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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委、人大、政府、政协技市交i旺

领导参加许昌市公路运输管理处荣获交逦

文明单位称号揭牌仪式。副Ili长张全林讲

许㈨fj公路运输管理处处长张同样⋯&
奉处1997年荣抉巾华人民j℃和l叫交通滞“畦

运政竹fq。J=[=H¨巾化”翱：}，揭牌仪式1．IJf话。



许昌市公路运输管理处1997年受到许吕

市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2000年，许昌『盯公路运输管理处党政领

导成员在认真学习“二个代表”雨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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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fi运管处处长张同春同志正在给仑

处人员卜“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课。

计：㈨|i运符处处长张I·d，Flf‘“给个处人
城|J}斛安个靠仃呕r求IIl、淌防女个妇『itl。



许昌-I】运管处运政管理人啦

机为营运客、货汽车办理营运f



许吕l仃运管处运政管理人蚰正在对营运

f|j租客车营运证、照进行榆套。

I 999年，徽许f¨】交通运歧符即f}|；『j表

髟的什返⋯机客运先进竹似和,1i内街道驯队

f r进。



许昌『H运苦处全体干部，职亡参加许

『盯歌泳比赛，并多次获-等奖。

1997年建成的许吕市运管处“运输综

服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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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地处中原，曾为汉魏敝都，是一座历史名城。然而，新中

国成立前，许昌道路运输事业千疮百孔，百业凋谢。解放后，在党

的领导下，许昌的道路运输业同其它行业一样，如枯木逢春，国

产汽车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运力、运量迅速发展。特别是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

设方面来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

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道路运输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大力发展道路运输事业，加强对道路运输市场的管理，

建立良好的运输市场秩序，已成为从事道路运政管理的各级领

导和全体同志的历史使命，也是党和人民寄予的殷切期望。

1984年，根据上级要求和规范道路运输市场需要，许昌成

立了市、县、乡三级道路运政管理机构，它代表政府依法对道路

运输行业实施行政管理。1984年到2000年的十七年间，在市

委、市政府和市交通局党委的领导下，全市道路运政管理系统干

部、职工，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团结拼搏，辛勤工作，艰苦奋斗，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加

强行业管理，精心培育市场，搞好服务，道路运输市场超常规发

展，成就辉煌．全市已初步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文明、

健康，空前繁荣的道路运输市场新局面，基本实现了“人便于

行、货畅其流”，多功能服务的目标。

1985年，全市仅有客车658辆(包括1986年划归平顶山、

漯河两市的郏县、漯河、临颖、郾城、午阳等县)无一辆高档车，

出租车只有儿辆，仅在市区和县城有几个破旧不堪的汽车客运

站。到2000年，全市营运客车已发展到1 195辆，是1985年的近

2倍，高级客车已达13l辆，出租车已达2500余辆，拥有设施一

流、功能齐全的一、二、三级开放性汽车客运站14个，各种客运



班线172条，形成了以许昌为中心，县城为依托，乡、镇为接点，

干支相连，主次结合，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客运网络。2000年

全市拥有营运货车8906辆，比1985年增加5078辆。客运周转

量、货运周转量分别比1985年提高66．3％和74％。汽车维修业

也有长足发展，至2000年末，全市拥有汽车大修厂15家，维修

站97家，专项修理部284家，摩托车维修92家，呈现了布局合

理，门类齐全的新局面。搬运装卸业也正在由机械化作业代替繁

重的人工搬运装卸，既省力、省时，又提高效率。总之，道路运输

业在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

为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策励将来，我们把许昌道

路运政管理的发展如实地记述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资

料。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职责。这对干我们的

道路运政管理，无疑是有益的。为此，我们组织专人，遵照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

的原则，用近两年的时间编写出《许昌道路运政管理志》。该书

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许昌第一部道路运政管理志书。它的出

版是许昌道路运政管理系统的一件大喜事，是许昌道路运政管

理日臻规范，道路运输事业蓬勃发展，社会繁荣昌盛的一个标

志。

张同春

20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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