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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河南省交通志丛书之一，是_部区域性、

综合性的经济类专业志书。纵横古今，立足当代，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郑州市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演变，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公路、铁路、水路、

民用航空等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状况。本书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体例严谨，图文并茂，具有较高的研究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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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交通志》的编纂面世，是我市交通工作在

改革开放和健康发展中结下的又一丰硕成果。我衷心祝

贺她的出版!

《郑州市交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郑州交通事业发展的史

实，精辟地总结了发展交通的历史经验和建设成就，讴

歌了广大劳动人民艰苦创业发展交通的辉煌业绩。《郑

州市交通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严谨，图文并

茂，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她对于研究郑州市交

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预测和规划未来的建设和发展都

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

交通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经济发展的支柱，

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历史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的

体现。交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在历史的长河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省会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久，发展突飞猛

进，变化翻天覆地。古往今来，交通为这座古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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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交通系统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探索，

奋力拼搏，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建

设成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郑

州市交通建设实现了历史性新飞跃。铁路枢纽冠于亚

洲，建设速度快，标准高，规模大，能力强，已雄居全

国同行业榜首。公路建设在改革中腾飞，以干线为骨

架，以城镇为依托，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已

经形成，高速公路实现了零的突破。公路主枢纽建设进

展顺利，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运输场站星罗棋布，运

输市场空前活跃，货畅其流，人便于行的目标已基本实

现。民用航空由弱到强，日新月异，国际航空港已经建

成并投入使用。回顾历史，令人欣慰。展望未来，信心

百倍。让我们继续团结奋进，攀登交通建设的新高峰，

谱写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值此机会，向为交通事业做出贡献的干部、群众和

科技教育工作者，向关心、支持交通工作的各级领导和

各界朋友，向编纂此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诚挚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于新长

199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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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志书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多

种形式相结合，以志为主体，按行业部门特点设章、

节、目三个层次，横分门类囊括史实，纵向记述统合古

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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