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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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间先后顺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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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书根据志体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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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人物记述范围，限于从事公路工作、地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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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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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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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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保留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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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沥青材料，故统称“渣油路面”。

；≯j。筝托■。。声j德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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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宿县地区公路志>付梓出版，这是宿县地区编修新方志

的又一成果，也是全省公路志系列书中的新篇章。地区公路部门

编写专业志，尚属首创；坚持多年，数易其稿，集合众长，成书问世，

尤为可贵。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包含了宿县地区70年来公路建设、

养护、管理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宿

县地区公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堪称为宿县地区40年公路建设辉

煌成就的概括和总结。

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遵守质量第一的原则，充分发掘和利用大

量的历史资料，注重取舍，详略有序，如实地进行客观记述，既实事

求是地反映出宿县地区公路建设的发展变化、转折得失，又展示了

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地区特色。有质有文，可读可信。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宿县地区公路事业发展

兴旺，归根到底，是各级人民政府加强领导、各个部门协同支持和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结果。同时它也培养、造就了一支懂业

务会管理的公路专业队伍。这支队伍具有高度的爱国、爱乡、爱路

的热忱，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他们善于抓住机遇，正确决策，引导

组织群众，全面加快公路建设，取得了地区公路及乡村公路平均密

度居全国前列，地区公路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全

省公路系统综合评比八连冠的优异成绩。这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

0I-缅笏锡弱绷缀溯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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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必将载入宿县地区和全省公路发展的史册。

忽视历史，就是放弃未来。今天，我们既要继续深化改革开

放，又要加强历史传统的教育。<宿县地区公路志>的出版，为年轻

一代和子孙后代，提供了一部很好的地情、路情历史教科书。

公路交通的迅速发展，是一个地区兴旺发达的主要标志之一。

也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公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

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值此公路志出版之际，希望

宿县地区公路部门借重历史经验，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技

领先，加快现代化公路建设，为促进宿县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再创

新业绩，作出新贡献。聊进数言，是以为序。

汪 洋
1995年7月6 E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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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县地区地处黄淮平原，战略地位重要，修治道路历史悠久。

秦修驰道，经宿县、蕲县；隋筑御道，穿宿县、灵璧、泗县。到20世

纪20年代，泗县至五河公路通车，拉开了由古代道路向现代公路

发展的序幕。民国期间，战争频仍，民生凋敝，公路发展甚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公路

部门，依靠政府、依靠群众、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发

扬艰苦创业精神，使全区公路建设得到长足进步，成绩斐然。为国

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公路的功绩

也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为了总结公路建设经验，揭示公路发展规律，促进今后公路建

设事业更快发展，根据安徽省公路局的统一部署，宿县地区公路局

于1990年10月重新组织人员编写<宿县地区公路志>。经过编纂

人员的辛勤笔耕，五度寒暑，四易其稿，终于付梓。这既是宿县地

区公路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也为安徽省公路

志系列书增添了篇章。

在编纂过程中，编者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对历史资料作了认真系统的考证和鉴别，力求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使这本志书能以比较全面、系统和翔实的资料，真实地

反映宿县地区人民群众在公路建设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和公路

建、养、管等方面的发展规律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以后

公路建设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依据。“志以致用”，恳切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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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公路战线的广大职工，经常研读思考，鉴古知今，获取教益，为

宿县地区公路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做出新的贡献。‘

李 晨 阳
1994年12月于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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