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面省道路运输管吮



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志

铆主编

人民殳通嘘版社



《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志》

编撰委员会

总顾 问 王晓林段建国

顾 问 王志民

编委会主任李华中

副主任杨吉平 孟潞安

编 委 李华中 杨吉平 盂潞安 李 灵 聂保平

王学义 席建华 霍 莉 史晓华 刘志斌

李秀保 陈东红 刘 庆 任选平 张玉文

李 俊 祁跃明 尚保银 程惠明 刘庆义

梁春祥 王福记 李海军 荆永勤

主 编 李华中

执行主编孟潞安

编辑部主任刘 庆

编撰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瑞珍

王卫东

王仁豪

朱 虹

杨纯芳

张江浩

李 智

苏俊旗

郝云田

崔殿明

薛露平

刘 庆

马留忠

王宝文

王世杰

吕双龙

张海清

张宇宾

李晓琴

胡志莲

贾菊香

傅泽锋

魏晓霞

张海清

卫文兵

王继生

尹建萍

任宏业

张海珠

张永红

吴晓群

高玉斌

郭峰

路翠芬

王海锦

王秉圣

白巨儒

任艳静

张 颖

张峰

吴计建

高晓华

郭晓轮

裴增武

、叉军培生亮生保伟光伸绍安

尚

燕灵引荣秀

煜奕文潞马王王田杨张李宋高郭薛孟稿统



靠制矗龋匣K矗卅量学尊卿盔捌躯霉留籍舡陋弓莨卜叵证盆啦幂拈噼州半每帮阻弓惮菸采脒半嚣垤匝，暇料嘲哑．叮器旺∞廿010～



。啦姆世H啦制蜂瞎悼
怩一蛘时田半雅矗，一臣州一瞬荫卅半嚣嚣算删嚼制错哑．嗽叩雄陋司挂钟霹群世H剐导5群辅醛辅幂卅哑州．叮∞～旺h廿oo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瞎掌辑船球睡陋丌1霈末僻g串谁蛊非师珊惮半疃廿抖卅粤f牡熠瓤陋叮l最田。辑澳琳隧量薛L草斌■引碑轱蜒惮．一
心枯枉一雌目田半齄蔚，一¨州姑柱一群制卅半嚣菲藩嶝暇制僻哑．厘踩钟霹群半H黜5；5鞯辑睦辋驿针吐斜柑．叮∞“旺h廿ooo“



爷潮?

2010年2月12日．山西省省长王君(zE--)浑人太原东客站视察舂运工作．并亲切慰问春运一线职
T f左四为太原市市委书记申维辰、左一为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段建国、左五为太原市市长张兵生左
=为省运管局局长李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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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29日，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等领导赴山西省运管局谓研。

2008年9月27日．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小鹏(左三)检查指导山西省汽运集团

晋龙捷泰公司旅游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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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8日．在全省治超工作会议期间．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l前排左二)、省治

超领导组顾问兼总监督员吕日周(前排右二】等领导．参观阳泉市交通运输局科技治超监控
中心。

2009年12月30日．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欣【左二)深人太原市迎宾汽车站、山西省汽运集
团晋龙捷奉公司视察指导元旦期间道路运输安全工作。



2010年6月121：=t．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司司长李刚【右二1．参加忻州市战略物资道路运
输保障车队实战应急演练启动仪式。图为山西省运管局局长李华中介绍情况。

2010年6月¨日．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司司长李剐在太原汽车客运总站视察指导，

7



8

2009年9月24日，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段建国、副斤长王志民、省运管局局长李华中
等领导深^太原汽车客运总站、太原建南汽车站检查指导“十一“黄金周客运工作。

2009年2月3日．山西省运管局局长李华中深^太原汽车客运总站检查指导春运工作．并
叮嘱司机安全鸳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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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生有幸，和交通运输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在运输企业工作，后又到了征

费稽查系统。2005年，我受命出任山西省运管局局长、党委书记。初来乍到，自然

有许多问题摆在面前。我想，要有一部这方面的志书多好，一来便于我了解以往

情况，可供我决策参考，二来利于探索和把握发展规律，三则可用于资政育人，弘

扬运管文化。但遗憾的是，没有这样一部专志。2006年初，各方面工作初步就绪

后，我提出编撰一部志书。恰在此时，全国全省普遍开展了新一轮修志工作，这就

更坚定了我出书的决心。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志》竣稿，就

要付印了，它的出版发行是我省道路运输管理系统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来运管局短短几年的工作中，我结识了各级运管部门的许多领导，也接触了

很多职工，耳闻目睹了大量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动人事迹。特别是“十五”以来，

可以说是运管史上实现崛起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全省运管职工本着“先有作

为，后有地位，有了地位才有更大作为”的思路，奋勇拼搏创新，受到各界好评。

《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志》忠实地记述了这些历史，对于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探索

规律，策励将来，有着积极的意义。

《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志》不同于行业志，也不同于部门志，属于行业管理志。

行业管理是否需设立专志予以记载，是一个需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实践的问题。

我觉得，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无不-9管理息息相关，事业的成败与管理是否具有

科学性有着直接关系。编撰《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志》也要坚持自主创新、敢为天

下先的精神。编撰《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志》得到了省地方志办公室、厅资料信息

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保定举行的全国交通修志研讨会上，也得到了-9会专

家的赞许，并鼓励：一个省的运管志在全国交通系统尚属首例，一定要编好。

《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志》是山西有史以来第一部道路运输管理专业志书，它

上溯民国，下讫于2008年，对山西的道路运输沿革、兴衰更替，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后的快速发展，作了详细的记载；展现了全省运管系统广大职工不屈不挠、顽强奋

斗的精神，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做了全面总结与叙述，对其发展规

律和历史经验做了有益探索。是一部纵览建国60年，涵盖山西运管从机构到队

伍，从行业管理到运输服务，从行政许可到市场监管，从公共服务到应急保障，从

基层所站到省市局处，从四个文明(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创建到四个建设(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成果等各个方面，多源汇流的运管系统的发展志。

该志秉笔直书、述而不作，所罗列者无非我们所见所闻的平凡之事，所记载者

不外我们亲历亲为的具体工作，轻言细语中讴歌了运管系统四个文明建设的显著

成就，潜移默化中启人遐思，揭示出道路运输事业的发展规律，引领人们敬德修

业、自强不息、与时俱进，是一部雅俗共赏、经世致用的好书。该书不但信息量大，

实用性强，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兼具专业特色，可读性强，为广大

读者，特别是运管人员和业内人士所喜爱。

该志的面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资借鉴和弥足珍贵的道路运输管理史料，做

了一件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但是，这仅是一次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欠妥之处，

在所难免。出版之后，希望专家和同仁赐教。现在，我省的道路运输事业正沿着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道路，朝着新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该书的出

版，对宣传运输行业、弘扬运管文化是十分有益的。可以使我们更了解自己，使全

社会更理解、支持和关注运管事业。同时也教化后人，激励来者，以迎接新的挑

战，创建新的业绩，使运管工作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使运管事业继往开来，兴

旺发达!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全体编撰人员以及为全省运管事业做出贡献的广大

员工、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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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交通运输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 铆
2009年12月于太原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统一，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二、所记地域范围，以2008年末山西实际行政省界为限。凡此界内道路运输

管理事物，尽量收入。地名使用国、省地名管理部门颁布、认可的统一名称。使用

历史地名时，括注今地名。省内各市的地域范围均指现行行政区，其历史上有所

变迁，在建置沿革中予以记述。

三、时间上限为1949年1月1日，下限为2008年12月31日，个别事项上溯

至其发端，下限顺延至2009年末。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使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使用阿

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五、使用数字，均按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规定》中的要求执行。

六、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曰发布的《关于在

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

七、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文件名称首次出现者，一律用全称，需

简化者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简称。为记述简明，以下专用名词在此专注：党、中

共，指中国共产党；国、国家，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省，指山西省；省厅，指山西省交

通厅；省局，指山西省运管局；省运，指山西汽运集团；省运××公司，指山西汽运

集团所属××公司；省营××公司，指山西汽运集团改制前省运总公司所属××

公司。

八、文字使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发布的《简化字总表》及

1988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中的汉字。

九、标点符号使用遵循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

符号用法》。

十、文内人名、地名、时间、学名、数字、行话、缩略语等简短注释用夹注；对引

文、辅文、他人重要论断的出处和对职官、机构、事件、异说的解释、介绍性文字用

脚注。涉及全书的专业名词，在附录中设专用名词术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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