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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重点记述了现代鹤壁的公路、道路运输、铁路，

邮电、交通工业兴衰起伏发展演变的历史，同时也追溯到

古近代交通的历程。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可作为经济研

究人员和交通部门员工参考阅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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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鹤壁市交通

志》是一部贯通古今

的经济专业志。它集

地方性，专业性、时

代性于一书，做到了

门类齐全，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它的出版

是我市交通战线的一

件大喜事。

“史鉴使人明智”。《鹤壁市交通志》的问世．为交通战线工作

的同志研究交通发展脉络、规律和特点，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了重

要的资料。对了解鹤壁、建设鹤壁、发展鹤壁的交通事业．振兴

鹤壁经济，有重要阅读价值和指导意义。

鹤壁地处豫北西部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平原交接处，历来为兵

家必争之地。商都殷(今安阳)、朝歌(今淇县)时。为京畿之地，

交通自然较发达。商以后远离京都，交通衰退下来。近代兴起的

公路、铁路运输，在此也没有得到发展。国民党统治近40年，公

路和铁路发展缓慢。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交通运输

才逐渐发展起来。到1985年全市已修建铁路50余公里．公路200

多公里。机动车保有量5000余辆，(-X-中汽车2400余辆)。这一

切成就都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加快了商品经济的流通，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日益现代化的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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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交通，为振兴鹤壁经济，服务全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先行

作用。

《鹤壁市交通志》编纂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地从事交通志的撰述。经过多年刻苦努力，他

们克服了缺乏经验、资料零散短缺的重重困难，为本志书的出版

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种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精神难能可贵，是

值得学习和赞扬的。志书面世，大功告成，可喜可贺，欣以为序。

轰誓嚣嚣警罢手森，鹤壁市交通局局长 。j
一，

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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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L
日IJ 吾。

交通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又是人

民生活的必需。城市的发展与交通相辅相成，经济发达的城市，必

定有发达的交通。鹤壁自古是个集镇，交通自然较发达。但近代

因战乱影响，公路、铁路没有得到发展。民国时期，除日本侵略

军占领汤阴时，修过两条通往鹤壁集、鹿楼的大车道外，公路和

铁路发展缓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建市以后，现

代交通运输才逐渐发展起来。

鹤壁市是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Ft产万

吨以上的煤炭，需要现代化交通工具源源外运。鹤壁建市28年来，

随着城市的建设，交通事业得到相应的发展。除汤鹤支线连接京

广铁路外，公路四通八达已形成网络。但至今尚无专业志进行系

统记述。因此，系统编撰鹤壁建市以来交通事业的发展脉络，不

仅对于今天正在迅速发展的鹤壁现代交通事业有一定借鉴作用，

而且对研究鹤壁地区历史都有所裨益。编写出一部资料准确、内

容丰富、体例完善的交通志书，为子孙后代留一份“前有所稽，后

有所鉴”的历史遗产，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有

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志资料大部来自历年交通档案，少数引自古籍和实地考查。

铁路方面的资料来自鹤壁矿务局史志办和鹤壁北站；邮电方面的

资料由邮电局陈建增、孙成义等同志提供。

这部志书是在河南省交通厅史志办公室、鹤壁市志总编辑室

的直接指导下众志成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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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市档案馆、矿务局、城建局、邮电

局、公安局、鹤壁北站、交通系统各单位及一些老同志的大力支

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赐教。

编 者

1993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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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鹤壁市交通志》是一部统合古今的交通专业志。记事上·

溯至远古，下限1985年，个别事项的记述涉及到1986年。由于

出版时间较晚，部份彩照延伸到90年代。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系鹤壁市属的区、乡，不包括市属的

浚县、淇县。

三、本志书按交通门类横分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时

类并举的原则，分章、节、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横分门类以

囊括史实，纵向记述以统合古今。并按“详今略古”的原则，重

点记述鹤壁建市后的交通运输发展的现状。

四、本志书分述、记、志、传、图五体编纂，照片、图表穿

插于志书正文之中，彩照集中于前。

五、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前用朝代年号，用中文数字记述，括

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表示。

六、计数和计量按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等单位联合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要求书写。

七、纪事、大事年表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古

代记年记月，个别只记朝代。一年中几件事，按先后顺序记载各

自起迄。
‘

八、古代地名括注今名。 ．

九、古代度量衡均采用现代公制记述。

十、引文采用页下注。

豸暖·豸HlI。_一缀．％建绉_雳≈；iu“--；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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