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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八六年初秋，余在地区医院养病，。孟村
I ． 县交通局的领导来榻前看望，．言谈之中听说要编写．

一． 一?《孟村回族自治县交通志》≯深感欣慰，：这真是～

件值得庆贺的喜事。高兴之余，?应同志们之邀，留
几句话以为序。：．”。‘一’．‘-呻：二 ／一‘一 ÷：㈡．

。一‘
， 孟村回族自治县虽然建县较晚，但在道路发展

． 方面，『却有较长的历史。据文物工作者考证i早在
。、

三干多年前的商代，境内已有人聚居，在劳动中开
、．、，“ 辟了人行小道。；．然而，由于旧的社会制度，阻碍着7
、．’．、交通事业的发展。路开拓虽早，，但交通事业发展很

．：．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境内才仅有十几条宽

、；． 。-窄不一、高洼不平的车马大道。_j o。．，_。‘‘-

。： ．+。4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孟
’

矿 一V村这个地方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圊汉两族人民团。
。。 结奋斗，使交通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落
， 实，交通事业的发展更为迅速。现在山广、+海泊，’
’

沧乐，李孟，孟新等五条沥青公路纵横全县，’六条
乡级沥青公路通到所有乡镇，形成了干支相连，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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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t

。 ·
，

4
’

‘． {f

’．

d～

。

7通八达的公路网。为繁荣民族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o 。

-一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特别是编纂《+交通志》
对于发展交通事业，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有着更

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发展交通事业是“四化"建设
．：的战略重点之一。要发展交通事业，又必须鉴古知

今。《咬通志》正好提供这方面的条件。因此，我

作为孟村的～名老战士，对此书的编印深感欣慰。

预祝《孟村回族自治县交通志》早日与读者见面，

并在发展公路交通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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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进先同志系孟村回族自治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并历任沧州地

区交通局局长、沧州地委书记、河北省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等职．

， 予1156年11月613逝世．．： 一． ¨--~： ，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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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建设高

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

．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全国各地开始了公路交
．； ．通史志的编写工作，’很快地形成了编史修志的高

。 一’潮。我县编史修志工作，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 2开始的。经过近三年的学习实践，，逐步探索，广泛

’，‘搜集资料，反复核实，集体讨论；于1988年12月交
。

‘

通志编纂成册。．：
。

，． ．：
，

．‘ ．编纂中，编写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一．j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本着略古详今，横排纵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
。 原则，较为全面的反映孟村回族自治县公路交通事

’■? 业的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真实面貌。既“缅
‘

，’．怀既往，策励将来"，又“上慰先人，下启后．

。

’

代"，以便为今后公路交通事业，提供借鉴和依
_

， ，

据。． ，
，

‘

! ．’
7、’

’r 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之经验不足；资料匮、．

’乏，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指正．，以臻完
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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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沧州地区交通局编史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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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同志们的热情协助，本县档案局、县志办、图书
馆、水利局，统计局，交通局领导及各位老交通、‘老

工人们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1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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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孟村回族自治县交通志》上限始自明末
清初，下限断至1985年底。

二、本书体例采用篇章节目的形式，卷首有
《序》、《前言》，卷末有《志余》。

三、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

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中有关规定。

四、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个部门1986年12月31日通知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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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1)，

． 刖吾”．．¨．．．．¨¨．．¨¨．．．．¨．．¨¨．．¨¨．．．．¨．．¨···(1)

， 凡例”·······”····”-·一“··········．．··············“．(1)一
． 。综述Ⅲ7⋯⋯OOO Ooo OOO OOB 0QO 00：⋯⋯⋯⋯⋯⋯⋯⋯(1‘)一1

F，，，第一篇。大事记OmO 000·QO 004 0⋯⋯⋯⋯⋯⋯．．··j e 5)。。
。 ．第=篇⋯交通机构⋯⋯⋯⋯⋯⋯⋯⋯⋯：：·⋯(12)

‘

：， 一2概’述⋯．．．一⋯⋯⋯⋯·：⋯⋯⋯··：⋯⋯⋯·。⋯(12)一．
． 。+，‘第一章‘交通局OOO 000 000一O 000 0一OOO OOB 090·：⋯．’(13) ．

：? ’第二章’。交通局下属机构⋯⋯⋯⋯⋯⋯⋯(15) ．

一1 1、’×第一节’公路管理站⋯⋯⋯⋯⋯⋯·⋯¨(15)”

_ ”：。第二节交通监理站000 090 OqDO··：⋯⋯‘川⋯(16)

‘一第三节公路运输管理站"000 OOO 000 000 000 900(17)’

◆

。

：第四节运输队．．．⋯⋯⋯⋯⋯⋯⋯⋯：”(18+)
-_ 。≯第五节’汽车站⋯⋯⋯⋯⋯⋯⋯⋯⋯：”(20)’
? ，第三篇+公路⋯⋯⋯⋯⋯⋯⋯⋯⋯⋯⋯·：⋯．(22)

．． ‘概’述OOe 044 eoe OOe OOO eOO·Oo mo·⋯⋯⋯⋯．．．⋯⋯(22)‘
。

．|， i第二章4国道一山海关至广州公路孟村段(23)‘ ．

{，第二章省道⋯⋯⋯900 OOO OQO⋯⋯⋯⋯⋯。··：(25)
。

，
，。 第一节。沧州至乐陵公路孟村段⋯⋯⋯(25)

． 7，；第二节’李家铺桥至孟村公路⋯⋯eoeooo(28)r’



一 第三节海兴至泊镇公路孟村段00 0 0 60 000(31)

， ，第三章县、乡公路·⋯⋯t·000 OO0⋯⋯⋯⋯(33)

第一节县道一一孟村至新县公路⋯⋯(33) ．彬

j第二节．高河至堤东公路⋯⋯⋯⋯OOe 000(34) -

“

第三节。．．孟村至留舍公路⋯⋯⋯⋯⋯⋯(35，)

、，：第四节牛进庄至赵河公路⋯⋯⋯⋯⋯(，37) ．

。 第五节孟村砖厂至自来屯公路OOO O 00 00·+(37，)

．：“一第六节．，王御史至海泊线公路a10 0 0 000 000⋯(38) ．

，．。第七节．涨沙至孟村公路⋯⋯⋯OOO 000 000(38)

j一第／嫦7盂村老街至丁庄子公路；⋯⋯．．．(39)1
。。，第九节孟村老街公路o；oo 000 OOo 090·¨⋯”(39)

’

，第四章I。，县城街道路⋯⋯⋯⋯000 gO 0 000 000⋯(39) ，

．

．。+一第_节民族街?”O 0000 O⋯·：⋯⋯·O00U00⋯(39)

-一． 第二节振兴路⋯e oo oee ooo ooo o o04 oo⋯⋯⋯(40)
’

。， 第三节⋯建华路·?·OOO OeO O O000000 0 000 000 7．．．”(40)

，．第四节，开源路⋯⋯⋯OO O 0 00⋯⋯”Q00⋯(41)
．

．7．第五章乡村道略⋯⋯⋯⋯⋯tO O 000 000 000⋯(41)

第四篇．桥涵⋯⋯．．OOO O O0 O 00 OOO 000⋯⋯⋯⋯··(46：；} t

，概、述．．．O gOqD0 0⋯⋯O”000⋯OO 0 000 OO—OOO OO O 000 0—1(46)

．．：．第一章，。国道桥梁⋯⋯⋯g o 0 O OO OOO eg o D00⋯⋯(47) ．

，。第一节大文台桥⋯⋯⋯⋯⋯⋯⋯一⋯·(47)
。 ．第二节。。小许孝子桥⋯⋯⋯⋯．oe ooo 4 oo⋯(47)

．第二章省级公路桥涵⋯⋯⋯⋯⋯⋯··：⋯(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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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土路的修建及管理000 eOO 00⋯⋯·(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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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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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养路费⋯⋯⋯⋯qJ 00 000 O gJO OOO⋯⋯(102)-

，第一节征费法令依据q[100 O·O 000⋯⋯⋯(102)
‘

．第二节 孟村县养路费征收情况⋯⋯⋯(104)

第三节。养路费的使用⋯⋯⋯⋯⋯⋯⋯(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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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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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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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孟村回族自治县位于华北平原东部分地处沧州t
地区东南边陲，地势较为平坦，’最高海拔9米j最

、， 低海拔7米。境内西部，中部多为白沙地，西南部多
为红土j东南，东北部地势低洼、盐碱，总面积387平’

。” 。方公里。‘。 ．一’⋯，
‘

．、一：“

， 古代境内是九河游荡之区，后经历代沧桑之
变，逐渐有人聚居。。据考古学家发现，今县境东南

部尚存商代村落遗址(高姚庄村南)，可证明远在
‘

一

三四千年以前盂村境内已有人类生息：．有了人类的．
活动，便随之出现了道路。随着人类活动的范围日

、 益扩大和运输工具的发展广，人类逐渐学会了使用牲
、畜拉运，。道路的发展随之出现第一次飞跃，由过去’ 、

I ，的人行小道，逐渐形成了大车道o j’ ．：

’’．‘ ，

孟村自古很少水运，故而以陆路交通为主口，据。’
· ．《天津席志》记载；盐山向西20里处是宛乡城(今
I一 孟村前身)o据考宛乡城始建于汉平帝元始元年

’

一(公元1年)。说明当时境内已有了东西和南北的。，
， 大道。。隋代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境内立浮7

7

水县(今新县镇)，浮水县城遗址至今尚存(见图)， ：．

-。可见当时南北走向的大车道已经活跃。明清两代，
‘。

，

，

“，· 。

‘

，
u|

， ～}t，



境内沧乐路均设驿铺，即辛店铺、张官店铺。到清‘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裁撤驿铺，将道路按其
重要性分为“官马大道"、大道和小道。民国，

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曾作出修路计划，因当时工农业
基础薄弱，故而各地的交通发展十分缓慢。1936年

国民党政府为军事需要，．由冀察政务委员会拨款修

建了孟村县境内的沧州至乐陵公路j。抗日战。争时

期，日本侵略军为其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之目的，’，
修了几条土路，但由于抗El军民的破交活动，这些

路未能发挥交通作用o。．，’， t：：j， ’⋯。’。： 。：

：．．』1949年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

．首先注意到要发展工业必须先发展交通事业o，尤其

是发展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和工农业生产建
设。为适合国情，节约资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依靠和发动民工建勤开始修路养路。并于1970

，年开始铺设沧乐公路李家镐桥至挂甲林桥沥青路

’面，是为孟村县境内修筑油路面之始。 ：．?，’

t，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以来，孟村县公路事业的发

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 一，．1956年～1969,：钲F-。1956年孟村县建立了交

、通科，发动民工建勤修建了李孟公路，’。与干线公路
接通，并修通了县与县之间的公路。从此，孟村县

的公路建设事业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9一， 。．



· =，1970年～1979年，是改建沥青路面阶段o 7，

毒 ．10年中县境4条干线(段)，_‘先后改建成沥青路面，。
为孟村县公路史上又增添了新的-页。．’√．’，一：

．‘ 。7’三，1979年～。1985年，是地方道路发展阶段o’，

全县13个乡镇已通了油路。截止到1985年境内沥青
路面长102．3公里，其中干线公路段4条，’沧乐路孟，

，村段：海泊路盂村段、山广线孟村段，李孟公路，全。

，，‘长35．3公里，。县级路一条长12．4公里，乡镇公路8条

．长54．6公里。基本上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向外连
． 1接干线公路，对内沟通各乡镇，伸向：广大农村的公路

网。境内永久性桥梁76座，总长2150．8延米，星罗

棋布在境内的各条公路上。 ，

．

、在交通管理机构方面。从建县到现在逐渐建立健全
。， 了各种组织，充分发挥了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建
一- 立了各项规章制度o ．、 ． 。

t

’

．在公路养护方面，交通局公路管理站拥有职工．
‘， 95人，所辖道班7个和一个小修队，按时完成上级

_ 下达的各项任务，。好路率达79％以上o ．

．

、 在交通管理方面，对全县213辆机动车都进行

。注册登记，．检验，对驾驶员进行培训。对行车管理

实行了仪器监测和科学管理，县境交通事故明显下，
。

5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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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树县的公路运输发展较快，尤其是中共十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