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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公路志系列书凡例

一、安徽省公路志系列书由安徽省公路志和各地市公路志组

成，属公路专业志。系列书以《安徽省公路志》为1号，其余各册

按出版先后顺序编号。

二、系列书上限依事上溯，下限断于1989年。个别事物的记

述，为保持其完整性和连续性，可适当顺延。

三、系列书按志体基本要求，横排纵述，注重记实，一般不加评

议，寓褒贬于史实之中。

四、对涉及的人物，主要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也可设人

物传记、简介和名录。先进入物记述范围，限于从事公路工作、地

市级或者省级以上领导机关表彰的人员。人物一般直书姓名，以

·事系人时，可冠以当时职称、职务，以表明身份。

五、地名以当地民政部门(地名办公室)核定为准，古地名按当

时名称，并括注今地名。科技和工程术语、名词、名称以有关方面

核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文件、会议、公报、组织

机构名称一律用全称，如名称过长，首次使用全称，括注后用简称。

六、纪年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记载。清代及清代以前用当时朝

代年号，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二字。

七、系列书以第三人称记述，如称“中国共产党”(或“中共”)、

“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不用“我党”、“我军”。行文中除必须使用繁

体字外，一律采用经国务院批准1964年公布的简化汉字，计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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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律采用安徽省标准计量局印发的法定计量单位和符号。

八、历史朝代、政府机构、官职，均采用当时称谓。日伪傀儡政

府称“日伪政府”(含“维新政府”)，单指汪精卫政府称“汪伪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均用当时机构的全称。志书中的“解

放前(后)”，特指具体区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时间。

九、数字书写，除惯用汉字外，一般均用阿拉伯数字，保留一位

小数。对有差异的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对实测

或经考证确实的数据，可附注出处，作为补充。

十、路线、桥梁、涵洞数量，除公路部门投资兴建的外，还包括

水利、农林、城建、煤炭、铁路、军事等部门投资兴建的全部路、桥、

涵。次高级路面的粘结料大都是国产渣油，少数使用煤焦油和其

他沥青材料，故统称“渣油路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社会经济的进步是交通事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交通事业的发

展又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合肥地理位置重要，自古就是

商业都会和军事名城，但在长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合肥的交通便

利只能是相对而言。民国期间，虽然合肥也有一点公路和铁路，但

也主要是为了军事的需要，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实难有所作为。新

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合肥的公路建设取得了辉煌成

就，涌现出许多可圈可点的英雄事迹。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合肥市坚持改革开放，把基础设施建设摆在城乡发展的突

出位置，加快发展交通，公路建设突飞猛进。经过40多年的建设，

合肥已形成直达国内中心城市和城乡的公路网络，并形成公路、铁

路、水路、航空立体交通的局面。

历史是一面镜子。《合肥市公路志》记述了合肥市公路建设的

历史，它客观地反映了合肥市公路建设的成败得失，反映了广大公

路建设者以路为家、乐于奉献的敬业精神，真实地记录了合肥市公

路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公路建设者几十年来为合肥市的

公路建设事业艰苦奋斗、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历程的真实写照，也

是《合肥市公路志》的价值所在。

编史修志是利于当今、惠及后人的盛事。今天，在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合肥人民正在凝心聚力地进行现代化大城市建设。

广大公路建设者应当继续发扬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精神，为现代

化大城市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物质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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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合肥市公路志》在合肥市两个文明建设中将发挥它应有的

作用。

合肥市市长郭万清
2001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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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21世纪来临之际，《合肥市公路志》将要问世，我在此表示

祝贺。

盛世修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

下，合肥与全国一样，辖区公路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

合肥为辐射中心，以合(肥)淮(南)、合(肥)安(庆)、合(肥)六(安)、

合(肥)浦(口)、合(肥)宁(南京)、合(肥)蚌(埠)、合(肥)芜(湖)等

公路为主骨架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经形成。随着高等级公路的

陆续兴建，以及“快速通道”等工程的实施，辖区公路发生了质的变

化，由此促进和带动了辖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本书

以志书的形式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辖区公路60多年建设的历

史与现状，记载人民群众的筑路业绩，记载公路建设者的艰苦创业

和无私奉献精神，反映公路事业发展的兴衰起伏、因果得失，为开

创辖区公路建设的新局面和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新的

贡献。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鉴古知今，继往开

来。愿此书成为我们每个职工的案头书。是为序。

合肥市交通局局长 张初
2001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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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总结公路建设的经验，揭示公路发展规律，促进公路建设事

业的发展，合肥市公路局按照省公路局的统一部署，成立组织，抽调人

员，历经几度寒暑，广征博采，辛勤笔耕，编写了合肥市公路系统第一

部志书一《合肥市公路志》。《合肥市公路志》的编纂成功，是全区公
路职工值得庆贺的大事。为此，我谨向为本书的问世作出了无私奉献

和付出艰苦劳动的编纂工作者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盛事修志，不负明时。《合肥市公路志》记载了辖区公路自民国

14年(1925年)至1989年64年的沧桑巨变，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全市公

路规划、建设、养护、管理、机构队伍等诸方面的产生、变迁和发展过

程，热情讴歌了公路建设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用汗水

和智慧改变合肥市公路的落后面貌，谱写合肥市公路建设新篇章的顽

强拼搏精神。全书内容翔实，图片清晰，文体得当，囊括古今，是我市

广大公路职工和热爱公路事业的人们极有价值的案头书。

合肥是“三国故里，包拯故乡”，是安徽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

的中心，又是一座新兴的综合性工业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公路交通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将按照安徽省

公路建设“十五”规划的要求，抓住机遇，进一步提高辖区公路等级

和质量，求真务实，扎实工作，筑起通往2l世纪的康庄大道。

合肥市公路管理局局长 李永华
2001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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