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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和纽带，它关系着人类社会的盛衰

兴亡，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四大要素之一。生产的

扩大，贸易的往来，思想的交流和人类经济的增长，都离不开借助

于交通的流动，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脉络，是文明世界的柱石，没有

交通的开拓，．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都是无法想象的。

为能够利用各种自然力，并借助人类自己创造的工具，远涉异

域他乡，交流人员与物资，从而扩大生产领域。我们的祖先筚路蓝

缕、艰辛地开辟交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刳木为舟，系木为

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服牛乘马：引重致

远”。到近，现代，随着工业崛起、商品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

步，交通越来越发达，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文化

水平，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古往今来，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无不与当时的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的兴衰息息相关，而在公路事业中道路、桥梁的发

展，则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基础。很久以来，人们吃尽了有路不

能行车，有河无桥过河的苦头，现在由于时代的进步，现代化交通

事业的发展，这些困难都已成为过去。

为了正确了解，认识鞍山地区公路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全面

地，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努力去掌握它的规律和特点，使之更

好地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公路志编纂的目的。



历代志书都具有“资治”、 “鉴古”功能。今天我们编纂的

《鞍山市公路志》，就是要为中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为

社会主义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鞍山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

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3000年前，燕国向辽东进兵，打败了东胡部

．落联盟，占领东胡部落领地千余里，开拓了古代战道。凡千余载，其

’道路状况，“经历了自然道路到人工道路。其交通运输也是从自然运

。输到工具运输，迨至近代；才逐渐出现现代交通运输工具。过去由

于受长时期的封建统治，。’政治腐败、困难深重，生灵遭受涂炭。统

治者不顾人民的生息便利j长时期不修路建桥，致使鞍山地区的道路

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之后，鞍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40年

的艰苦奋斗，-个崭新的钢铁工业城市，屹立在祖国大地上，各项

事业突飞发展，鞍山地区公路建设速度，也数十倍于前。现今鞍山

地区已经形成四通八达、晴雨通车的公路网，基本达到了有河就有

桥、有村必有路的交通条件：j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政

策。经济建设蓬勃发展，技术革新日新月异。公路事业为适应形势

发展需要，’也向更高领域发展。 ，

．一为了系统地、全面地、科学地总结公路建设事业的经验， 《鞍

山市公路志》应运而生。 《鞍山市公路志》的付梓问世，填补了鞍

山市公路道路、桥梁史籍的空白。这部志书记述了鞍山5000多年来

鞍山公路事业的兴衰、变迁。这对加强鞍山市公路建设事业的发

展，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作用。在编纂这部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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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力求做到资料翔实、记述准确。本着“详今略古’’、 靠古为今

用”的原则，尽量突出地方特点和当代特点，以期达到地方性、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完美统一。鞍山公路志，取精示弘，简明扼

．要地反映鞍山地区的公路事业的史实，这对了解鞍山、认识鞍山、

改造鞍山不无裨益。对因地制宜地拟定鞍山今后新的建设规划也将

提供资料依据与历史借鉴。 一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当今世界已迈入“信息时代”，我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第三次腾飞，让过去的努力不因时间的流

逝而湮没，著书以志其功，则为历史责任。愿我们编修的志书，能

鼓舞建设者们，为实现2000年金市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

而奋斗不懈。
．．

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市、局上级史志部门及鞍山属

下市、县公路、交通部门和同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在这里表示

衷心的感谢。

原鞍山市公路管理处处长：聂振安

I 99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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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撰成。这是燕秦以来，鞍山地区第一部公路专业志书，值得庆

贺!

鞍山地处辽宁中部，东依千山山脉，西贯辽河，地理位置非常

很大成绩，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公路建设从

数量到质量均有显著提高，为交通运输事业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提供了必要的先行条件。现在，全市(地区)百分之百

的乡、镇和百分之九十五的村都通了公路，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过

去的“行路难”、 “运货难”的历史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鞍山市公路志》以翔实的资料，较为全面地、客观地反映



一

《鞍山市公路志》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方人士和省j

市、县(区)公路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各级史志办公室的指导和

，帮助，趁此书付梓问世之际，特致以衷心的感谢!

鞍山市公路管理处副处长：邵润芝

1 99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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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述范围：《鞍山市公路志》以1 985年行政区划，即鞍山城

区、海城市、台安县区域为记述重点。历史上鞍山市曾辖辽阳市及

辽阳县，也稍有涉及。

二，时间断限：上起先秦在鞍山建古道始，下限1 988年。
。

三、结构层次：本志分为章、节、目三级结构。按着先路、后

桥、管理等次序记述。

四、记述体裁：本志述、记、志、传、图、表、录各种体裁综

合运用。

五，历史记年：以公元年号为主，清朝以前朝代兼记旧年号。

文中“解放前”或“解放后”所指鞍山市1948年2月1 9日为分野。

六、大事记：以编年为主，辅以记事本末。

七、数据采用及书写：数据以鞍山市统计局公布数据为准，统计

局没有的，以公路处内部历年统计数据为依据。数字书写按国家语

委七部门要求处理。

八、称谓：地理名称以现今名为主，如有旧称在括号内注明；

在志中第一次出现名称时冠以全称，以后再次出现时可用大家都熟

悉的简称；人物名称，有必要的冠以职务名称，一般直呼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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