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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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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涉及公路交通设施、公路工程、行业管理、运输生产、教育与科技、精神文明

诸方面。对研究内蒙古少数民族历史、开发边疆、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草原旅游与

边境贸易颇具参考价值，可读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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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史志是资政辅治的珍贵文献资料。盛世修志编史，是百业振

兴、政通人和的象征。在欢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喜庆日子里，

我欣慰地期待<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志>面世。

自治区成立50年来。锡盟公路交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全

盟4000多名交通战线职工，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很大的

成绩。我曾经在锡林郭勒草原上与交通部门广大职工风雨同舟，

同呼吸共患难，在一起奋斗20多个春秋，1990年才离开锡盟，

对锡盟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一直关心并寄予厚望。

锡林郭勒草原名气很大，土地面积达202580平方公里，其

中草原面积占全盟土地面积的70．3％，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盟

府锡林浩特至今未通铁路，公路运输是最主要的运输方式。

锡盟历史上长期以畜力车为主，勒勒车是内蒙古草原最具典

型的运输工具，骑马、乘驼是草原上传统的交通方式，“黑车白帐，

逐水草而居”。1949年以前，锡盟没有等级公路，只有167公里通

车里程，13辆破旧的进口汽车，基础差、底子薄，交通相当落后。

1952年国营锡察盟运输公司的汽车队给大草原带进文明和

进步。电厂发电，皮革厂、乳品厂投产，煤矿、砖瓦厂、农场的

机器运转起来，草原新城锡林浩特迅速崛起，公路交通运输促进

了草原现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当时，察盟、锡盟交通科分别设置，组织专业养路道班和公

路沿线群众民工建勤修建公路。锡赛(汉塔拉)路线通车改线，

’使锡盟与集二铁路相联接，锡林浩特至林西、东乌路线的开通，

使东部地区与赤峰集散地直接沟通。公路网布局的改变，使运输

单位演化为锡林浩特、宝昌两大盟级运输公司。太仆寺旗大搞旗

社公路建设，在自治区第一个实现“社社通公路、社社通班车”。

南部枢纽站宝昌，创造了。三勤五好十满意”客运服务工作法，

成为自治区公路客运部门的规范条例，交通部倡导“学掖县(山



东)、赶宝昌”是对宝昌站的褒奖。

1958年开辟的锡宝公路，在80年代全线改建为黑色路面，接

河北邻省公路，是内蒙古第一条草原公路，成为锡盟草原腹地进入

北京、天津的公路交通大动脉，被当地人民群众誉为“生命线”。

近10年来，锡盟公路交通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相继建成

了锡赛公路、乌赛公路、赛二公路等一批较高等级公路，几条重

要的出口路也在加紧建设和筹划，锡盟的交通事业正在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

令人欣慰的是，公路交通在锡盟社会经济中的先行地位和作

用。越来越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视，“要想富，先

修路；早修路，早致富”，正在被群众逐步认识，公路交通正在

由行业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这是锡盟交通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

全新的起点。 ，

由锡盟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主持编纂的<锡林郭勒盟公路交

通志>，比较全面地反映锡林郭勒地区从畜力车出现至1990年底

公路交通事业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重点记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锡盟交通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广大职工

艰苦奋斗的光辉业绩，为交通系统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的历史资料。这部志书i历经10余年的时间搜集、整理，

数易其稿，得以付梓问世。志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图文并

茂。反映了草原地区交通的特点及规律，有很强的可读性。

做为一名多年战斗在锡盟交通系统的老同事，我对<锡林郭

勒盟公路交通志>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并向编者及所有为志

书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敬意。

2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郝继业

1997年2月10日



前 言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有史以来第

一部公路交通志，历经十余年搜集资料、反复核实，五易其稿，

现已成书问世。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

北与蒙古国接壤，是一个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锡盟的交通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主，公路运输业在全盟经济社

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快发展公路交通，将促进地方经济的

发展，培育和繁荣市场，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对实现

农村牧区上台阶、达小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在锡盟盟委、行署的重视领导下，在上级各部门的支持协助

下，经过全盟交通系统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公路交通工作得到

长足发展。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至张家口、呼和浩特、赤峰、霍

林郭勒公路，已经直通，盟与各旗县(市)政府所在地已全部通

公路，苏木(乡)的公路交通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初步改变了

长期存在的锡盟交通落后的面貌，以国省道为主骨架，以盟旗县

(市)所在地为中心，向苏木(乡)及农牧林场辐射的公路运输

网络已经形成。公路交通带动锡盟经济发展的蓝图已展现在草原

人民面前。 、

到1996年底，锡盟公路总里程达到5373公里，其中国省干

线公路1813公里，有黑色路面1036公里，公路桥梁1798延长

米／93座。全盟民用汽车达到9410辆，其中客车3579辆，货车

4919辆。全盟客运路线发展到139条，其中跨省区路线22条．

跨盟市路线23条，国际旅客运输路线2条，营运总里程24000

公里。
’

<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志>记载了锡盟自旧石器时代车辆岩

画出现时起，至1990年底公路交通的巨大发展变化，反映了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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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公路交通的新面貌和为公路交通事业拼搏、奉献的建设者的伟

大创业精神及光荣业绩，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在改变锡盟的闭塞落后状态，向人们展示了公路交通在锡盟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的先行作用。 ，

本志书辑入了较为丰富翔实的专业志资料，有助于社会各界

了解锡盟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可供各级领导机关、经济部门和

公路交通系统的同志们以及关心交通工作的广大读者阅读和研

究，同时，该志书也是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宣传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教育的一部好教材。
二

编写<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编

写人员认真负责，十几年如一日，辛勤努力，夜以继日，为使志

书尽快成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又在北京进行长达三个月的

最后定稿及审校，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全体编写人员及关

心、支持<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志>编写出版的有关单位的领

导、同行、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愿<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志>成为大家的良师益友。

2

锡盟公路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主任委员

锡林郭勒盟交通局局长 那顺巴雅尔

1997年6月10日



凡 例

2旷

一、 <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志>遵循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对史料求真存实，详今略古，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的统一，全面、翔实、完整地反映锡盟公路交通的历史和概貌。

二本志书记事。以立足当代，纵贯古今，详近略远9详异

略同为原则。综述历史，横陈现状，事以类从，类维一志。采用

横排纵写、纵横结合方法设置篇目。

三本志书记述的区域，以今锡盟行政区域为范围，共九旗

一县二市。上限叙事追溯事物发端起源，下限一律截止于1990

年底。 ．

四本志书为志、传、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文风力

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五本志书纪年．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前采用历史纪

年，后以括号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

年。
’

六本志书引用资料来源广泛，尤以文献、史籍、档案、报

纸为主，兼用经考证核实的口碑资料，均经鉴别后人志。一般不

注明出处，极重要史料在页下标注。

七本志书古籍地名后加号注今名。盟辖九旗一县二市内现

地名，以锡林郭勒盟地名委员会1987年8月出版的<锡林郭勒

盟地名志>及1992年11月出版的<锡林郭勒盟地图册>为准。

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在行文中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多次出现使

用简称：锡盟、察盟。 ． ． ．

八本志书使用的统计数字，以锡盟统计局(处)历年国民

经济统计表和内蒙古自治交通厅(局)历年交通统计资料为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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