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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原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公路专业志，历经数载酝酿，易稿编撰，终于付梓问世，这是太原公路分局三
个文明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太原，古称晋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城市。
从公元前479年以来，历经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十数个朝代
，一直是祖国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
而且还是著名的商业都会。
因地处“近畿临边”和“南防北战”的地理处置，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
战略意义，所以，太原古代道路、桥梁、关隘的建设也较早地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太原交通历史悠久，史载2500年前春秋末期，晋阳（今太原古城营一带）至仇犹国（盂县）已开辟了
道路。
西汉时，太原郡有了东经井陉至真定，南经河东达关中，北可直达雁门的陆路。
太原道路真正兴起是在隋炀帝征丁十万开辟著名的“东官道（东出太行）”。
至唐代形成的以太原为中心的四通八达道路交通网，至今仍是山西现代公路网布局的框架。
明清时期，晋商由兴起发展到鼎盛，推动了太原道路（此时多称驿道）交通的发展和改善。
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民国时期，太原的道路交通，在人行道、大车道、畜力车道、驿道的基础
上，出现了通行汽车的现代公路。
民国9年（192（）年）4月，山西第一条近代汽车路即太原南至平遥、北达忻县的公路诞生，后陆续又
建成太原至军渡、太原至大同、太原至风陵渡等公路。
但因战争不断、社会动荡，太原公路交通发展比较缓慢。
1949年底，太原仅有公路里程（含城主要街道）仅20C）余公里，且技术标准低，路面质量差，年久
失修，缺桥少涵，通行不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太原地区的公路也逐步得到了发展，大
部分山区公路是在1958年一1959年开辟改造而成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太原地区298公里几乎都是砂砾路。
1961年6月成立“太原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太原公路养护段”，1962年12月更名为“山西省太原公路管理
段”，1979年1月更名为“山西省太原公路管理总段”，1987年3月更名为“山西省公路局太原分局”
。
1964年建成清徐至夏家营10公里沥青公路，这是山西省干线公路建成的第一条油路。
1976年建成太原第一条二级公路（石岭关一新城）。
此后，沥青路逐渐增多，道路技术等级逐年提高。
20世纪80年代初，全市干线公路达483公里，沥青路面有158公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公路建设的投资，使太原地区道路技术等级不断提高。
1992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太原公路分局紧紧抓住大好机遇，全面加强公路养
护管理和工程建设管理，对薄弱路段进行了彻底治理，极大地改善了道路技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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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反映太原公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给从事公路交通工作的人以益助，
为后人提供可借鉴的资料，取得热心于公路事业发展志士仁人的鼎力支持，促进太原公路交通事业又
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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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石岭关一司徒洼是G108线。
段长23.3 19公里。
司徒洼一新城是G208线，段长16.079公里（现为G208线）。
经石岭关、上原、沙河、南社、大盂、马坡头、城晋驿、黄寨、青龙镇、司徒洼等村镇。
路状现为国标平原微丘二级，基宽12.5 米，沥青碎石路面，路面宽12米。
G108太原段北段，古为晋阳城北向通往塞外的驿道，明清时代路通外蒙古和莫斯科，是中国江南同塞
外物资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1920年，阎锡山以兵工修筑太原－大同路段，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太原，为防御抗日力量袭击，曾
将部分沟谷路段改在丘陵高地。
抗日武装力量针锋相对，经常切断敌控的该军事路线。
1945年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忙于准备内战，太原大同公路未能完全恢复。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在人民解放军军事接管委员会动员下，沿线民众积极抢修，太原大同公路很
快恢复了通车。
1958年前，该路石岭关－司徒洼由阳曲县负责发动群众季节性整修养护；司徒洼－七府坟约12公里由
太原市郊区人民委员会负责发动群众季节性整修养护；七府坟－广场约10公里由市政工程养护所日常
养护。
1958年底，郊区人委会撤销，阳曲县划归太原市，该公路遂由太原市交通运输管理局接管。
该局于1959年4月组成专业养路队日常养护，春秋农闲季节，由主管交通局计划、政府发出通知，令沿
途社队负责以民工建勤方式大整修道路一两次。
1965年，由太原市投资，市政工程公司施工，将黄寨一新城18公里砂砾土路段拓宽、改建成了时为三
级（现为平微区四级）标准的公路，路基宽7.5 米，沥青碎石路面宽6米。
1966年，由山西省公路局投资，太原公路管理段（现太原公路分局）组织施工，将石岭关－黄寨22公
里的砂砾路按时行六级路标准拓宽，并全段铺成了沥青碎石路面。
1972年，G108北段称下太线（灵丘下白泉至太原）。
1976年，省交通厅投资在太原和忻州建设二级公路。
石岭关一新城39.4 公里由太原公路管理段和省公路勘察设计院共同测设，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组成了下
太线筑路总指挥部，抽调当地民力、机械进行施工。
工程于1977年9月首由北郊区开工，次年全段铺开，1978年建成路基工程。
1979年主攻路面工程。
整个工程测设和施工技术指导以太原公路管理段卢光权为主，杨继刚、温希刚、柴建章、赵凤琴、侯
笃信等配合。
全段二级路工程于1980年元月12日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
这是山西继平定一大寨之后的又一条二级公路。
1997年9月将阳曲县城一公里拓宽改建为一级公路。
沿线古迹有石岭关。
石岭关（古称白皮关），为太原北界门户，忻州南岭锁钥。
唐、宋、元、明均设戍守，是历代兵家争夺之地，史册著名的古战场之一。
今存明筑石城“耀德门”及城垣遗迹360余米。
另有筑城碑记的大盂镇，是古汉盂县治地。
清道光《阳曲县志》载：“汉置盂县，后魏日大祁城”，“隋开皇亦置盂县即碑记，今大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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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太原公路志》编纂工作始于2006年元月。
当时为完成山西省公路局安排的《山西公路志》太原公路部分的编纂任务，太原公路分局成立“太原
公路分局《山西公路志》及《太原公路志》编审领导组”，领导组下设办公室，承办具体事宜。
四年多来，在分局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各单位、各部门及有关同志的积极协助下，编纂人员勤
奋工作，不分昼夜，不计得失，有需则行。
经常深入档案室、各基层单位及有关单位查阅历史资料，走访知情老者，圆满完成了山西省交通厅、
山西省公路局下达的各项编志任务，并获好评。
同时利用收集太原公路历史资料机会，积极筹备《太原公路志》的编纂工作，广收博采，辛勤笔耕，
三定篇目，六易其稿，终成正果，可喜可贺。
本志由概述、古近代道路、公路路线、公路养护、科研与职工教育、公路管理、精神文明建设、党群
组织建设、改革开放30年征文等篇目合成，内设7篇30章100节，计40余万字。
编纂过程中，承蒙山西省交通厅、山西省公路局、山西省档案馆、太原市档案馆、太原市交通局等单
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分局老领导锁德元、石虎山、温希刚和王全忠、张道瑞、霍振吉、尚润
英及太原市交通局王玉林、岳红旺等同志，为《太原公路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志书付梓之际，
对以上单位和领导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才疏学浅，志书谬误难免，敬请读者赐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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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原公路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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