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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交通志丛书

三门峡市交通志

人民交通农版聿土



(京)新登字091号

内容提要 ：

本书为三门峡市地方专业志书，纵横古今，全面记述了三门峡市从古至今的各种

交通方式的发展演变概况，尤其是近现代的公路、铁路．水运等行业的现状．本书资

料翔实，综合性强；颇具研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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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交通志丛书》是《河南地方志丛

书》的一部分，由全省各地区、省辖市交通志编

纂委员会编审，按省统一要求，公开或内部出版

发行。《三门峡市交通志》编写内容有公路、铁路、

水路、管理、人物等篇，是一部广义性的省辖市
交通志。

河南省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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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营中王四辈刘家强孙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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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交通志》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区域性专

业志书，对于了解和探讨我市的交通变迁，进一步发展交通事业，

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门峡市是河南省新兴的工业城市，地处豫西边陲，素称崤

函之险，为历代郡、州治所，历史悠久。秦、汉、隋、唐治驰道、

修驿路以通天下，所以三门峡在古代既是东、西京都走廊的咽喉，

又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联接欧、亚的要道。但是，由于长期的封

建割据，战乱频繁，致使交通事业发展缓慢，道路失修、失养，千

孔百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发

展交通，修公路、架桥梁、凿隧道，使呼(和浩特)北(海)公

路纵穿南、北，连(云港)天(水)公路横贯东、西，沟通了我

国大西南、大西北和中原腹地。在公路逐年发展的同时，陇海铁

路修成复线，进行技术改造，实现电气化运输。在航运方面，疏

浚航道、修建码头、改造船舶、增添设施，使全市交通初步成网，

四通八达。
。

交通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先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服务

于各行各业之间，贡献于经济发展之中。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

了经济的繁荣。三门峡市已初步成为以电力、冶金、轻纺，机械、

化工、建材、精密量仪、食品等行业为主的豫西工业重镇，并和

山西运城、陕西渭南联结成经济发展的“金三角”地带。伴随着

经济的发展，交通建设又焕发着勃勃生机，黄河大桥、高等级公

路修建已在规划之中。

盛世修志，资治盛世。三门峡市过去没有交通史、志方面的

专著，在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今天，市交通局的编志人员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L — I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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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经过多年努力，艰辛劳

动，搜集大量资料，经过整理、筛选，编纂成书。值此出版之际，

学作此序，以表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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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

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为了使全市人民了解三门峡市的交通建设

发展情况，做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促进交通事业发展，振兴

三门峡市经济，特编写《三门峡市交通志》。

编写本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的基础上，秉笔直书。

志书宏观内容上详今略古，上限1840年，下限1988年，重

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书包括公路、铁路、水路，管

理、人物等5部分，分f-J另IJ类予以记载，而侧重于对公路交通方

面的记述。
‘

志书本着概而不漏，述而不繁，简、明、全的要求，用概述

反映全貌，以大事记为经，各章、节为纬，经纬结合，力求体现

交通建设发展、壮大的过程。鉴于我们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

在所难免，祈请读者见谅并指正。

编者

1990年6月



路、水上运输，不论其经济体制、隶属关系如何，均纳入本志，以

展示三门峡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全貌。

二、本志书记载的地域范围：按1986年行政区划调整，三门

峡市辖卢氏、灵宝、陕县、渑池和义马市、湖滨区6个县、市、区。

该地区1952年4月以前，隶属陕州专署，1952年4月～1986年

4月隶属洛阳专署。

三、本志书的体例是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

结合，时类并举，分篇、章、节、目。尽力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记事上限1840年，个别事项上溯至古代，下限1988年。

四、本志书分述、记、志、图、表、照、录7体编纂。图、表、

照，穿插于志书的有关部分，无法列入正文的史料，分项纳入附

录。

五、本志书按公元纪年括注朝代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只记公元纪年。

六、记事和大事年表中，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

编年体为主。近代一般记年不记月；人名均为全称，如有职称，冠

在姓名之前。凡在章、节中无法列入的大事，为保存史料，在大

事记中作翔实的记载，不在正文中详述。

七、志书中所用计量单位，均采用米制，用汉字表示。如公

里、米、厘米、公斤、吨、吨公里、车公里、人公里、公斤／平方

米、公斤／平方厘米等。

八、资料来源以国史、正史、档案等文献为主。有关杂志、报

道、通讯、口述、笔录等资料，经考证核实无误后使用。中华人

1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以实际执行结果为依据。

九、记述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除随文因事系人外，

另设人物篇。凡已故的典型人物，以传略形式记述I在世的地级

以上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等，用英模录形式记入，对

其中事绩突出者，列名简介(以姓氏笔划为序)。

十、因三门峡市区划几经变化，为保持市交通局领导任职的

连续性，将县级市、地级市局长、副局长一并列表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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