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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东营交通志》即将面世。这是东营建市以来第一部交通专业志，

意义深远，值得庆贺。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东营交通志》的问世，得

益于改革开放、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和交通事业蓬勃

发展的大好形势。它是一部全面、历史地记载东营交通的过去和现

状，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交通、研究交通、建设交通的极好教材。这

部交通专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风朴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是一部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地方专志。人

们可以通过它追溯历史，规划未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描绘更加宏伟壮丽的交通事业蓝图。

建市以来，全市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

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贯彻执行全民、全社会办交通的指导方针，

团结求实，艰苦奋斗，使我市交通建设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仅“八

五”期间，全市公路建设投资达10多亿元，新建、改建了一批交通

主干道，并建成了60公里东港一级汽车专用路。目前，全市境内已

有5纵5横lo条干线公路，全市通车里程达4256．4公里，公路密度

达53．6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市所有的乡镇和90％的行政村通了柏

油路。广饶县成为全国第一个村村通柏油路的县。水运事业从无到

有，现已建成广北港、广利港和东营港，年吞吐能力达240万吨；东

营港一期扩建工程基本完成并具备了使用条件，开通了东营至大连



滚装运输航线，构筑了东北经济区和中原经济区的海上通道。全

有汽车站10个，拥有营运性客车581部，年运送乘客450万人

并开通了东营至郑州、上海、北京的豪华卧铺客车。拥有营运性

6232部，年货运量达1 358万吨。公交事业从零起步，现已拥有

交通汽车公司2家，客车165部，日发车660个班次。铁路、航

输有了较大发展，开办了零担运输业务，开通了东营至浦口的客

车。为启用东营机场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一个以黄河大桥为

，以干线公路为骨架，以水运、铁路为纽带，贯穿南北，纵横交

交通格局已具雏型。东营市交通事业蓬勃发展，为东营经济的发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东营交通志》不仅是全体交通干部职工

待，同时也是即将面世的《东营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

促使人们更加热爱交通、支持交通，焕发出更大的建设热情。

应东营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之约，撰此短文，权且为序。

东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宝国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t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本志记述的范围，原则上以下限管辖的现状为界定，但对大交通系统

范畴内的单位，和历史上曾被管辖而在后期移交出去的单位，也适度予以记载。

五、本志内容编排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篇和附录组成。概述部分，综

合叙述全市交通基本概况，总领全书；大事记，以时为经，着重记述建市以来

全市交通部门的大事、要事；专志，横分门类，竖述史实，设机构、公路建设、

公路运输、港口建设与水运事业、铁路运输、航空事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人物、县(区)交通局简介共9篇，28章，79节；附录，收录相关资料。

概述、大事记和附录，不入篇的序列，不设章节。专志分篇、章、节(少数以

目代节)、目(少数目下设子目)记述。

六、本志文体、表述形式，概述部分采用叙议结合形式，专志只记事实，不

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中，辅以表、图和照片。专志按事物性质分篇、章，相

同事物，不论其隶属关系和级别，均编入同一篇、章。除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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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记事本末和摘引文外，全志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

七、本志纪年方法，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数字数据，凡表示数量的，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的数

字，采用汉字。各种数据一般以计财科统计室的数字为准；统计室缺的采用有

关部门(单位)的数字数据。

九、本志人物，除介绍各部门、各单位领导成员外，对地市以上党委、政

府及山东省交通厅和厅以上部门表彰的先进人物、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县区以

上党委、政府)进行选介。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市、县(区)档案馆和本系统各单位档案室以及市

交通局各处室，有关报刊和专著，以及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行文中

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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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3

概 述

在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鲁北平原黄河三角洲上，为适应对这块宝地进

行综合开发的迫切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于1983年10月成立了山东省辖新兴石

油化工城市东营市。

东营市是万里黄河的海口城市，地处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环抱的渤海湾中

心，地理坐标为北纬37。157～38。157，东经118。057～119。15’，是环渤海经济圈与

黄河经济带的交汇点。南北纵长132公里，东西宽度74公里。南与淄博、潍坊毗

邻，北与天津、秦皇岛、大连隔海相望，东与胶东半岛紧密相连，西与滨州地区接

壤，内抱滔滔黄河，濒临浩瀚渤海，土地总面积为8053平方公里。市境内除小清

河以南广饶县所属367平方公里为山前冲积平原外，其他地区均为黄河冲积平

原，是典型的黄河三角洲地貌。地形顺黄河流向呈西南高、东北低之势。气候属

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自然资源优势主要有油气资源、土地资源、水利及水

产资源、盐业资源、林业和草场资源等。建市初期，全市分设东营、河口、牛庄三区

和广饶、利津、垦利三县。1987年7月，牛庄区与东营区合并为东营区，现全市辖

二区三县，共设44个乡，15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1775个行政村，总人口数为

161．4万。

东营市所辖区域主要为原惠民地区的广饶、利津、垦利三县之地。既有新生

的黄河淤积平原，也有历史悠久的古老陆地。广饶、利津两县历史悠久，境内有很

多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东营交通事业如同这片土地一样，伴随着悠久

的历史产生、发展，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这里的民众。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经济

条件的限制，交通能力微乎其微，发展步履极其缓慢，真正的兴旺鼎盛时期是从

东营市成立开始的，可以说，东营的交通事业是在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迅速发

展壮大起来的。

，’己j毛



东营交通志

三角洲的东营市一马平川，怀抱黄河，外濒渤海，具有发展交通事

业的优越条件，但这里的交通运输业起步较晚。解放前，只有村庄之间相通的由

人走马踏产生的羊肠小道，雨后泥泞难行，商旅闭塞不通。解放后相当一段时期，

交通虽稍有改善，但发展速度相当缓慢。这种状况，与这里经济发展迟缓、贫困落

后不无关系。当时民谣唱道：“走的是弯弯道(羊肠小道)，听的是野鸭叫"。直到

60年代中期，胜利油田在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油气开发以后，才促生了现代交

通事业。1964年，由华东石油勘探局投资兴建了东营至辛店的第一条干线公路

——东辛三级公路(全省第一条沥青公路)。1972年，东营至张店的张东铁路(与

胶济线接轨)建成通车。在建市前的近20年中，随着油田开发的深入，东营地区

的交通状况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交通建设长期滞后。到建市初期，偌大的东

营市除了油田出资兴建了648公里的简易生产路外，三四级的干线公路只有辛

垦、潍博、垦禹、张义4条(总里程212公里)。全市通车里程仅1133．3公里，且路

面老化，路况差，标准低；全市没有一座大桥，只有6座中桥；没有任何海运和航

空设施，张东铁路线运量不及公路的15％。黄河天堑把全市南北一分为二，往来

阻隔，极为不便。担负运输主力的公路不堪重负，堵车阻塞严重。据记载，最长一

次堵塞竟达24小时之久，数千台车排成十多公里的长龙，静卧于东辛路东营至

广饶路段上。于是就有了“东营一大怪，自行车倒比汽车快"之说。发展东营交通

成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课题。

东营市的建立和油田会战高潮的到来，对公路运输的依赖性更大。市政建设

和油田开发所需物资年运输量高达3亿多吨，东营市的公路运输在全省范围已

成为热点，全省车辆云集东营，加之运输市场放开搞活，本市车辆成倍增长，对交

通基础建设尤其是对公路建设的需要极其迫切。市委、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随

之把发展交通事业当成现代化城市形成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摆上了超前

发展的战略位置。
’

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胜利油田的大力支持下，全市交通战线的广大干部

职工精神百倍，干劲十足，经过一系列的紧张筹备，从1986年底开始，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的步伐在紧锣密鼓声中迈开。1987年至1989年，东营公路建设突飞猛

进。这里每年有来自省内外的60多支施工队伍，上千台筑路机械和上万人的筑

路大军，夜以继El地奋战在工地上。全市交通部门广大干部职工以公路建设服务

于东营经济发展为己任，坚持“一个结合(与油田结合)、两个面向(面向滩涂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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