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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露盛世修志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惠及后代的一项具

有深远意义的事业。石家庄自建市以来，虽有些史料记载，但涉及

到公路交通方面的资料很少。市交通局根据上级的部署，在各方的

大力支持下，编纂出了“石家庄市公路交通志一，它的问世将会对
我市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石家庄市地处华北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矿藏丰富，历

史上曾是南北和西行古道的必经之地，素有搿三省通衢”之称。近
代交通的发展，使这里由不知名的几个县属村庄而发展为一座现代

化的城市。新中国建立后，石家庄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纺织，制

药，化工，机电行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搞活
经济的思想指引下，使各项建设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公路交通事

业为我市的经济腾飞，发展市场经济起到了。先行官一的作用。

市交通局的领导重视修志工作。他们抽调专人，组织力量，广

泛收集、整理资料，反复考证。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编写出45

万言的初稿，又经上级的审核与指导，使这部志书更加完善。这是

一部集道路发展，客货运输、行业管理，机构沿革等为一体的综合

性专业志书。它不仅反映了我市公路交通发展的概貌，还记述了搬

运工人的艰苦创业成就和广大交通战线职工献身于交通事业的先进

事迹。本书是从事专业工作的一本工具书，在此书付梓之际，为之
作序，以示祝贺。

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荭墓耘

l 993年6月6日

k C够
f



前 言

《石家庄市公路交通志》是根据省交通厅和地方志办公室的部

署，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下，由市交
通局直接组织编写完成的我市历史上第一部公路交通专业志。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公路交通是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根据马克思关于交通运输是靠第四物质生产领域一①和
搿旅客和货物是和交通工具一起运行的，而运输工具的运行，它的

场所的变动，也就是它所进行的生产过程一⑦的论述，公路运输和
其它运输一样是物质生产部门，是属于基础产业和生产力范畴的。
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是国家昌盛、社会进步，人民富裕的标
．1一

●甘‘

石家庄市虽然是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但却有较长的发展历史，
早在先商时期就有南北车马古道跨经此地。春秋时，西行古道开

通，市区内曾建过群东垣一(今东古城村)， ∥石邑一(今振头村

北)两座名城，古滹沱河也有水运史的兴衰，这里曾一度成为历史

上运输装卸，货物搬捣，商品集散，军粮供需的中心，素有膏燕晋
咽喉一、 舅三省通衢一之称。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
这座新兴城市充满生机，各项事业飞速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公路交通建设事业的发展为石家庄市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

《石家庄市公路交通志》记述了从古迄今三千多年的发展历

程，它包括公路建设、搬运装卸，客货运输，行业管理，水运往

事，机构沿革及名人事迹等，是一部经济性的专业志书，其目的在

于记述过去，展望未来，对后人起到资治、存史、教化、兴利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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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书以党的四顼基本原则为指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
观察一切，记述一切。坚持_众人成志一的原则。遇有一些疑难的

资料则反复调查核实，查考文件，进行分析探讨，使真实的资料入
书立卷，以提高志书的可信性。在篇目安排，内容取舍方面，曾多

方征求意见，几易其稿。并请有关方志学专家和内行对篇目进行了
修改指导。

《石家庄市公路交通志》经过三年多的整理编纂，现已定稿。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其中可能有谬误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
特别是各位领导，交通战线上的老前辈，史学界的专家们给予批评

指正．· j二泫1妒
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原市交通局局长)夕彬r锡

：993年5月30日

①见．c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卷第1分册第444页．

⑦见≮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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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家庄市公路交通志》以贯通古今，略古详今，记述了
本市上溯远古期所形成的人行小路为始，下限截止到1990年末。

二，本志书记述范围恪守搿书不越境一的原则。现时记述以现

行政区划为界，包括市辖6区(桥东、桥西，新华，长安、郊区，矿

区)，4县(获鹿、井陉，栾城、正定)．历史记述以历史疆域为
界。

三，本志按交通门类分例，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

其方法：大事记用编年体，书中人物用记传体，内容用记事本末

体。全书分篇、章、节，目，附五个序号排列．

四、历史纪年：用历代习惯纪年，括注公历。公元1 948年以后，

均采用公历。

五、计量单位以1984年3月4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单位》为标准。货币值以现行币值为计算单位，个别有旧币

值记述的均已括注现行币值。

六、书中有关业务技术术语，均以本行业的业务技术规范为准，

同行业的古代用语仍保留历史原称

七、字体和数字用法，均以1 9

表》和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八、书中Ⅳ文革一是指文化大
月1 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指

九，引用注解按顺序号集中于



概 述

石家庄市位于东经1 1 3度48分至1 14度58分，地处河北省中南部

是京广，石太，石德铁路的交会点，市区距北京280公里，全市以
轻纺工业为主，是全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物资集散地，古有
Ⅳ南北通衢一之称。

石家庄市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是河北省省会，是全省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中心。

早在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商代就有南北大道

经由此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垣城(今市郊东古城)第一批建为
县制，隋朝初年，石邑城迁至西郊振头(今振头村北一带)。朝代

更迭，几经兴衰。清末民初这里成为获鹿县一个百余户的村庄，．．南

北铁路的开通，大车道的不断开拓，使这里商贾云集，日趋繁荣。

民国28年(1 939年)1 o月7日，石门建成石门市·1947年1 1月

1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石f-j，1948年元月改为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现辖四县六区，面积3255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307

平方公里，人口286．5万人，其中市区人口1 34．2万人。地势星西部

为山区，盛产煤炭建材，东部华北平原是粮棉产地。井陉的苍岩

山，正定的大佛寺，东南部的赵州大石桥是闻名于世的旅游观光
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石家庄市公路和运输的发展经历了人行

小路，驮运路，大车路(又称官道)，初级公路四个阶段。目前正

在发展高等级公路及高速公路，运输方式也由人背、头顶，肩挑，

兽力驮，大车拉而进化到机动车。

在距今七千年左右，当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时，人们学会了
驯用狗，牛，驴，马等家畜。最初驯用狗，后来驯养用牛，马参加

7，



道。汤七世祖王亥搿肇牵牛车远服贾”，从河南安阳(殷)北上做买

卖，沿途经过磁县、邯郸，邢台、石家庄、灵寿到达易县的一条大

车道，为我省早期出现的大车道之一。③．． 、‘

春秋时，晋文公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一政策。开拓!

了自晋阳(今山西太原)通过井陉、’石邑(今获鹿南)、东垣(今

市郊东古城)，至鲜虞(今正定新城铺的大道)。④⑤

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秦皇灭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
制政权，于公元前220年(始皇二十七年)。修筑了膏驰道”，搿新

道”；和搿五尺道一，构成了以成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驰道网，将

贯通今市辖区的南北和西行大道均拓建为驰道。⑥以后各朝代除对

原有道路进行整修，维护，沿途设驿站，建铺亭外，．实行“列树以
表道，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的路政管理制度。并修筑桥梁，

开通了临近道路。

到清代，又将这些道路分为官马大路(称官路)，支路(称大

路)，1小路(称大车道)，并把清帝外出巡狩、晋谒祖陵等活动所

经之路总称为“御道”。贯通赵县、栾城、廿里铺、’正定的南北道

路称为“官道一。同时又开辟、整修了正定至深泽、正定至平山，

正定至灵寿的大车道。 ．+

，

，

这些古代道路，在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生产力，促进商品交换

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都和这些古道路紧密相

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赢政出巡，途中病故死于沙丘平台，其尸

体在公子胡亥、丞相李斯及中车府令赵高等人护送下，从巨鹿．．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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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经石邑，井陉运返成阳。清光绪及慈禧太后从陕西绕道河南，

途经栾城顺古道至正定登火车回北京等。⑦

本世纪初，比利时、法国先后修建了京汉、正太(今石太)铁

路。自此石家庄便成了两条铁路的交会点，四面八方的商品物资集

散地。民间运输，搬运装卸，商办货栈，应运而生，客货中转也十

分活跃。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当时虽然有同和、陆

丰，三顺，明德、同义五家私人汽车行，实有汽车3l辆，但运输线
路较短，最长的营运线路只能到深县，灵寿，路程不过上百里，短

的不过几里，几十里。运输工具除马车外，大部是东洋车(入力

车)。独轮车用来搬捣，不少的胶轮大车是人架辕。人拉入的东洋
车(人力车)遍布市区各角落。③

民国26年(1 937年)日军侵占石家庄，周围的粮，棉和丰富的

矿产资源成了日本掠夺的对象。民国30年(1941年)修建了石德铁
路之后，又出于战争需要而开始了现代公路的建设。

民国31年(1 942年)，日军强抓民夫陆续修建了保定至石门

(今石家庄)、邢台至邯郸、安阳至开封的公路。并对原有沧石铁

路路基(民国17年建成)进行修整改造成公路。同时由伪“建设公

署”和。河北省公署”出面对石太古驿道进行改建，增修桥涵，取

名石太公路。

公路的建成，促进了汽车运输业的发展。民国28年(1939年)4

月，日本膏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石门市汽车营业所成立，有货

运汽车170辆，客车10辆，职员457人，每天除满足军事运输外，主

要是运送上下站物资，开通各线班车30个班次，营运线路16条，里

程1288公里。汽车运输业的发展带来了汽车修理业，1938年以后除

石门汽车工具修理所外，又建立了1个。田中部队汽车修理厂一

(又称1 817部队汽车修理厂)，主要承担太原以东，新乡以北，德

县以西，北京以南的日本军车修理业务。

民国34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进入石市，主要

是修筑战争工事、沿线道路处于分割、破碎状态，运输业也是一片衰

落景象。 r+

解放后的1 948年，华北交通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华北人民
9



政府主席董必武就对交通工作的认识，交通
交通工作的具体领导做了指示。各级政府为
伤，多次组织群众对公路进行普修和养护。

工建勤的方式每年春，秋进行两次普修，在沿线建立了一些群众养

护组织，实行专业护路和民问护路相结合的方式称为膏两条腿走

路"。1955年交通部和省交通厅联合投资在石家庄至栾城段做了多

种形式的路面试验。五、六十年代各县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掀起修

路热潮，对一些干线提出平，实、直、宽的标准，开展了大修简易
公路(后来有的简易公路不曾使用，又进行平路还田)。特别是

1956年和1963年石家庄地区水灾严重，一些线路，桥涵被毁，上级

拨款以。以工代赈一方式由各级政府组织群众对公路进行抢修，在

各线除补修、新建一些桥涵外，对线路进行拓宽和改善路面工程，使
一些干线由土路面改变为泥结碎石或沥青路面，大大提高了行车速
度。随着国产解放牌汽车源源调入，石市交通运输蓬勃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公
路运输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在道路修建、汽车运输，行业管理，征

费服务，机动车修理，搬运装卸等各个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公路建设方面：对原有的石正路、石邯路、沧石正线、沧石复

线．．石获正线、石获复线、石栾路7条干线出口路段进行了加宽，

改造，使路面等级、宽度和绿化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大大缓解

了城市1ij口路的压力．此外还新建了井陉至阳泉运煤路线及西外
环，北外环、东北外环，分流了市内交通。同时对各干线的桥涵，

根据新的标准要求进行了新建、改建和加固。对井陉冶河、正定滹

沱河大桥建成了双道大型钢筋混凝土桥，大大提高了原有公路的通

车能力。1989年京深汽车专用公路石家庄段的建成，使市境公路建

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对一些县乡道路也进行技术改造，特别
是1984，1985、1986年3年期间重点扶持了乡村道路的发展，投资

1141．8万元。3年来以“民办公助，民工建勤一的方法改建山区道

路450公里，桥涵193座，隧洞4道，实现了村村有道路，乡乡通汽
车，结束了人背，肩扛的历史。当地农民说。要想富，先修路，公
路通，百业兴一。到1990年底统计，金市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591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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