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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县交通局长 党委书记 孙凤林

、- 9道路交通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伴随着

人类活动而出现的。从荒原小径演进到驿道通衢，‘从人们刳木为
j

舟横渡江河进而学会建造石拱、钢梁大桥，从人背马驮的原始运

输方式代之以各种类型的机动车辆运输，这段漫长的历史，反映

。。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

程。-“ t 、，一’ ． +。“ 1÷。’，．

’，．据文献记载，．林口县境内自商周时期就有先民生衍居息，在”

这块土地上，由于渔猎、游牧，在江河之滨逐渐形成了一些自然 -

道路。而有详细的历史记载，是在清代光绪年问，清政府废除封

禁政策，实行移民招垦，流民Fi增，村屯间的道路开始增多。中

华民国初年，修筑了几条简易的大车道I到了伪满洲国时期，日

本帝国主义出于奴役中国人民、镇压人民反抗和辕夺资源的需

要，强迫人民修筑了一些道路，但质量低劣，加之无人养护，只

能季节通车。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林口县才真正开始有计划地修桥筑路，通车利民。由土路发

-展到有等级的标准公路，实现了路面砂石化，而且有了黑色路

面，达到了养护经常化、专业化，由木制桥涵发展到桥涵永久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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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力车、畜力车逐步被

机动车辆所代替，并有了较为充足的运力。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光荣传统，今天正处于改革、开放、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有必要，也有义务把林

口县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历史整理记述下来，不仅可以存史，供

本行业与后继者了解过去，从中受到启发、鼓舞和激励，更加奋

发向上开拓前进，而且为发展交通事业，提供可资借鉴的科学依

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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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Ⅸ林El县公路交通志》，较系统、全面、翔实地记述了林

口县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历史，整个成书过程历时五年。此间，

志书的编纂者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得到了省交通厅，市交通局、

市经委、县经委史志办领导的支持与帮助，前后十三次易稿，方

付梓刊行。
‘

编史修志，是千秋大业。由于我们功力不逮，加之经验不足-

志书中难免有不完善之处。好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

百年"，我们热诚地寄希望于将来，能够把这部志书完善起来，

并能延续不断地记载下去。
‘

，j 。}；j’ ，

、 寸

一九九O年六月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林口县公路交通志

一、本志书上

新至1989年末。

二、志书中的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

字，称伪满洲国。

三，志书所记

对，不论本县是否立县治，均以现有区划为基本疆域。

四、志书所涉及的地名、江河名称，多按当时的原名记述，

其后括注今名。

五、志书中建国前部分资料，主要依据黑龙江省交通厅公路

交通史志编辑室编写的《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和《资料选辑》，

建国后部分的资料，主要依据林口县交通局档案资料。



’第二节’’驿遭⋯．．．．⋯一⋯⋯一一⋯⋯⋯⋯⋯⋯⋯⋯⋯⋯6

第=●公路路线⋯⋯一⋯⋯⋯一⋯⋯叶一⋯⋯⋯⋯⋯⋯·10

”第一节’国道⋯一⋯·⋯一⋯⋯⋯．．．“‘一：．．．⋯⋯．．．⋯··：11

’第二节省道⋯⋯c e d

e*@⋯⋯⋯⋯‰o⋯⋯⋯一⋯⋯⋯⋯15

．第三节县道⋯⋯⋯⋯．．-．．．⋯⋯⋯一⋯⋯m：·：·”⋯一⋯22

’；一、土刁线一⋯⋯⋯⋯⋯一小一⋯⋯⋯．-．⋯⋯⋯⋯⋯22

：’；‘二，柳八线⋯⋯二⋯⋯⋯⋯⋯⋯⋯“一⋯^⋯-．．⋯⋯··22

”三、林穆线⋯一⋯一⋯一⋯⋯⋯⋯⋯⋯⋯⋯⋯⋯⋯⋯23

v

．y

、，，；

虫

。参。∥0

．．，



日 录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 一．，．．．．．．．．．一_
第四节乡道⋯⋯⋯⋯⋯⋯⋯⋯⋯⋯⋯⋯⋯⋯⋯⋯⋯⋯24

一、莲马线⋯⋯：⋯⋯⋯⋯⋯⋯⋯⋯⋯⋯⋯⋯⋯⋯⋯一26

二、四大线⋯⋯⋯⋯⋯⋯⋯⋯⋯⋯⋯⋯⋯⋯⋯⋯⋯⋯29

三、安奎线⋯⋯⋯⋯⋯⋯⋯⋯⋯⋯⋯⋯⋯⋯⋯⋯⋯⋯30

四、莲三线⋯⋯⋯!⋯⋯⋯⋯⋯越‘⋯⋯⋯⋯⋯⋯⋯⋯30

五、古龙线⋯⋯⋯⋯⋯⋯⋯⋯⋯⋯⋯⋯⋯⋯⋯⋯⋯⋯31

六、刁勃线⋯⋯⋯⋯⋯⋯⋯⋯⋯⋯⋯⋯⋯⋯⋯⋯⋯⋯32

七、刁依线⋯⋯⋯⋯⋯⋯⋯⋯⋯⋯⋯⋯⋯⋯⋯⋯⋯一。3参

。 八、刁翎环行路⋯⋯⋯⋯⋯⋯⋯⋯⋯⋯⋯⋯⋯⋯⋯⋯34

九、五星环行路⋯⋯⋯⋯⋯⋯⋯⋯⋯⋯⋯⋯⋯⋯⋯rt36

第五节专用公路⋯⋯⋯⋯⋯⋯⋯⋯⋯一”⋯⋯⋯¨一·-38
一、林口县林业局专用公路⋯⋯⋯⋯⋯⋯⋯⋯⋯⋯⋯38

二、林口林业局专用公路⋯⋯⋯⋯⋯⋯⋯⋯⋯⋯⋯⋯39。

三、方正县林业局专用公路⋯⋯·：⋯⋯⋯⋯⋯⋯⋯⋯·39-

第三章公路养护⋯⋯⋯⋯⋯⋯⋯⋯⋯⋯．⋯．．．．⋯⋯⋯吨⋯4l

第一声小修保养⋯⋯⋯⋯⋯⋯⋯⋯⋯⋯⋯⋯⋯·⋯⋯··42’

一，专业养护⋯⋯．．⋯⋯⋯⋯⋯一一⋯⋯⋯．⋯⋯⋯⋯⋯43

． (一)道班建设⋯、⋯⋯⋯⋯⋯一⋯⋯，⋯⋯⋯⋯⋯⋯43．

(二)机械没备⋯一⋯⋯一．⋯⋯一”⋯⋯⋯“⋯i⋯⋯45．

。 (三)养护生产⋯⋯一⋯⋯⋯⋯⋯⋯．．．-．⋯⋯?⋯“：·4丁

二，乡村公路养护⋯⋯⋯⋯⋯⋯一”一·毒一·．-．⋯⋯～盼

三，专用公路养_护⋯⋯⋯⋯⋯．．．⋯⋯⋯v·∥⋯⋯⋯⋯56

．第二节公路病害处治⋯⋯⋯⋯⋯⋯⋯⋯·：·“?⋯·_：⋯：·57’

·．一、．雪阻⋯⋯⋯⋯⋯⋯⋯⋯⋯⋯⋯⋯⋯-?⋯⋯⋯⋯⋯57

二、冰湖⋯⋯⋯．．．⋯一一⋯⋯⋯⋯⋯一⋯⋯⋯⋯⋯⋯58．

三、翻浆⋯⋯⋯⋯．．．⋯⋯··

． 四、水毁⋯⋯⋯⋯⋯．．．⋯一



林口县公路交通志

j_?。n



_目．，．录

————～———————：——————————l一一一—●一r
西北楞桥⋯⋯⋯⋯⋯⋯⋯⋯⋯⋯⋯”⋯⋯⋯⋯，7．“87

二、新城桥⋯⋯⋯⋯⋯⋯⋯⋯⋯⋯⋯⋯⋯⋯⋯⋯⋯⋯88

三、朱家桥⋯⋯⋯⋯⋯⋯⋯⋯“⋯⋯⋯⋯⋯⋯⋯⋯⋯89

四、石跃1号桥⋯⋯⋯⋯⋯⋯⋯⋯⋯∥·j：⋯⋯⋯⋯⋯暑9

第五童渡口⋯⋯⋯⋯⋯⋯⋯⋯⋯⋯“；．．⋯．．⋯⋯⋯⋯一91

第一节牡丹江渡口⋯⋯⋯⋯⋯⋯⋯⋯⋯⋯⋯⋯⋯⋯⋯9l

一、莲花泡渡口⋯⋯⋯⋯⋯⋯．．．⋯⋯⋯⋯⋯⋯⋯⋯⋯91

．， 二、江西渡口⋯⋯⋯⋯⋯⋯⋯⋯．．：¨?∥⋯⋯⋯⋯一⋯·9l

三、柳树渡口⋯⋯⋯⋯⋯．．．，⋯．．．⋯．．⋯一⋯⋯⋯⋯一。92

四、新青渡口⋯⋯．．．⋯⋯⋯．．⋯．．．_⋯⋯⋯⋯⋯∽⋯·92

五、新建渡口⋯．．．⋯⋯⋯⋯⋯⋯⋯⋯⋯⋯⋯⋯⋯⋯⋯92

六、大屯渡口⋯⋯⋯⋯⋯⋯⋯⋯⋯¨：⋯⋯⋯⋯⋯⋯⋯92

七、江东渡口⋯⋯⋯⋯⋯⋯⋯⋯⋯⋯⋯⋯⋯⋯⋯⋯⋯92

八、东岗子渡口⋯⋯⋯⋯⋯⋯⋯⋯-．⋯⋯⋯·0．0 P⋯⋯⋯93

第二节乌斯浑河渡口⋯⋯⋯⋯⋯⋯⋯一⋯⋯⋯⋯⋯⋯93

_、三家子渡口⋯⋯⋯⋯⋯⋯⋯．．．⋯⋯⋯⋯⋯⋯⋯⋯93

二、徐家渡口⋯⋯⋯．．⋯⋯⋯⋯⋯⋯⋯⋯⋯⋯⋯⋯⋯·93

三、河兴渡口⋯⋯⋯⋯⋯⋯⋯⋯⋯⋯⋯⋯⋯⋯⋯⋯⋯93

四、大盘道渡口⋯⋯⋯⋯⋯⋯⋯⋯⋯⋯⋯⋯⋯⋯⋯⋯93

第三编运输7
’

’

， J ：

第一章运输工具⋯⋯⋯⋯⋯⋯⋯⋯⋯⋯⋯⋯．．．⋯⋯⋯⋯9 6、

第一节运输工具⋯⋯⋯⋯I B O-O W

O·‘¨·∥”j⋯⋯⋯⋯⋯⋯96
·‘： 4

一、爬犁⋯⋯⋯⋯⋯⋯⋯⋯⋯⋯一t⋯⋯⋯⋯⋯⋯⋯一96

二、人力车⋯⋯⋯⋯⋯⋯⋯⋯”，．“?j。·j⋯：⋯·¨⋯⋯⋯96
，4 <一)独轮手推车⋯⋯⋯⋯一，．．⋯⋯·：j·¨⋯⋯一¨·96

(二)双轮手推车⋯⋯⋯⋯⋯⋯⋯⋯”i⋯⋯．．．⋯⋯9丁

．1 ，

＼乡 。



，‘-、。非机动车保养维修⋯⋯．．．⋯⋯⋯一．-一⋯一．．．一104

：， 二、专业运输机动车保养维修⋯⋯v··：⋯⋯⋯⋯⋯q05
、

t-．三，社会机动车保养维修⋯⋯⋯⋯⋯．．．“、'⋯⋯⋯·107’ 一

第：章客运⋯⋯⋯⋯⋯⋯⋯⋯⋯⋯⋯⋯⋯⋯”⋯⋯·llO

v_第一节 客运方式⋯⋯⋯⋯⋯⋯⋯··厶··i．．⋯．．．．··：⋯··llm
一、长途客运⋯～一⋯⋯⋯⋯⋯⋯··g⋯·畸⋯·：!“”110·

，：，二、出租客运⋯⋯⋯⋯⋯⋯⋯⋯一?⋯，：⋯⋯．t．．⋯⋯111．

it 三，通勤客运⋯⋯⋯⋯⋯⋯⋯⋯_一?^÷．．．“：⋯⋯111， ．

。。～第二节营运线路⋯⋯⋯⋯⋯⋯⋯⋯啦_寥·y⋯⋯⋯·112：．

⋯一、林口——先锋⋯⋯⋯⋯⋯⋯⋯·■·!：●⋯··：⋯⋯112，
。1

二，林口——勃利⋯⋯⋯⋯⋯⋯⋯·_，i⋯“⋯．．．”112’

o 三i刁翎——牡丹江⋯⋯⋯⋯⋯·?·，·j·：々⋯⋯·：⋯；·ll客
。

四、林口——大屯⋯⋯⋯⋯⋯⋯⋯r鬯⋯·：⋯⋯⋯⋯113．

’，五、林日——高楞⋯⋯”j⋯⋯⋯⋯⋯o·?··啼⋯⋯⋯114

六、’林日——四遭林场”⋯⋯⋯■⋯⋯⋯⋯·一⋯一114．

7七、+兰遭通——依兰：⋯⋯⋯⋯⋯⋯．．．“．⋯⋯叩：⋯”115． ’，

，：’ 八、’林口——莲花⋯⋯⋯⋯⋯⋯⋯⋯：?⋯·_⋯冀·o，115， ．

． 九、林口——联合⋯⋯⋯⋯o⋯⋯。鼍?⋯⋯⋯叫··115，
’”

?’十、林日——八面通⋯⋯⋯⋯⋯一一⋯o：⋯．^．⋯：{。116，

t．，·十一、林口——鸡西⋯-：⋯⋯⋯⋯⋯i山⋯，⋯!，o：1"．16，

十二、林口——牡丹江⋯··’⋯⋯m”：¨0⋯·，t⋯：·。11&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 日：：蒙

‘十三、林口——胜利林场⋯⋯⋯⋯⋯．．．加．．⋯⋯⋯·117

十四、林口——龙山⋯⋯⋯⋯⋯⋯⋯“。⋯⋯⋯“⋯117

．’ 十五、林口——保安⋯⋯⋯⋯⋯⋯⋯⋯⋯⋯．．。⋯·117
“ 十六，古城～战斗林场⋯⋯⋯⋯⋯⋯⋯⋯⋯⋯⋯118
⋯。十七、朱家——大碱⋯⋯⋯⋯⋯⋯⋯⋯⋯⋯丫⋯⋯·118

， 十八、’林啜一湖北屯⋯⋯⋯⋯⋯·：，哆⋯⋯一⋯⋯一118
，。十九、林口——奎山⋯⋯⋯⋯‘：一·：．⋯一“．．．⋯⋯⋯118

，第三节运输服务⋯⋯⋯⋯⋯⋯⋯一⋯⋯!⋯⋯⋯⋯．-119
： ‘一、服务设施⋯⋯⋯⋯⋯：_⋯⋯⋯一“：。：?⋯⋯⋯’119

：

二、运输服务⋯⋯⋯⋯⋯?⋯⋯⋯⋯⋯·k⋯一⋯⋯⋯120

‘’’三、服务质量⋯⋯⋯⋯⋯⋯⋯⋯⋯⋯．．一⋯⋯⋯⋯”12l

第三章货运⋯⋯⋯⋯⋯⋯⋯⋯⋯⋯⋯_⋯⋯⋯⋯⋯125

’第一节国营货运⋯⋯⋯⋯⋯⋯⋯⋯一⋯·’r⋯‘⋯⋯⋯。125

’一、计划运输⋯⋯⋯⋯⋯⋯⋯⋯⋯⋯⋯⋯-⋯⋯⋯”125

二、战备运输⋯⋯⋯⋯⋯⋯⋯⋯⋯_⋯一⋯⋯⋯⋯126
‘‘

三、支农运输⋯⋯⋯⋯⋯⋯⋯一。⋯⋯一⋯⋯⋯⋯一126

，。四、市场运输⋯⋯⋯⋯⋯⋯⋯一_：．．⋯⋯⋯⋯⋯⋯·129

‘第二节集体货运⋯⋯⋯⋯⋯⋯-⋯⋯⋯一．．⋯⋯⋯·129
’ 一、人力车运输⋯⋯⋯⋯⋯⋯⋯一⋯⋯⋯⋯⋯哆⋯129
。。?

二、畜力车运输⋯⋯⋯⋯⋯⋯⋯⋯⋯⋯⋯．；一⋯⋯·130
。

三，机动车运输⋯⋯⋯⋯⋯⋯．．⋯⋯⋯⋯一⋯⋯⋯-131

·：第三节个体货运⋯⋯⋯⋯⋯一⋯⋯⋯o一：．⋯⋯⋯一·133

第四章联运⋯⋯⋯⋯⋯⋯⋯⋯⋯小⋯⋯⋯：⋯⋯⋯。13s
，。第一节联运组织⋯⋯⋯⋯⋯⋯。一⋯⋯⋯⋯⋯⋯·136
+第二节联运生产⋯⋯⋯⋯⋯⋯·o“⋯⋯_⋯⋯⋯⋯137

_第五章运价⋯⋯⋯⋯⋯⋯⋯⋯·Ⅵ⋯⋯·1⋯，．．．⋯⋯⋯··140

乱第一节货运运价⋯⋯⋯⋯．．．⋯⋯⋯⋯·’⋯·_⋯⋯⋯·140



一．．一，驾驶员年审⋯⋯一一一·；}．_··tt，?；o圣，．．·?"⋯⋯··177

i≮二，驾驶员培调与考核!哆'．‰⋯“·。j!·!?啼··}．．．．．⋯·178

，{?第三节·路面管理⋯⋯⋯⋯·子；∽t：?毋⋯，!^，琦⋯⋯·179

f’i·一，道路管理⋯⋯⋯⋯⋯⋯⋯⋯，·擘，吖·2·硝⋯前：；l蹭
肆，j二⋯?<一)·行车技术条件管理．⋯⋯·如·静?“搜⋯tj⋯”179
一 ， (二)冬季道路管理⋯·．．．叱·厶o¨·：_⋯．．，⋯．．．180

““二i城镇管理⋯⋯⋯⋯⋯⋯⋯⋯，，∞“⋯”；⋯··：⋯j180

。·势；三、路检路查⋯⋯⋯⋯⋯⋯⋯·．．；茹≮t1璺羹一·。·v一181
一

‘第四节安全教育．⋯⋯⋯m⋯叫一’尊j⋯··～寸⋯·⋯再T183

：jj．·一i组织领导⋯⋯⋯⋯，tt⋯⋯一⋯，“；·?r吵o：⋯!_；；&3

’}∽-·二二i宣传教育⋯m⋯⋯⋯⋯⋯一··：{·?j嘻争i■州，⋯jj84

、

．哆i



目 录

三，安全竞赛⋯⋯⋯⋯⋯⋯⋯⋯⋯⋯⋯⋯⋯⋯⋯⋯184

第五节交通事故⋯⋯⋯⋯⋯⋯⋯⋯⋯⋯⋯⋯⋯⋯⋯185

一、事故分类⋯⋯··j⋯⋯⋯⋯⋯⋯⋯⋯⋯⋯⋯⋯⋯185

。二，事故案例⋯⋯⋯⋯⋯⋯⋯·扫⋯’⋯⋯⋯一．⋯⋯⋯185

五章养路费征收⋯⋯⋯⋯⋯⋯⋯⋯一⋯⋯⋯⋯⋯⋯190

第一节县交通征费所征收⋯⋯⋯⋯⋯⋯⋯⋯⋯⋯⋯190

第二节乡镇交管站征收⋯⋯⋯·●⋯山⋯⋯⋯⋯．．．⋯193：

六童职工⋯⋯一⋯⋯⋯⋯⋯⋯··oj”?⋯·：：⋯⋯⋯⋯··197

第一节职工状况⋯⋯⋯⋯⋯·：⋯·：⋯⋯．-．．⋯⋯叩⋯·．197

第二节职工教育⋯⋯⋯⋯⋯．：．⋯⋯_⋯⋯⋯⋯⋯⋯198

第三节青年就业⋯⋯⋯⋯飞⋯⋯⋯⋯．．．一⋯⋯一。·199-
· ，

： ·‘

第五编机构 一

第一章行政机构⋯⋯⋯⋯⋯⋯⋯⋯⋯．-．⋯⋯⋯⋯⋯⋯201

”第一节交通局⋯⋯⋯⋯⋯⋯⋯⋯⋯⋯⋯⋯⋯⋯⋯⋯201

，。第二节筑路指挥部⋯⋯⋯⋯⋯⋯⋯⋯：⋯·‘⋯⋯⋯⋯·20&

．． 一，林刁线筑路指挥部⋯·⋯⋯⋯⋯⋯⋯⋯⋯⋯⋯一204
‘

=、林口县国防公路建设指挥部⋯⋯⋯⋯⋯⋯⋯⋯204

三，鹤大线改建指挥部⋯⋯⋯⋯．⋯⋯_⋯⋯⋯⋯⋯205

第二章事业机构⋯⋯⋯⋯⋯⋯⋯⋯⋯⋯⋯⋯⋯⋯⋯⋯206,

第一节’公路管理站⋯⋯⋯⋯⋯⋯⋯⋯⋯⋯⋯⋯⋯⋯206

第二节地方道路管理站⋯·j⋯一·：⋯“。．．．，⋯⋯⋯⋯⋯207

一第三节运输管理站⋯⋯⋯⋯⋯⋯⋯⋯。⋯⋯”⋯⋯⋯·208

：第四节交通监理所⋯⋯⋯⋯⋯⋯⋯叩⋯⋯⋯⋯⋯⋯209"

第五节交通征费稽查所⋯⋯⋯⋯⋯⋯⋯o⋯⋯⋯⋯210-

第三章企业机构⋯⋯⋯⋯⋯⋯⋯⋯⋯⋯⋯o⋯．．⋯⋯·211

第一节运输公司⋯⋯⋯⋯⋯⋯⋯⋯_．．：⋯⋯⋯⋯⋯211



．∽



林口县公路交通志

r。i·j“‘，：j之三一每⋯。’o’，一i。⋯一；二。：，■j：一?；，
本+√■。，”．：‘：j：‘：#。’’：}。：j il；‘一¨‘量：．；㈡叫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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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照楚江省橼日县，位予黑龙江省累南部，地处东径129。177叶

13在!媚7，o北纬“‘6够--,45。587之间，?东西宽113公里，：南=i匕长l垂O

公里，面积7180。9平方公里。东与鸡西市、鸡东县接壤，西与方正

县、海林县．毗邻，‘南与牡丹江市’．穆梭县相连；北与依兰县、勃

jf吐县接堵。’县内辖5，镇，．．1l乡三289村。总人1142万人．县城林

口镇是国道鹤岗··大连、-省遭方芷专一虎林，’县道林日—_穆

梭3条公路的交叉点；也是牡丹江I．二-佳木斯、林日÷o密山2条‘
铁路线酌枢纽。，二o：．1；‘∥。一j冀．～ ?7 ；’：‘-：。；■!·’?

林日县道路交通的历史久远；据文献记载；．早在商周时期。

肃慎族人就已经在这。带活动，逐渐在牡丹江岸边踏出了道路。 ’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一带的部落民族社‘会生产办

极低，经济发展迟缓，医面道路交通长期处在原始状态一封了

涛代柬旰，：?方在牡丹江边开辟了驿道。迄至中华民犀初年，。随着

移民的日益增多Ji花辖辘车开始出现，+予是，村落之阅的大车逡

使应运面生j伪满溯国时鹈；‘日本侵略者对林口县丰富的物产

t÷黄金、煤炭和森林等资源进行了大量地掠{蕾。j在刁翎。j古城

俩地修筑了飞机场，在龙瓜÷河北等地设开拓团，先嚣修筑了古．

城至西北携25公里、朱家沟仙人洞至置道河子100公里两条轻孰逯

材／王、火车道，昼夜运输红松原木o 4丑935年，又修迢了牡佳、林密两

条铁路线’．f在两线的交叉点设林子裔站i(今林口县城舅女i；：接

着，从关内抓来大批中国劳工，自1937年至1938年在殿大车遘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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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修筑了牡丹江一一鸡西、柴河——柞木——泉眼、林

——依兰、林13一勃利、三道通——勃利5条警备道，并于
39年6月，设置伪林口县，隶属于伪东安省。1945年9月，日本

降后，林口县虽有几台敌伪遗留的破旧汽车，但由于道路失修

养，汽车不能通行，城乡运输主要依靠马车。

1945年11月，林口县人民政府成立，全县人民在人民政府的

导下，积极清剿土匪，恢复经济建设，维修公路，架设桥梁。

因战后国力不足，民力凋敝，1到1948年，林口县的道路交通状

，无明显改善，仍沿用旧道，依靠畜力车运输。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林口县及时组建交通管理机构，组织民间车辆，开展城乡

输，组织群众大力兴修公路，建造桥梁，使公路交通运输工作

步走上正轨。到1989年，县交通局下设有公路管理站i地方遭

管理站、运输管理站、征费稽查所、交通管理站和国营运输公

，集体第二运输公司，共有管理干部75人，职工950人。

建国初期，林口县每年定期组织群众整修公路保持通车。1960

，林口县新建第一条县级公路，即林口——刁翎公路，1965年，’’

一条林业专用路线湖水一·马当公路建成，次年，修建了第
条乡级公路莲花——马当公路。此后，林口县的公路建设发展

快。由于林口县东北部为完达山余脉，西部有张广才岭，南部

是老爷岭，境内平均海拔650米，因此全县的公路依山弯遭多、

坡度大，但砂石料资源丰富，‘为公路养护提供了条件。由于本县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之内有半年的封冻期，因而公路的正常养

护期短，且极易受雪阻、冰湖、翻浆，水毁等病害，增加了公路

养护的工作量。但在养路员工的积极工作下，保证了晴雨通车。到

1989年，金县已有公路82条1501公里，+其中国道1条97．6公里，、

省道l条154．3公里，县道3条60．5公里，乡道22条37'9．6公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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