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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2乙

序

河南地处中原，不少地方曾为古代国都，在政治、军事、经济

等方面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河南的

公路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已发现的猿人臼齿化石和各种石

器证明，远在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中原腹地繁衍

生息，并开拓了原始的道路。距今约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人类

就已在此开创了修筑车马道路的历史。夏、商、周三代是河南车马

道路初步发展的时期。秦、汉、隋、唐、北宋时期，是河南道路发

展的鼎盛时期。元、明、清时期，河南的驿道发展至盛期，特别是

到了清代，驿传四至，‘河南成为京师通往湖广、云贵诸省的重要交

通枢纽。勤劳、勇敢、智慧的河南人民及河南公路人，为了征服自

然和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开拓和建设公路事业方面，为

全省的灿烂文化、物质文明和经济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落

后的封建专制统治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制约了社会的进

步，使河南公路事业在漫长的年代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1949年

初，河南可维持临时通车的公路总里程仅有328公里o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体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

放，同时也从根本上促进了全省公路事业的发展o 1978年12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崭新的一页。尤其是1993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和省公路管

理局把发展公路事业作为重中之重，全党动员，全民上阵，以高速

公路建设为龙头，狠抓了高等级公路和县乡公路的建设，全省基本

实现了县县通高等级公路、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o 1998～2003

年，全省公路建设累计完成投资346．3亿元，公路总里程已达到

71741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231公里，二级以上公路达到



2 济源公路志

19000余公里；5年间新增公路16659公里，新增二级公路8475公

里，新增通油路(水泥)乡镇118个，新增通公路行政村1752个，

路网结构得到了显著改善。一个以高速公路为框架、以干线公路为

支撑、以县乡公路为基础的河南综合公路网络已基本形成。

济源作为全省18个省辖市中惟一的“公路示范市”，其公路网

是河南综合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济源地处豫西北的太行、王屋

山区o《列子·汤问》中，曾记述了发生在王屋山的“愚公移山”的

寓言故事。然而，真正把这个寓言故事赋予“政治生命”的是一代

伟人毛泽东的一篇经典之作《愚公移山》，从而使愚公移山的故事

成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愚公移山精神已成为中华民

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济源人民作为愚公的后代，历来以发扬艰苦奋

斗、持之以恒的愚公移山精神而自豪o

1920年9月，国际慈善组织在河南利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将济

源至沁阳到博爱清化镇的旧官道整治为汽车路，这是济源最早的公

路，同时也是河南省第一条汽车路和最早的有路面的公路。此后，

济源公路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发生了巨大变化。

进入90年代后，济源老区人民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敢

打硬仗、善打硬仗的新时期愚公移山精神，使公路事业步入了一个

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全市不仅形成了国道207线和郭木线并

列纵贯南北、温邵线和卫柿线横穿东西的“两纵两横”公路主干

线，而且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以干线公路为骨架，以地方道路为

脉络，向外辐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条条公路，似

巨龙飞舞在崇山峻岭，蔚为壮观；座座桥梁，如彩虹横跨于河川沟

壑，气势恢宏，为济源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o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o盛世修志，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需要我们去记载、总

结和研究。把济源的公路发展历史记述下来，利今世而惠后人，是



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这对我们了解、研究济源公路发展的历史，

总结和探索其发展规律，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编纂《济源公路志》在济源历史上尚属首次，不仅为济源文化

事业增添了光彩，同时填补了济源历史上公路志专著的空白。这部

专业志书，将作为济源市第一部公路志书而载入史册。适逢“萃百

里于寸眸，集古今于方幅”之《济源公路志》告竣，欣然作序，愿

该书能对今后的济源公路工作提供存史、资治的借鉴。

编史修志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值此，我

谨向致力于公路史志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愿

大家的辛勤劳作，同公路事业的发展一起功垂青史，永泽后人，并

祝愿济源公路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

不辱使命，再接再励，为济源公路事业赓续新的篇章!

字破，
2004年5月18日

注：本序作者常风波，现任河南省公路管理局局长。



序 二

《济源公路志》是我市第一部公路专业志，其付梓发行，是我

市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盛事，可喜可贺。通读全志，乐观其成，

不禁深深以济源人孜孜于这块浓郁热土而有所感，谨遵公路志编委

之嘱，聊作数言，是以为序o

济源是愚公的故乡。古代，我们的祖先愚公为了开辟通往山外

的道路，面对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阻隔，率其子孙“毕力平险，

指通豫南，达于汉阴”，留下千古美谈。今天，愚公后代又继续发

扬勇往直前、艰苦奋斗、团结拼搏的愚公精神，足踏黄土，以路为

业，创造出了新的奇迹。足以说明，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愚公移山

精神时刻闪烁着璀璨的光芒，放射出耀眼的光辉o

济源地处豫西北的太行、王屋山区，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

横，道路艰险难行o 1920年，济源仅有一条通往沁阳的简易公路，

山区人行道更为艰难，连通行人力车和手推车都不行，交通运输几

乎全靠人挑畜驮，愚公家乡人民备尝无路可走的辛酸苦辣。新中国

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济源人民大力发扬愚公

移山精神，以前所未有的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使全市公路建设事

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路网密度不断增加，公路等级和路面质量

逐步向高档次迈进。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济源公路系统的广大

干部职工，从济源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在标准高、难度大、‘建设

·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充分发扬“跑、争、拼、抢”精神，克服

重重困难，广泛筹措资金，谱写了一曲曲“当代愚公”战天斗地、

誓死改变愚公家乡落后交通面貌的新时代赞歌。

公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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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口。公路事业的发展，是济源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今天，公

路仍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

助力器o“全面小康不是梦，逐鹿中原路为先”o我希望市公路局按

照“构筑快捷致富大通道，建设山川秀美新济源”的总体思路，继

续发扬不怕困难、敢打硬仗、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新时代愚公精

神，进一步加快公路建设步伐，为济源率先在中原地区全面实现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史修志是一项系统工程，旨在服务当代、垂鉴后世o《济源

公路志》不但真实地记述了我市公路建设的辉煌历史，而且对济源

人民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筑起经济腾飞之路的宏伟壮举，浓墨

重彩、广为涉猎。它形象地说明了公路建设工程是顺乎民意、合乎

民心的富民工程，它受到愚公家乡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和积极参

与，因此，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真切展现了公路建设者为民

造福的高尚情操。这本志书，不失为我们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本好教材，对上慰先人、下启后世都具有重要

意义。值志书出版之际，我谨向全体编纂人员以及为济源公路事业

作出贡献的建设者和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1

2004年6月8日

注：本序作者白玉成，现任济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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