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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地处河南省西北部，北依太行、南濒黄河，总

面积6007平方公里，辖四区二市五县，总人口372万。

焦作历史悠久，山河壮丽，文化发达，资源丰富，自

然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交通即处于十分重要的地

位。古经太行通往华北的著名“太行八陉’’焦作就占其

中两陉，据史载：焦作交通曾有过“大小千条路、来往

车马稠"的辉煌。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末封建王

朝和民国政府的腐败统治，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交通

运输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没有j条等级公路，没有一

座永久性桥梁，‘机动运输几乎是一片空白j，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焦作人民在一片废墟上开

始了大规模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导，发扬

“敢为人先、勇创一流”的精神，充分发挥焦作农业、矿

产、能源、旅游等强大资源优势，使经济发展发生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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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跃。现在，焦作已由一个煤城发展成为以能源为主、

化工、机械、冶金、建材、轻纺、食品等门类齐全，协

调发展的现代化工业城市，被誉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的“隆起带"和“发动机”。在焦作经济振兴的过程中，

我们始终把超前发展交通事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之一，大力改革交通投资体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办交通，

使交通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目前已形成公

路、铁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布局合理的交通运输网

络；形成了国有、集体、个体并举，多种运输工具配套

的交通运输体系，为焦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交通环境i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时值盛世之年，市交通局组织人员编写了这部政治

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层次清楚、体例完备、图文并茂

的交通专志，不仅对交通行业稽古鉴今，遵循规律，加

快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焦作其它行业的两个文明建

设都有积极的借鉴作用，颇值一读。 ．

塞共嘉作禀委掣书姜御／焦作市市长
’ 荔乏

一九九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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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市各级史志编纂部门的指导帮助和各有关部

门的支持配合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焦作

’市交通志》终于完成，填补了我市交通无文字专史的空

．白。
7

，

一

古往今来，交通事业都与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有着

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现在，交通事业的先进与否，已

经成为一个地区物质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剖析我

市交通事业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各历史阶段交通事业

发展的经验教训，探求交通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

．们以史为鉴，少走弯路，加快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正是编纂本书所遵循的宗旨。

本志编纂以“存史、资治、教化刀为目的，遵照

“事以类从、类为一志"、“详今略古’’的原则，根据河南

省交通厅和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1982年

始组织专门班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根据行业特点，广

泛收集资料，科学分类，以类系事，横分纵述，以横为

主，纵横结合，统合古今，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前 言

焦作交通事业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具有体例完备，层次

清楚，资料翔实、文字简洁，图文并茂的特点，对我市

交通事业将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重要作用。

在本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各有关方面

的热情配合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纂专业志书，在我局尚属首次。由于年代久远，经

验不足，本志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敬请各界专家斧

正。

中共焦作市交通局委员会书记

焦作市交通局局长 乔 平

《焦作市交通志》编委会主任

-，t 一九九六年六月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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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焦作市交通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

求是的记述焦作市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达到继承历

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目的。

二、断限。上限追溯事物的开端，下限为1995年。

三、结构。采用多篇多章结构，横排纵述，横为并

列关系，纵为从属关系，层次为章、节、目、子目梯级

排列，序号为一、(一)、(二)⋯⋯。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录诸体，按事分

类，以类系事，语体文，记述体，不评论，不褒贬，图

． 文并茂。

五、行文。一律为第三人称，历史朝代，机构官职

等均用正称，用字一律以文化部、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

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不用繁体字。

六、纪年。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数字，后加括号

．注明公历年、月、日。中华民国时期使用民国纪年，括

号中加注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统一使用公

≈

：

一。

≈

。1q10■铡●科，1笏



2 凡 例
__II·_-_·l_··1 ]__II_I_·__-__Il·_·I·o!!，·

元纪年。

七、数字、计量。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对于习

惯性用语中的数字或作为词素构成的定性词、词组、缩

略语以及政治术语、技术专用词语等数字均用汉字。计

量单位、符号采用国际单位制，以国务院1984年2月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

八、记述范围。以四区、七县(市)交通事业为主，

其它为行业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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