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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县交通运输志》是左权县交通局根据山西省交通厅统一部署，于新世纪初开始

组织编写，历经五度春秋，三易其稿，最终在晋中市交通运输局、晋中市史志研究院与左

权县志办公室同志们的热心指导和左权县交通运输局基层领导鼎力协助下完成的。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 ~左权县交通运输志》是在全县路网建设超常发展，左权县交

通运输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新时期问世的。 本志如实记载左权县上迄先秦时期践草为

径道路交通形成历史，下述当今的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发展历程，全面反映了全县公路

建设与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对于追寻了解、研究探索左权县交通运输事业变迁

轨迹，进一步推动本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增长都是极其有益的。

《左权县交通运输志》是一部以翔实的资料记述本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专业部门

志。 历经 1995 年 、2007 年 、2010 年三个编写阶段，出自众人之子，书中疏漏瑕疵在所难

免，希望知情者与各界同仁不吝赐教。

《左权县交通运输志》编委会

2011 年 4 月



序(一)

欣逢盛世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编辑出版《左权县交通运输志》是左权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

质量大幅度提高的重要标志，更是左权交通运输事业跨越发展的见证。 回顾过去，展望明

天，可以说我们赶上了这个发展成就辉煌、未来前景美好的"盛世"。

左权县是典型的边远山区，素有"晋疆锁钥、山西屏障"之称，自古以来人们深受交通

闭塞之苦。这里沟整纵横 、地势险要，是军事要隘。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等首脑机关在此

驻扎，成为当时华北抗日的领导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废墟上恢复整修和开通简易

公路，逐步实现了县通油路、社通公路、队通机动车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后"要想富、先修

路"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心声，全民义务修路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 1996 年"8 '4"特

大洪灾致使左权公路遭受严重水毁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太行精

神，攻坚克难，奋勇拼搏，全面开展公路恢复重建。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左权交通条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过去的泥泞土路，到现在的宽阔柏油路;由过去的农村不通客

车，到现在的村村通客车。 2000 年至 2010 年累计投资 16 亿多元，境内国省干线公路全

部改造为平微二级或山重二级路，县公路 80%以上达到山重二级技术标准，乡公路实现

了等级化，率先实现了所有行政村通水泥路和公交车"双通"目标，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

达到 1287.172 公里，公路密度达到 63.4公里/百平方公里。 在抓公路提档升级的同时，

不断优化公路运输网络。 总投资 1117 万元的左权县城二级汽车站于 2009 年底投入营

运，使客运生产和安全管理达到了自动化、智能化、现代化，实现了长途班车直达化、短途

班车公交化的目标。 伴随着这种交通运输事业的巨变我们每一位左权人亲身感受到了

交通发展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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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盛世"正在左权人头脑中涌动一一从在建的项目或者说正在做的努力中

所看到的左权交通前景。 目前，和(顺)榆(社)高速 、阳(泉)黎(城)高速公路左权段正加紧

建设，县境内共留有五个出口，预计高速路在 2011 年将实现左权西通车(左权至榆社

段)、2012 年实现北通车(左权至阳泉段)、2013 年实现南通车(左权至黎城段) 、2014 年

实现东通车(左权至邢台)。 全部建成后，和榆高速横穿县境东西，阳黎高速纵贯县境南

北，以县城为中心基本形成了"十字框架"成为左权未来交通的主骨架。 为与高速公路相

对接，计划改造一级路 4 条、二级路 3 条 、三四级路 42 条。 届时，左权公路交通将实现大

提速，基本达到乡镇所在地半小时左右上高速、乡镇所在地半小时左右到县城、乡镇所在

地之间一小时左右通达的目标，初步形成"县境内一小时交通经济圈"。 在高速公路建设

顺利推进的同时，可喜的是和(顺)邢(台)铁路将途经拐儿一带，县委、县政府正紧抓这一

机遇，争取实现该铁路对左权效益的最大化。

谈及左权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必然会想到为左权交通运输事业发展默默付出心血和

汗水的人们。 不论是过去左权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未来左权交通

发展的美好明天，都是一代又一代、千千万万的交通人艰苦奋斗和勇于拼搏的结果，是广

大人民群众理解、参与和支持的结果，是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老区发展重视、关怀

和支持的结果，是历届县委、县政府英明决策和不懈努力的结果。 所有这些同志，以及关

心 、支持 、帮助和参与《左权县交通运输志》编篡的同志，都使我们肃然起敬。 正是他们的

共同努力才铸就了左权交通的盛世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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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高儒林

2011 年 4 月



序(二)

以志为鉴

左权县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东南边障，太行山主脉西侧。 境内沟整纵横，峰峦叠JlJ章，地

势险要。 自古以来，道路崎岖蜿蜒，交通极为不便，素有"晋疆锁钥"之称。 "交通乃文明之

舟，产业之母" 。 在新中国 60 余年的文明演绎中，纯朴好善的左权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开通出境路，建设等级路;特别是本世纪初创建了在晋中乃至

全省率先实现村村通公路的辉煌业绩。 突飞猛进的农村公路建设，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左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民国 10 年(1921 年) ，平(定)辽(县)公路虽已开通，但境内仅有 20 公里，依然是路

窄车稀，晴通雨阻。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民毁坏公路，打击和干扰日军利用公路的军

事侵略行动，县域公路不仅没有延长，反而原路况也难以维持。

新中国成立后，公路建设率先在战争废墟上兴起。 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按

照"先求其通，再求其好"和"依靠民力，就地取材"的方针，采用"义务建勤、政府补贴"方

式，首先对平辽公路左权段'恢复改造。 随即陆续开通县城至麻田 、拐儿、羊角及通往榆社

的大车路和简易公路。 至 1959 年 7 月，全县简易公路已达 170 公里，大车路 180 条，

365.5 公里。 基本形成阳(泉)左(权)线接左(权)麻(田)线与左(权)拐(儿)线接左(权)榆

(社)线十字架基础公路框架。

1963 年 8 月 1 日至 9 日，接踵而来的暴雨洪灾，致使初具雏型的几条公路，遭受严

重摧毁。 1964 年以来，伴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展开，全县"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工程"全

面铺开。 全县有阳左、榆左干线公路 45 公里，县社、社队简易 178 公里。 1967 年 10 月动

工兴建城南西清漳河 20 米 /6 孔 ，全长 138.5 米双曲拱永久性大桥一座，西沙河J II 口河



等多处新型桥梁。开创了左权县公路建设史上桥梁建筑新纪元。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在

省交通厅提出的"三通"(县县通油路、社社通公路 、队队通机动车)公路建养方针指引下，

1973 年建起了全长 188.5 米的 25 米 /6 孔双曲拱芹泉大桥; 1975 年大(林口)涉(县石门

村)线四级公路建成通车。 1977 年县城至榆社界公路改扩建后线形顺畅，平坦宽阔，达三

级标准。 期间交通部组织全国公路分片检查时，华北检查组对本县公路建设给予表彰。

1978 年 5 月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本县被授予"发展交通，当好先行"锦旗一

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吹绿了太行山巅山川秀美

的左权大地，吹醒了深受交通制约的左权人民。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县委、县政府及

时筹谋，积极运作，一个接一个的全民义务修路高潮助推了全县公路建设的迅猛发展，截

至 1995 年底，全县通车里程已达 1116 公里，其中国道 57 公里，省道 103 公里，县道 i 

169.7 公里;乡道 217.98 公里，村道 568.32 公里。 境内基本实现货畅其流，人便于行，内外

衔接，路线畅通的以县城为轴心，国省道为骨架，县公路为驱动，乡公路为辐射连接点的

"梅花状"公路网络，实现了 15 个乡镇通公路， 379 个行政村通汽车的目标。

1996 年百年不遇的"8.4"洪涝灾害对全县公路造成了毁灭性的损毁。 "九五"期间，

在道路严重损毁的情况下，中共左权县委、左权县人民政府向全县人民提出了"大灾出大

智，大难促大干"的行动口号，把抓公路建设提到工作重中之重，为全县水毁公路的快速

恢复，方便人民群众早日恢复通车，县交通局积极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以不畏艰

险，攻坚克难的英雄气概和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一年建起总投资 149 1.99 万

元，总长 326.25 米的 25 米 /1 2 孔麻田 2 号大桥。 1998 年铺开公路建设工程 36 项，县乡

公路铺油工程 2 项，铺筑沥青路面 3 1.687 公里 。 建成一大五小六循环公路网络框架。

2000 年完成客运量 64.6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5120 万人公里;货运量 242 万吨，货运周量

28058 万吨公里。

2002 年，左权县委、县政府在全市率先提出"百村百公里"农村水泥路建设目标。 县

交通局领导班子全力以赴真抓实干，带领全县人民迅速掀起了村通水泥路建设高潮 。 各

乡(镇)、村科学组织，村民积极投工投劳，历时 5 个月，完成 124 个行政村， 125 公里水泥

路铺通任务，一跃成为晋中乃至全省时间最早、质量最好实施村通工程和养护规范化的

县份之一。 2007 年，紧抓全省县际公路及农村路网提挡升级的契机。 按照"打通出境路，

发展旅游路，建设扶贫路"的总体思路，交通系统领导职工齐心合力，共谋发展。 完成高黄

线(高家井至黄泽关)、下下线(下其至至下庄)、松店线(松烟至店街)文明示范路二级改

造 47 公里。 坚持建养并举，立足山区特点，科学合理规划，使全县公路路基坚实稳定，路面

平整完好，路旁因路绿化，整齐美观的道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通道" 0 2008 年积极

推进"交通率先发展川交通又好又快发展"战略，突出项目抓建设，全年新增公路里程 59

公里，全县通车里程实现 1266 公里，公路密度一举攀升至 62.43 公里 / 百平方公里。 2009

年是国务院确定的"安全生产年"交通系统干部职工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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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如既往认真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同时，把"讲卫生、促养护、保安全、创环境"

全面推进活动，作为不断提高养护质量与管理水平，更好展示地方公路"畅、洁、绿、美、

安"行车新环境的重要举措全面清理县、乡 、村公路沿线两侧视觉污染，清除乱堆乱放垃

圾杂物，加强公路养护，强化路政管理，确保行车安全畅通，对于发展县域经济，优化人居

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健康水平和文明意识确实从根本上起到保障作用。 "车在

景中行，人在画中游"。 舰丽的交通运输风景线，为太行山名星城市一一左权县展现了魅

力 。 "十一五"期末，在国 、省 、县 、乡 、村公路超常发展的同时，阳涉铁路正常运营，榆和高

速建设如火如荼，阳黎高速快速推进，基本形成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全方位、立体化综合

发展的交通格局，老区人民终于实现了"家闻汽笛声，出门靠车轮"的凤愿，迎来了以交通

运输促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左权县交通运输志》在喜迎中国共产党诞辰 90 周年之际，将

出版发行。 该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我县交通在建国 61

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2 年来，道路建设和交通运输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这部交通运

输专业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 、文字严谨、数据准确 、体例得当、内容丰富，追寻了交通运

输事业发展轨迹，反映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 可供存史、资政、教化，从而以志为鉴，用

科学发展观统领交通运输事业又快又好发展 ·是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

部分。 此项浩瀚的文化工程，对于我县交通运输事业及全县经济的发展必将起到服务当

代，梅益后世之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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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保伟

2010 年 12 月 20 日



凡例

一、《左权县交通运输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辨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客观 、真实 、准确地反映左权县交

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一般由清末民国记起，个别事项溯至发端，下限i乞于 2010 年底，部分内

容延至完稿印书之前。

三、本志述、传、志、记、图、表、录、照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力求图文并茂。

四、本志根据交通运输专业，横排门类 、纵述史实，横列门类以囊括资料，纵向记述以

贯通古今。 设置编、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以语体文记述。

五 、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设传记、简介 、名录三类。

六、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J顿时体)，记述秦(公元前 236 年)至 2010 年的大事 、要

事。

七、本志运用规范化现代汉语和标准简化字。 数字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的数字用语试行规定》书写。

八、本志采用历史年号(括注公元纪年)和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年份

用历史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之后使用公元纪年。 地名 、机构等名称，均以纪事年代称谓

为准，容易产生异义的，括注现名 。

九、本志资料来源，远古年代以旧志或口碑资料为依据，近代和现代均以县政府 、县

档案局、统计局和本系统交通运输局、征稽所、公路段、交警队 、运管所等档案资料与文字

资料及经过核定的部分口碑资料为依据。

十、本志所用数据除近期部分引用县交通部门有关资料或实地勘测外，一律以县统

计局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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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县位于山西省东南边障，太行山脊中段西侧，位居要隘地形险恶。 地理坐标为北

纬 360 45' 一370 17' 东径 1130 6' 一113 0 48' 。 周边以山为界，东越十字岭山脉与

河北省邢台、武安二市相望;南跨界石岭与河北涉县及本省长治市、黎城县为界;西靠武

乡岭与长治市武乡县及本市榆社县接壤;北与和顺县毗邻。 轮廓为西北至东南窄长，略呈

椭圆形。 南北最长处约 63 公里，东西最宽处约 33 公里，总面积为 2028 平方公里。

左权县历史悠久，邑地古远。 据 1986 年城北文化遗址出土的石斧、陶片和 1988 年桐

峪镇马家坪村黄龙洞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质箭嫉考究表明，4000 多年前即有人在此

繁衍生息。夏、商、周属冀州之域，春秋属晋，战国时期先属韩后属赵。秦代属上党郡，北魏

称辽阳，属乐平郡。 隋代始置辽州，下辖辽山、交漳二县。 唐代州治曾在乐平县，公元 623

年迁回辽山县后，县名均为辽山 。 州名于公元 625 年 、712 年分别改名宾州 、仪州 。 五代十

国时期更名辽州 。 1074 年曾废辽州降平城、和顺二县为镇并人辽山县。 1151 年复名辽州 。

元代辽州属晋宁路。 明洪武元年(1368 年)裁辽山并人辽州，升辽州为直隶州，辖榆社、和

顺二县。 清雍正九年(1731 年)山西恢复道制，辽州属冀宁道。 民国元年(1912 年)废辽州

改名辽县，隶属冀宁道。 民国 16 年(1927 年)废道，直隶山西省政府。 民国 26 年(1937 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辽县属第三行政公署。 民国 28 年(1939 年 )7 月 5 日，日军侵占县城，辽

县抗日政府迁居西黄漳村隶属太行三专区。 民国 30 年(1941 年 )9 月，晋冀鲁豫边区政

府决定，以平辽路为界，划县境西北部设置辽西县。 民国 31 年(1942 年 )9 月 18 日，为纪

念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殉国辽县易名为左权县。 民国 34 年( 1945 年 )4 月 26 日

县城解放，隶属太行二专区。 民国 38 年(1949 年 )9 月 1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隶属榆

次专区。 1958 年 11 月左权与和顺并县榆次专区更名为晋中专区隶属晋中专区。 1959

年 6 月左和分县后，左权县设 15 个人民公社。 1992 年晋中专区改设晋中市后，隶属晋中

市。 同年撤乡并镇后形成粟城、羊角、龙泉 、石匣、寒王 5 乡，桐峪、麻田、拐儿、芹泉、辽阳

5 镇及一个辽阳社区管委会，总人口约 16.1 万人。县城位于县境中部偏西北之辽阳镇。西

北距晋中市委 、 市政府所在地榆次和山西省省会太原市分别为 120 公里和 150 公里;南

距长治市 150 公里，东距河北省邢台市 152 公里，北距阳泉市 130 公里，东北距河北省会

石家庄和首都北京分别为 200 公里和 520 公里。

本县境内山峦起伏 、沟室里纵横地形为山岭重丘区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 总体地势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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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北高东南低，县境最高峰为县城东部香烟岭的孟信墙，海拔为 2174 米 。 最低处为县

境东南清漳河出境处云头底村的黑虎口，海拔仅有 615 米 。 平均海拔高度 1200 米。 东部

深石山区苍松翠柏郁密成林，中南部山地丘陵之间分布着拐儿、芹泉、桐峪、麻田等山间

河川和大小不等的小块盆地。 本县处于太行山腹背西翼和沁水煤田中段，二者以太行山

大断裂带为界。 主要有数十亿年前形成的太古界五系上赞皇群地层、上古界长城系地层，

出露表层地质为石灰岩，其次是数亿年左右形成的下古界寒武系、玄武系岩层，出露表层

地质为火岗岩、红石岩。 错综复杂的地质地貌自古以来是左权县交通运输的天然屏障。

本县地处清漳河上游，境内大小支流 2260 余条。 最大河流为清漳河，上游分清漳西

源、清漳东源，分别发源于和11质县八赋岭与昔阳县白虎山，均为太行山脊。 清漳西源、由石

匣乡蓄沟村入境后，吸纳臼喉) 11 、前后沟、小岭底沟、柳林沟、黄土沟、马家庄沟、城北枯河

流域、龙沟流域、紫阳沟等分支溪流，过石匣乡、辽阳镇、县城、粟城乡至芹泉镇下交漳村

与清漳东源汇合。流经县境全长 60 公里，河谷最宽处 400 米，最窄处不足 100 米 。 主流河

床 50 米 -100 米，平时水宽 20 米 -40 米，水深不过 1 米，洪水期河床宽 70 米- 80 米 。

清漳东源由拐儿镇骆驼村入境后，吸纳上西沟河、下西沟河、东沟河等季节性河流，出拐

儿镇至芹泉镇下交漳村与清漳西游、汇合成清漳河。 境内全长只有 30 公里，但流域为纯石

山区，两岸高山对峙，沟谷河床狭窄。 平时最宽不过 100 米，水深不过 1 米;汛期水宽可达

100 米以上，水深可升至 3 米余。

本县属四季分明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春季少雨多风旱，夏季炎热雨频繁，秋季

凉爽多雾天，冬季降雪冻冰寒。 年平均气温只有 7.4 OC ，七月份最高平均气温 21.3 OC ，极端

最高气温 36.3OC ，一月份极端最低气温 -33 OC ，昼夜温差 16 0C - 20 0C 。 全年元霜期一般为

150 天 。全年降水量的 63%多集中在夏季。境内地下矿源丰富，已探明的有煤炭、铁矿、铜

矿和非金属云母 、蛙石、石英、红石板等 20 余种矿藏，尤以煤铁储量最大，主要分布于县

境 207 国道两侧。 农作物瓜果、蔬菜主要盛产于土地肥沃的东南乡，特别是核桃、花椒、柿

饼等土特产品在中外市场享有盛誉。

本县雄居太行腹地，群峰环绕，峭壁林立，险恶的交通环境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故称之为"三晋屏障、晋疆锁钥"。 民国 14 年( 1925 年)农历

十月下旬，河南豫军樊钟秀部 13000 余人，沿黄泽关一线北上，偷袭峻极关，由摩天岭入

境经关滩、粟城长驱直入，直奔县城与晋军蔡荣寿旅激战数日 。 民国 29 年(1940 年 )11

月，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十余个单位进驻本县。 现今留存的小寨、岑鹏寨、

马武寨等古战场与黄泽关、峻极关、黑虎关等古关隘、古楼道及煤窑沟、洪都、小岭底、麻

田 、十字岭等抗日战争旧址均为本县军事文化及当时道路交通的真实写照。

道路与自然地理、兵战灾疫紧紧相连，交通运输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过去是道路不

通，祖祖辈辈难以摆脱贫穷;如今交通便捷，左权人民进入小康社会快车道。 其间道路交

通的演变，经历了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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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道路建设速度缓慢

夏、商、周时期，本县属冀州 。 周穆王出巡，西越太行循漳河河谷北上，经本县、和)1质、

昔阳达平定"盘石" 。 春秋时期，本县属晋。 晋国"以时平易道路"即是按季节进行简单道

路修养。 公元前 627 年 8 月，晋国大将先较率军大败狄军于篓(今左权县芹泉镇集山村一

带)最后与狄军肉搏死亡，葬于城南 2 里处。 秦灭六国后，华夏归于一统;统一郡县制、文

字、货币、度量衡;交通实行"车同轨"大修直道、驰道。 山西境内均属并州管辖，下设太原、

上党、河东、雁门四郡，本县属上党郡。据史料记载，各郡之间曾有畜力车路。 明清时期，专

为官吏使者提供方便的驿站，在各个朝代的基础上有所完备，开始负有安全保卫、巡路稽

查、公文信息及少量官物的传递。 黄泽关、峻极关等驿站常驻有守军所辖道路交通担负

着军情传递、军需供给等。 民间大村之间多为驮运路，宽阔地段尚可通行铁轮车，小村与

山庄窝铺均为人行路或翻山越岭的羊肠小路。 至今留有遗迹的"岔山天梯"枝道和桐峪申

家岐一段"曲池楼道"为太行腹地左权老区行路之难的典型代表。

民国 2 年(1913 年)裁驿归邮，直接服务于交通的主要道路沿线的私人旅店，逐步开

设为车马店，骤马毛驴驮运贩货买卖兴起，东出邢台武安 、西达榆太地区，将境内山货送

出，日用必需品购进，一时期商路畅通。 民国 9 年(1920 年)华北大旱，美国红十字会以捐

款赈灾形式修筑的平辽公路，为山西省第二条公路，为本县第一条公路，公路全长 121 公

里，本县境内长 21 公里。 次年 10 月落成庆典时实现小型汽车通行。 但因设计标准低，工

程质量差，既未投入正常营运，也未列入日常养护。 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省内主要以"兵

工筑路"、"募工修建"、"以工代赈"、"地方集资"四种形式修筑公路。 本县东乡下庄一带和

南乡方向岭一带均以"地方集资"方式修筑出境路，西乡竹宁和城东黄家会分别以个人捐

资和众人集资形式进行修桥修路和修筑楼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犯，境内民众积极抗日 。 八路军 129 师

司令部、中共冀豫晋省委随即进驻本县，开辟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共辽县县委和抗日

政府在蓬勃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相继建立。 其后，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

局和众多首脑机关相继在本县驻扎。 朱德 、刘少奇 、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陈

毅 、徐向前、左权、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生活长达五年多时间 。 辽

县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斗争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期间，日军数十次调集重兵，采用 3 路、6 路、9 路围攻，妄图合击八路军首脑机关，聚歼八

路军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

导下，驻军齐心合力，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吭，浴血奋战，在本县境内进行大小战斗

3200 余次，歼灭敌伪 31000 余名 。 9 万余人参加战斗，有万余人血洒疆场，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时根据地军民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集中一切力量，粉碎

和打垮日本侵略军的"扫荡"和侵略，保卫、巩固 、发展 、壮大根据地，进而将日本侵略者赶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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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全中国。 在这一切服务抗战的非常时期，交通工作首当其冲，在为抗战工作传递信息，

收发情报，搞好联络的同时，努力搞好经济流通，打破敌人封锁，设法支前运输，保障军需 

民用 。 更为重要的是数条乡村道曾是护送上级领导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的红色交通线。 平 i
时沿路各村站岗放哨，保护根据地，战时破击道路，阻止侵略军进犯，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由于本县政治地位特殊，先后曾为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县、模范县、实验县。 为此在燃遍 j

抗日烽火的这片红色土地上，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自上而下成立交通 l

局，建立交通站，设立交通岗，传递书报信件，军事情报，安全护送上级领导，及时破击公

路，随时炸毁日军汽车，以交通战、破击战，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向根据地长驱直入大 1

举进攻的嚣张气焰。 民国 28 年(1939 年 )8 月，为加快图书 、报刊、杂志 、信件的投递，中共

辽县县委、辽县抗日政府决定成立辽县交通局。 同时在下其至设立《新华日报~(华北版)

转运站，担负辽东、辽西、和顺、榆社等地的发行转运工作。 各区设立交通干事，各村有交

通员 。 民国 32 年(1943 年)在寺坪村、梁峪村设立分站。 辽西县分置后，成立交通局，各区

设立转运站，专人负责，各村都有交通员 。 以富沟村为中心，开辟了三条红色交通线路，不 1

仅担负了通讯联络，而且担负了军需民用物资的转运，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经济封 1

锁。 更为重要的是多次接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通过封锁线。 与此同时，日军侵略者，驱

使敌伪人员，荷枪实弹，强迫群众抢修平辽公路和榆辽公路，并在公路沿线修筑炮台据 a

点 。 榆辽汽车路东起马厥山梁，经狼牙山，过红都、管头;西至榆社境内，中间筑有红都、小

岭底等数座炮台的沿山梁高岗汽车路，专为运送侵略军和军需物资。 据亲历者说，榆辽汽

车路最多一次曾接连过敌伪汽车百余辆。 民国 34 年(1945 年 )4 月 26 日，在八路军和辽

县地方武装的猛烈进攻下，三陷敌手的县城光复，县境解放。 党政机关迁回县城，中心工

作立即进人民主建政，恢复发展阶段。 解放战争开始后，本县千余名青年踊跃参军，独立

营扩编为独立团。 13 000 余人参加正太战役，并组织大批畜力、人力不分昼夜整修道路，

运送物资弹药。 晋中战役中，本县曾动员民工 5525 名，调集担架千余付，驮运畜力 1500

余头。 支援太原解放战斗中，分别在石匣，) 11 口设立粮食转运站，出动驮运驴骤近万头。 民

国 37 年(1948 年 )6 月，本县对左(权)一武(乡)公路县境内占地进行调查统计。 11 月 4

日发出《在地冻前完成公路桥梁修筑并严格管理的通令~，中旬颁布了《公路占地办法的

通令~，对左(权)一榆(次)、左(权)一黎(城)两条干线公路所占土地进行登记付款，两个

通令为改变本县道路交通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交通、邮电、通讯实行专业分类，县人民政府农业科内配备专职科员分管交通工作。

11 月，平辽公路改称阳左公路。 年底，交通统计数字为:有小路 24 条，高脚路 18 条，畜力

铁轮车 51 辆，驮力 2450 头，运货量 54350 吨，运输周转量为 492250 吨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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