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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地处予东平原，自古历代称州，历史悠久。亦是共产党抗

战、游击战争的老区和军事要地。建国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

交通运输和公路建设迅速发展。县周围有连接各地的三条干线公

路，灵(灵宝)永(永城)公路贯穿东西，是商丘地区通往省会的

交通要道。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从古至今，不论在政治、经济、军

事上，都占有相当重要地位，起着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党的

十二大又把交通建设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更加突出了交

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

为总结交通运输的历史经验，继往开来，给四化建设事业提供

历史借鉴，编写了这部《交通志》．

我县《交通志》的编写，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能否编写好，

是关系到交通运输事业的一件大事．因此，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

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方

针， “遵重史实，秉笔直书”的原则，既总结经验，也记取历史教

训。本志几经修改，得出其稿。全志共分为四篇，二十五章，三十

四节。四万余宇。上限一九二五年，下限一九八二年。

编写《交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虽经多方征求意见和修订，

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与遗漏之处在所难勉，恳请指正，力求

完善．

《睢县交通志》编纂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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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概况

睢县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据旧“睢州志”记载，始于夏代

周前诸代皆称予州，秦、宋之间为襄邑，金天德四年建为睢州，民国

元年废州称睢县。人民政权建立后亦称睢县，属商丘地区所辖。

睢县位于予东平原，东邻宁陵、南靠太康、西界杞县、北接民

权、东南与柘城相连。南北长三十六点五公里，东西宽三十五公

里，地势平坦．面积九百二十四平方公里，共有耕地面积九十三万

五千九百三十六亩。

主要河流有惠济河、沙河、通惠渠，都是西入东流，贯穿东西

全境。其中惠济河为最大，从杞县经睢县流入柘城，可通木帆船。

全县常年降雨量平均六百公厘左右，七至八月是汛期，降雨比

较多。土壤百分之六十一属于青沙地。气候温暖，适宜农作物生

长。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豆．玉米、薯类，花生、棉花．土特产有

马四河西瓜，唐庄箩卜最为著名，城西匡桑(中药材)曾一度驰名全

国．

主要工业产品有化肥、磷肥、农药，面粉、植物油、砖瓦、棉

布、床单、火硝、土纸、机制纸、小件农具、酒、水泥管、陶瓷管

等。

全县行政区划历有改变，现设二十三个公社，一个镇，一千一

百七十七个自然村，四百三十四个生产大队，三千九百八十三个生产

’



小队．

全县农业人口：五十五万六千二百七十九人．城镇人口：二万

零五百四十五人。

第二章支援党的中心工作

第一节 支前

睢县人民一九四八年六月，为争取睢杞战役的胜利，睢县成立

了“支前睢杞战役担架总囫”，团长路文中．全县共分六个区，成

立八个营，二十四个连，共出动担架九百六十副，人员五千七百六

十人，大车一百辆．在战役中，为防备敌人增军运粮，担架总团调

派三个连，先后在民权．内黄掀翻铁轨几十里，阻碍了敌人的运输。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淮海战役中，睢县出动太平车五千四百

一十辆作运输工作。共出运二万五千零一十二车次，货运量四千一

百二十万斤。运送布鞋四万五千双，．棉鞋四万三千五百对，棉布五

十六万尺，蔬菜三十四万斤，紫草六十八万厅与活猪二万三千五百

二十一头。参加运输的还有小土车一万四千五百辆．民兵、民工、

车夫共九万八千二百一十人。他们不怕苦，不怕死，克服一切困

难，把我军急需物资及时送到战地，有力的支援了前线。

第二节 生产救灾

一九五七年七月，因雨量大，持续时间久，全县遭到百年不遇

的水灾。在这次水灾中，马车运输社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灾。出动马

车三十多辆，五十余人。共抢运受灾物资，粮食、布匹、棉花、生活

日用品等二百多吨。又从民权运入抢险救灾物资一～草袋、麻袋、

木料．食盐、粮食等四百余吨。当时许多房屋倒塌，部分公路、桥

梁被洪水冲垮，给运输造成很大困难．但运输人员冒着危险，不顾

2



风吹雨打，踏着泥泞，将五十多吨粮食尽快地送到灾区，及时地解

决了灾区人民的生活问题。

一九六三年五月，全县普降大雨，交通运输出现了紧张局面。

尤其是进入八月，因雨大而集中，时间持续长，全县一度呈现一片

汪洋。房倒屋塌，小麦欠收，部分秋作物绝收。主要公路干线、支线

被水冲毁，交通中断。县委及时建立了防汛交通运输指挥部，并提

出“保路基、保桥涵，保运输。对险要路段进行插标，专人看管"的{婺

求．同时组织了防汛抢险突击队，配备了打捞工具，组织民船十八

艘，(船价减半)。仅八月份就完成粮食调运三千七百四十三吨，

煤一千八百五十七吨，防汛抢险器材一千三百一十五吨，其他生活

必须品一千七百吨的运输任务。

同时组织灾民运输队，参加运输的各种车辆达四千八百八十七

辆，其中马车三百八十七辆，人力架车四千五百辆。

半年内，灾民计得运费八十万零八千四百九十元。大大鼓舞了

灾民开展生产自救的信心，促进了生产救灾工作的开展．

第三节 支援农业生产

一九六。年六月，正是大秋作物生长、小秋作物播种时期。全

县久旱不雨，干旱严重。二十七日县委号召全县干群在各级党政领

导下，抗旱保苗，抗旱抢种．根据县委指示，交通运输系统贯彻了

抗旱物资第一，多拉快跑，保证满足抗旱大军的各种物资需要。据

统计从七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共运抗旱物资一百三十八吨；投入抗

旱的马车六百五十七辆，架车一百二十四辆，机器九部，每天参加

抗旱三百六十二人，共运抗旱物资一百三十八吨，有力的支援了抗

旱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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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机构沿革

一、建设科(一九五。年三月至一九五六年二月)

一九五。年三月正式成立睢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交通业务由县

建设科领导。下设有交通运输管理站、公路段、搬运大队、马车运

输生产第一、第二合作社。

二、交通科(一九五六年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一九五六年二月撤销建设科，正式成立交通科。下设有公路

段、搬运公司(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由马车运输生产合作社与搬运大

队合并)、群运办公室、运输管理站。

三、交通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撤销交通科，建立交通局。下设有公路段、搬

运大队(一九六二年九月马车运输生产合作社与搬运分开，恢复搬

运大队。马车社改为运输公司)、运输公司、群运办公室、运输管理站。

i四、工交组(一九六八年九月至一九七。年九月)

一九六八年九月撤销交通局，成立工交组。下设有交通运输管

理站(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将公路段、运输公司、运输管理站合并为

一个单位，名称为交通运输管理站)、联合运输办公室(一九六八

年十二月将群运办公室改为联合运输办公室)、搬运大队。

五、工业交通局(一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一九七。年九月撤销工交组，正式成立工业交通局。下设有公

路段、运输公司、汽车运输管理站(上述三个单位原合并为交通运

输管理站，一九，-Lz_年六月分开)、搬运公司、联运办公室、监理

站‘(一九七五年七月正式成立)。

六、交通局(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4



一九-缺#-寸--a撤销工业交通局，建立交通局。下设有公路
段、汽车队、搬运公司、监理站、交通运输管理站、汽车站。一九

七五年七月联运办公室改为交通运输管理站。一九七八年五月运输

公司改为汽车队。一九八。年元月汽车站收归商丘地区运输公司领

导。

交通局一九八二年机构设置示意图

后勤组 内勤组 修理车间 后勤组 服务组
办公室 八个组 汽车队 后勤组
财务组 外勤组 财务组 三个装卸排财务组
生产组 十个行车组修理部
收费组 后勤组 茶 社
汽车队 调度室
八个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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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领导更迭情况表

机构名称 责负人姓名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建设科 陶化军 科长 5 0、3～5 1、8

建设科 轩友信 副科长 5 1、8～5 3、8 主持工作

建设科 何联平 科长 5 3、9～5 4、5

建设科 轩友信 科长 5 4、6～5 6、2

交通科 李从林 科长 5 6、2～5 6、1 1

交通科 张 胜 副科长 5 6、l 1～5 8、3 主持工作

交通科 蔡永录 科员 5 8、3～5 8、8 主持工作

交通科 马国兴 副科长 5 8、8～5 9、l 2 主持工作

交通局 马国兴 副局长 5 9、l 2～6 0、8 主持工作

交通局 杨成义 局长 6 0、8～6 l、5

交通局 王连元 局长 6 1、6～6 8、8

工交组 顾凤林 组长 6 8、9～6 9、3

工交组 逯德治 组长 6 9、3～7 0、9

工交局 陈义新 局长 7 0、9～7 l、2

工交局 赵学勤 局长 7 1、3～7 2、元

工交局 杨志凯 局长 7 2、2～7 6、I 1

交通局 冯聚田 局长 7 6、1 l～7 8、1 2

交通局 孙继明 局长 7 9、元～8 0、3

交通局 丘振超 副局长 8 0、4～8 2、1 2 主持工作

6



交通管理单位(一)

交通局

鬣，曩鬣’霜
管理站 公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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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单位(二)

汽车队 监理站

搬运公司 汽车站

第四章历史大事记

一九三。年六月从商丘小坝火车站至睢县东关修建了一条小铁

路，同年十月战后拆除。

一九四七年春睢县建立了交通联络站，秦广汉任站长。

一九四八年二月将睢县交通联络站改为交通站，段明甫任站

长。

一九四八年六月为争取睢杞战役的胜利，睢县成立了“支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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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总团"，团长路文中。 “支前担架团”下分八个营，二十四个

连，有担架九百六十付，队员五千七百六十人，大车一百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睢县人民在淮海战役中，共出太平车五千四

百一十辆，小土车一万四千五百辆。出车二万五千零一十二车次。

货运量四千一百二十万斤。参加的民兵、F～-r_、车夫九万八千二百

一十人。

一九五O年三月成立睢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交通公路运输业务

属建设科。

一九五。年春在灵(宝)永(城)公路尚屯(惠济河)处修建

了一座四孔木桥，这是建国后修建的第一座桥梁，一九六三年二月

又进行了改建。

一九五一年九月成立运输站，负责建国初期的交通公路运输，

属县建设科领导。

一九五一年冬全县人民对灵(宝)永(城)、民(权)太(康)

公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一九五三年元月运输站撤销，成立运输管理站。

一九五三年春正式成立睢县公路段，业务由县人民政府建设科

领导。

一一九五三年八月成立睢县搬运工会。

一九五五年十月建立了第一个马车运输生产合作社，共有人员

四十八人，马车二十四辆，骡马六十五匹。

一九五六年二月成立睢县人民政府交通科。

一九五六年二月建立了第二个马车运输生产合作社，共有人员

四十名，马车二十辆，骡马五十八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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