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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断限t上限时问不拘，以事为限，以溯源流，基本上上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下限至'1987年。个别章节涉及到198,9年。

二、记述地域以1987年石家庄地区现辖疆域追述。又因正定、栾城两县到1986年才划出，

故本书有些事项的记述含正定，栾城两县。

三，体例l本书分述，记，志、图、表、照，录诸体组成。

阴，目次l本书分篇，章、节。节下设一， (一)、l， (1)七个档次。

五、编目。按公路门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时类并举的原则，共分n篇

4l章152节。
。

六，数字用法l根据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口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的试行规定嚣执
行。

七、书中专业技术术语及其它称谓以交通部及河北省交通厅史志编委下发的若干规定为
准。

八，书中字体一律用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九、本志系编著体，一般资料均不注明出处，凡明引原文者，用文中注或页末注，以资

考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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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地区道路——公路形成较早，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繁衍生息，．

并经历了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漫长的发展过程。清光绪三十年，京汉、石太两条铁路竣

工通车在石家庄交会，民国时期，沧石、石太，石南公路相继建成，石家庄巳成为铁路、公

路交通枢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进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路交通的发

展，通过抢修恢复，普及改善、改造提高等措施，公路数量逐年增多，质量不断提高。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需要，开创了公路建设新局

面·公路交诞有了较快发展。本区桥梁建造也庄履石渡水，架木为梁进而发展到今天的钢筋

混凝土桥，距今巳有1300多年的隋代赵州大石桥，在世界桥梁史上享有很高盛誉。历史的见．

证，说明人类社会在发展，人民的聪明才智在进步，社会科学水平在不断提高，反映了全区

人民历来就有修桥补路的光荣传统和美德，并视为善事。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弦，当今盛世编史修志，是资治当代，惠及后

世的千秋大业，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遗产。

《石家庄地区公路志》的编纂，历时6年多，通过编写人员查阅档案，考证史籍，调查

访问，通过各科渠道搜集资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史资料，决定取舍，坚：

持矗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反复推敲，多方印证，广泛征求，多次修改补充，终于

众手成书。全书内容比较全面，结构严谨，编排合理，层次分明，深浅适度，略古详今。书

毕文、图，表，照兼用，互为补充，不失为存志、资政传世之作．

((石家庄地区公路志》是一部专业性的志书，具备了本专业的特点，基本上反映了全区

古今道路——公路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现状，也体现了全区公路战线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

公路的成果和伟大业绩，它为本区今后公路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的有

益资料，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也是全区公路部门各级领导同志运筹决策、改进工

作的参考资料和对广大公路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当此付印成书问世之际为之作

序，以使我们借鉴历史，再接再厉，开拓前进。

挪寺
1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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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地区公路志》是根据河北省交通厅关于口编写公路交通史志"的统一部署．由

石家庄地区行政公署交通局组织编写的一部经济专业志书。也是石家庄地区地方志的内容之

一。这本志书，是在1984年完弦“石家庄地区公路史’)第一册之后，按照省厅史志编委的意

见，‘石家庄地区公路史'第二册不再续写，两册合写一册为‘石家庄地区公路志'。

本书上限原始社会，下限1987年，个别章节延至'1989年，体裁本着横分门类，以类系

事，以事系时，时类并举，横排竖写这一志书基本特征。篇目结构主要采用篇下设章，章下

设节，节下设目四个=次。志文中包括凡例、序言、前言，综述、石家庄地区大事记、附录、编

后记外，设公路组织机构，公路(道路)、桥涵渡口、工程技术，工程管理、公路管理，救

灾与援建工程，交通监理、人才培育、人物、专题论述，附录等内容，全书约70万字。

当今盛世编史修志，编写《石家庄地区公路志》在我区还是第—次。它展示了公路事业的

发展历程，特别是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lo年来，公路交通事业在治理整顿，深化改

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港引下，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公路交通的地

位和先行作用愈显重要。编写公路交通史志，意在把道路——公路发展演变的历史全面系统

的写出来。反映其发展规律，体现行业特点和地方特色，起到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作用。

达到为“四化修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修服务，并推动现代化公路建设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的

目的。

编史修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可为子孙后代留

下一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在编写过程中，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准确统一。尽

管((石家庄地区公路志》巳成书，但能否真正为今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是否经得起历史考

验，仍心有余悸。

编写这部志二譬，历时8年(包括已出版的石家庄地区公路史第一册)，前后参加这一工

作人员还有曹治平、刘庆有、王辉、号桂荣、张孝伯、刘学义．杜贵堂、张建芳等同志，他

们的工作时间虽然长短不同，但都为这册志书作出了一定贡献，付出了辛勤劳动，因此，这

册志书的完成是各个方面的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编史修志是长期性的任务，愿以后随

着时间的推移，分阶段的记述1987年以后的公路发喂历程，以借鉴历史经验，推动全区公路

事业的发嗫，并移、祝成功。

石家庄地区交通局公路志编纂委员会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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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地区行政公署驻河北省会石家庄市。西依太行山与山西省的五台、．盂县，昔阳交

j界，东与衡水地区的安平、冀县，深县毗邻，南与邢台地区的宁晋、柏乡、临城搭界，北与傣

定地区的阜平，曲阳、定县，安国接壤。东西横阔约172公里，南北纵长约146公里。按198Z

，年底行政区划，辖辛集市，晋县、深泽，无极，新乐、行唐、灵寿、平山、元氏、赞皇、高

邑，赵县、藁城13个县(市)，319个乡镇。3431个行政村，总面积12：93平方公里，总人口．

473．71万人。

全区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太行山山地，海拔1000米左右，属中山地形，最高山峰南坨

海拔228'i米。山地以东为丘陵区，至京广铁路一线以东为平原，地势平坦。全区境内河流属

-子牙河、大清河系，主要有滹沱河、磁河、大沙河、槐河，涕河、木刀沟河等大小河流30多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河流进行了治理，建有岗南、黄壁庄、横山岭、口头、白草

．坪、平旺等大中型水库11座，对防止旱，涝灾害起了很大作用。

农业较为发达，是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全区有耕地面积702．96万亩，盛产小麦．玉

．米、棉花等。1987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22．1亿元。干鲜果品年产约460761吨，有驰名中外的

雪花梨、核桃、花椒、红枣等。

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煤炭、铁，猛、铬、铜、铅、锌，金、银、钼和氟石，石英、云

一母，水晶，大理石、石灰石，石棉等40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囤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落实，工业生产迅速发哽。19j7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迭

至w]370591万元。

石家庄地区境内文物古迹较多，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15处。其

砷有平山县西柏坡革命纪念馆，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在此指挥了举世闻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此召开了具有
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历史文物有世界闻名的赵州侨——安济桥，有全国现有最大

I构赵县驼罗尼经幢，有风景秀丽的旅游地平山的天桂山和赞皇的嶂石岩等。

石家庄地区历史悠久，道路交通比较发达，早在历史黎明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

衍生息，他们在从事采集与狩猎生产活动中，开辟出了原始的道路一一人行小径。约在公元
～前2l世纪一16世纪，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产活动实践中，巳开始了种五谷，用木材构筑房

屋，厂n独木挖空作船。用木造车。由于车子的出现．车行道路电应运而生，由原来人行小径逐
步发展为驮运路和车行大道。从此人们可以利用车“引重致远"，、“驾马服牛，以代人力"。·

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先商时期，沿太行山东麓经今石家庄地区西部北达易县就有一条车马

大道。

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通过工赈形式，修筑了石家庄一沧州经石家庄地区境内86公里的沧

石铁路路基．后因款无着落，未能铺轨。民国17年(1928年)经河北省建设厅函请沧石铁路工程

局同意，将泼路路基借用，并由河北全省汽车路管局代为修治，由沧石长途汽车公司办理营运·

·1·



第一条公路。

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全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区公路交通部门的广大
职工，‘在各级党政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经济实用，勤俭办事的

方针，t依靠全区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抢修恢复，展拓普及、改善提高，使全区公路数量质量

逐步发展和提高。形成了以石家庄市为中心辐射各县，贯通全区，连接省内外四通八达的公

路网。到1987年底，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3600．6公里，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418公里

增长8．61倍。其中国道4条，长258．3公里，省级公路10条，长451．4公里，县级公路32条，

长648．5公里，乡级公路302条，长2176．3公里，专用公路14条，长66．1公里。随着公路通车．

里程的增加，路面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到1987年底，全区有高级路面88．9公里，次高级路面一

1938．7公里；中低级路面147．1公里。全区319个乡镇通了公路，其中有262个乡镇通了油路。全

区3431个行政村通了汽车。山区5个县的地方乡村道路总里程巳达3650．3公里，在山区地方垮

道路建设中，平山，灵寿，赞皇三县被省交通厅评为先进县。

桥梁建造历史悠久，古桥有世界闻名的隋代安济桥——赵州大石桥，有唐代修建的行唐

升仙桥，有唐代建造的永通桥——赵州小石桥I有明代修建的深泽永济桥等。现代修建的公

路桥梁有平山县险溢河石拱桥，聂荣臻元帅题词——胜利桥，冶河桥、小觉桥，王母桥、界

石沟桥，行唐县的磁河桥，赞皇县的野草湾桥、龙门桥，深泽县的滹沱河大桥，新乐县晦

一，三沙河桥，高邑县的槐河桥，赵县的安济新桥，藁城南大章桥等不同结构形式的永久性桥

梁。到1987年底，全区公路桥梁共42l座，总长14203延米。公路的发展促进了运输工具的大．

发展，到1987年底，全区有民用机动车46298辆。现代运输工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运输效

率。

公路养护，认真执行“修养并举以养为主"的方针，按照搿加强管理，全面养护"的原

则，基本上保持了路面平坦，路肩坚实、边坡稳定、边沟畅通、路树整齐、桥涵完好、标：

志齐全鲜明。养路职工队伍建设，实行专业养护和群众养护相结合的原则。5c年代初期，每

年春秋两季发动沿线群众以村为单位组织群众养护公路，石家庄公路段还成立了一个路工

队，设专业养路ZL40多人，专门负责碎石路面的养护。1962年后，随着公路通车里程的不断

增长，路面质量不断提高，养护任务日益繁重。全区普遍建立了养路工区，设专业养路道

班，负责养护干线公路和主要县级公路。一般县级公路和乡级公路组织民工建勤代表工进：

行养护。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时期，撤销养路工区，解散了养路道班，养路工人下放，

实行贫下中农养路，一度造成路况下降。1972年恢复了专业养路道班。到1987年底全区有莽

骼道班106个，养路职2-1438人(其中国家正式工人244人、亦工亦农274人，代表T920人)·

养护公路2469公里。近年来，随着治理整顿、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公路养护实行了经济责

任制和经济承包，调动了养路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公路养护质量，好路率稳步上升．198T

年全区列养路线年均好路率达到73．5％。7

全区文明公路建设，按照文明路达标3条标准，即路容路况好、路政管理好、交通秩序

好的要求，到1987年底，全区已建成文明公路434．48公里。

公路施工和公路养护机械化不断改善发展，到1987年底，全区巳有推土机、压路机、7f已

凝±搅拌机、沥青搅拌机、沥青摊铺机，铲运机、平地机等134台，洒水车、沥青洒布车、池

罐车，载重汽车．自卸汽车，拖拉机等各种专用车辆189辆．基本上实现了修路、养路机械

·2。



化。

公路绿化，到1987年底全区公路巳绿化2330公里，占宜林里程2397公里的97．2％。现存

，树161．5万株。公路两旁巳绿树成荫。这对稳固路基、保护路面，美化路容起了积极作用。

全区共有苗圃3处，占地650．7亩，每年为绿化公路提供优质树苗。

养路费征收，按照上级规定的征费政策，坚持搿应征不漏，应免不征"的原则，在全区稽征

人员的努力工作下，养路费收入逐年增长，到1987年底全区年征收养路费达到了38773665．81

元，为公路养护和新建改建工程所需资金的筹集发挥了作用。

随着公路事业的迅速发展，全区公路职工队伍不断加强，人员素质不断提高。N1987年

底，全区公路职工总人数达2886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32人。公路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以

及住房等福利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提高。

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但是，公路

事业的发展还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当前混合交通的情况下，道路狭窄、车辆拥挤、事

故多的问题仍然存在。从路面使用和结构上看，全区绝大多数公路为沥青表处路面，随着大

吨位车辆增加，路面超负荷现象严重，且路面多为1970年前后所建，路面老化，病害严重，

巳不适应大交通量的要求。山区，特别是深山边远地区，虽已有了通往乡、村道路，但还存

在着通而不畅的问题。到1989年虽巳修建了高级路面88．9公里和北京至深N22公里的汽车专

用公路。为了进一步发展公路运输事业，支持国家建设，今后公路建设要向现代化高等级方

痢发展，任务还很艰巨，有待今人后者继续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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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路管理机构

概 述

石家庄地区公路管理饥构，据文献记载。秦代以秦都咸阳为中心，在全国沿主要千道之

郡县设驿亭，十里一亭。汉代在主要驿遭每30里置驿铺，亭有亭长，铺有铺司，负责管理地

方交通。到隋唐时期9道路交通有了空前发展，驿站设置遍及全国，各府、州、县都设有专

二管驿站的职官。宋代除沿袭唐代置驿制度外，还创设了急递铺，设有铺长，铺兵，负责传递

官方紧急文书，还负责管理道政。这种制度，历元，明，清各朝仍在沿用。今石家庄地区各

．县，凡以X X亭，X X铺，×X驿命名的村镇，大都为古驿道所经之铺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明清驿站管理制度，北洋政府设交通部，管理全国道路

度通．其后民国15年(1926年)，’直隶省成立直隶全省汽车路管理局。民国17年(1928年)’

凰民政府改直枣省为河北省，省政府设建设厅，各县成立建设局，负责境内道路交通修治。

日本侵略军占据华北后，1938年4月，伪搿华北临时政府万成立了_建设总署一，同年，

舸北省搿建设厅一成立，各县设龟设科，负责省，县、乡道路的抢修工作．侵华日军投降
．后，国民党政府恢复成立了交通部公路总局，总局在全国设9个区公路工程管理局，统一管

一理全国公路事业，时石家庄属第八区公路工程局驻石办事处管辖范围o 1945年9月，河北省

．政府成立了河北省公路局，国民党统治区各县设实业科和建设科，负责管理道路交通。

8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中，解放区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

．和发展生产，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

下设管理交通和其它经济建设事业的实业处，同时各分区设交逋总站和公用交通站。1945年

3月，晋察冀边区交通总局成立，各行署设交通局，各专署设交通办事处，各县设交通局或

。交通站，区设交通千事，村设交通员，各级交通组织，均由同级政府领导。同年1 04，晋察

冀边区政府成立边区交逋局，下设公路局，各分区和各行署设交逋办事处，今石家庄地区所

菇县，当时均属晋察冀边区政府管辖o 1947年11月9石家庄解放，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

．府在石家庄成立，同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部下设华北公路总局，华北公路总局成锚

．石家庄公路管理段，段下设石家庄，正定、辛集、微水、平山、高邑6个公路管理所和一个路工

队，负责全区干线公路养护管理和养路费征收工作。本篇分3章19节分别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闺成立后，石家庄地区及其所属单位的公路管理机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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