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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阿省省长刘振华(中)在原晋中地委、行暑领导

陪同下亲临太IH路诖接线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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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委书记刘俊漾、市长F稚安牲区委书记耿彦

波区K高荣光的陪同下．视察拓宽后的东西顺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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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高荣光、康柱隹等领导深入工地视察公路建蹬

摄影J赵晋阳

▲椅次K人大丰往王林胜宰^上代击观察公路建世

r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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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趺Ⅸ政协主席康柱生多次组织政坍委员椿^太

m路连接线、榆罕线等施[现场检查指导工作。
摄彩／越f阳

▲原榆次市蚕书记E新义、副嚣妊解春信、原空通局

长赵吉贵在南外环工地L视察’
摄影／主元栋



▲榆趺变通腾局长畅转虎书记韩兰荣和领导班于

成员深人工地研究制定公路发展规划

摄影／王元栋

●楠救交逋局局妊杨转虎(中)在东清线旅游路拓宽

上地了解施J=进展情况：

摄影／王元栋



▲同林工人E赴*r宽后的顺城街维护绿化隔离带

摄影／王元栋

▲求清线旅游路拓觉工程施l理场

摄影／王元栋



▲质垃技术监督员在理场严把质量关

摄影／李平静

▲东外环1号桥施L现场

摄影／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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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足迹

榆次交通发展五十年

李晋萍

交通运输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联接生产分配、交换

和消费各个环节的纽带，沟通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地区之间、企

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进行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环节，是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物质支柱。榆次居三晋腹地j是省

城太原的南大门，是晋中市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也是山西

的重要交通枢纽，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其公路交通在榆次整个交

通事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国五十年来，榆次的交通运

输事业，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初

步形成了由公路、铁路、航空所组成一定规模的综合运输体系。为

振兴榆次经济、建设生态型开放式现代化工贸城市发挥了重要作

用。
-

●

截至1999年底，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1229公里，公路密度由

1949年的每百平方公里5．5公里一跃为1999年的90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28公里，一级公路90公里，二级公路208公里，高级和

次高级的公路总计里程达326公里，居山西省前列，三、四级以上

公路达526公里，新建大中型公路立交桥桥梁16座，行政村基本

实现了村村通油路，自然村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机动车，使全市基本

上形成了以国省干线为骨架，县乡公路为依托，幅射周边，沟通各

乡(镇)，连接各村庄、重要矿区、仓库和经济作物区四通八达，内外

循环的公路交通格局。1999年底全市民用汽车总数达1．5万辆，

共开辟客货营运线路52条，开驶跨省、跨地区客运班车15对，总

营运里程达1100余公里，全民、集体运输企业16个，交通运输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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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拥有汽车208辆，1999年完成货运量753．2万吨、货运周转量

7．1344万吨公里、客运量271．2万人、旅客周转量1．5929万人公

里。
’

．榆次解放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交通基本上陷于瘫痪。半个

世纪以来，榆次的交通发展大致经历了6个阶段。

一、1948年7月榆次全境解放至1952年为第一阶段。当时，

有石太和南同蒲两条窄轨铁路和一条凸凹不平的太原至风陵渡

(洛阳)的过境公路和通往北京的旧官道。平川只有四条大车道，且

都是断断续续的土路，由于战火的破坏，铁路有石太线断断续续通

车，公路有许多大车道不能畅通，有2／3的乡村根本没有大车路，

运输力量严重不足，全市仅有一辆晋华厂的福特牌载货汽车，大部

分的手推车、独轮车和排子车散落在民间。饱受连年战争创伤的榆

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创造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生活。

当时榆次的国民经济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为了沟通城乡物资交

流i安定人民生活，尽快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国民经济秩

序，急需迅速恢复公路通车。榆次县政府坚决贯彻建国初期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在公路建设方面根据党中央“先求其通、后求其好”

的方针，发动群众、自力更生，首先对太原一洛阳榆次境内的路段

进行了抢修，以较快的速度恢复了通车，此后对全市平川的大车路

进行了整修，拆除了路障，平整了大小街道，清理了堆积如山的垃

圾，填平了大大小小的水坑。在铁路建设方面，接通了五二五库的

第一条专用铁路线。经过四年的修整，境内的主要公路均已畅通，

原有公路毁坏不堪的面貌有了改变，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生

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1953年至1957年为第二阶段。即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这个时期我国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走上

了农业合作化道路，城市也进行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I开始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为适应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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