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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年4月，交通部副部长刘松金视察济宁交通[作时题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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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正值全国人民满怀豪情壮志昂首阔步迈向新世纪，欢欣鼓舞迎接新千

年之际，《济宁市交通志》出版问世，这是全市交通系统继往开来的一件大

事。
”

济宁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墒。勤劳智慧的济宁人民，不仅在中国

五千年文明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而且在古代道路交通发展历程中也留

下光辉的史绩。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国民党

政府的反动统治，境内战乱不止，民生凋敝，道路失修，交通闭塞。弯曲

狭窄的羊肠小道，坎坷不平的土路破桥，人拉手推的原始运输工具随处可

见，“行路难、运输难’’的问题，长期困扰、制约着济宁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医治战争创

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交通运输事业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把交通建设推向快速发展的轨道，

运输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一条条高等级公路贯穿济宁大地，一座座现

代化桥梁飞架鲁西南河川，一处处新型车站、货场遍设运河两岸，一辆辆

高档豪华汽车奔驰在孔孟之乡。崭新的交通设施，如同万紫千红的花朵，把

古老的济宁装扮得绚丽多采，为繁荣济宁经济，展现古城新貌，描绘出一

幅美丽的画卷。编纂一部通古达今、突出地方特色的交通专志留传后世，让

这一划时代的巨大变革和几代人创建的辉煌成就永载史册，就成为我们这

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益于当代、惠及后世的崇高事业，

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史志工

作，各级地方志和行业专志相继出版，《中国公路交通史》、《山东省志·交

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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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济宁市交通志

通志》已经问世，处于新旧世纪之交和经济腾飞之年，编纂《济宁市交通

志》，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济宁市交通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交通专志。它以翔实的资料，

全面地记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济宁交通事业兴衰演变的历史进程，系统总

结老一辈交通工作者和广大职工艰苦创业的丰硕成果，是给子孙后代留下

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实施这项艰巨、细致、浩大的系统文化工

程中，山东省交通厅、济宁市史志办公室给予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有关

部门和许多老同志鼎力相助；从事编纂工作的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乐于奉献的忘我精神，克服困难，精心撰写，勤于笔耕，编纂成长达50

万字的交通百科全书。在此，谨向关心支持交通志编纂工作的各级领导、有

关部门以及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史志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以史为鉴，共创未来。衷心希望全市交通系统干部、职工认真阅读这

部交通志书，重温历史沧桑，凝聚继续前进的力量，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

引下，继承发扬老一辈交通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承前启后，开拓进取，为

济宁人民广筑富裕之路，架起金色桥梁，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朱运成

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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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沧桑巨变。在风云激荡的中国数千年交通史上，济宁这个

古老而神奇的地方，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

交通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修桥铺

路”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素有礼仪之邦美誉的济宁，镌刻下历代

劳动人民筑路架桥的史迹，演变着道路交通千年沧桑的发展历程。新中国

诞生后的半个世纪，济宁交通发展之快，变化之大，令人赞叹!编纂交通

史志，回顾既往，探索规律，策励未来，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赋予我们

的重任。

孔孟之乡虽有闻名中外的儒家学派经典论著和旧中国诸多版本的州

志、县志，但交通历史资料殊不多见。首编资料翔实的交通专志，任务实

属艰巨。本志在省交通厅、市交通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市史志办公室的指

导下，在《济宁市志·交通篇》和部分交通运输部门史志工作的基础上，通

过广征博采，搜集史料，反复考证，去粗取精，增设篇目，充实内容，编

纂成一部涵盖全市、反映全貌、贯通古今的交通专志。它凝聚了一切热爱

交通事业人们的心血和汗水，是群策群力、众手成志的结晶。

《济宁市交通志》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简记古代交通史实，概述近代

交通发展演变轨迹，详载当代交通事业巨变的历程，再现了几代交通工作

者和全市人民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本志如能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的作用，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则是我们最真诚、最美好的愿望!

编 者



凡 例

一、《济宁市交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本着求真存实、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尊重历史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

述济宁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交通特色。

二、本志时间断限，一般上起1840年，下迄1995年。鉴于济宁交通

历史久远，根据存史价值需要，志书在《概述》、《大事记》、《公路》和

《公路运输》等篇上溯至先秦或秦汉时期，略作简述。图片及其他篇章中的

个别事件，视内容需要，适当上溯或下延。 ．

三、编纂体例：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以类系事，以时

为序，横分门类，纵述史实。因受资料所限，有的相似门类合并为一章，或

采取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方法，加以记述。志书前设序、前言、凡例、概

述、大事记；中为分类专志，共设10篇、57章、129节；尾设附录。图片

集中于志书正文之前，’附表穿插于正文之中。

四、纪年方式：1911年前采用历史纪年(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

1912年以后采用公元纪年。

五、记述地域、范围：以济宁市1995年行政区划(辖7县、3市、2

区)为准。“全市”指济宁市所辖12县市区；“境内”指当时所辖地域范

围。

六、行文规范：按济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印发的《<济宁市志>编

纂基本规则》和《行文规定》编写。

七、志书称谓：首次出现机构名称时使用全称，后用简称。“中国共产

党”、“人民政府’’有时简称为“中共"、“政府”。“山东省”、“济宁市”，有

时简称为“省"、“市"。“建国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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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济宁市交通志

成立后。人名直书其名，不加职衔。

八、本志主要记述公路交通事业的历史和发展状况，对于境内铁路、水

运、航空运输的重大变革，在概述、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中仅作简要记载，不

单设篇目。

九、资料来源：以山东省和济宁市档案馆文献资料、本系统档案资料

为主，并收集了少量口碑资料。有关数据主要依据山东省交通厅和济宁市

统计局汇编的历年《统计资料》；有的采用市、县交通局和直属单位的年报、

决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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