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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99豢5 3淼户。开封市公路管理局宋城路局址晨!!!||
(1 年月) ●

☆0原开封市公路管理总段高屯路段址

(1992年5月一1995年3月) ‘

☆o臣道310线开兰路曲兴收费站 凄

☆o省道312线开杞路陈留道班 爨
☆。路辅壹 褥
☆o路政避逻 蠲
☆o路政糟蠢



☆o商开高速公路开封东23公里处．路面

总宽24米．单向路面宽10 5米。

☆o省道312线开杞路仇楼

☆o开封黄河公路大桥，桥面宽18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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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开封黄河公路大桥．建于一九八九

年。

☆@开封县朱仙镇运粮河古石桥又称

红石桥桥长30米．宽8米．5孔。

☆o 1995年引进德国产ABG230摊铺机．

铺宽12 5来。

☆@HLB一2000沥青拌和楼。

☆@开封市公路局物资仓库油罐专列。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记载了开封市公路的路线走向、工程修建、桥梁建

设、公路养护、科技、绿化、路政、收费、精神文明建设、机构

等，反映了自战国到2000年开封公路的发展史迹。对后人

了解开封公路的过去，建设开封的未来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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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为综合性公路专业志书，编纂以历史唯物主义

为指导，按照历史事实，全面展现开封市公路行业的面貌。

二、在编纂中力使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遵

循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为宗旨。

三、本书时间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至2000年

底；地域范围以开封每一历史阶段的实际管辖区域为准，境

内详记，境外从略；内容记述以本系统范围详记，系统外相

关事件从略；全志记述立足当代，详近略远。

四、全书采用述、记、志、录四种基本体裁，图表穿插其

中，首设《概述》，简介全市公路概貌；其后为各分志(节)，是

全书的主体，分门别类记述全市公路情况；后设《大事记》；

最后设附录、后记，记载参考文献和本志编纂始末。

五、本书纪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划分，前为朝

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后为公元纪年。地名用当时名称并

随文夹注今名。机构、职务按当时称谓记述。文中图表按

排列序号数字编码，用于所在章节。



序 言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滔滔的黄河孕育了中原

文明，孕育了开封古城，古城的路修远兮，漫漫兮，象黄河一样千回

百转，源远流长。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黄河流域就出现人工修筑的车马道路。在

2300年前大梁(开封)成为魏国国都时，其道路就自成格局。在

1000年前的北宋东京(开封)时，水陆交通已成为全国的枢纽，其陆

路遍通全国二十四路的首府及边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封的

公路得到迅速恢复，公路等级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

十年，开封公路迅速发展，其投资规模路面等级路网密度超越了任

何时代。悠悠数千年，开封的路是一部不朽的历史，它曾为开封的

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在当今时代，公路更成为

经济腾飞的基石，国民经济的动脉。

《开封公路志》站在历史之巅，述说着开封公路的远古和现在、

辉煌和萧瑟、沿革和变迁。述说着一代代的公路人开拓奋斗的足迹

和留下的一座座丰碑o

， 《开封公路志》的编委们在长期公路工作经验和科研学术积累

的基础上，经过近两年的劳作，自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精选了有

关开封公路的论述，并按照年代顺序章节分类辅以图表合理编撰，

以姚建新、李瑞谋、桑雁宾同志为主编的编委们付出了艰辛劳动，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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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成书，填补了专业志上的一项空白。毋庸讳言，此书也并非十全

十美，尚需著者广泛听取意见，作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开封公路志》简要记述了从春秋战国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公路

概况，重点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1989年的公路建设

情况，详细辑录了1989年至2000年的公路发展情况。该书内容主

要包括：公路建设、桥梁建设、公路养护、科研、绿化、路政、征费、精

神文明建设、英模人物、机构等。《开封公路志》是一本系统而全面

的编年史，所辑材料翔实，极具档案收藏价值，这对从事开封公路的

研究者是一本工具书，它可以使他们用较短的时间就涉猎开封公路

的历史全貌，查觅到历史的真迹；这对有志学习者是一本很好的教

材，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能起到：古为今用，启迪后世，发展创新，

服务四化的作用。

基于此，我认为，《开封公路志》的完成，是有重大意义的。它适

合当前和今后公路建设的需要，对繁荣和发展我市的公路事业，将

会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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