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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一 ·1·

祝贺《巢湖市交通志》问世。

《巢湖市交通志》一书全面介绍了巢湖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

梗概、沿革和现今状况，着重记述总结了解放40年来交通建设的成

就，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凝结着人民的力量。内容详实，资料完整，

饱含着编辑人员的辛劳，值得一读。

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是40年来，巢湖市

的交通运输事业却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几十年来，金市人民

和交通战线上的广大建设者、工作者发扬主人翁精神，吃大苦，耐

大劳，风餐露宿，顽强拼搏，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谱写了一曲曲动

人的胜利之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振兴，巢湖市经济，建设四化

作出了贡献。

巢湖市地理位置优遗，水陆交通便捷。省主要交通干线淮南铁

路、合芜公路，合浦公路贯穿市境，现有铁路总长50公里，公路400公

里，加上发达的巢湖水系1千多公里的航运线，众多的车站、港口，

使巢湖市不仅成了具有410多万人的巢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水陆交通枢纽，也：是皖中地区交通发达的地方，并在华东地区交通

网络上占有一席地位。四通八达的交通线，将其与省内外许多大中

城市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南京，上海和苏，杭等经济发达

地区联成一体，有力地促进了同各地的经济协作和交往，对全市乃

至全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一书。

；。m一●。。，，；；；；；1．



·2·巢湖市交通志

当然，巢湖市以及全区的交通运输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交通建

设标准有待提高，新的交通航程有待继续开辟，任重道远，使命艰巨。

希望交通战线上的全体同志继续努力，昂扬斗志，谱写新的篇章。

巢湖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谭布真

1989年1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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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 ·3·

《巢湖市交通志》是一部新型的经济专业志．它不仅填补了巢湖

市交通运输史籍的空白，而且是本市一部较为完整的交通资料。

巢湖市位于江淮丘陵南部，为合肥门户，江淮咽喉，水陆交通便

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巢湖市区既是巢湖地区所在地，

又是巢湖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国4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巢湖市人民艰苦创业，奋发进取，终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县

建成经济较发达、初具规模的巢湖市。为了记述巢湖市水陆交通开

发史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所

带来的交通运输事业空前发展和城乡经济的繁荣，市交通局经过2

年的努力，现将《巢湖市交通志》编成出版。

《巢湖市交通志》的编写，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史实，力

求达到人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史料翔实，体例完备。

它将为人们借鉴历史，更好建设未来，特别是对振兴巢湖经济，服

务四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巢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罗端木

1989年1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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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7 序 三 ·5·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脉络，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标志。凡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物资的交流，人民生活的改

善，以及文化的传播，资源的开发，无不与之息息相关。因而，它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巢湖市历史悠久，水陆交通方便。古驿道北连合肥，东接含

(山)全(椒)，以抵金陵；水道天河，出裕溪直达大江。所谓

“吴头楚尾一，控扼南北，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稽考史乘，三国

时，这里就是吴、魏兵锋所及的战区，元末，俞、廖水师结寨巢湖，

后随朱元璋出兵直下长江，一战而克采石，取太平，继而定都金陵。

解放战争中渡江战役前夕，巢湖市人民踊跃捐输，献工献料，奋力

抢修巢无公路和淮南铁路，并征集木帆船百十余艘，参加渡江战役，

为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作出贡献，谱写了灿烂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安徽省主要交通干线

淮南铁路、合芜公路、合浦公路贯穿境内，加上县，乡公路次第建成

通车，结合巢湖水系航运，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格局。近10年来，

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实现国营、集体、个体运输业的全面发展，

多家经营，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振兴。

巢湖市的交通建设，从创建到发展，无不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汗

水，凝聚着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把这些辛勤业绩载入志乘，使人

们“前有所瞻，后有所鉴"。因此，编纂一部《巢湖市交通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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