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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要致富，先修路"。道路以歪公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

要条件，而且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嚼都发挥蓿极为重要的作

用。

密云自古就是军事重镇，交通要冲，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形成

了驰道。从此，官道建设开始了缓慢的发展过程。之后叉经历了

驿道、御道等阶段，直到一九二四年才比现了简易公路。到新中

国诞生前夕，县境内只有一条长约七十公里的低标准公路。公路

的发达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程度。旧

社会，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修路，这是公路发展缓慢的一个重

要原因。密云地处山区，交通落后，抑制了，仨产发展，人民长期

处于贫困之中。 ．

’

建国后，垒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

性，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使全县的公路面貌发生了巨

变。截至一九八五年，我县已拥有各级各类公路一千零五十四公

咀，基本形成了以干线公路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支脉的交通

网络，全县乡乡通公路、村村通汽车，昔日闭塞的山村，今天有

了通衢大道。公路建设事业的迅速发朕，对于振兴我县经济，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

《密云县公路史》是一部记载密云古近代道路和现代公路发

煨状况的史书，它从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之中，讴歌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生动教材；它把广大

公路建设者的丰功伟绩载入史册，是一曲艰苦创业精神的颂歌；

它是密云公路发展的总结，为今后的公路建设提但}r宝贵经验。



修史的目的在于提供借鉴，认真读读这部公路史，必将得到深刻

的启迪。

这部地方专业史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叙事简明，议论精

当。它的问世，不但填补了密云县长期以来有路无史的空白，而

且开创了全县各行各业编写专业史志的先河，这是我县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向不辞劳苦、宰勤笔耕的编写者表

示感谢，向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和出版工作的上级领导和同志们

表示感谢。

让我们继续发扬“奉献、自强、团结、创新”的密云精神，

再接再厉，加倍努力工作，，多修路，修好路，为我县的经济腾飞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密云公路建设史续写出新的篇章!

段强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段强同志系北京市密云县代理县长



序二

盛世修史，史以资洽，历来为昌盛的政府和安居乐业的人民

所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

针、政策的指gI下，公路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

豹成就。为了“缅怀既往，策励将来，，，总结经验，教育后代，

交通部部署全国各级公路交通部门编纂《公路交通史》·

密云公路所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殷切关怀下，组建了公

路史编写组，通过几年搜集资料、整理长篇、试撰初稿、几经修

琢，五易共稿，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史书——《密云县公路

史》出版了。这部史书的出版是密云县公路交通部门乃至全县人

民的一件可喜的大事，它开创了密云县编写专业史志的先例，为

推动全县的史志编纂工作树立了样板。对此谨表示谢意，并致以

衷心的祝贺。

该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照史书纵排横写的规律，

记述了密云县古、近，现代道路(公路)交通发生、发展和演变

的历史进程和客观规律。力求实事求是，以史为鉴，记叙了自西

周至清来密云的驰道、驿道和御道的发展史和衰落过程，论及中

华民国时期公路的出现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变化，再现了自西

周迄今三千多年来密云道路(公路)交通的变迁。

该书在取材方面，贯彻“古为今用"的原贝Ⅱ，略古而详令，

略叙古近代，详述现代j简介古道交通，详叙公路建设，同时还

论述了公路交通发生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对今后的工作有着重

大韵指导作用。

该书对解放以来密云公路交通建设事业的重大变化，一、二

级公路和山区公路的兴建以及全县公路网络的形成，介绍尤为详



尽，是一本史料翔实、内容丰硕、文图并茂、编写得体的好书，

是密云公路交通职工学习专业史，掌握专业知识的必备读物和有
益教材。

密云是我的第二故乡，二十余年，我一直生活和工作在这里，

勤劳朴实的密云人民使我难以忘怀，作为密云县公路交通部门盼

一名工程技术干部，我和同志们一道，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

为密云的公路建设，为繁荣山区经济，奉献过自己的一份微薄之

力。到1985年底全县已拥有公路154条，总长1054公里，其中油

路395．82公里，兴建大、中、小桥梁259座，立交桥8座，公路

隧道13座。对这些成就，全县人民无不为之高兴。当然这些成绩盼

取得，首先应该归功于各级党的领导和上级组织的支持与关怀，

二是人民群众立志改变山区交通闭塞、生产落后面貌和艰苦创业

的雄心壮志；再次是群众结合，奋发图强的结晶。

《密云县公路史》为今后的史志编修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盼

条件，无论在人才培养或资料积累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这是值得庆贺的。同时，衷心祝愿密云人民和广大公路职工，在

已取得公路交通建设伟大成绩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把全县的公路交通建设推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为繁荣密云经：

济，为全县的改革、开放作出更大的贡献l

李道辅

1989年8月14日

李道辅同志系北京市公路管理处党委书记兼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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