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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无止境的，那么反映交通运输

业的史与志便是层出不穷的。通州历史悠久，系历代京

都东大门、仓储要地和交通枢纽，政治、文化发达，历

代官府志书中对交通运输业均有专章或专志记述，尤其

是明、清两代关于“漕运”的文献达百余卷，然而从古

至今集水路、公路、铁路运输为一册的新志体，在本地

区尚为首例。该志的编写是在全国上下编史修志的热潮

中逐步完成的。毛主席、周总理早在五十年代就号召写

地方志，并指定“曾三当组长修志”。1983年中央书记

处批准恢复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通过《地方志工

作暂行规定》。各级各行业相继成立修志组织。通县交

通局为配合给北京市交通局史志编委和县史志办编写工

作提供资料和写专业志的需要建立了编写组，组建了编

审委员会，确定了执笔人，并参加了市、县史志办组织

的编写培训班，学习了修志规范。遵照胡乔木讲的“志

是朴实科学的资料书”，执笔参加了搜集资料的全过程，

并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再创作过程。本志的资

料基础是搜集整理的百余卷档案和查阅的几十卷历史文

献。该志的编写工作是在为市主管局和区(县)史志办及

时提供有关资料的同时陆续完成的。为使其具有可靠

性，全部书稿与上报资料均经过编审委员会审阅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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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按着志体要求，尽力做到“纵不断

线、横不拉项”。通过对丰富多彩的资料合理分类设立

的六章二十二节十余万字的记述及在书的前后、章内插

用的百余幅照片、图表，再现了交通运输业由低向高层

次发展的历史长卷及其宏伟的规模，使之图文并茂具有

可读性。

各章节按记事本末体记述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以便

展现其客观规律。第一章，从远古时代的人行小道开始

记述，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逐步建设的官马大道，直述

到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电气化铁路的建设成就；第二

章，主要记述了古代漕运、近代轮船与民船运输及列强

对大运河的侵略、掠夺，和现代治理大运河工程。反映

了京杭大运河由兴到衰及再展宏图的时代风貌。通过翔

实的文字、图表读者可以品味：古代大运河的辉煌凝结

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血泪，现代政府对大运河的不断综

合治理、开发、逐步恢复其应有功能的英明决策，从而

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第三、四章，记述了客货运输业

不断发展的状况。从交通运输业作为生产力的角度，来

探讨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要素的反作用下，曲折的

由低级的人力背扛、畜力车拉运发展到现代高级复杂的

机动车运输的必然规律。并突出地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交通运输业在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指引下各种客货机动车由几百辆达到万余辆营运的发展

过程；第五章，记述了相关行业的发展状况；第六章，

主要记述了当代依法管理运输市场，促进运输业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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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

交通运输事业的成就，是历代干部、职工辛勤劳动

的结果，今天以志的形式反映出来，是交通战线的一件

大喜事，阅读此志，可使广大干部职工从中受到启迪和

激励，从而把交通运输事业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更好

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市场经济服

务。

张宝玺



凡 例

一、本书是一部综合古今的交通专业志书，为志

体，横排门类设立章节，共六章二十二节；章节内竖写

事项，为记事本末体。记述了公路、铁路、水路运输的

主要方面。上限自古代始，下限止于1997年底，个别

事项延至印刷成书前夕。并在前后及章节内附照片、

图、表等。后附大事记，为编年体。

二、本书为地方志，以地域为准，不受隶属关系的

影响，凡在本辖区内的交通业，均有记述。并按历史沿

革交代当时的归属和称呼。1997年9月以前仍称通县，

此后称通州区。鉴于古代通州曾辖四县，现又称通州

区，故本书名《通州交通志》不加“区”或“县”。

机构、法规名称，第一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第一

事记时(年、月)，其后则记“是年、该年”，“是月、

同月”。

三、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寓事物发展规律于

真实详细的资料记述中。如运输形式由低级向高级、由

简单向复杂逐步演进的规律和交通业在历史背景的各种

矛盾相互作用下曲折前进的规律等。

四、本书第一章，在章后加注。第二章，以古代漕

运为主，依据清代几十卷《漕运全书》和明代十几卷



凡 例 5

《通粮厅志》等文献而写，文内加注。其余各章，依据

搜集整理的百余卷档案和编写的几万字专题资料，不

加注。

五、本书的特点之一，该书的编写工作是从档案的

搜集整理着手的，即为档案进入县档案馆也为档案管理

升为市级而编写《通县地区公路运输管理机构沿革》一

文，同时又是在为北京市交通运输史志编委，编写几万

字的专题资料的基础上开始编写的。由于当时本系统档

案没有统一管理，是散存于各职能部门；又因机构反复

撤并，致使1970年以前的档案几乎全部被销毁或散失。

故此局组织力量按隶属关系到相关单位的档案中，查找

有关的资料。笔者和赵潮英、邢少宜、陈满到县、市档

案馆查阅百余卷；又和赵潮英到河北省及廊坊市档案馆

查阅数十卷相关档案，复印和抄写了数百页资料。并走

访当事人50余人次，记了口述资料。整理20余卷，弥

补了本系统20多年的档案空白。使档案达到了系统、

完整，实现了统一集中管理。陈亨平、迟进东还参加了

专业机动车运输专题资料的编写。上述工作为档案管理

升级和本书的编写打下了资料基础。

六、特点之二，从搜集资料到全部编写工作，笔者

贯串始终，对资料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大部采用第一

手资料，使本书具有资料的真实、可靠性特点。同时在

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又与《通县地方志》中的“运输

篇”，《辉煌的20年》一书中的“飞速发展的交通运输

业”一文，《北京百科全书·通州卷》中的客货运输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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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检测等条目的编写穿插进行。这虽然使本书的编写拉

长了时间，但却丰富了内容，并不断延伸，具有了线长

面广的特点。

七、特点之三，本书虽是一人执笔，却是众手成

书。因为“志”是真实的可以借鉴的资料书，需要众多

的人提供资料和协助。陈士林，陈道荣等献出了保存多

年的人力起重、拖运和马车社的资料及照片。局各科室

和有关单位提供了近几年的资料。刘士芹参加了第一稿

前几章的抄写工作。赵潮英、杜彤、韩雪冰、高艳华等

协助拍摄现实运输业发展风貌的照片。也有笔者家人的

支持，小女周星绘制了6幅人力、畜力运输图附于文

内。于秀英、董旭复印和打印有关资料。在此，对各位

的辛勤劳动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总

之，整个编写过程，是在局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故

此，本书实属全局共同劳动的成果。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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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通州区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农工商贸发达，

这便决定了交通运输业的枢纽地位。该区现属北京市管

辖，西距建国门17．5公里。区政府所在地——通州镇，
自古是京都卫星城、东大门，恰好处在北京城东西长安

街向东延伸的交通干道轴线上。通州区(曾称通县亦称

潞县)辖区位于首都东南的北京小平原、华北大平原的

北端，多河富水，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背靠燕山，面

向东南沿海，是人类的祖先走出山谷到平原定居，繁衍

生息，开发利用较早的地区之一。据《通州志》和《日下

旧闻考》记载：通州本属禹贡冀州，春秋战国皆属燕，

是通往燕国都蓟城(今北京)的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

秦属渔阳郡。西汉初始设路县，治所在今胡各庄乡古城

村，是通州区最早的名称。东汉改为潞县，取潞水名。

隋代潞县属涿郡(今北京)，开凿了京杭大运河，通州

处于大运河的北端。唐五德二年(公元619年)在潞县

始置玄州(元州)，辖潞县、渔阳、临洵、无终(今天

津蓟县)等四县。五代后唐(公元923年)，幽州守将

赵德钧苦于契丹的侵扰，又在燃灯塔所在地建新城，用

以屯兵，并将潞县县城迁到新城，即现在的通州城址，

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公元1151年金朝海陵王将潞

县升为刺史州，改称通州，取“通漕天下”之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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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仓。元时通州属大都路，大兴府，开凿了通惠河，发

展为水陆码头、漕运仓储要地。明代属顺天府，设州

治，统辖三河、武清、宝坻、都县等四县，在通州大兴

土木建城池。清代仍属顺天府，隶通州兵备道，统辖原

四县至雍正六年。民国三年(1914年)改为县，始称

通县，属京兆尹管辖。1928年改属河北省。1948年12

月14日通县全境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属

河北省，为通县专区所在地，辖京东八县。1958年4

月通县和通州市(为省辖市)合并，改属北京市，称通

州区。1960年又改名通县，1997年9月复称通州区。

通州区面积912．34平方公里，处于环渤海经济圈

的中心地带，特别是位于京津塘高速公路的高科技发展

走廊，以出口创汇为主开放型经济产业带上。这给通州

区各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提供了较多的发展机遇。自

古以来通州为京东地区交通枢纽。古有京榆(京山)、

京津、通怀古道和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东西南北全国各

地。是我国车、船运输开发较早的地区，促进了全国的

统一和北京城的建设与繁荣。近代率先在古代大道上修

筑了简易公路，并先后开辟了京通、京承铁路及飞机

场，有了汽车、火车和航空运输。民间运输主要是人力

搬运与畜力拉运。20世纪60年代后汽车运输逐步代替

了马车运输，尤其是1978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路线

指引下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到1997年底已经形成了

以通州卫星城为中心，以国道、市道干线公路为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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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公路为支脉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京哈国道横跨境

域东西，携带东部三河、大厂等县达河北省唐山地区至

东北各省；京津国道，从西入境向东南出境，越武清带

香河等县，直达天津塘沽港；同时京津塘高速公路沿西

南边境，携带大兴县、廊坊市直奔天津塘沽新港；通怀

(柔)公路北经顺义县至密云县出古北口；通黄(村)

公路经大兴至房山县与我国中南、西南干路相接，去南

部各省。并有京秦电气化铁路横跨卫星城，直达全国第

二大港口秦皇岛。通州南设有专用飞机场，境北有首都

机场，相距仅16公里。境内公路合计为474条，长达

1530．29公里。公路密度至1990年每平方公里已拥有

1．25公里(高于全北京市平均每平方公里0．625公里

的密度)，1997年增至1．78公里。并于1992年10月

便实现了“村村通柏油路，成为全国之首”。

1997年通州卫星城及张家湾和次渠工业开发区建

设已初具规模。城区规划面积51平方公里，已建成面

积26平方公里(解放初仅3平方公里)；两个开发区共

计占地面积308公顷，均已发挥着接纳北京工业外迁和

人口疏散基地的功能，并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到

1997年底全区累计批准三资企业425家。同时商贸市

场迅速扩大，城区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大商场10多座，

还开辟了八里桥、觅子店、马驹桥等大型农工贸批发交

易市场40个，已成为京东商贸基地和物资集散中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通州区人口相应增加。是年，全

区有当地户口的为59万余人；城区常驻人口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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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其中包括有本区户口和注册的外地人口，另外还有

近10万流动人口活动在城乡之间。在人流、物流大

市场需求增加的良好环境下，客货运输业有了较大的

发展。

1997年营运性汽车达13394辆，其中客运汽车

4126辆(是1977年的72倍)，年运送旅客5103万人

次、88277万人·公里。货运机动车为9268辆(是1977

年的7．24倍)，年运送货物量627．3万吨、周转量

19652万吨·公里。另外两个火车站90年代年运送旅客

30万人次左右、发送货物量32万吨左右。在汽车客运

中，长途运输和公共运输线路达30余条，通往全区各

乡镇及周边县市。其中有5条快车路线从北京直达通州

区，暨：郎家园至通州东关的322路；郎家园至杨家洼

的928路；大北窑至三河县的930路；北京站至天下

第一城(香河县)的938路；大郊亭至次渠的913

路。京通段单程只需10几分钟。出租车客运则是1993

年以后崛起的，到1997年出租车达3593辆，占客运车

辆总数的87．5％，大部在北京市范围运营，居远郊区

县之首。

规划中并正在实施的京沈(阳)高速公路，自西向

东南经张家湾开发区，经过唐山市至沈阳；北京公路二

环，由大兴从西南入境转向东北，经马驹桥，环次渠工

业区，北至顺义县；八王坟——通州区张家湾快速轨道

交通系统建设计划于2000年建成。通惠河水系全面治

理工程也计划2000年完工；同时北运河源头，潮白河



概 述 5

诸水系旅游开发系列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均在启动

中，将达到“水清、流畅、岸绿、通航”的新面貌。不

久通州区综合运输能力将大大加强，展现车船竞相辉

映、历史风韵与现代雄姿融为一体的繁荣景象。



第一章交通路线

第一节 古代大道

一、最初的路

(一)人行小路

最初的人行小道是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北京

人”和“山顶洞人”，由房山龙骨山谷地到北京小平原

寻食和定居时践踏出来的。从出土文物中可知，“北京

田村、京东通县三间房及三河县孟各庄等地有许多氏族

公社遗址”。在几十万年的采集和狩猎进程中，他们成

群结队的在丛林、平原和通县南面的沼泽地采摘果实、

捕获鹿、马、牛、羊、猪、鱼、小龟等，生存繁衍。

晚期智人——山顶洞人时代，原始的交换关系已出

现。从出土的山顶洞遗址里发现渤海沿岸所产的蚶子

壳，宣化一带所产的赤铁矿和黄河流域以南所产的巨厚

的蚌壳。这说明他们已能沿太行山东麓一带高地向西南

过黄河，向西北穿过山口，并能经北京小平原沿燕山南

麓高地到达渤海边。后一条路便是横跨通县地区的京山

古道路线。人行小路与人力背、扛、拖、拉运输形式相

适应。就是这漫长的路和极简单的运输方式，推进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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