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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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书按志体的基本要求，横排纵述，注重记实，一般不加评

议。对涉及的人物，主要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也可设传

记、名录。

四、纪年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

当时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并在括号中加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二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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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级政府，统称“某某政府”(其中

日伪设立的各级傀儡政府，统称。汪伪某某政府”)；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级政府，称。某某人民政府”。
‘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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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里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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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长宽数据均取用一位小数。

八、公路桥梁、涵洞的数量，均包括水利、农林、城建、煤炭、铁路、

军事等部门投资兴建的全部桥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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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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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蚌埠市公路管理局根据安徽省公路管理局的统一部署，在各

方支持下，经过编写人员两年多的辛勤劳动，率先完成了《安徽

省公路志系列书》中的第一本书——《蚌埠市公路志》。这是一件

值得庆贺的事。

说起蚌埠市的公路，我倒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一桩往事：当时

五河办起一个汽车公司，来往于五河与泗县之间，运送客货，现

查这是安徽省最早通车的商办公路；但是汽车运输夺了黄包车夫

的生意，于是黄包车夫团结起来加以反对，以至把汽车翻倒在地。

史料记载这条公路始建于1920年，是蚌埠地区最早通车的公路，

而过去不过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战争年代我曾多次步行于此

间。现在这条路已成为北京至福州国道的一段，且与五河淮河大

桥相连接，对促进五河和蚌埠市的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蚌埠自津浦铁路通车以来，从一个普通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交

通、贸易中心，公路交通的发展，对蚌埠的进一步建设与繁荣起

着很大作用。解放之初，由于淮河上没有公路桥，大大妨碍公路

的交通。蚌埠淮河闸桥的建成发挥过并将继续发挥作用，继之有

五河淮河大桥的建成。然而对蚌埠市的发展更有直接意义的，则

是蚌埠淮河公路桥的建设。这样，以蚌埠为中心的皖北交通中心，

健全了，发展了，而与此相配套的，还有蚌埠市所属三县公路网

络的形成。公路所到之处，不但对物资运输有着巨大作用，对广

大农村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这个公路

—I．．。，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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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还不能说已经完备了，因为有的农村公路交通仍未解决，

点和死角依然存在，有待于今后的继续努力。

这本志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体例得当，编写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充分的事实，着重说明解放后

辖区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支援解放战争、

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而修建

干公里的公路，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也表明了公路

项建设事业所起的先行作用。
’

这本志书还记述了蚌埠市群众集资修路，向市、县银行贷款

大桥，发行有奖有息建桥债券等多方集资的办法，体现了蚌

区域性公路的特色和经验。我希望这本志书出版后，不但对

市公路建设起到鉴古资今作用，而且能带动全省各地市公路

写工作加速进行，取得丰硕成果。是为序。

欧 远 方

1991年10月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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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公路志》是安徽省公路志系列书的一卷。它的成书问

世，是编写人员辛勤笔耕、有关部门协同支持而共同取得的成果，

是蚌埠市公路系统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盛世修志，鉴往知来。本志书以较为全面、系统、翔实的资

料，记述了蚌埠辖区公路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蚌

埠公路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沿着蚌埠公路事业发展的历史

轨迹，我们深切感受到公路事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和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制约，人民群众是推动公路建设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人

民修公路，修路为人民”，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公路事业特有的风貌。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公路交通肩负重要的历

史使命。为了不辜负历史的重托，我们不但需要认识现实的公路

工作，而且需要懂得公路工作的历史，继承和借鉴历史经验，更

好地为现实服务，这就是我们编写公路志书的出发点和宗旨所在。

我相信这本志书将成为蚌埠公路系统广大职工极有价值的案头

书，并愿与全体职工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求实开拓，团

结拼搏，为振兴蚌埠市的公路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宋 早 明
1991年12月于蚌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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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蚌埠古为淮河岸边采蚌捕鱼之地，明清时形成渔村小集。清

宣统三年(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民国2年(1913年)安徽督

军公署设于蚌埠，蚌埠集一跃而为皖北水陆交通中心和军事重镇。

民国15年(1926年)蚌埠为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民国27年(1938

年)11月，汪伪安徽省政府也设在蚌埠。民国36年(1947年)1

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设市。1949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解放蚌埠，4月21日，蚌埠定为皖北行署直辖市。1952年8月，

定为省辖市。1956年1月至1961年3月改为蚌埠专区辖市。1961

年4月13日，恢复为省辖市。1983年7月1日，实行市管县体制，

怀远、固镇、五河3县由宿县地区划归蚌埠市管辖。
‘

蚌埠位于皖北，淮河横贯市县，东联嘉山县和江苏省泗洪县，

南接淮南市和凤阳县，西临蒙城县和濉溪县，北连宿县、灵璧县

和泗县。界于东经118。04，～116。40，与北纬32。44r～33。30，之间，东

西长135公里，南北宽86．5公里，总面积5917平方公里，人口

279万。平原面积约占总面积的86％，主要分布在沿淮及淮河以

北，是黄淮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属半湿润的暖温带季风气候，年

平均气温15．1℃，年平均降水量839．4---905．4毫米，年平均无霜

期201～217天。沿淮及淮河以北为砂性土壤，其余为粘性土壤。

蚌埠辖区公路创建于民国9年(1920年)，时泗县士绅筹办汽

车公司，利用原大车道稍加整修即通行汽车的五(河)泗(县)路

是辖区第一条公路，也是安徽最早的汽车路。随后，相继建成蚌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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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至怀远、蚌埠至长淮卫、蚌埠至刘府、怀远至蒙城、五河至临

淮关、蚌埠至宿县和灵璧至固镇等7条公路，总里程为259．4公

里。但这些公路多为土路，标准很低，缺桥少涵，抗日战争爆发

后，国民政府通令。破路阻敌”，辖区公路被破坏。抗日战争胜利

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为适应军事需要，公路又几经抢修与破坏，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勉强通车的里程仅89．2公里。

1949年至1957年，贯彻。依靠群众，就地取材，通车必养，

有路必护一的方针。1951年蚌埠辖区第一个养护道班-一怀远道

班成立，负责养护蚌(埠)阜(阳)路蚌埠至曹店段。1955年，怀

远至曹店段铺筑厚8厘米级配碎石路面，成为辖区第一条晴雨通

车公路。到1957年底，共整修恢复公路110．8公里，其中铺筑泥

结碎石路面88．2公里，设置6个养护道班正常养护。同时新建灵

(璧)固(镇)路沱河木桥、五(河)泗(县)路五河浍河和沱河

木桥以及怀(远)固(镇)路固镇何集桥，共长353．8延米。蚌

埠淮河三号码头公路渡口也建成使用。

1958年至1965年，在。依靠地方、依靠群众、普及与提高相

结合、以普及为主”方针指导下，公路发展较快。1965年底，辖

区公路通车里程增至378公里，比1957年增长3．4倍，但由于

“大跃进”的影响，所建公路质量大都较差。公路桥梁建设也取得

较大成绩。1961年，安徽省最大的闸带桥——蚌埠淮河闸公路桥

建成交付使用。在1963年全省开始的。干线木桥歼灭战”的推动

下，至1966年底，蚌埠辖区共新改建桥梁25座，长1484．2延米，

基本上消灭了临时式木桥。其中省内第一座大跨径石拱桥——蚌

(埠)阜(阳)路怀远涡河桥于1964年底竣工，根本改变了以渡

代桥的献况。1965年蚌(埠)阜(阳)路蚌埠至怀远段首次试铺

渣油路面18公里，拉开了辖区公路路面向次高级发展的序幕。这

一时期的公路养护工作主要采用道班养护和群众包养两种形式。

1966年至1978年，辖区公路在曲折中有所发展。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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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机构撤销，组织瘫痪，制度废弛，无人管理，施工停顿，养

护中止，公路损坏严重，路况急剧下降。但多数公路职工热爱公

路事业，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排除干

扰，坚守岗位，逐步恢复施工和养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灵

(璧)固(镇)路固镇沱河桥于1967年建成；1973年建成2座钢

筋混凝土双曲拱桥——蚌埠淮河闸分洪桥和怀远万福桥I 1975年

又建成一座大型闸带桥——怀(远)潘(集)路怀远上桥闸桥；1977

年10月，皖境淮河上第一座特大公路桥——五河淮河大桥建成通

车I 1978年底，辖区通车里程582．9公里，其中渣油路面229．8

公里，设38个道班负责养护。

1979年至1989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

指引下，贯彻“全面规划、一加强养护、积极改善、重点发展、科

学管理、保证畅通”的公路工作方针，依靠地方政府，坚持民工

建勤，多层次、多渠道筹集公路建设资金，逐步改造干线公路，兴

建大跨径、新型桥梁，普及发展乡村公路，使辖区公路有较大的

发展和提高，超过了历史上最好水平。这一时期按二级路标准改

建国、省道109．8公里，农民集资投劳修建乡道2830．1公里，其

中有路面公路占47．4％。固镇县首次向银行贷款建成蚌(埠)宿

(-it-)路溽河桥。由交通部和省、市共同投资的全省第一座预应力

钢筋混凝土斜拉桥——蚌埠淮河公路桥，于1989年10月建成，主

孔跨径224米，全长752米。该桥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蚌埠公路

交通面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为全省兴建大跨径、新型

桥梁提供了经验。

到1989年底，辖区公路通车里程达3744．8公里，实现乡乡

通公路，公路密度达每百平方公里63．2公里，比全省公路密度高

2倍多。公路部门和县交通局管养的公路中，已无等外路，其中二、

三级路占58．8％，高级、次高级路面518．9公里，占56．7％。共

有公路桥梁170座，长8036．4延米，其中特殊大桥2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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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3延米，居全省地市之冠。大桥7座、中桥22座、小桥140

座、涵洞1402道、公路渡口5处。共设63个道班担负经常性养

护。1983．年开始推行公路养护经济承包责任制，并开展。文明公

路和文明道班”建设。1987年5月，蚌埠公路总站制定并实行

。干线小修费管理改革办法一，调动了养路职工的积极性，路况逐

年好转。干线好路率由1984年的69％提高到1989年的79．8％，

平均每年提高2．2 o／。一个以国i省道为骨架连接县乡道的公路网

已基本形成，改变了以往。东西靠淮河、南北靠铁路”的交通格

局。公路交通的优势和综合效益日益显著。公路在发展蚌埠经济

中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蚌埠辖区公路事业经过近70年的演变和发展，特别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公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有益的

经验，同时也体现了本地区的特色。

依靠地方人民政府发动民工建勤，建养公路，符合蚌埠市情，

推动了公路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在蚌埠辖

区公路建设中，民工建勤达450余万工日，完成土石方计1100万

立方米。如1949年1月，固镇市①人民政府动员民工I．5万人次，

抢修支前公路3条90多公里，完成土方15万立方米，这是辖区

民工建勤修建公路的开端。1951年政务院《关于民工整修公路的

暂行规定》和1955年国务院《关于改进民工建勤养护公路和修建

地方道路的指示》发布后，辖区各级人民政府动员民工整修公路。

年复一年，从未间断，至1957年，民工建勤计100万工日，完成

土石方240万立方米。1958年至1978年，民工建勤计150万工

日，完成土石方340万立方米。1979年至1989年，民工建勤计200

万工日。完成土石方520万立方米。此外，在公路的养护备料和

水毁抢修中，民工建勤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①1948年儿月13日固镇解放后，设区级固镇市，属五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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