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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特别顾问为曾在大同公路分局(含前身)任过领导职务，现任副厅级以

上职务的领导、大同市政府联系公路分局的副市长和省公路局主要领导。

2、顾问为联系公路分局的大同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市交通局局长。

3、名誉主任为曾在大同公路分局(舍前身)任过正职领导职务的领导。

4、名誉副主任为曾在大同公路分局(舍前身)任过副职领导职务的领导。



正当全省交通系统全体员工再接再厉、再创新高，决心以

“十一五”开局之年的优异成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7周年

国庆献礼之际，《大同干线公路志》正式付梓面市了，这是全

省交通事业永载史册的幸事，也是全省交通史志出版事业的又

一丰硕成果，在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大同干线公路志》是大同有史以来第一部公路专业志

书。它上溯先秦、下详现代，全书按古道、国省道、桥隧、公

路建设、公路养护、规费征收、公路管理、科技文化、人物等

内容顺序谋篇，前陈概述，后缀大事记和附录，结构严谨，图

文并茂。对大同干线公路的发展历程作了全面记载，生动反映

了大同干线公路建设者长期以来栉风沐雨、顽强奋斗的精神风

貌，折射出筑路员工战天斗地、不屈不挠、默默奉献的英雄壮

举。并运用丰富、翔实的史实对公路建设事业的发展规律和历

史经验作了有益探索和总结。它的面市，起到“前有所稽，后

启下代"的作用，在存史、资治、教化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是

大同公路分局公路文化建设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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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到1949年底，全地区仅有勉强能

通车的公路约108公里，皆为砂土路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公路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50年代，党和政府在

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大力恢复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全面掀起公路

建设高潮。至50年代末，境内已有干线公路16条1125eav_K。

60至70年代，公路路况有所改善，等级公路大量出现，1978

年，油路好路率达到85．7％，砂砾路好路率达到53．3％，总平均

68．8％，在全省11个地市中名列第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

一页。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和省交通厅、省公路局的领导下，

大同公路分局广大干部m_r-．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认真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干线公路建设事业发生了日新月

异的变化。特别是进)v21世纪以来，公路建养以提高干线标准

和质量为龙头，大张旗鼓地开展文明路和GBM-T-程创建活

动，先后修建了大同至孙启庄、大同至新广武、大同至得胜口

等高等级公路。至2005年底，大同地区干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155．68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45．716公里，一、二级公路

801．251公里，成为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期。

为将大同干线公路几代建设者的光辉历程载入史册，大同

公路分局组织写作班子，查阅档案，调查走访，反复修改，编

纂出版了这部《大同干线公路志》。尽管这部书由于历史跨度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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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编纂时间短，难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但我相信，当人们

细读志稿、掩卷沉思的时候，一定会对前辈们披荆斩棘、拼搏

奋进的建设场面和大无畏精神感慨万千，也一定会以此激励我

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沿着前辈们曾经为之开辟的前进道路

乘风破浪，再铸辉煌!

二oo六年九月

(作序者系山西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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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一部横排篇目、竖写记事的公路建设专业志书，是

大同公路分局企业文化系列丛书之一。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为原则，上限溯自有史记载，下限为

2005年12月底。

三、本志采用述、志、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

主。大事记为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式编纂。

四、本志记述地域一般以1993年7月划定的大同市行政区为

准，个别章节略有突破。凡志书中所述“地”、 “市”之范围：均

指现今辖区。

五、由于受资料限制，本志所记事迹以大同公路分局所辖范围

为主，区域内的山西远方路桥公司和各高速公路公司事迹多有遗

，漏。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用公元纪年。

七、对历史地名仍用原称，括注今名。

八、所用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分局档案室、文献资料和口碑资

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中度量单位，一般采用现行公制；涉古度量，仍用古

制。

十、本志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年代表述时，凡未加世纪

的，通指20世纪；专用名称中的党，指中国共产党；省指山西省，

市指大同市，地指雁北地区；省厅、省局分别指山西省交通厅和山

西省公路局； “解放前、后”、 “新中国”等专指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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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现”、“今”等专指2005年12月底。

十一、本志所涉及的内容，如有遗漏或错误，均因资料不全或

资料短缺所致。



山西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晓林题词

∥走约
三船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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