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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滁州市现辖4县2市2区，地处皖东，襟江带淮，河流纵横，驿

道交错，自古就是连江南、通豫鲁的咽喉，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

在旧中国，数千年交通发展缓慢，江河天堑，关山难越，交流不便，经

济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滁州市

的交通事业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现在铁路横贯4县市，高等公路为

骨架的等级公路四通八达，内河航道浚深延长，管道运输穿越天长，

航空运输也已起步，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基本上满足了
全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

盛世修志，志以资政。市交通局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把

编写史志工作列为一项重要内容，组织编写出滁州市第一部专业交

通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确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价值。交通发

展过程纷繁复杂，编写交通志，纵贯古今，横涉百类，决非易事。编写
人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广征博

采，在大量的古今资料中，鉴别撷取，反复推敲，四载成书，再现了滁

州市的交通历史画卷，为皖东交通建设做出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

作。阅读《滁县地区交通志》，使我们了解滁州市交通事业的古代。、近
代到现代的历史足迹，也使我们更加重视交通，一定要深化改革，加

快交通发展，为滁州经济的全面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注：滁县地区于1993年元月改为滁州市·

滁州市副市长 张红梅

．199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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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光

荣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

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编史写志蔚然成

风，促成了《滁县地区交通志》的成书。这是有史以来滁县地区第一

部专业志书，是滁县地区交通运输工作的又一重要成果，可喜可贺。

编写这部志书过程中，中共滁州市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十分

关怀，省交通厅、滁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以及许多专家、学者，给予十

分有益的指导，全地区交通运输单位给予积极的支持，特表示衷心

感谢! ，

自古以来，滁县地区境内水陆交通留下了极为丰富而又片断、

分散的历史资料，系统地搜集、整理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专门志书，

还是第一次，任务繁重，难度很大。志书编写人员不孚众望，肩负重
任，克服困难，辛勤笔耕，历时四载，两度评审，几经增删，反复核实，

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圆满完成了任务：这部志书，突出了滁县地区

交通运输特点，立足当代，着眼大事，做到了记事中寓褒贬，观点与

史实统一，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滁县地区境内千百年来交通运输事业

的发展脉络，特别是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交通运输事业的巨大成

就和宝贵经验，对于认识昨天，把握今天，开拓明天，教益诸多。编写

志书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历代名家编写史志也难免有疏漏之

处，我们编写这部志书，人手少，时间短，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疏漏

难免，尚希读者指正。．
一

《滁县地区交通志》记载了过去，未来新的篇章有待后人继续谱

写，作为现任，深感任重道远。当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交通运输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吾辈继往开来，进一步发展滁县地区的交

通运输事业，必须具有超前意识，艰苦奋斗，加倍努力。当前要统筹
2



序 二

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集中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修

建一批重点骨干工程，力争做出更大成绩，谱写滁县地区交通志的

新续篇。

- ⋯

徐云生
1 99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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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篇目。全志分设篇、章、节、目4个档次，目以一、二⋯⋯代

之。目以下根据需要分设(一)、(二)⋯⋯，再以下分设1、2⋯⋯代
之。

二、志限。古代资料上限不定，因事而异，下限至1992年，个别

资料延至1 993年。

三、纪年。当代一律以公元纪年，追述历史，属1 949年1 0月以

前的，用当时朝代年号，并以括号注明公元年代。1949年1月至

1949年10月则以公元纪年记之。“建国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四、体例。以文字记叙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资料。主要来源于滁县地区的公路、航运、汽车运输系统和

7个县市交通局及所属单位的史志稿，各类档案文献，I=／碑记录和

有关旧县志。引用典籍注明出处。

六、疆界。本志包括天长县、来安县、全椒县、定远县、凤阳县、嘉

山县和滁州市1992年的行政疆界，区、乡、镇则按1 992年底的区

划。1955年以前曾领辖江浦县、盱眙县和六十年代以前曾领辖肥东

县，均不列。

七、计量。使用各个时代实际使用的计量单位，计量无稽考的，

按现在实际测量使用当代计量。当代计量一律使用国家标准计量。
1955年以前使用的老版人民币面值，按国家规定的比率折算现行

人民币，并注。

八、人物。采用传、录、表形式记载。已过世的知名人物、烈士列

传记之，著名人物入录简介，各类先进人物列表。入表标准为中共滁

县地委、滁县行署、省交通厅、蚌埠铁路分局及其以上机关授予先进

称号人物。具有中等以上各类专业技术职称人物亦列表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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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九、称谓。均按当时称谓记叙。如天长县在1949年至1961年

称炳辉县，滁州市在1 982年以前称滁县。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一律称“人民政府’’、“民主政府"。国民

党领导的只记“政府”或“国民政府"。”日本侵略军占领地区冠以“日
伪”或“汪伪’’。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
够”。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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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滁县地区位于安徽省东部，居长江、淮河之间，东经11 7。1 o7～

1 1 9。13’，北纬30。51’一33。1 3’，辖天长、来安、全椒、定远、凤阳、嘉山

6县和滁州市，面积13328平方公里，1 992年总人口378万。周边与

江苏省的泗洪、盱眙、金湖、高邮、仪征、六合、江浦，以及安徽省的巢

湖、和县、含山、肥东、长丰、淮南、蚌埠、五河等县市毗邻。民国二十

二年(公元1933年)，安徽省政府始设督察专员公署，第五区专员公

署设在滁县①。抗日战争时期，第五专区专署移驻全椒县古河镇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成立

了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④，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 943年)在津浦铁

路东的天长和津浦铁路西的定远分别成立2个专员公署④。民国三

十四年(公元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安徽省政府第五专署从

古河移至明光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行政机构北撤。民国三十七年

(公元194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皖东恢复行政机构，成立江淮解放

区第一和第四专区⑨。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 949年)初全境解放，4

月，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滁县专员公署⑦，1 952年改称安徽省人

①时辖滁县、全椒、来安、天长、盱眙、嘉山6县。

②时辖全椒、凤阳、定远县部分地带，天长、来安、嘉山3县部分地带属第六专署。 ．，

⑧时辖来安、天长、嘉山及盱眙、六合，高邮、宝应、仪征等县部分地带．

④路东专署辖来安、天长、嘉山及盱眙，六合、仪征，高邮、上元、江浦县部分地带；路西专署辖滁

县、全椒、定远及定凤怀、风定嘉、定合，巢合、寿县部分地带。上元、定凤怀、凤定嘉、定合、巢合等县都是

当时的县名．

⑤时辖滁县、来安、全椒、天长．定远、嘉山6县部分地带。

⑥第一专区辖天长、嘉山、盱眙、来安、滁县及六合县大部地带，第四专区辖定远、凤阳、定滁、定

合、全合县大部地带。定滁、定合、全合是当时的县名。

⑦时辖滁县、来安、定远、风阳、嘉山、全椒、炳辉及盱眙、江浦9县。江浦县于1952年划属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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