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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津市北辰区委书记魏秀山题词“发展运输事业，振兴北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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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景的铁路为南曹联络线。

▲区内等级最高的立交桥——京津公路引河桥立交桥。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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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出口工艺品仓库

原称陶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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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路政管理机构——市公路管理局第二管理所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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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运政管理重要设施之一 车辆技术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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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北辰区

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文件
北志编批字(1997)第5号

关于准予《北辰区交通运输志》

出版发行的批复

北辰区交通运输志编委会：

你委关于印刷《交通运输志》的请示收悉。《北辰区交通运输

志》全面记述了北辰区交通运输工作的沿革、发展和现状，史科

丰富，体例完备，行文规范，已经北辰区志书审验领导小组审验，

现批准列入“北辰区地方志丛书”出版发行。

此复

北辰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1997年4月14日



凡 例

一、本志的编写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特色理

论，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方针，坚持改革开

放的时代特点，力求写出特色。

二、本志为天津市北辰区地方志丛书之一。

三、本志是北辰区第一部交通运输志。断限上起事物发端，下

迄1995年12月底，“本着上限不等高，下限一刀切”和“略古详

今”的原则，着力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辰区交通运输业

建设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中使用的“现存、现有、现行”等词句，均指1995

年12月底。

五、本志按新方志“横排竖写”的体例，除采用述、记、志、

图、表、录外，同时设有序、凡例、题词、照片、后记，以志为

主。志设篇、章、节、目，部分目下设子目。目及子目多数不设

标题。

六、本志使用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炼、准确。

七、本志内称新中国成立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翻

国民党的统治，于公元1949年lo月1 13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书

中出现的“解放前、后”，是以1948年12月共产党接管北辰区全

境的时间为准。

八、本志辑录的古代文献，原无断句者均加标点符号，以便

通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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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交通运输志》终于出版面世了，这确是一件非常值得

庆贺的大事。
· 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绵延不绝。修志正是绵延的记录，因

而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然北辰区古无单独建制，新中国成

立后，于1953年始划天津县的部分乡村，组建津北郊区，几经沿

革，现定为北辰区。．故上无古志可鉴，一切均需从头开始，其编

纂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感谢诸位编纂人员，他们完成了稿本，并最终通过审核、批

准付梓。在吾辈手中补上了北辰区关于交通运输志方面的空白，确

实值得庆贺。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志书所需资料，散存于方方面

面，有铁路局、水利局、市公路局、市公用局、公交总公司及一

公司等，编纂人员不辞辛苦。千方百计地拜访、查阅，终于得到

了相当部分的一手资料。当然，这部志书，还有一些缺憾，不过

我想，任何事物出生面世后，总有某些需要推敲、补充、完善的

地方。这部北辰区交通运输方面的“始志”，幼稚、毛糙之处在所

难免。但是它最先查阅、寻找和记录了一些数字，给今后提供了

些许依据；涉及到了北辰区的铁路、水路、公路的状况和运输史

料，可以说明当前的交通运输力；志中还涉及到渡口、冰窖、冰

排等“冷门”话题，文中所叙，虽不及专著详尽，但总算给后人

留下了一些值得探索、回味和想象的题目。纵观全书，确有一种

对事物叙述不尽、似有继续深挖之余地。语言倒还通顺、层次也

尚清晰，总之，“资治”不足，“存史”尚有可取之处。

成事开头难·从无到有，对现代填补了空白，给后人留下了



一些依据。在此，再次向编纂人员和所有给予帮助的同志表示感

谢。

鲍树清

1996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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