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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喀左地处辽宁省西南丘陵地带，是朝阳市所辖的唯一少数

民族自治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进一步深

化改革，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和支持下，全县各族人民群众涌

跃参加，交通系统广大职工齐心协力，努力拼搏，掀起了公路

建设高潮，交通事业面貌一新。

1985年以后，全县交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国省干线贯

穿境内南北，县乡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到1992年末，全

县拥有各级公路里程637．5千米，是1985年的1．4倍，同时公路养

护和工程建设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各种机动车已达5110台，是

1985年的2．21倍。’全县客货运量随着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也不断

增长。一个以大城子为中心，辐射全县，连接朝阳、沈阳、锦

州、赤峰等大、中城市的运输网络已经形成，开通营运里程

2377千米，是1985年的2．57倍。公路运输在全县经济建设中占

有重要地位。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交通志续编》记录了本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交通事业发展史实，是一部集区

域性、资料性、科学性子一书的综合专业志。对了解和探讨喀

左县在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事业的发展历程，

进一步促进喀左交通事业腾飞，振兴经济当好先行都将有所裨
益。

’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交通志续编》，对人们深入了

解和研究喀左公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一1一



可以凭借这部续编专志从中总结经验，加快改革步伐，不断提

高管理水平，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为早13实现我县公

路交通现代化多做贡献。

一2一

李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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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辽宁西南丘陵大凌河上游的喀左，有距今约十多万年

的古代居民生活居住的鸽子洞遗址，距今五千年的东山嘴红山

文化遗址，境内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东汉末年曹操与辽西

乌桓作战，亦经境内大凌河谷古道，史称卢龙塞道。它们足以

证明这块古老的大地群落之间相互联系沟通及争战，自然踏出

了早期的道路。

历史的发展使这块大地发生巨大变化。早期形成的道路已

被人们利用或改造，修建成现代公路。为了继续再现交通历史

光辉历程，向人们展现当代交通建设成果，我们按照上级统一

部署，根据辽宁省交通厅1992年5月关于进一步搞好交通志续

编通知精神和朝阳市交通局史志编委安排意见，继续编写好交

通志续编。八十年代中期尤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交通事业取

得了巨大成果，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把此段交通史与1985年之

前交通志衔接好，将这一时期交通战线广大职工通过奋战，

努力工作所取得的光辉业绩载入史册。遵循党的十四大以来

的方针政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从]993年初开始编写，主

要记录喀左县1985年至1992年之间交通建设情况，内容包括大

事记、公路、桥梁、运输、管理、科技、人物等7编17章32节

约127i多字续编于一书。

交通志续编所撰写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喀左县档案馆、交通

局及所属单位档案材料、喀左运输分公司、交警大队和走访一

些知情者。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局所属各单位、喀左运输分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司安排专人或兼职人员提供材料，由主编汇总。《喀左县交通

志续编》是一部反映交通事业综合性的现代专业志书，全面系

统的记载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的公路建设、

运输事业、交通管理、养路费征稽等发展实情和演变历程。侧

重记述在深化改革、振兴经济、富民升位的大好形势下，交通

部门积极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奋力拼搏，多修桥养好路、

开放运输市场，以便更好地适应各种车辆通过能力，为发展全

县经济和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而做出更大成绩，早日实现

富民升位多做贡献。

交通志续编撰写由于时间短，部分材料不够完善，编写水

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诸位领导和广大读者多

给予批评指正。

一2～

编 者

1994年6月



凡 例

一、《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交通志续编》是一部综合

当代交通情况的专业志，属经济志范畴。记事上起1985年末，

下迄1992年。记述的区域范围以现行政区划为准。

二、本续志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其结构形式

按篇、章、节、目等层次编排，编排的顺序以大事记路轿及其

它。

三、本续志分述、记、志、表、录、传等六种体裁编纂。

四、历史记年以公元纪年，不加括号。

五、“大事记”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

六、本续志所记人名，均用金称，直书其名，如有职称，

冠在姓名之前，不加“同志”、 “先生”等称呼。

七、本续志用现行语体文编写。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

员会颁发的《简化宇总表》为准。纪年、数字、百分比、比铡

等均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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