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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沧州市交通志》是河北省交通史志和沧州市地方

志丛书之一。本书简要叙述了沧州市公路、铁路、水

路、管道四种交通运输类型的历史和现状及其与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的联系，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沧州市各类交

通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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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福公路沧州段是境内最早

的汽车专甩线

周官屯桥是境内最长的跨河公路桥

市区解放坼



保存完整的明代桂林石矫

航行止南运：E上的拖驳运输冁

沧州汽蕾沾



沧州火车站厦站外出租汽车

汽车与装卸机磺戍垃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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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汽车险洲站的睑Ⅷ



艟内恃凡诉

于牙河铁路桥

沧州蚋㈣弁遥候々伽

沧州站货场卸堞没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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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地方铁路货运大站

沧黄地方铁路南排河大坼

沧州输油管理处油罐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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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输气鬯站站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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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行盘通节k0沧州市交通

局K在施工r地珊场卉盆

交通局长陪州市领导视察公路

突畦断嚣宾考直沧州输气曾站



沧州市交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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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交通专业志书——《沧州市交通志》问

世了，值得庆贺。该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详实地记述了沧州市公路、铁路、水路、管道四种交通形式的发

展历程，客观地反映了其内在联系和规律。

沧州是南运河畔的一座古城，东临渤海。自元、明以来，随

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沧州的战略地位越发重要，水陆交通得

到了相应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筑成通车，使沧州的交通地位

不断加强，曾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但在封建社会，由于自然

经济的束缚，加之战乱的影响，交通发展受到限制，到沧州解放

前，依然是铁路时通时断，水路时盏时衷，公路交通土路木桥、

晴通雨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交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和科技人员，同全市人民一道，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沧

州市的落后面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交通事业的

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目前，铺有双轨的京沪铁路与沧黄地方铁路

成“丁”字型接轨于沧州市；京福公路、南北大运河与岐太公路成

“十”字型交叉于沧州市；加之按统一规划扩建的五十多条市内街

道和三十多条现代县乡公路，初步形成了以沧州市为中心，四通

八达、睛雨兼通的交通网络，并实现了桥梁永久化，铁路、公路

交叉立体化。加之新兴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基本上满足了

不同部门的不同需要。今天，古老的沧州“旧貌变新颜"，成为对

外开放的新兴石油化工城市，交通运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沧州市交通志》是经过公路、铁路、航运、管道等部门编

写人员五年多的辛勤劳作编纂而成。它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图



文并茂，是一部成功之作。不仅能起到‘‘资政”、“存史"的作用，

而且以真实记述的沧州人民及交通战线广大职工艰苦创业、献身

交通的先进业绩，供后人学习，可望对全市的改革、开放、搞

活，促进经济的新腾飞，产生深远的影响。

到此，作为对这部专业志书的序算是作完了，但感到仍有言

犹未尽的话。这就是：没有路，要修路；修了路，要爱护路；修

路、，爱路还不算完，还要用好公路，以防止“酒肉穿肠过”，做到

“佛祖心中留”。此如，京沪铁路在沧州穿过，已有八十多年的历

史，几条干线公路在沧州纵横交叉，也有数年时间，但真正开发

路边经济，建设服务走廊，还是近一、二年的事，这说明我们在

很长时间里还不懂得全面用好公路。话又说回来，用公路是大家

用、社会用，对于只顾个人利益而破坏公路及路边树木、设施

者，则应当受到惩处，这也是全面用好公路的理中应有之义。

李瑞昌

1993年9月19日



凡 例

一、《沧州市交通志》是记载沦州市交通历史和现状的专业

性志书。它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追溯到远古，下限至

1 989年。空间范围以1 989年的行政区划为准，含三区(新华

区、运河区、郊区)、二县(青县、沧县)，为了给属县交通史志

撰写留下余地，对青沦二县的内容没有做详细记载；而专业极强

的内容，也略有突破。

二、中华民国时期是由1 91 2年1月至1 949年9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沧县城是1 947年6月，书中解放前、后以此

时为界。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沧州市地名古今改动频繁。如：清朝称沦州；1 91 2年

1月至1 947年6月称沦县；1 947年6月至1 949年8月称沧

州市；1 949年8月至1 958年9月称沧镇；1 958年9月至1 1

月称沦州市；1 958年1 1月至1 961年6月称沦县；1 961年后

称沧州市。叙述时一律使用当时的名称。使用公元纪年的年号，

公元前年份，在年号前加“公元前”，公元后年份不加“公元"。

四、沧州市通往外埠的干线公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

在记述时均采用当时的通称。路名在同章、节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写明起止点，以后写简称。

五、书中图表统一编号。注释为页下注。

六、本书用现代汉语表述。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采用

1 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

关规定；数字用法一律遵照1 986年1 2月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

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统一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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