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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滦县交通志’的阎世，是i：

今逢盛世的产物，特别是它作为我县第一部专业志呈现在我们面 一，·

前，更是值得衷心庆贺的。 ’、
j．‘ 。‘一。．，；。 。．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加快交通事业发展，促进’ ：

经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认真研究我县交通事业的现状，· 、．．．

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资借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项迫切课题。 。 ．。‘r。一 ：

。密谢交通局领导班子和编撰人员，经过近=年的艰苦努力，’≯

终于完成了这_开创性的重大任务。全志以丰富的资料，翔实的’

内容，简洁的语言，展现了我县从古奎今交道发展的概貌。从中， ，

可以看到1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对交通事业的阻碍，可以看到

劳动人民和有志之士在艰难的条件下对交通事业的贡献，更可以 ．

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县交通事业的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中国共产、i ：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纵观全志，确 ’，

实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做到了“思想性，科学 ’．

性，资料性黟相统一·我相信，它一定会起到靠资政、存史．教 ：

化一的积极作用，激起全县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忱。。一”
·

我县交通事业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o?j j‘．，

希望全县人民特别是交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要坚定不移 一：
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继往开来，开拓进取，艰苦奋。．：

斗，百折不挠9为我县交通事业的新发展，为我县的全面振兴再‘，j皇≯疆

立新功．
’

’

7‘，。“o一：。‘』 ’。‘j!曹‘

滦县副县长刘庆祥o· ：’_

1989年11月27曰 j



庠 一
，J—_

”，。滦县，地处京畿，历代为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劳动人民就

有修路架桥的传统。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天斗
‘

地，开拓进取，使滦县的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1985

年，“公路通车里程比1949年增长了3．48倍，并拥有高级和次高级

路面127．5千米，年客运量为1954年的83．4倍。基本形成了一个

以县城为中心j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 。。j’-’
’

交通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促进了经济的

繁荣与昌盛。当今全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心归向。用新观 ，

点，新材料，‘‘新方法，编修社会主义的地方《交通志》，不仅有

功当世，而且惠及子孙，既体现盛世修志传统，也是历史赋予我

们的重任。．～．j． ．

“
’

在编修《滦县交通志》过程中，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滦县的历史，特别是新

中国建国后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

根据本县的情况，确定了志书体例，采取大编形式，横排门类，以

通俗，朴实和准确的语言，对滦县的交通状况进行了记叙，如实
‘

地写出可靠的历史资料，介绍了交通发展所走过的历程以及经验

教训，以增进对滦县交通的了解，加深对家乡的热爱，鼓舞大家 。

为振兴滦县而奋勇前进。
。|

：
’

’。

‘

《滦县交通志》，熔铸着滦县劳动人民和各地支滦建设者们

的智慧和奉献，凝聚着滦县各级领导和交通系统离(退)休老同 ’

志的心血，他们为编写人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并承蒙唐山市交

通局和滦县人民政府县志办公室各位领导的热情支持和指导，谨
、

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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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县交通事业的发展，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发展需要，我们

交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要和全县人民·道再接再厉，奋发图强，

遵循党指引的方向，为早日实现公路运输的现代化而奋斗·

滦县交通局局长蒋明元

1 9 8 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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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

滦县，-地处冀东走廊，在军事，战备和经济发展上具有重要

战略地位。为具实客观地反映交通事业的发展沿革，特编修《滦

县交通志》一书。本书内容，既全面记述，贯通古今，又详今略

古、立足当代，以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为重点，详细记述1978年

12月中共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在编修过程中，走访了省交通厅、省档案馆，京，津铁路

局，本单位离退休和在职的老交通及其它知情者。查阅了本县交

通方面的历史档案和志书。经反复考证后，以当时的社会、政

治，经济为背景，本着先事业后管理，以类系事；事以类从，’依

照时间顺序，以史实、．数字为依据。按编年体撰写大事记‘n纵排 ／

横写；按记事本末体撰写正文，横排纵写，采用篇、章、节：!目的形

式，设公路、运输和交通机构三篇，：十一章，另设附录资料和图

表，力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叙述事实的始末，秉笔直书，

不溢美，不饰非，客观，真实地反映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律和时代

特点。在语言上力求通俗、朴实、简洁、准确。愿能起到资治、辅政、

教化和存史作用，给当代和后世留下一份交通运输事业的史料，

借以了解历史，热爱今天，开创未来。为当代的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一，

但是，由于历史文献很少交通方面的记载，特别是口文化大

革命"和1976年大地震的破坏，资料残缺，近年来，机构归属多

变，I：i径不一，‘加以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

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

编者

l 9 8 9年6月



凡 例

一，《滦县交通志》，上限于出现本专业时始，或尽量追本

溯源，志发其端，下限为1985年，个别章节因连续性强，需述明

原委的大事延伸到1987年，大事记军-1989年。
‘

二，本书按交通门类横排纵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分

篇、，章，节、目四个档次编排。横分门类囊括史实，纵向记述统

合古今。

三，本书分述、记，志，图(含照片)，表，录等六种体裁

编纂，设总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四个部份。专志设概述．卷

首置彩照、交通图、序、前言，卷末设编后记。表格和黑白照片

插于正文统编序号。。 ，。

四，本志囊擂内容以今日县政府所辖区域范围为准。对过去

曾一度为滦县所辖区域，但现巳划出者一般不再列入。

五，本志事件内容，主要来自历史档案和省市公路运输史志

参考资料，因资料不全，其中部份靠采访回忆弥补。

六、本书使用的度量衡单位、数字j时间，采用人民日报

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联合通

公里用千米，引文随旧制。

七，本书专业技术用语、名词，名称，

准，未经审定的从习惯用语。

八，本书采用语体文，书中字体一律用

《汉语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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