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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我国延续不断的历史传统。新编地方志，是顺乎时代潮

流，势在必行，众望所归的千秋大业。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地方史志的研究

和编纂工作。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国泰民安，政通人

和，这项崭新的事业又复振兴。《东平县交通志》就是在这个新形势下编辑

出版的。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西部，大汶河下游，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交通事业

的发展，是我县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我县就是水陆交通发达

的地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自然条

件的变迁，我县的交通事业也随之经历着盛衰起伏的发展过程。今天，我们

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把东平县交通事业独有的特点和丰富的内容，立志成

书， “据过去以推知未来黟，为全县各级领导和人民了解我县交通事业的发

展，做好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为教育交通工作者热爱本职工作，增长专业知

识，提供全面而系统的专业史料，为教育子孙后代和启迪人们热爱家乡，热

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提供教材。

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是一项新的工作。整个编纂工作是在县志办公室

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其问几经讨论修改，编志组的同志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这部志书虽已出版，但由于编辑水平有限，难免有漏．．缺，谬、讹

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东平县交通局委员会书记．．．。
张新泉

东平县交通局局长

198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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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县交通志》从1984年6月开始动笔，经过两年多的广征博采和精

心撰写，现已出版问世。

此志之编写，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揭示它产生与兴衰的社会历史和自然历

史环境条件，研究它在兴衰各个阶段的特点，进而探讨每一阶段的兴衰所产

生的历史影响，找出其规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在发展地方交通方面的宝

贵遗产，以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这不仅对提高民族自尊心，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而且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对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任

务、总目标，促进地方交通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平县交通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记述了我县交通

事业自1840年到1985年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所发生的巨大

变化口内容丰富，资料详备。突出了地方特点和时代风貌。

《东平县交通志》在编写过程中，县志办公室、泰安市公路段，县档案

馆．．县水利局，县统计局．．济宁市文物管理局、曲阜市交通局以及本系统所

属单位和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给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县志办公室副主任

梁瑛同志给予热情指导，并认真阅稿。为此，借《东平县交通志》出版之际，

特一一表示感谢。

《东平县交通志》编辑组

1987年6月20 El



’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真实地反映东平县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使它真正起到现实依据和历史借鉴的作

用。 ． ．

二、体 裁。

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照片等六种体裁。

“志矽，为全书主体J

“记，，，按编年的方法，记述本系统的大事， 。j

· “表，，，汇总了各种统计数字，以补文字叙述I

“图，，，标示全县公路，桥梁，河流，客运站点分布及位置；

“录”，摘录了历史上对东平交通建设有价值的记述，

“照片夥，直观而形象地反映交通系统的概貌和发展状况。

三、资料来源。

一是采访，信访，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二是查阅大量历史文书

档案、统计报表及会议记录；三是查阅旧志书，图书。凡用于本志的资料，
． 均经多方考证，反复推敲，认真鉴别，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 四、结 构-

； 本志结构形式，皆以章，节，日．．子日四节出现，以避免志稿编排中的

熏 杂乱。
’

五，断 限：

本志断限时间，上限自1840年，下限到1985年。个别章节因事而异上

溯。

六，文体与文风：

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全书共分8章26节40目。各类目以时间为经，

以事为纬，经纬结合，贯通先后。志书中所反映的观点，均寓于记述之中。

文风上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流畅，通俗易懂，力戒夸张和滥用形容

词及大话，空话、套话，假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七、称 谓：

各个时期的政治机构，职官姓名，以当时的历史习惯称谓，不另加政治

性定语。对人物直书其姓名，除必要时可用职称外，不加“同志"、“先生骨、

擘反动”，“腐朽”等褒贬定语。

八，名 称： ，，

凡历史沿革中所涉及的地名，一律按当时的地名。如现州城镇仍按1982

年前的名称为“东平，，或“县城"。公路图，客运图则按现时的新地名。

九、纪 年。

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凡1949年建国以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法，

先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公历纪年(“公元”--_字只在本志书中出现上次)，用

汉字在括号内注明当时朝代名称及历史年号。对1949年建国以来的纪年，一

律采用公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数 字。

凡习惯用语中的数字，固定词组中数字、表述性语言中数字及数字专门

名称，一律用汉字表示。如“三中全会”，“七十年代"等等。凡统计数字及

表格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

+一，度量衡单位。

度量衡单位的使用，因时因事而定。如历史上的暇计量单位：石，丈，

尺，予以加注或换算。建国后的计量单位，按标准的公制和市制使用。记述

公路里程，通用“公里”。

十二，用 字：

一律使用简化汉字。以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196-4年公布的《第一次简化
。

汉字总表》为准。

标点符号，按《新华字典分附载的《常用标点符号简表》使用，力求准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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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刘邦北伐齐燕，经东平。

公元72年(东汉永平十五年)，农历三月，明帝刘庄东巡，驻东

平无盐。

公元85年(汉章帝元和二年)，刘煌东巡，驻东平祠宪王陵·

601年(隋仁寿元年)，清水石桥建成。 ．，’：

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往泰山降香封禅，辇经席桥

村，重修席桥。

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农历八月，济州河成。

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开汶、泗二水，以济漕运。

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会通河竣工。

1293年(元至元三十年)，会通河开始建闸。

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决口原武，水漫安山湖．(今东

平湖)以东。会通河淤。

1409年(明永乐七年)，明成祖朱棣驻东平，遥祭泰山。设驿

站、铺递。 ．

1411年(明永乐九年)，尚书宋礼用汶上老人白英之策，在乐

平戴村筑坝，引汶济运，运河畅通。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南巡，游东平城

南凤凰台，题诗志胜。

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自兰防铜瓦厢决口，改道由山东利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津入海，运河东平段漕运停顿。

1902(清光绪二十八年)，运河废止，漕运告终。

1926年(民国十五年)，东平第一辆自行车出现。

1928年(民国十七年)，东平始有黄包车。

1929年(民国十八年)，县政府修县道5条。

1930年(民国十九年)，省立长途汽车总局在东平县城设客运

分站。时为东平汽车客运之始。

o。 1938年6月，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决口，黄河改道南下。东平

湖干涸，内河运输中断。
”

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东平湖航运恢复。 ，

1950年3月，宿城汽车站建立。 ，

1952年，东平县公路管理站建立。

东平汽车站建立(今州城汽车站)。

1956年3月，东平县人民政府设交通科。 “

北桥渡口被接收为全民单位。

北桥、城关、宿城搬运合作社和宿城马车合作社建立。

1957年7月，东平县航运管理站建立。

1958年5月，东平县流泽漫水桥建成。

东平湖水库建成，运河河道废。 ．

1958年10月，东平县运输公司、航运公司建立。

1959年1月，县交通科撤消，设县交通局。8月，各公社交通运

输管理站建立。

1959年10月至1961年底，东平县建制撤消。

1962年1月，恢复东平县建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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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后屯汽车站建立。 ”

1967年，县运输公司购进第1辆解放牌汽车。

1969年3月，北桥渡口设置机器牵引摆渡。

同年，我县第1辆机动三轮载货车试制成功。

1970年4月，县航运公司135马力拖轮下水，并首次进入黄河运

输。’

同年，县运输公司由东平城里(今州城镇)迁往后屯。

1971年，县航运公司第1艘百吨货轮建成下水。

1972年，县航运公司水泥船试制成功，并在全省水泥船制造东

平现场会展出。

同年，北桥渡口安装操舟机成功。

1973年9月16日，东平县交通系统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了中共东平县交通局总支委员会。

同年10月20日，共青团东平县交通系统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了共青团东平县交通局总支委员会。 ，

1973年12月1日，东平流泽大桥竣工通车。

1974年5月，平(阴)徐(州)干线路面沥青表面处治开始，

同年10月竣工。

1975年，东平县交通监理站建立。

同年，县航运公司第1艘200吨位货轮建成下水。

1977年7月1日，东平大桥竣工通车。北桥渡口撤消；

同年，泰安地区运输公司东平汽车四队在后屯建立。
3



1978年，县交通局由东平城里(今州城)迁往后屯；

同年4月，水河汽车站建立；7月20日，对肥(城)梁(山)干

线双塔至常口段路面进行沥青表面处治。

1979年7月31日，东平蒋口公路桥竣工通车。’’

1981年12月，东平丁坞大桥竣工。

1984年5月26日，中共东平县交通局委员会成立。

1985年10月，泰安市彭集交通检查站建立。

10月30日，毛窝一王立屯段公路展宽、油路工程竣工。
12月，东平县公路站被省交通厅授于“好路站”、“文明

公路站钐称号。

气；錾屡誊；



第一章概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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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东邻肥城，南毗汶上，西连梁山、；北接平阴，黄运经纬

其间。自秦汉以至唐宋，历千百年，为东西南北陆上交通要道。自

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农历,,kYJ，运河通航，漕米北运，水路畅

通达六百余年。岁运漕米高达四百万石①。民国二十五年《东平县

志》载： “在昔运河畅通，漕运兴旺之时，帆樯林立，商船汇集"。

东平航运之发达，可窥见一斑。东平驿道，自汶上入境至平阴县王

古店出界，系苏皖各省往来北京南北通衢，为历代帝王辇经之地。

前清时“终年车马辐辏，络绎不绝"，向有“九省御道”之称。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漕运告终，津浦铁路通车，河道淤塞，陆

道失修，水陆并衰，交通日蹙。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乱连年，灾荒频仍，民生凋敝。初期，

政府对道路不予过问。三十年代后，虽几次修路，但成效不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交通事业十分关怀和

重视，历年拨付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以加速东平县交通事业建设的

步伐。1950一1957年期间，有重点地整修了县乡道路和桥涵；对
私营运输业和民间渡口进行了整顿、改造和接收；设立了运输管理

站。1958年——1965年期间，加强了县内公路干线的修建养护，增

建了桥涵，整修了县乡道路。水陆专业运输以支援农村，灾区为

①石，shi，重量单位。每石一百二十斤。《汉书·律历志上》： “三十为钧，四钧

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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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增大了短途运输。1966—1975年期间，公路建设狠抓桥涵的
配套工程和干线沥青表面处治工程，增加了晴雨通车里程；水陆专

业运输企业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走上机械化运输的道

路。1976～1985年期间，整顿了运输市场秩序，积极开展联合运
输。狠抓了交通安全。公路管理加强了金面养护，提高了道路通过

能力。专业运输企业狠抓以生产为中-’心，以经济效益为目的，加强

货源组织，不断提高运输质量、服务质量和竞争能力，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1984年后，为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7对农村交通运输

放宽了政策，出现了个人、集体、国家三个一起上的兴旺局面。

1985年底，金县共建公路20条(省道3条，县乡道路17条)，

长249．84里，晴雨通车路占77％。各种机动车2，377辆，非机动车

20．06万辆。年货运量达150．3万吨，周转量3，479．1万吨公里。全

县设有汽车站3处，代办站5个，开通客运线19条。年客运量达102．34

万人次。各种机动船17艘，木帆船3，972艘。年货运量3．16万吨，

周转量374．5万吨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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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交通机构与沿革 ．

，

．、

东平县水陆交通历史悠久。清朝前，各朝都设有专管交通的官

吏。清朝，交通管理进一步完善，其中尤以漕运管理分工严细。漕

运自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过东平境始，沿运河航线设官吏防

治。东平段河工职官：靳家口闸、安山闸、戴庙闸设闸官，州衙

内设漕房，专管漕米征运；武职官s设东平汛把总、捕河汛戴村坝

把总等。陆路交通由膏工房"管理。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漕运告终，东平水陆交通既无专门管理机构，改由其他部门代管。

清末民初，东平县交通运输由旧政府搿工房∥主管。1930年(民国

十九年)改组县政府，由县政府建设局分管。1933年(民国二十二

年)旧政府裁局改科，由县政府建设科主管。1939年，东平县抗日

民主政府成立后，交通由县抗日民主政府实业科主管。1951年，县

人民政府成立后，又由建设科主管。

． 第一节 交通局

东平县交通局的前身是东平县人民委员会交通科，建立于1956

年。时有科长1人，办事员2人。1959年1月，县交通科改名为“东

平县交通局"。共有干部职工17人。1959年10月，撤消东平县建制。

1962年1月1日，恢复东平县建制，复设交通局。时有干部、办事员

sk。址在县城(今州城镇)西栅门里路南。

1966年下半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1967年1月，又改

名为“东平县交通运输革命委员会"。成员由下属单位“革命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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