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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蟊

番河县处于畿辅要地，早期交通以水运为主，境内有北运河

贯通南北漕运繁忙，船只往来如梭。前人曾有诗咏北运河· “月

过千帆遮月影，夜闻鼙鼓动地来’’，可窥一斑。继而陆运兴起，

交通日益发达，尤其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公路运输事业，更是

一日千里。为了如实反映香河县的交通历史面貌和现状，积累与

传播经验，我frJ继编史之后，再修此((交通志》，期能更好地为

发展公路运输提供信息与服务。

建国以来，香河县的交通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获得了很大进步，交通面貌

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变化尤其

显著。运输工具现代化、桥梁永久化和公路路面黑色化，标志

着时代的进步。并且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汽车，为全县商

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创造了良好条件。

此书侧重记述了建国后本县公路建设的主要过程，方法以及

养修公路技术的提高，同时也记载了这一时期的运输发展情况和

有关交通，运输管理的系列内容。在编史修志过程中，注意把

《史》的论述性与《志))l，l{J纪实性相统一、两书互为表里，详略

互见。这是在廊坊地区交通局史志办公室和香河县志办公室的关

注下，集全县交通战线职工、干部和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局档案

工作人员的辛勤与智慧而成的结晶。

由于我们写作水平低，又缺乏经验，此书的缺漏，差误在所

难免，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香河县交通局公路交通史志编写组



凡例

一、((香河县交通志》是一部经济专业志书。上限始自1912

年下限迄予1 年未!部分记载涉及古代。

二，本志书按交通,98门5类横分竖写，分章、节、目、子目等档

次编排。口总述"， “大事纪黟置于各章之首}除第十

章“文存黟外，其余各章都设有“概述疗。

三、本志书以记、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纂，照片、图

表穿插在章、节之中，有关历史朝代、语句解释、事物、

文件的出处、来源、加注予正文中或章节后。

四、历史纪年，以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括号内换算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记公元纪年。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志书内统简称为“建国前、后，，。

五、大事纪采用编年体与纪事体相结合的写法，一年中有几

件事项者，每件事自为起迄(注明t月、日)

六、表示近代、现代公路长度为公里，桥梁的长度单位采用

现行公制千米，米、厘米J重量单位以吨，公斤，运输

量、周转量以吨、人及吨公里、人公里计。引餍历史文

献条文(如华里、市斤、石、斗等)仍用原文献度量名

称及数字。

七、本志书中数字写法除公元、年、月，日及货币，重量、‘

表格(抄原件数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外，其余均

用汉字表示。但有时两者兼用，如(,t86，75万元)四

位以上数字加撇节号。

八、本志书中字体一律使用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会公布

的《汉字简化方案》的规范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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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香河县始建于辽代。《辽书·地理志·香河》。 “太宗会同

元年，于孙村置榷盐院，居民集聚，质实朴茂，遂以武清划分壤

界，号淑阳郡"。从那时至现在，已有一千零四十七年的历史

了。

今香河全境．东西最宽二十五点五公里，南北最长二十三点五

公里，版图面积为四百四十二点八七平方公里。地处北京、唐山、

天津三大城市之间，川I原平坦，交通便利。在地理形势上，香河

北策燕山三FI一关之险，南应渤海沿岸之要，地控东南，势迎东

北，为首都北京东南之f-jp。京塘国道穿越西境，通唐省路横贯

境中，夏安路纵通南北。八路会于城关，四桥成其要道，三河构

其势理。境划十七个乡镇兰百个行政村。乡乡通油路，，村村通汽
车。

社会进步，历史发展，总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交通运输，

则是社会经济运动赖以进行的杠杆和首要前提。番河县的交通运

输，自隋朝直到清未，．水路交通和陆路交通同时并存。

北运河开自隋代大业年问，曾经是南北漕运的重要水路，尤

其是明，清两代，运河漕运成为封建皇朝的财源命脉。清代康热

十四年《香河县志》载。 “白河，城西十里，江南粮运由是达予

京仓"。按白河即为北运河，上有通惠河潞河、温榆河、白河，

潮河。清雍正年间，通卅八里桥((御制石道碑》文中， “潞河为

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

贾’’的话表明了当时漕运和水路交通的盛况。清代康熙十四年

((香河县志》也记载了境内漕运和航道治理情况： “岁设五十五

夫疏溶河道，又有护运兵夫数十名，每重载经过，橛(辄)荷踅

从之；轮转拨防，终朝达旦黟。那时运河漕运，昼夜行船，至晚



问击鼓为号，闻之醒神悦耳。故县志八景之中有西河宵鼓之谓。至

民国元年(1912年)因运河上游潮白河决口，夺道箭杆河东注蓟‘

运河，唯有温榆河仍循运河南流，形成水源不足和航道失修，又

兼清宋铁路、公路运输的兴起，大量货物转为陆运，遂使运河中

断了航运历史。

从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对驿路按汽车行驶的要求进行修治。

1920年，为经营京津之间的汽车客货运输，由北京汽车协会会员

等商家向政府借款，将京津驿路修治为汽车路，此路通车后，．

在河西务和安平两地设立了汽车站，商旅之赴平津者，皆取道于

此。
。

1936年，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黟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者的

侵华需要，由通县的马头镇超，将香河至通县的驿路和香河至宝

坻的驿路填筑成汽车路，时称“马宝路一。后因路横运河有碍流

水，改由通县北门起经西集而至香河。

1938年和1940年，日本侵华军队为扩大军事占领和军事掠夺．

实行“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先后对京津汽车路进行培筑和铺

装了混凝土路面。日伪盘踞香河时期，几次实行“强化治安’’，

迈步警备路，抬头见岗楼，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区域的交

通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香河县人民政府在各级党政的领

导下，发动群众，大力恢复交通，恢复生产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于1949年l明对全县的道路、桥梁和运输情况作了初步调查，及
时掌握了交通运输方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整修公路的计划方

案。从1951年开始，县政府成立修路指挥部，遵照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发布的Ⅸ关于民工整修公路暂行规定》租省人民政府规定
， 螅《实施细则)》在春秋两季组织“民工建勤打，重点整修填筑香

河至安平，香河至刘宋，香河至宝坻等主要公路，均以能够行驶
汽车为整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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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管理人才，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根根国家法令对全县的路

政、运输、车辆，公路建设、公路养护和养路费征收等项工作施

行统筹管理，既有分工，又有协调，发挥着健全的机构职能作

用。
‘|

‘

按： “路政管理好，路况路容好，交通秩序好"的三条标准

建设“文明路秒，是路政管理、交通监理和公路养护附共同努力

方向。京塘国道境内段和夏安路首先赢得了“文明路"的荣誉，

路容整洁；行车有序，安全畅通。1984年河北省交通厅曾誊名香

河县为“交通安全县"。

在运输管理上，自1949年把分散的城镇装卸工组织起来之

詹，县政府又从1950年开始扶植群众改良运输工具，促进马车胶

轮化，渐次取代了铁轮车，并于1951年开始组织分散的个体马

车，在自愿结合互助的基础上组成运输队、组，使社会运输力开

始以社会需要为核心，形成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舟0货物运输力

量。同年秋季，通县专区运输公司在香河建立了运输栈。对货源

和车辆施行统一管理。1956年，对私营个体马车运输业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组织起专业运输合作社。1958年初，交通，运输机构

合并，政企合一。1980年，交通、运输机构分开，成立香河县革

命委员会交通局和河北省廊坊地区运输公司香河县运输站，1983

年，运输业打破了独家经营，按政策规定，允许个人或联户购买

汽车，从事客货运输。1984年】：o月廊坊运输公司香河县运输站

重新划归香河县交通局领导。 、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今天。运输市场自由竞

争，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互相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各显

神通，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中微观领域的经济需要，同时有利予

运输上的宏观控制，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生产。但由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所决定，运输业在管理上更需要统一性，计翊

性和法制性，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促进运输市场的协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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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定，保证运输业健康发展。

纵观香河县的交通发展，会使人们感觉到历史盼步伐，听到

时代的足音，增强建设乡土的信心，激发“干四化，奔小康’’的

热望，还需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事业虽然取得很大

成就，但仍很落后，因此要从本县的实际出发，合理的摆布好二亡

付业的布局和远景规划，充分利用已具备的交通条件，使公路发

挥更大的经济效益。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的发展和公路交

通事业的方兴未艾，香河县的交通建设也一定会出现更加令人振

奋j竹成就，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乡土繁荣，做出更大的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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