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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人民生活

的富足，都与交通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已成为社会进步’

的重要标志。

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包头交通历史及现状，市交通局

编纂出版《包头公路交通志》，它对我市交通事业的发展
’

将起到积极作用。 ．
一

该志书突出反映包头市交通系统公路、运输、汽车修

， 理、交通管理等行业的优势和特色；展示公路、运输事业

日新月异发展的新面貌；真实地记录为交通运输事业拚．

搏、奉献的建设者的伟大创业精神。从而有力地说明了公

路交通在包头市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包头

公路交通志》还有助于社会各界了解并关注公路交通运

输事业的发展；为各级领导机关、经济部门和一切有志于

研究公路交通事业发展的人士提供切实可靠的资料和依

据。由于全面翔实地记述我市公路运输从古自今的发展

变化，特别是40年来交通运输事业建设的巨大成就，更

使该书成为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宣传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教育的一部好教材，愿本书能为促进包头改革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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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繁荣经济起到一定的作用。

编修《包头公路交通志》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

程。编纂人员为全面、准确、系统地占有资料，曾奔赴包头

各区、旗、县及外省市进行采访和征集，在编纂中又夜以

继El辛勤耕耘：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为此我们谨向参与：

关心、支持《包头公路交通志》编纂出版的各级领导、单位

和个人表示衷心的谢意!

编纂《包头公路交通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由于

编者水平和历史的局限，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



凡 例

， ·、《包头公路交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反映包头公路交通事业的特点和概貌。

二、本志记事，上限尽可能追溯事物之发端；下限·

般截止于1990年，个别内容的下限适当延伸。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共设5章19节。概述、大

事记、附录不入章节。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

- 简洁。 ．

五、本志纪年，1949年以前采用历史纪年，以括号加
”

注公元纪年。P1949年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数据的表述，除引用的古籍资料外，一律以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联合颁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

七、本志所用资料来源广泛，经鉴别后入志，一般不

注出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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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包头地区的古代道路、驼运商路曾在历史上发挥

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与现代道路内涵不同，且二者之间

缺少必然的联系，故以附录置于志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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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头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蒙古高原南端。南
临黄河，东西两侧有沃野千里的土默川平原与河套平原，

北境插入内蒙古大草原，阴山山脉横贯中部。东西最宽处
为145公里，南北最长处为140公里、总面积9991平方公

’里，人口180万，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
联结我国华北、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

， 包头是中原联接塞外和通往大西北的要道。秦始皇

统一六国后，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调动近百万民

众，修筑了长700多公里的秦直道，终点在五原(包头市

西北)。路面宽．34米至36米，是联接中原与塞外地区的主
要通道。西汉建国初期，对匈奴展开反击战，开辟了汉稻

。阳道。此道经稠阳城(包头古城湾古城)过石门水(包头昆
． 都仑河)，到匈奴政治中心龙城(蒙古国阿尔浑河上游

西)。从汉代到北魏的700多年里，在中原王朝的政权巩

固和友好时期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唐代的中受降城道、金夏商路以及元代北“丝路"与明代

以大板升城为中心的道路网络等，都在包头留下了遗迹。／
， 清代包头的道路渐多起来，成为通往西北、漠北r订中原够／

‘。

交通干线。清康熙为了征伐准噶尔将五路贡道安设驿蚶’＼
包头处在东路驿站道上；又因西北战事的需要，在杀虎／口7
至察汗瘦尔设置47台兵站，其中第五、六、七台兵站就在、
包头地区。清末，随着对西北部边疆统治的加强和商业的

·兴起，以畜力车和骆驼、骡驴驮运为主，与黄河水运共同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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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了通往漠北大草原和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

的交通网络。此时的归(绥)包(头)．大道、包(头)五(原)大
道、包(头)安(北)大道、包(头)石(拐)大道、包(头)固

(阳)大道、包(头)东(胜)大道等，成为包头近代交通的主

要运输道路，其中有的是古道的延续使用，有的是伴随城
镇商业的兴起而形成的。驼运商路是这个时期重要的运

输道路，由于驼运在沙漠、草原地区运输上的特殊作用，

故成为通向西北沙漠及蒙古地区唯一得力的运输工具，

它为发展包头的贸易、促进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发

展作出了贡献。驼运商路的路线共有7条，最长的线路有

2500多公里，最短的线路也有300多公里。
1921年，由归绥开往包头的营运汽车揭开了包头汽

车运输的序幕。包头地区的汽车营运由当地驻军和商号

兼营开办，主要以客运为主。

1925年，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派所属部队，整修包头
至宁夏道路。包头至五原问有载重3／4吨和5／4吨道济牌

汽车不定期营运。

1929年，包头至乌拉河道路竣工，并成立包乌汽车路

管理局。绥远省建设厅开始整顿汽车运输业，包头有汽车

行12家：，汽车16辆。1930年，包西长途汽车同业公会成

立，入会的汽车行有16家，汽车26辆。1934年，闰锡山派

太同汽车公司50辆汽车，来包头协助孙殿英部队军运，，

事毕，留下汽车27辆在包头营运。1937年10月日军侵占

包头，个体运输，民间运输，纷纷停止。日军为战争和掠夺。
物产资源的需要，修建“兴蒙道”和“警备道”，主要为日军

所用；封锁黄河沿岸的渡口，黄河水运基本中断，驼运商-
路也濒于断绝。从1939年起，伪蒙疆政府颁布了一系列

·2。· ．



概述

汽车运输的政令，1940年，日商在包头开设修理业务，修

-理技术和专用设备同时出现。

1945年8月，旧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第十二

战区司令部电令绥远省公路整理处立即修五原至包头的
公路，并整修包宁、包榆、包石、归包等公路，抢占胜利果
实。包头汽车运输进入恢复时期，先后成立包头市汽车运

输合作社、第七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包头运输站、公路管理

处包头汽车运输站、北方运输公司包头办事处、北平商车

联营社、绥兰汽车合作商行等官办、联营、合作和个体的

运输机构。营运车辆的增加，汽车修理行业应运而生。主

要有大轮汽车修配厂和天昌铁工厂以及一些电瓶修理、

’板焊等小门市。修理工艺可以承担汽缸镗磨、曲轴磨削、
车身修补等。到1949年，包头只有4家运输行社。有土路

．面简易公路和自然道路214公里。 、

、

． 1950年国营绥远省运输公司在包头成立，组织联运、

客货运输，运输业逐步走向正规。1951年7月，包头市人

民政府在取缔运输行业封建把头的基础上，成立包头市
搬运公司，并对运输业实行“三统"，遏制运输市场的混乱
状况。1952年，包头区公路管理段更名为包头养路段，并

． 代办车辆监理业务。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包头公路交通由

混乱走向正规，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到1952年，全市有载

货汽车86辆，载客汽车5辆，畜力车4017辆，完成货运量

12．78万吨，货运周转量937．1万吨公里，为第一个五年
计划在包头公路交通的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包钢、内蒙古一机厂、二

机厂等大型厂矿企业在包头的建立，交通也相应地发展
起来。1954年，建立包头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同时扩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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