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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县交通志》是在《献县公路交通史》成书
。 以后编写的，．是《献县公路交通史》的姊妹篇，是

。

地方专业性的志书．’它对于了解和探讨我县交通

运输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发展献县公路交通事业，

‘是可供借鉴的．．．， 。，-’
’‘

-， 。。．

献县是个古老的县份，⋯历史悠久，交通事业源

}． 远流长．自元、睨以来，由于地处京畿，南北有京德

古御路之便，东西有滏阳：滹沱，子牙三河之利，历

-1 代素有通衢之称．到了近代，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

i 发展，使本县道，桥产生了新的飞跃。民国期间，-

； 县内修通了平面交叉穿过的平大，沧石两条公路．

但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致使公路交通运输事业

、 发展缓慢．民间运输远途则牛车：帆船，近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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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担，人扛。新中国成立后，献县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历史遗留

下来的创伤，国民经济空前发展，交通面貌也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本县交通部门的广大干部、职工，

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组织广大

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为发展公路交通事业做了

匙量工作，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京大、沧石

两条干线公路，经过路基抬高、加宽，裁弯取直，．

改善路面，保障了车辆畅通无阻。进入20世纪60

年代，逐步改善路面，修建永久性桥梁。我县京

大，．沧石和献河支线实现了油路化，修建了京大公

路子牙新河千米以上的永久性大桥和臧桥通航大

桥，尤其自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

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

献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新

局面。京大公路经过翻修，改建为二级公路，桥’n

涵和路面达到了配套，和沧石公路共建成文明路

段。县乡之间，，乡镇之间的地方公路发展得更



快，最近3年就修建了110余千米的油路面。1987

年出现了年进度43千米的好成绩，全县23个乡镇

已有70％的修通了油路·公路的修建和发展，促

进了全县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献县交通志》就

是在这种国民经济大发展的盛世中问世的。

献县历代史籍虽多，但专门记载交通方面的

著述却不多见。献县交通局史志编写组的同志们，

经过几年的努力，征集和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编写成《献县交通志》．它记载了公路修建和运

输生产的详细史实， 的确是一部内容丰富，资

科翔实的专著。对今后献县交通事业的发展，一

定能起到借鉴作用，这确实是值得祝贺的一件

大事。 ，

杜润章
。

。

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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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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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县是个古老的县份。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

了城邑，名为河间。西汉高帝初年设乐成县(地

址在今献县城东南8公里)，7因此，道路开拓较

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西起曲逆(今完县)，东至

饶安(今盐山)的东西大道，从本县的东北部经

。过，全长200余千米。到了汉朝，又出现了自浮阳

(今沧州市)，经乐成(今献县)至巨鹿的大道。不

过，在古代因受封建制度和生产力的束缚， 交通

的发展非常迟缓。几千年来始终未能改变“土路”、

·，“木车”的状况辟到了近代，机动车虽已出现， ．

但在我县为数极少，虽说修筑了公路，但仍是坑

洼不平的土公路。至于道路的真正发展，是从新，

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才开始的7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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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部搿志一书主要是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献县公路，运输的发展；桥梁，涵洞的建设，

组织机构的建立，筑路技术的成就及其公路附属，

设施。

搿交通”一词按其含义是各种运输、邮电和～

通讯的总称，它既包括公路，铁路，水运．航空，

管道，也包括邮电，通讯。但是这部《交通志》

只包括公路、桥涵，陆运，水运以及围绕公路，运

输有关的事项，不包括邮电，通讯。至于管道运输，

在本县仍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体系，因此没有’

专题记述。
‘

《献县交通志》是属于经济范畴的一本专业

志，又是地方志的一个分支，‘它具有交通行业的

特点，也具有本县地方的特点。在搜集资料，整．

理汇编，撰稿及修订等各项工作中，始终是在本

部门党、政的具体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贝lj，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尽管如此， 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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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编写人员政治，文化水平低，专业知识，理

论基础，工作经验所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

望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阅后给予指

教，以便纠正· ．、

献县交通局史志编写组

一九八七年十月

√√。，。、∥一

．

3一



凡 例

《献县交通志》是属经济范畴的专业志，是

献县地方志的一个分支。

本志主要记述献县交通事业1985年的现状。

个别地方展延至撰稿搁笔时为止。 因是创编，有盼

地方需交待明白，、故在记述上涉及了历史的沿革、

发展和演变。

本志设有概述、大事记、交通机构、公路，

公翳桥涵，r公路业务，、交通管理’：陆运、水运等九
篇，后列附录。 ．

h 、，

本志按交通部门各项业务，分门别类，时类

并举的原则，分篇、章、节，目，子目等5个档‘

次。 ·

‘

．．

本志分记，述、志，图，表、照、录等七体编

纂，以记为主．照片集中置于正文之前，图表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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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文之间。

本志正文内有时出现建国前后字样，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本志文内的数字用法，纪年方法均按照1986

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执行。
’

’

本志本着生人不立传的原则，没设人物志，。

但在附录的首篇置以本系统模范人物表，表中记述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县局以上各级、

各届评选的各种模范人物，以资记载。。’～

本志凡与1985年出版的《献县公路交通史》，

如有不同之处，以本《志》为准。 ．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爿事丑。p

第六节升i7i I了

第七节

第四篇

第一章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eOO 000 0 60 OOe BOO q·OO 000⋯OOO OOO O*-(10)

交通机构⋯⋯·⋯⋯⋯⋯⋯⋯⋯”(28)·
交通局⋯⋯⋯⋯⋯⋯⋯⋯⋯⋯⋯⋯⋯(28)．

交通局下属机向⋯⋯⋯⋯⋯⋯⋯⋯⋯(34)

公路管理站⋯⋯ODO BQ4I⋯⋯⋯⋯⋯·⋯”(34>

交通监理站⋯⋯⋯⋯⋯⋯⋯⋯⋯⋯⋯(38)·

运输管理站⋯⋯⋯⋯⋯⋯⋯⋯⋯⋯⋯(39>

搬运站⋯⋯⋯⋯⋯⋯⋯⋯⋯⋯⋯⋯⋯(42)·

运输队⋯⋯⋯⋯⋯⋯⋯⋯⋯⋯⋯⋯⋯(44)，

汽车站⋯．．．⋯⋯⋯⋯⋯⋯⋯⋯⋯⋯⋯(45)·

航运站⋯⋯⋯⋯⋯⋯⋯⋯⋯⋯⋯⋯⋯(47)·

公路⋯⋯⋯*00 0eO 000 OeB OOO⋯⋯⋯⋯(49>

国道⋯⋯⋯⋯⋯⋯⋯⋯⋯”·⋯⋯⋯⋯(4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北京至大名公路献县段⋯⋯⋯⋯⋯．．．(49)

歧口至太原公路献县段⋯⋯ooo eoe eee eee(54)

县乡公路⋯⋯⋯⋯⋯⋯⋯⋯⋯⋯⋯⋯(59)

县路一孙东城至张村公路⋯⋯⋯⋯⋯(59)

乡镇公路⋯⋯⋯⋯⋯⋯⋯oee 6eooeo eoeooe(61)

乡村道路⋯⋯⋯⋯⋯⋯⋯⋯⋯⋯⋯⋯(70)

石油专用公路⋯⋯⋯⋯⋯⋯⋯⋯⋯⋯(78)

留西公路⋯⋯⋯⋯⋯⋯⋯⋯⋯⋯⋯⋯(78)

留西17#路⋯⋯⋯⋯⋯⋯⋯⋯⋯⋯⋯(79)

留西184路⋯⋯⋯⋯⋯⋯⋯⋯⋯⋯⋯(80)

留西58罅路⋯⋯⋯OQO OIg eoo ooo eoooe6⋯⋯(80)

城关街道⋯一⋯⋯⋯⋯⋯⋯⋯⋯⋯⋯(81)

第五篇 公路桥涵⋯⋯⋯⋯⋯⋯OOO OOO⋯⋯(84)

第一章 国道公路桥涵⋯⋯⋯⋯⋯⋯⋯⋯⋯⋯(84)

第一节北京至大名公路桥梁⋯⋯⋯⋯⋯⋯⋯(84)

第二节歧口至太原公路桥梁⋯⋯⋯⋯⋯⋯．．．(96)

第三节国道涵洞⋯⋯⋯⋯⋯⋯”⋯⋯⋯⋯⋯·(101)

第二章 县级公路桥涵⋯⋯⋯⋯⋯⋯⋯⋯⋯⋯(108)

第一节孙张公路桥梁⋯ooo oeo oeeooo eoo eoeoee ooeeoo(108)

第二节孙张公路涵洞⋯⋯⋯⋯⋯⋯⋯⋯⋯⋯(110)

第三章 石油专用公路桥涵⋯⋯⋯⋯⋯⋯⋯⋯(113)

第四章 乡镇公路桥粱⋯⋯⋯⋯⋯⋯005 000 000600(117)
V

第六篇 公路业务·”⋯⋯⋯⋯⋯IOO 600 QOID⋯(125)

一2一



第一章 公路修建与民工建勤⋯⋯⋯⋯⋯⋯⋯(125、

第一节民工建勤制度的形成⋯⋯⋯⋯⋯⋯⋯(125)

第二节民工建勤修建公路⋯⋯⋯⋯⋯⋯⋯⋯(127)

第三节民工建勤养护公路⋯⋯⋯⋯⋯⋯⋯⋯(129)

， 第四节公路维修⋯⋯⋯⋯⋯⋯⋯⋯⋯⋯⋯⋯(133)

第二章 公路绿化⋯⋯⋯⋯⋯⋯⋯⋯⋯⋯ooo eee(134>

第一节干线公路绿化⋯⋯⋯⋯⋯⋯⋯⋯⋯⋯(134>

第二节县乡公路绿化⋯⋯⋯⋯⋯·⋯⋯⋯⋯”(136)，

第三节．绿化方法及树权⋯⋯⋯⋯⋯⋯⋯⋯⋯(139>

第三章 路政管理⋯⋯⋯⋯⋯⋯⋯⋯⋯⋯⋯⋯(139>

第一节路政管理的任务⋯⋯⋯⋯⋯⋯⋯⋯⋯(139}

第二节文明路建设⋯⋯⋯．_．．⋯⋯⋯⋯⋯⋯⋯(140)·

第三节公路标号志⋯⋯⋯⋯⋯⋯⋯⋯⋯⋯⋯(142>
●‘

‘

’

第七篇 交通管理⋯⋯⋯⋯⋯⋯⋯⋯⋯⋯(146)，

第一章 交通监理⋯⋯⋯⋯⋯⋯⋯⋯⋯⋯⋯⋯(146>

第一节驾驶员管理⋯a00000⋯⋯000 ooo·oo41Joo⋯⋯(146>

第二节车辆管理⋯⋯⋯⋯⋯000 Q(94D4100 000⋯⋯⋯(148>

第三节路检路查⋯⋯⋯···⋯⋯⋯⋯⋯⋯⋯⋯(149)·

第四节事故处理⋯⋯⋯⋯⋯⋯⋯⋯⋯⋯⋯⋯(151)，

第二章 公路运输管理⋯⋯⋯⋯⋯⋯⋯⋯⋯⋯(154>

第一节运输管理的几种形式⋯⋯⋯⋯⋯⋯⋯(154>。

第二节运输管理的任务站⋯⋯⋯⋯⋯⋯⋯⋯(156>

第三节征收管理费⋯⋯⋯⋯⋯⋯⋯⋯⋯⋯⋯(157)．

、第三章 养路费⋯⋯⋯⋯⋯⋯⋯⋯⋯⋯⋯⋯⋯(159>

一3一



第一节养路费征收工作的发展⋯⋯⋯⋯⋯⋯(159)

第二节征费率的变更及征费办法⋯⋯⋯⋯⋯(160)

第三节养路费的管理和使用J00 e00 C00 000 090 coooeo(162)

第八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弗一丁了

第二节弗一p

陆运⋯OOO OOQ OOO⋯⋯⋯“：⋯OOO 000 0 qJO(167)

客运⋯⋯e·o eooaJoJ000⋯⋯⋯⋯⋯⋯⋯⋯(167)

机动车客运⋯⋯000000⋯⋯⋯⋯⋯Ⅲ⋯(167)

非机动车客运⋯⋯⋯⋯⋯·06 041JOOQa?⋯”(174)

货运⋯OBOe00000 eee eoo e⋯⋯⋯⋯⋯⋯⋯“(176)

机动车货运⋯⋯⋯⋯⋯⋯000BqIIO⋯⋯⋯(176)

非机动车货运⋯⋯oooOoO coo oeoeooooe ooeeoo(181)

第九篇 水运⋯⋯⋯⋯⋯⋯⋯⋯⋯000 000 00Q(1s7)

第一章 航道⋯⋯⋯⋯⋯⋯OOO 000900eOO COOeeo eoo eoab(187)

第一节滹沱河航道⋯⋯⋯⋯⋯⋯⋯ooqDBoO 006 OQ0(187i
”

第二节滏阳河航道⋯⋯⋯⋯⋯⋯⋯⋯⋯⋯⋯(189)

第三节子牙河航道⋯⋯⋯⋯⋯⋯⋯⋯⋯⋯⋯(191)

第四节冀中运河航道．．．⋯⋯oeO oooeeetoo 00000000U(193)

第二章·航运⋯⋯⋯⋯⋯⋯⋯⋯⋯⋯Ooo COoe06ego(194)

第一节水运工具⋯⋯⋯⋯⋯⋯⋯⋯⋯⋯．．．⋯(194)

第二节沿河货场⋯⋯⋯⋯⋯⋯⋯⋯⋯⋯⋯⋯(195)

第三节航运业务⋯⋯⋯eooeeo ooo 000 oo·oooeeo eOO 000(196)

笫三章 码头与渡口⋯⋯⋯⋯·⋯⋯⋯⋯⋯⋯”(197)

第一节码头⋯eoe eee ooo eee⋯⋯⋯⋯⋯⋯⋯”⋯·(197)

。、第二节渡口9000 90 qlJt04J OqlJ4J⋯⋯⋯⋯．．．⋯⋯coooooOOO(199)

，··一4——一



·····(204)

···⋯(204)

······(211)

······(214>

单桥古石桥⋯·⋯⋯⋯⋯⋯⋯⋯⋯⋯⋯⋯⋯。⋯⋯(216)

编后记⋯⋯⋯⋯⋯⋯⋯⋯⋯⋯⋯⋯⋯⋯⋯⋯(219)

～Ⅵ
一



第一篇概、．述

献县．地处黑龙港流域，位于河北省东部平原，东邻

沧县，北连河间，南接泊头市及武强，西与肃宁，饶阳接

壤o
’

，

献县有着悠久的历史，交通事业源远流长。据考古资

料证实，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献县境内就

有了人类聚居，那时的人类已知饲养家畜及使用畜力。因

此，当时的道路在人行道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驮运道。到东

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p这里就建筑了城

弛，名为河间(今河城街村南)，先后属燕、赵、秦三国

管辖。有北通燕(今北京市)，东通齐(今山东省淄博市)，

南通赵(今邯郸市)，后延伸至秦(今陕西省咸阳西)

的车行大道。西汉初年，河间改为郡，乐成(今献县)的

名子已经出现，与河间同为一地，除通向四周各郡县的道

路以外，在郡国管辖的范围之内，还有通向中水、阿

武，景城、建成(今泊头市境内)的道路。自汉文帝二年

(公元前178年)建立河间国以后，至北魏太和十一年(公

元487年>河间北迁以前，献县境内的道路就已四通八达。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曾建都

---rI---rl-rl--_-r．--l-E-_-PJ-_．【●’f



乐寿(今献县)，称夏王，他依靠当地便利

在河间七里井击败隋将薛世雄。次年又北攻

京)，南据沼州(今永年县)、聊城，东克

乐寿为中心的交通网。明洪武三年(公元137

(今献县)置驿站为“极冲黟’，名为乐城驿，下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献州境内的南北驿道(从北

京经献县至德州)；改称御道(即京德古御道)o献县的

南北交通主要依靠这条御道。官吏、军旅、商贾、行人往

来如织。永乐帝在南京建都19年．曾在这条御道上往返了8

次。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公元1662年至1795年)京德古

御道极为兴盛，百余年的时间之内，清朝皇帝南巡、东幸、

朝拜孔庙，．游历泰山，在这条御道上往返了14次之多。清

朝末年铁路兴起，驿站失去了原有的作用，逐步截撤，御

道开始走向萧条a『， ：。．。； 一． ：

公路出现于近代。随着机动车辆的如现，道路也发生

了变化，献县境内于1922年开始修建了由沧州通往石家庄

的铁路路基，．1928年移交河北省做为公路使用0经过改建

成为一条标准较高的干线公路，本县境内长44．7千米。

1936年，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主持修建了自北平通往大

名的公路。在献县境内利用京德古御道的路基，南北穿

过，长28．3千米，当年7月竣工后，即有客货汽车行驶。

1937年9月，国民党军队在南撤时扒堤放水，拆桥毁路。

本县境内仅有的沧石、平大两条公路在洪、沥水的侵袭和

战争的破坏下全都损坏。日本侵略军侵入献县后，为了分

割封锁抗日军民的活动和掠夺民财，在全县境内强拉民夫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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