情况编入。

2、本志书续编按省、市交通部门要求，横排竖写，以横

为主，纵横结台，分编、章、节、+目四个档次编·排。横分门．

类，纵记事实。

3、本志书对县内发生的公路建设、交通运输大事，采用

大事记年表记载。

4、本志书分述、记，表、录四种体裁编纂，做到安排适

宜。

5、按公元纪年记述。

6、本志书公路按国、省、县、乡(镇)道路顺序排列；

运输按经营体制，从业范围，桥梁按各主要路线记述。

7、公里、米、公斤、吨，均采用现行公制，数字用阿拉

．伯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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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述

继1 985年之后，凌源市交通局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巾央、

嗣务院《关于帮助贪困地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通知》精神，

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两个成果一起要的原则，大力开展

公路年，创建文明县，规范服务，窗口竞赛等活动，加强职工

队伍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1987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

共和囤公路管理条例》，全局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制定了凌

源交通[作“七五”规划，确立了“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为振

兴凌源经济服务”的指导思想，并制定“同家投资、单位集

资、群众投劳”的方针，·使凌源的交通运输事业突飞猛进。

“。七五”期问，全县投1：投劳223万个人一f：订，26．2万个车工只，

折款8 J 6．9／，元；社会集资436万)己，共投入公路建设资金3390

余万元。

1 983年以前全县兆有乡级以上公路578．3公里，平均

17公里／百平方公里；1992年水公路总里程达952．9公里，平均

30公里／百平方公里。并新建改建县级以上公路222．1公里，改

建乡级公路10条，213．3公里。打通县写县断头路8条97．3公

里，村级公路由50条320公里上升到110条7】6公里。做为公

赂主要设施的桥梁也有很大发展。1985‘F以前有公路大桥8座

1763延米，中小桥56座1556延米。到1992年术又增建了卅家子

大桥一座154．9延米和虎头石混合式漫水桥1 08．9．延米，大桥总

数增加到10座、．达2026．8延米，巾小桥增加到109『蕾达257l延

米。 ．．

凌源的国背运输企业在深入改革巾态势良好，起列主．导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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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朝阳市运输公司发源分公司于1987生itl0月实行集体承包，

共担风险，形成合力使企业焕发了勃勃生机。全公司总而积为

15318m 2，其中客运大楼2342m 2，．刚定资产达539．5万元。客

车37台、货车33台、特种车3台。客运路线27条贯穿三省区、

一个直辖市(辽宁，河北、内蒙、天津)，22个县427个站点，

日客运量5—6千人次，总车日行程5418公里。全公司1992五1-'-
7

采完成利澜8．7万尤，全员劳动生产率达44606吨公里，完好车 l

写{达93．4％。从1991‘f起，开展“窗日”规范化服务竞赛，进 i i

入省级先进行列。

向东化工厂、凌源劳改分j，a、凌铡等中央省地企业车队，

从1 986—199=：年，共有客．7j-'-35台，货车173台，特种车1】2台，

·除满足本单位客货运输外，还承扒部分社会运输。

凌源的运输管鄹工作，彳i：l 985卸i似：制改革的基1iII；上，加强

内在建设，完善各项规学制度，强化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 ．

党员的先锋模范竹：用，提高了全员的思慰业务素质。在目标化

管理的前提一，开腠扶贫，纽建运输联合体，加强三小车辆

(小三轮摩托、小马车、予接ji)和维修j了业等全方f证锵理，
。

取{咎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莽：乎费征收是一项政策·陀很强的工作，它不仅要求知；惜人 卑

。员自过硬的业务本领，而且要孑J较高的政策水jr。凌源征稽所
’

_卜3L4Iz米坚持对全体职工进{j职业责任、影I业逍德、职业纪 。

律、职业技能的“四彤_’教行，坚捎·政策公开，办事公了1：、群

众监督“两公开， 胍IVe督”的办公制度，充分发挥了全体职工

的主观能动性，做到了“应征不漏、应免不征”，从1986年一 ^

1989年养路费征收额平均f手年递增11．3％。1992年末统计。养一

路费征收总额925．1万元．是1985年400．6万元的2．3倍，ji辆

附加费征收1063．1万元，是1986年283．3万元的3．7俯。
’

凌源交通系统从1981年起，坚持物质文明建设的I司l{、j-，加

强了对全涔职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了全员的社会主义

一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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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标准，铸成了“唯旗誓夺”的舒发向上的精神，取得了政治

思想和业务素质的大面积丰收。从1986年开始，全交通系统五个

单位，有四个进入省级文明单位，其中交通局机关全系统继

。1987年之后，于1991年7月1 13再度跛国家交通部命名为“两

个文明建设先进集体”，1992年9月凌源运输管理所被命名为
‘

全国“交通运输管理先进叽位”。，!j前交通局上下在巩隔成绩

的棼础』二，向更高层次攀疆。 ．

， ／叨物牵啵焉和幻 ，纵肠节／7曩M。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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