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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公路志》是在新乡地区撤消后由市公路总段编纂的

一部反映原新乡地区所辖市县的公路修建、养护的专业志书。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把党和国家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精神’’、本着史志为

现实服务的指导思想，选拔了一批适合做编纂工作的工程技

术干部和具有一定写作水平的工作人员，在总段史志编纂委

员会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公路志的编纂工作，使已停

顿多年的原新乡地区公路志得以脱稿。

这本书详细地记载了新乡地区公路建设事业的历史与现

状，她总结了新乡地区38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路事业的巨大变化。该志的

编纂与出版，将会对我市公路建设及养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借

鉴。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需要，她将为振兴新乡经济和发

展公路事业起到一定的作用。

兹值《地区公路志》出版之际，聊赘数语，以致贺忱。

韩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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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序

《地区公路志》是一部以区域性为主，反映原新

路修建、养护的专业志书。 ．

以志书形式，记载原新乡地区公路交通建设事

和现状j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以后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走向繁荣的大好形势下，挑选人

员，建立组织．开始了本书的编纂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和辛勤

劳动．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贯彻修志为现实服务的指导

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筛选、排比，编纂成此书。

这本书详细地记述了原新乡地区的公路发展史，反映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等活动

中公路建设的新变化、新成就。

这本志书的编纂，可以说是对本地区公路行业的基本情

况作了一次全面的调查了解和综合记述。它总结了前人的经

验教训使我们得以借鉴，达到“古为今用’’之目的。它的出版将

能对振兴新乡经济、促进“四化”建设和公路事业的发展起到

积极作用，这也是我和参与修志的同志们的一致愿望!

师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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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是诸多交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本志书

将重点放在公路修建、养护、管理方面，使其成为新乡地区公

路部门的专业志书。

公路交通的发达与否，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兴衰，它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道路者，文明

之母也，财富之脉也。试观今日文明之国，即道路最多之国。’’

故今有：。公路通，百业兴，隧道建，面貌变"之说。从而证明公

路事业在古今中外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乡地区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建立，1986年3月

底撤消。38年来，为配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上级的

． 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使新乡地

区公路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焦2市成了豫北的公路

中心。新乡地区虽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撤消了，但认真总结过

去公路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对今后新、焦2市的发展有一

定借鉴作用，且填补了从未有过的公路专业志书这个空白。

这部志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撰成的一部内容丰富、资

料准确、通贯古今的部门专业志书。如果她能为四化建设事业 ≯

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将使我们感到万分的荣幸和愉快，不过 ．

，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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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者指

正!

新乡市公路管理总段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9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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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地区公路志》是一部以区域性为主的公路专业志书。

凡是属于本辖区的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均纳入本书，以展示

新乡地区公路建设事业的全貌。

二、本志书在编篡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三新”精神，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

‘

三、本志书记事以资治、存史、教化出发，本着立足当代、

纵观古今、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原则，分类系事，横排纵写，

纵横结合，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上限据实上溯，下限

一般断于1986年3月底。大事记记到年底。

四、本志书为撰著体。前以概述统领，后辅之以大事记，全

志除附录外，共设14章，编排设章、节、目3个档次。章节前有

小叙。

五、本志书分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撰编．图、照片

集中放在正文之前，表穿插于正文之中，有必要时注明出处来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记述，为了节省文字．志

书正文内，一律简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后。

七、各历史朝代的地名，于今有异者，均括注今名7；不同朝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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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新乡地区位于河南省北部，东与荷泽、濮阳2市境接壤；

北与安阳、鹤壁2市境毗邻；西靠太行，与垣曲、晋城、陵；

JIl等县依山为界；南濒黄河，与开封、郑州、洛阳隔河相望。

大地坐标为：东经112。2’至114。45，，北纬34。527至35650’之

间。全区面积13189平方公里，人口680余万。

在我国历史上^齑乡地区所属各县，春秋前后，东部属

鄢卫，西部属野王。秦汉以后，东属汲郡，西属河内。历经
唐宋，区域屡变。迨至明清两朝，东部属卫辉府，西部属怀

庆府。以后区域无大变动。民国成立，属豫北道．至民国21

年改属河南省第四行政区。民国27年，新乡沦陷，属伪豫北

道尹公署。民国34年，祖国光复，仍属第四行政区，同时也

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太行行署管辖。

新中国成立后，属平原省新乡专区。1952年底，平原省

撤消．‘仍属河南省新乡专区。1958年安阳专区并入，由原管

辖14个县增至18个县。1962年元月，两专区分治，新乡仍

辖原有的14个县并代管新乡、焦作2市。1981年以来，新乡、

焦作2市升省辖后带县，地区余10县。1986年3月底区划变

更。西5县划归焦作市领导，东5县划归新乡市管辖，4月1 ／，，：

日起停止办公．新乡地区从此撤消。 ／?

由于新乡地区位于古都洛阳、开封、安阳三角形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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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交通事业源远流长，不仅为东西南北交通要冲，而且

为历代王朝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有名的武王伐纣，安史之

乱，辽、金、元南侵，太平天国的北征，这一地带都是当时

主要战场．由于战争的需要，开辟了许多行军大道．再加上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从事生产活动，野地荒

塬，踏出了难以数计的’小路．’这些道．路在不同历史时期，都

对华夏文明起着推动作用．。

新乡地区境内的自然条件优越，南面黄河东去，东部卫

水北流，西部沁河横穿其闻。河网纵横，漕运发达-隋代开

凿的永济渠即引沁河水南达于大河，北分沁水一部，与清河

(卫河)相接，北通涿郡．特别是建国以后，新乡市曾为平原

省的省会，市区开拓发展，突飞猛进，公路网织，车马辐辏。

京广铁路纵贯南北，新焦、新菏铁路横穿东西，交通运输四

通八达。今日新乡不仅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而且成为

豫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随着时代的推移，王朝的更迭，地貌的变迁，城市的兴

衰，新乡地区的道路．也经历了由古代的驰道、驿道，近代

的官道、马路，现代的汽车路、公路等不同形式的递变。其

中著名的古道有：自汜水过河经宁(今获嘉)至牧野的周武

王伐纣路I秦兵经太行八陉的第一陉——轵关出袭南阳(4-

新乡西部一带)、平丘达曲阜的秦驰道，曹操出东都(今洛

阳)。北上翻越太行的古羊肠坂道I隋炀帝发丁男开凿太行达

并州(今太原)的直道I由汴京北上幽燕(今北京)的两京

驿道；清慈禧太后避八国联军之乱．回銮时由西安、郑州经

开封、延津北上返京的官道。上述这些不同时代的古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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