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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治国

《和顺县交通志（2001—2010）》经过编修人员近 3年的辛勤编撰就要

正式出版了。 交通局编审领导组同志提出要用我二 0一 0年给县交通局

《谁持彩练太行舞》画册所写的序，作为续《交通志》的序。 在他们执意要用

的情况下，我只好对画册的序做些修改，以适体意。

我认真阅读了《和顺县交通志（2001—2010）》的样稿。作为交通志的续

编，编修者既注意到了与首部交通志的连续性、拓展性、衔接性，也注意到

了新编交通志的时代性、科学性、相对完整性。 志书无论在“史实”的记述

上，还是在“史论”的把握上，都算得上是有高度、有深度的。 其比较明显的

特点，一是比较客观地记述了上部交通志之后到现在和顺县交通事业的发

展情况，特别是重大的建设成就和重要的工作成绩，为人们特别是后人了

解这一段交通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二是比较注重从发展过程中

研究和顺交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这本交通志的重要成就、最大特点。自

古道“读史使人明智”。 我认为，读史的关键，既要读史实，更在于从史书中

思考历史的发展逻辑和内在规律，进而借鉴历史，开启新智，促进更好地发

展。 在这方面，这本书所给予读者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极有价值的。 三是

深入挖掘了作为“太行精神”组成部分的“和顺精神”。 作为一个山老区县、

国贫县，和顺干部群众在历届县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群策群力，攻坚克

难，“穷县修大路”，“创新搞养管”，在公路建设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尝

试，取得了许多为行业所认可的突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精神。编志者在

这方面的研究和所付出的心血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和顺人民为民族的

独立和解放无私奉献与牺牲靠的是“和顺精神”，今天的改革、发展、建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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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靠的是“和顺精神”，那么，今后建设富裕、开放、文明的新和顺，实现和顺

的“中国梦”，更离不开“和顺精神”！ 从这一点说来，这本书所提供的不仅是

交通发展的“和顺精神”，也是和顺全面发展的精神基石！ 我们是否可以这

样说：志书把史实编写好，只是给书构建了一个“体”，那么把史实所具有的

规律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挖掘好，才能赋予志书的“魂”！ 我以为这本

《和顺县交通志（2001—2010）》办到了。 在阅读志书样稿的过程中，那一篇

篇文字，一段段注解，一帧帧图片，一个个故事，一群群人物，令我不禁感慨

万千，思绪在和顺交通公路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

回首以往，上溯千百年，和顺的交通公路是什么情景？ 我们从民国版的

《和顺县志》中可以窥知大概。 清代和顺县令邓宪章曾被史家评为“清如漳

水秋波，正如行山春峙”的贤淑人物，而他在《和顺县志》序中不溢美，不隐

恶，不忌讳，秉春秋笔法直书自己治下令人哀叹的无奈景象。 他这样写到：

“和顺四岭环峙，群山盘曲，居太行之绝巅。 矧兹山高道险，溪涧奔流，水固

不能载舟，陆诚难以驱车，商贾鲜至，贸易不兴，民间以耕凿为业。 厥地石

确，厥居穴处，且春寒如冬，夏无盛暑，方秋陨霜，将冬霏雪，其天时地利迥

异邻封，宁不衣敝衣而食糠食，为山右偏僻瘠苦之最，久著于广舆。 ”纵观历

代概括和顺之县情者，愚以为再无有超过邓公之精透精辟者。 事实上，即使

到新中国成立前，和顺的交通公路也没有超越邓宪章公所述之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和顺的交通公路才有了历史

性改观。 开辟榆邢公路，打通二 0七国道，封闭和顺的八赋岭、寒湖岭、蔡

岭、董平岭终于变为通途。 县乡、乡村公路亦有了长足发展。 作为国家级贫

困县的和顺，穷县修大路曾名著一时，为后来全县交通公路的大发展、大跨

越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到“十五”初期，受历史条件局限，更因地理环境

所困，全县的公路，无论是通达深度，还是路况质量，都严重不能适应经济

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始终

是我们和顺交通公路普遍状况的真实写照。

和顺交通应当铭记的一个历史年份：二 00二年。 正如志书稿中所写的

那样，从这一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大办交通公路，大打县乡村公

路建设硬仗的大背景下，县委、政府高瞻远瞩，乘势而上，在人大、政协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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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下，在各乡镇村、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和顺交通一班人，勇挑重担，

冲锋陷阵，与全县干部群众一道，咬住“井字框架”、“O型大循环”的目标，

在跨越“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近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里，克服了一个

又一个艰难险阻，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制约瓶颈，多渠道筹资金，全方位抓质

量，高水平搞养管，以“集万民策力，建成桥路通富裕；拼一腔热血，敢叫日

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和太行精神，终于跨越式的完成了逐年规划中的交

通公路建设任务，10年共完成重点工程 26项 213公里， 通畅及街道硬化

工程 1517公里，所有行政村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村街道实现了户户通。 昔

日尘扬泥溅的公路，已经被柏油路、水泥路所代替。 这十年的奋斗，不仅使

和顺一举甩掉了交通公路落后的帽子， 而且连续 9年名列晋中市考核第

一，全国农村公路建设质量年活动连续 2年山西省第一，全省农村公路建

设养管现场会在和顺召开。 和顺交通公路在惠及民生的同时，已经成为全

省的先进县，并被誉为“和顺模式”。 对于一个国家级山区贫困县，我们完全

可以说，这既是历史性的创举，更是历史性的壮举！ 值得称道的是，和顺交

通团队 10年 151次受到省市县的表彰奖励，局长巩红中同志以他卓越的

成绩，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和顺县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唯一获此殊

荣的风流人物。 我有幸从二○○二年开始担任分管交通工作的副县长，成

为这一段辉煌创业史的见证人之一。 同时十多年与交通人摸爬滚打，与他

们结下了深情厚谊，与交通事业建立了特殊感情。 一条条公路，一座座桥

涵，常常是我梦中的景象，回味的诗情。 我坚信，这一历史时期的县乡村干

部群众，交通人，必将会与这一时期的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及其领导一道

被光荣地载入和顺的历史长卷，这一丰功伟绩，也将会在开创新和顺的历

史进程中，被后来的和顺人所传颂！

今天， 和顺交通公路在完成了县乡村公路交通路网建设目标之后，新

一届县委、政府坚持“和民心、顺民意”的理念，从转型跨越、科学发展的要

求出发，在上级党委、政府和交通、公路、发改、金融等有关部门的关怀、支

持下，彻底打开山门，劈开峻岭，真正通向山外、走向平原、融入大区域发展

圈的公路、铁路战役已经全面打响，阳黎高速公路即将通车，和榆平高速公

路通车在望，三一八省道和顺段改造项目路基工程正在快速推进，上元至

平松、松烟至乔庄、崔家坪至温源三条高速公路连接线正在紧张施工，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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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通车。 和顺至邢台（直通黄骅港）的铁路即将破土动工，和顺至太原的

铁路、和顺至榆次的高速公路正在考察论证之中。 随着公路、铁路的快速建

设和深度通达，和顺作为山西通往华北平原的“东大门”，已经具备了基础

条件和关键要素，建设山西“东大门”的战略构想和总体目标也已经清晰、

明确，和顺的历史地位随着交通的发展脚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长风

破浪正此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有着广袤土地、丰富资源、区位优势的和顺

县，有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乐于奉献精神的和顺人民，有着顾全大局、敢

打硬仗、善于创新作风的和顺交通人，在新一届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共筑“中国梦”的伟大创业

实践中，一定会再创新的业绩，再铸新的辉煌！

和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而交通事业的更大发展，将会是装点和

顺美好明天的一道绚丽彩虹！

权充为序吧！

二○一三年三月十日于荷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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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顺县交通志（2001-2010）》 以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力求

客观、 全面、 准确地反映和顺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现实状况。

二、 本志继 2000年前编《和顺县交通志》 之后， 从 2001年延续记

起， 下限至 2010年末。

三、 本志所有记事， 皆遵循地方志“横排竖写” 的原则， 以事分类，

以时为序， 综述史实。 书体， 以语体文记叙。 采用述、 记、 志、 图、 表

并用。 引用古语的原文加括注。

四、 本志计量单位以国务院 1984年公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

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为准。

五、 本志所涉及的单位名称， 依建制名称称谓， 不加括注。 本志涉

及单位、 个人荣誉及大事记顺延至 2012年 4月。

六、 本志资料来源， 以文献、 档案及系统内文字资料为依据， 结合

经考证核实的部分口碑资料。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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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县位于山西省东部边陲， 太行山脉中段， 地理坐标东经 113°03′

33″—113°56′01″， 北纬 37°03′44″—37°35′02″。 扼晋冀要冲， 东临河北省

邢台县， 西连本省榆社县、 榆次市两县（区）， 南与左权县接壤， 北接昔

阳、 寿阳两县。 可谓向东连接华北平原， 向西直通省府太原， 南下上党

盆地， 北通京津动脉。 四周环山， 界藩天成。 全域东西长 75公里， 南北

宽 30公里， 总面积 2250平方公里。

和顺县属黄土高原东侧中低山区。 横跨太行山大背斜西翼和沁水台

陷北段， 属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的第三隆起带。 主要地质构造可分为东部

太行山拱起断裂带、 中部沁水台陷断裂带、 西部沁水台陷褶皱带。 其中

两大块断裂带将全县分割成由南东向北西排列的三大块岩体， 构成了境

内地貌的典型特征。 海拔一般在 1200米—1800米之间， 最高峰阳曲山海

拔 2058米， 称太行山的第二主峰。 最低点在清漳河山境的和顺与左权的

交界处， 海拔 1058米。 境内主要山脉 70多条， 支脉 1340条， 较高山峰

2530座。 主要河流有四条： 东清漳河、 里思河、 松溪河、 西清漳河。 全

县河流总长约 295公里， 年径流量 19315万立方米。 四河分别贯穿县境

东部、 西部沿河两岸的农耕区， 沿四河流域的河谷阶地及山间盆地是全

县主要农耕区。 全县山地面积约 1620平方公里， 丘陵面积约 403.3平方

公里， 河谷阶地与山间盆地约 226.7平方公里。 全县有耕地面积 24.1万

亩， 牧草地 12.5万亩， 宜林面积 165万亩。 全县年平均气温为 6.3℃， 全

年平均太阳日照时数为 2634 小时， 平均大于 10℃以上积温为 2477℃。

全年降雨量 593毫米， 主要集中在七、 八月份。 本县年平均无霜期为 119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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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封冰期为 150天。 传统农作物以玉米、 谷子、 大豆、 马铃薯为大宗，

莜麦、 苦荞麦、 糜、 黍辅之。

和顺县文明古老。 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群聚生息。 当城村背窑湾洞

穴遗址距今 31800年， 较北京山顶洞人早 14000余年。 城郊北仓新石器

绳纹陶片及灰烬堆积层文化为 8000年前遗物。 春秋时为晋大夫梁余子养

封邑， 名为盖与。 战国时取名为阏与， 先属韩后属赵。 秦王政 11年（公

元前 126） 秦收复赵， 隶上党郡。 汉朝属上党郡涅县之阏与聚。 至北魏孝

昌 2年（526）， 改置称梁余县， 属太原郡。 隋开皇 10年（590） 改名称

和顺属并州。 开皇 16年（596） 境内新置平城县（今仪城） 也属并州。

唐武德 3年（620） 又分置出义兴县（今仪村） 属辽州辖。 宋熙宁七年

（1074） 降和顺、 平城为镇， 入辽山县， 隶乐平郡。 元祐元年（1086），

复置和顺平城县， 同属河东路辽州辖。 蒙古至元三年（1266）， 仪城县并

入和顺县， 属晋宁路辽州辖。 明洪武九年（1376） 和顺直隶于山西布政

司， 属辽州辖。 清， 建置未变。 民国时期， 仍属冀宁道。 1937年， 属山

西省第三行政区。 1940年分为和东、 和西两县。 1941年， 晋冀鲁豫边区

成立， 和东归太行一专区， 和西归太行二专区。 1945年， 和顺解放， 和

东和西合并为和顺县， 属晋冀鲁豫边区第二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属榆次专区（后称晋中专区、 晋中地区）。 1958年 10月， 和顺与左权

合并称和顺县， 属晋中专区。 1959年 6月， 和顺、 左权分置， 仍属晋中

专区。 1968年 9月， 晋中专区改称晋中地区。 1999年 9月， 晋中撤地设

市。 和顺属晋中市辖。

和顺境内有乐毅故居、 赵奢垒、 石勒沤麻池、 赵王台、 首阳山夷齐

庙等古迹， 为后人留下许多故事。 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更是华夏农耕文

化在太行山的点缀之一。 魏晋石刻、 唐宋古风、 元明建筑， 无处不寄托

着幽幽古情。 从古至今， 载入史册的典故数不胜数， 更令后人咏叹不绝：

《史记》 中记述： 秦始皇派王翦先取阏与（和顺） 而后灭赵； 汉高祖令樊

哙斩陈狶于当城； 汉淮阴侯韩信喋血阏与而擒夏说等， 此地一直与战争

结缘； 后赵石勒在建立根据地后， 取邢襄（今邢台县） 定都； 宋太祖赵

匡胤在此屯兵以备平灭太原刘钧； 到民国时期， 阎锡山、 冯玉祥倒蒋介

石中原战败， 其旧部陈长捷、 冯治安、 樊钟秀等皆继移和顺， 待时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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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37年 11月， 朱德、 彭德怀、 任弼时率八路军总部首登太行山，

在石拐镇召开重要会议， 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发展地方武装， 开展

游击战。 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 的 129师前线指挥部即设在石拐， 在

这块英雄的土地上， 遍布朱总司令、 彭副总司令暨左权、 刘伯承、 邓小

平、 李德生、 陈赓、 陈锡联等八路军高级将领的战斗足迹。 八年抗战中

在这里曾发生了“弓家沟伏击战”、 “石南坪阻击战”、 “阳曲山阻击

战”、 “马坊歼灭战” 等撼天地泣鬼神的巨大战斗。

和顺民情敦厚， 里俗淳朴； 素有男和女顺之美誉， 无奷邪盗佞之恶

性； 然禀赋虽诚， 绝非怯懦； 侠胆义烈， 代不乏人。 抗暴御侮， 史多实

记。 宋代薛超北征戍边， 威震殊俗； 明代邢朗替祖父从军， 奇勋卓著；

民国初， 杨石凡等农民高举反垄断、 反苛捐杂税大旗， 呼号四乡民众，

揿巨浪于县城， 美名存世， 至今仍街谈巷议； 八年抗战， 和顺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奋起民族大义， 共赴抗日国难， 北关王楞孩徒手格

杀日军， 乐毅任毛小英勇杀敌， 获太行杀敌英雄称号； 三泉开明士绅刘

永清等捐粮百余万斤， 供军需民食， 诸如此等义举， 在和顺皆称乡村贤

良， 互为彰显。

和顺资源丰实， 尤以煤、 林得天独厚。 境内含煤面积预测储量为 156

亿吨， 林地面积 6.21万公顷， 待开发利用的荒山草坡 7.36万公顷。 全县

现有林地 24693公顷， 仅占宜林用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偌大闲荒， 更可

视之为“七山二水一分田” 之说。 因此， 自古以来， 家畜牧养是传统优

势， 大牲畜存栏逐年增加。 故有： 和顺要想富， 工商加修路； 百姓要想

富， 造林加畜牧之说。

由此可见， 交通状况直接决定着和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和顺要发

展， 交通必先行， 这在和顺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打破瓶颈， 突破制约，

和顺县只有加快交通建设一途。 在历届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 在各级

交通主管部门的支持下， 和顺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公路建设热潮， 尤其

是经过近十年来艰苦卓绝的努力， 和顺的道路交通状况取得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同时也带动了公路管养、 公路运输、 行政执法等各项工作齐头

并进， 为县域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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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路建设

1990年， 和顺县仍是全省唯一不通沥青（油） 路的县份， 和顺交通

建设的难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20世纪 90年代始， 和顺县委、 县政府作出

了加快兴修公路、 农田建设、 植树造林三大建设的总体部署。 全县人民

积极参加义务修路， 声势浩大的修路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到 2000年底，

全县拥有公路 490公里， 公路密度为 21.7公里 /百平方公里。 其中， 国

道 1条 38公里， 省道 1条 105公里， 县道 10 条 166 公里， 乡道 24 条

181公里。 按路面质量分， 高级、 次高级路面里程 192公里， 中级路面

182公里， 低级路面 108公里， 无路面里程 8公里。 按公路等级分， 二级

公路 83公里， 三级公路 277公里， 四级公路 119公里， 等外路 11公里。

尽管连年兴修公路， 但从县域路网结构看， 公路直进直出， 不能循

环互畅； 从路面通行质量看， 由于建设资金短缺， 低等级、 土路面里程

比重大。 进入 21世纪后， 和顺县紧紧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契机， 乘势

而上， 公路交通由速度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型， 取得了深刻变化。

“十五” 期间， 全县公路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66238.37万元， 其中国省

道完成投资 42730万元， 农村公路完成投资 23508.37万元。 全县公路通

车里程达到了 815.998公里。 其中国道 35.006公里， 省道 104.298公里，

县道 198.094公里， 乡道 478.6公里。 按技术等级分， 二级路为 165.134

公里， 三级路为 222.339公里， 四级路为 417.525公里， 等外路为 11公

里。 公路密度达到了 35.27公里 /百平方公里。

“十一五” 期间， 和顺县立足县情， 提出了“拉框架， 打断头” 的交

通发展思路， 全面加快农村公路建设， 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并投入资金 3

亿元， 完成农村公路重点工程建设 20项 147公里， 完成村通（通畅） 及

街道硬化工程 813.837公里， 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了 1039.551公里（不

含 0.5公里以下村通及街巷硬化里程）， 公路密度上升为 46.2公里 /百平

方公里。

到 2010年底， 县内公路已经形成了以国道 207线、 市重点扶贫路界

麻线为“两纵”， 省道董榆线、 省道副线大东线为“两横” 的“井” 字型

交通大动脉主框架， 连接全县 10个乡镇的“O” 型便民快捷大循环路网。

全县 294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村村通， 百户以上村实现了户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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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顺县属国定扶贫重点县， 县乡财政紧张， 农民脱贫致富难度

仍然不小， 在此情况下， 交通部门坚持“建一条， 成一条， 管养一条，

见效一条” 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以机制创新为根本， 以保证工程质量为

手段， 有效延长了道路全周期使用寿命， 从而杜绝了重复投资， 节约了

建设资金， 走出了一条良性的贫困山区加快公路建设发展之路。 自 2002

年至 2010年的 9年间， 全县完成的 26项 213公里农村公路建设重点工

程， 全部创优良； 实施的 1175.867公里通畅及街道硬化工程， 质量隐患

控制在千分之五以内， 受到了业内专家的赞扬。

二、公路管养

在高质量建设的同时， 和顺县积极探索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新路子。

2002年， 通过公开招标形式， 实行道路养护权的转让， 意在“试三定一”

（试行对外公开拍卖线路养护权， 部分线路乡镇属地管理， 养路员承包线

路三种模式， 确定一种长效养护机制）。 2005年， 建议乡镇政府试行《企

业护路公约》 和《公路养护公约》。 2007年， 顺应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革

的要求， 县政府出台了《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法》， 同时配套出台了《农

村公路养护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农村公路桥梁管理养护办法》、 《农

村公路养护质量检查评定办法》、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招标投标暂行规

定》、 《关于综合规划公路用地保护公路路产路权的通知》 等五个文件，

对农村公路管养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并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每年固定 200

万元列入财政预算。 2008年， 围绕“有路必养， 有桥必管， 每条农村公

路都能看到黄马褂” 的目标要求， 一举实现了责任主体、 机构设置、 配

套资金、 养护人员、 管理制度、 质量保证“六个落实”。 2009年， 农村公

路养管工作围绕继续做好养管体制改革、 桥梁养护管理、 示范路建设、

安保设施完善“四个继续”， 强化制度、 监督、 资金、 巡查、 档案、 安全

六项管理， 完成农村公路养管投资 1000万元， 农村公路养管质量明显提

高， 被晋中市委、 市政府评为全市“农村公路建养先进县”。 2010年， 和

顺县农村公路养管工作,实现了农村公路养护全覆盖， 养护承包人 226人，

养护总里程达到了 868.681公里， 全县 126座农村公路桥梁实行了全天候

监管， 农村公路精细化养管步入了常态化。 形成了以养管责任主体的精

细化、 养管质量考核的精细化、 养护资金管理的精细化、 路况巡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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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 道路安全管理的精细化为主要内容的“五个精细化” 管理模

式， 走出一条具有和顺特色的农村公路管养新路子。 6月份， 全省农村公

路养护质量检查， 和顺县代表晋中市受检， 通过打分排队， 名列全省第

一。

三、交通运输

从 1953年到 2000年末， 近半个世纪的演变， 和顺经历了从“一五”

至“十五” 的国民经济发展， 交通运输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发展

最快的还是 21世纪头十年。 截至 2010年， 全县共有客运企业 3户， 其

中农村客运企业 1户， 公交客运企业 1户， 长途客运企业 1户， 营运客

车 80辆。 全年完成客运量 116.4万人， 客运周转量 8351万人公里。

在货运市场管理上， 2001年， 全县拥有货运车辆 2006辆， 计 4289

吨， 全年完成货运量 211万吨， 货运周转量 15000万吨公里。 从 2002年

至 2009年， 全县公路运输受煤炭价格波动和董榆线拓改工程影响， 运力

结构大幅度调整， 运输车辆或急剧减少， 或迅猛增加。 总的来看， 仍呈

发展趋势。 到 2010年底， 有货运车辆 1382辆， 14217吨， 全年完成货运

量 210.5万吨， 货运周转量 18103万吨公里。

从 2001年至 2010年的十年间， 乘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强劲东风，

和顺县的交通运输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 运输工具逐步更新且

迅速增加。 客货运输量及周转量不断增长。 运输市场趋向完善且日益步

入正轨。

四、行政执法

进入 21世纪后， 随着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 和顺县交通局

提出了“依法治局， 以德治局” 总体发展思路。 针对交通行政执法存在

不规范问题， 本着“预防、 匡正、 保护” 的原则， 出台施行了《关于加

强交通行政执法管理的暂行规定》。 成立了“交通行政执法监督领导组”，

配套出台了《票证管理制度》、 《中层领导干部黄牌警告制》、 《执法人

员培训大纲》 等办法。 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内部监督， 规范执法行为。 交

通行政执法工作逐步向规范化、 程序化迈进。 并逐步形成了具有和顺交

通特点的“五不执法” 措施， 实现了由重收费向重服务的转型。 2005年，

按照省、 市行业主管部门安排， 实行了交通行政执法重大行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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