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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古
人云。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邑以志为鉴”，

故编史修志，向为历代有识之士所注重。我国古

代典籍中，各类志书繁多．．而交通志书，却不多

见o
。

国家之有交通，犹人之有脉络．交通与社会

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既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

又是社会财源之脉，国家的兴旺．经济的繁荣，

莫不和交通密切相关。秦修驰道，唐通丝绸，元

代的驿路通达四方，这些都是古代有做为的封建

帝王为强国富民，巩固其封建统治所采取的重要

措施。到了近代，随着公路、铁路的兴起和机动

车辆的问世÷交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更加重

要o

广平县道路交通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

经历了人行小道、驮运路、车马大道、土公路到

沥青公路、铁路几个阶段。广平人民把修桥补路

做为传统美德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用自己的

智慧和双手，谱写了广平县交通历史上的光辉篇

章。但由于IEI的社会制度，阻碍了广平经济的发

展，制约着交通事业囊足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

下，广平县交通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建国

前，广平县“舟无河流可济，车无路轨可通"，

油路一寸也没有。建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县人民不懈努力，交

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全县油路

已发展到7 0多公里。邯大、邯馆、肥馆公路和

广馆铁路东西横穿县境，曲魏、邱广、广胜公路

和邯常铁路纵贯南北，．全县基本达到了乡乡有公

路，村村通汽车，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

果和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我们做为当代

人，有责任把这些史实记载下来，使之流传后

世，启迪后人，为广平县今后的交通事业发展提

供历史的借鉴

广平县交通局遵照交通部和上级交通部门指

示，把撰写《．广平县交通志》做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较好的完成了这一任

务。在这次修志过程中，编写人员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贯彻“实事求是刀的思想路线，运用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广茏

博采，求师访贤，，秉笔直书，使这本志书基本上反

映了广平县道路交通的历史和现实。该书横排纵
写，语言通顺，文字简洁，内容翔实，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统一，符合专业志的要求，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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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艰苦的劳动。我向他们的工作表示祝贺。

编写专业志在我县是一件拓荒性的工作，古

今尚无先例。由于种种原因，这本志书在某些方面

尚有欠缺之处，但它做为我县第一部专业志的问

世，无疑将推动全县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愿我

县其它专业史志也尽早成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广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赵光汉

一九八八年九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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谙台 吉
刖 青

交通关乎国计民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衣、

食、住，行四大基本要素之一。古今中外，历朝

历代，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无不
和交通密切相关。

广平县地处冀南平原，地域广阔平坦，开发

较早，历史上就是“三府相邻，九衢交错之地刀，

陆路交通比较便利。自金代建县以来，随着经济

的发展，人I：1的增多，道路交通逐步发展。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

府的关怀下，广平县人民艰苦奋斗，交通建设事

业FI新月异，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编史修

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中国方志种类

繁多，源远流长，但编写交通志，古今尚无先

例。值此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之

时，编史修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

部分。认真总结广平过去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科学

成就，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一部资料准

确、内容翔实、体例完缮的交通志书，为子孙后

代留一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矽的历史遗产，

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根据交通部有关编写交通史志的指示精神，



广平县交通局于1985年成立了交通史志编写小

组。通过对广平县过去，现在交通情况的详细考

察，对历史资料的认真搜集整理，在充分占有资

料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编写人员秉

笔直书，编写了这部《广平县交通志》。《广平
县交通志》是一部经济专业志书，它体现了行业

特点和地方特色，反映了广平县的交通面貌，这

是编写小组集体劳动的成果。

在修志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邯郸地区交通局

史志办公室，本县交通行业的老领导、老前辈、

广大干部、职工和县直有关单位的热情帮助和有

益指导，使我们得益非浅，在此一并致谢。

编写交通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由于编

者水平所限，尽管《广平县交通志》已经出书，

但无论从文字修辞上，还是从体裁结构上，都还

有很多不当之处。谨以此书奉献给广大读者，恳

切希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予以斧正。

《广平县交通志》编写组



凡 例

一、《广平县交通志》是一部经济性专业志

书，本志书记事一般上起民国元年，下限公元

1985年，个别事项记载追述一些历史情况。

二，本志书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以横为

主，纵横结合，时类并举，分篇、章，节、目四
个档次编排。

三，全书为综述、志文，附录三大部分，按

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篡。卷首冠

以综述，卷尾有附录，照片集中放在志书正文之

前，图表穿插于正文之中，图表相属。

四、本志书中的数字表述方法，均按照国家

语言文字委员会等七个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五，本志书中的字体一律采用1956年国务院
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六、本志书中建国后记事采用公元纪年，古
代，近代用朝代帝号加公元纪年。

七，本志书统一采用篇后注。

攥



录

”·⋯·一···········“”··”·”·”“(1)

········⋯·························(10)

·⋯································(11)

及附属机构⋯⋯⋯⋯⋯(13)
⋯⋯⋯⋯⋯⋯-．．⋯．．．·”⋯⋯(13)

第二节运输管理站0000·t00 0aOO 000·0··0 000⋯一“(15)

第三节监理站．．．⋯⋯⋯⋯⋯⋯⋯⋯⋯⋯⋯⋯·(17)

第四节搬运站0000 8900·000·0一·oI·eeeo·eel oeee eeo·oeee‘18)

．第五节广平汽车站⋯⋯⋯⋯．．．⋯一⋯⋯⋯·(19)

第二篇公路⋯⋯⋯．．．⋯⋯⋯⋯⋯⋯⋯n eeeo eoee·e·o--(27)

。第一章t干线公路m⋯⋯．．．⋯．．．⋯．．．⋯⋯⋯⋯⋯·(28)

～‘第一节国道一一山东荣城至甘肃兰州线
(邯郸至馆陶公路广平段)⋯⋯··(28)

第二节省道一一邯郸至大名公路广
、

一。 平段⋯⋯⋯．．．⋯⋯一⋯⋯⋯⋯⋯一⋯(32)

-第二章县级公路⋯⋯一⋯⋯．．．⋯⋯．．．”Be eeoe eoee(38)

t l

门



第一节曲周至魏县公路广平段⋯⋯⋯·(38)

第二节肥乡至馆陶公路广平段⋯⋯⋯”(42)

第三节广平至邱县公路广平段⋯⋯⋯⋯(45)

第四节广平至胜营公路⋯⋯⋯⋯⋯⋯⋯”(48)

第三章乡镇公路⋯⋯⋯⋯⋯⋯～⋯⋯⋯⋯⋯⋯·(54)

第四章联村道路⋯⋯⋯⋯⋯⋯⋯⋯⋯⋯⋯⋯⋯(58)

第一节干线公路辐射乡镇联村道路⋯·(58)

第二节县级公路辐射乡镇联村道路。·(60)

第五章县城街道公路⋯⋯⋯．．．⋯⋯⋯⋯⋯⋯”(63)

．第一节．人民路⋯⋯⋯．．．”7．．．⋯⋯⋯⋯⋯⋯⋯(64)

第=节⋯东城路⋯⋯⋯⋯⋯⋯⋯⋯⋯⋯⋯⋯“(65)
第三节建新路⋯⋯⋯．．．⋯⋯．．．⋯⋯⋯⋯⋯⋯(66)

第四节医院路，．．⋯⋯．．．⋯⋯⋯⋯⋯⋯⋯⋯··(66)

第五节．北大街⋯¨一：¨⋯⋯⋯⋯⋯⋯⋯⋯”(67)

第三篇公路桥涵⋯⋯⋯⋯⋯⋯⋯⋯⋯⋯⋯⋯⋯⋯”(69)

第一章干线公路桥涵⋯⋯．．．⋯⋯⋯⋯⋯⋯⋯·(70)

+第一节邯郸至大名公路广平段桥涵⋯(70)

第二节，邯郸至馆陶公路广平段桥涵⋯(71)

第二章县级公路桥涵⋯·=⋯⋯⋯⋯⋯⋯⋯⋯(78)

第一节肥乡至馆陶公路广平段桥涵⋯·(78)
第二节广平至邱县公路广平段桥涵⋯·(84)
第三节广平至胜营公路桥涵⋯⋯⋯⋯⋯(92)

第四节曲周至魏县公路广平段桥涵⋯·(96)

2



第四篇公路管理⋯⋯⋯⋯⋯⋯⋯⋯⋯⋯⋯⋯⋯⋯(99)

第一章公路养护“⋯⋯⋯．．．⋯⋯⋯⋯⋯⋯⋯。(99)
’· 第一节 土路养护⋯“．．．⋯．．．．．．．⋯⋯⋯⋯．(100)

第二节泥结碎石(碎砖)路面养护⋯·(102)

第三节沥青路面养护⋯⋯⋯⋯⋯⋯⋯⋯。(103)

第四节公路维修⋯⋯⋯⋯⋯．．．¨⋯⋯⋯i。(104)

．第五节施工管理⋯⋯⋯⋯⋯⋯⋯⋯⋯⋯．(106)

第六节公路道班⋯⋯⋯⋯⋯⋯⋯⋯⋯⋯“(108)

第二章公路绿化⋯⋯⋯⋯⋯⋯⋯⋯⋯⋯⋯：一(111)

第三章路政管理⋯⋯⋯⋯⋯⋯··：⋯⋯⋯⋯”(117)

第四章养路费⋯⋯⋯⋯⋯·：IO 0·00 01 00 0000 00IIQ-(121)

第一节养路费的由来及费率变化．．．·(121)
第二节养路费的征收⋯⋯⋯⋯．．．．⋯“”(126)

+第三节养路费的使用⋯_．．．⋯⋯⋯⋯”(127)

第五篇公路运输⋯⋯⋯⋯⋯⋯⋯⋯⋯⋯⋯⋯⋯(132)

第一章运输工具⋯⋯⋯⋯⋯⋯．．．⋯⋯⋯⋯．(133)

第一节人畜运输工具⋯⋯⋯⋯⋯⋯⋯．．(133)
第二节机动车辆⋯m⋯⋯⋯⋯⋯⋯⋯⋯(135)

第二章客运⋯⋯⋯⋯⋯⋯⋯⋯⋯⋯⋯⋯⋯⋯．(138)

第一节国营客运⋯⋯⋯⋯一⋯⋯⋯⋯?·?(138)

第二节⋯民间客运⋯⋯⋯⋯⋯⋯⋯⋯“=、(140)

第三章货运⋯⋯⋯⋯⋯⋯⋯⋯。⋯⋯⋯⋯⋯(145)

第一节国营及集体企业货运⋯⋯⋯．．．‘(145)

3

．?弓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