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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公路志系列书凡例
埘7

一、安徽省公路志系列书，属公路专业志，包括安徼省公路‘．

志和各地市公路志，一志一卷。‘安徽省公路志》为首卷，其余各

卷按出版时间先后依次编号． ◆

二、按照专业志体例，各卷分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章

节可设子目，标次第序码．上限依事上溯，下限断于1989年：以

第三人称记述，横排竖写．对涉及人物，采取以事系人方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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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三、文体为记述体，一律用现代汉语书面语。统一使用国务

院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古地名、古人名、古文献使用简化字易

引起歧意时，可使用繁体字或注释．

四、名称表述；人物一般直书姓名，不冠“同志”、。先生”

(弓f文除外)；以事系人时，可冠以当时职称、职务，以表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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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首次使用括注简称后 一

用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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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指汪精卫政权称“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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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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纪年、时间：清代及清代以前用当时朝代、年号；民国

时期用民国纪年，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述公元纪

年．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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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倍数、成数用汉字表示，百(千)分比和比例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统计数据采用统计部门核定的数据，对经过实测、考证

的数据加注出处．计量单位，1984年以后的按国务院1984年2月

2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1984年以前

的计量‘单位按原称原额书写．
’

八、统计表须由表序、表题、横标日、纵标目、分格线、数

字、表下注等要素构成，一律采用。开口式”．’ ．

、九、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不编通码．

十、路线、桥梁、涵洞数量包括公路部门以外其它部门投资

兴建的．黑色路面粘结料有渣油、煤焦油、沥青，其中以渣油居

多，故统称“渣油路面”．



序

《芜湖市公路志》是安徽省公路志系列书中的一卷。它的问世，

为安徽公路史志完成了一个重要的篇章．

芜湖市公路交通已有60多年的历史．《芜湖市公路志》记载

、 了民国时期芜湖市公路的创建和沿革，并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芜湖市公路从普及发展到逐步改善提高所取得的成

就。从志书中可清楚看到，民国时期的23年中，芜湖市公路发展

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路发展逐年加快，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公路技术改造进展顺利，
· 公路落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芜湖市改革开放创造了有

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芜湖市公路建设取得了有益

的经验．从50年代初的皖南急要公路大整修，直到80年代芜南

高等级公路的兴建，均依靠群众投劳，采取民工建勤和民办公助

的办法，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爱路、护路和建路的业绩．1985年

后，公路建设由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方式，逐步过渡到多渠道

的集资修路建桥，这是民工建勤方式的延伸和发展，反映出“人

民公路人民修”、“要想富、先修路”这一群众愿望和要求，符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芜湖

县荆山镇军荆公路和荆山大桥、南陵县丫丁路丫山镇段水泥混凝

土路面等均采用集资办法兴建，湾石路等干线新建和宁芜、南雄

等路的技改工程的投资中，也包含了社会集资，不仅加速了芜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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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路的发展，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芜湖市

公路的发展，也是依靠科技进步，依靠推广应用公路新技术的结
··果，并与加强公路的各项管理、加强职工教育、提高职工素质分

不开。 ，

志书中还记述了芜湖市针对圩区路段渣油路面基层及病害，

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处治，以及对芜南路改建实行招标

办法，加强工程质量监理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反映了芜湖市公

路建设和养护的地方特色．

进入80年代，芜湖市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开放城市，成为安徽

开发皖江的重点和突破口，芜湖市经济振兴有望。这必将促进公

路交通事业的发展。随着《芜湖市公路志：}的出版，芜湖市公路

的发展必将谱写出新的篇章． ．

吴 昌 期大 曰 划
1993年lO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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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芜湖市公路志》即将付梓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它既为金省公路志系列书增添了新的篇章，又是芜湖市公路部门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芜湖市公路志》的编写，按照省公路管理局的统一部署，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采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六伪存真，去

粗取精，记述了芜湖市公路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芜湖市公路建设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同时，还
‘

记载了依靠群众、多方集资修路建桥以及水网圩区路段养护的特

点和典型事例，收录了公路系统的先进模范人物事迹，具有较强

的专业和地方特色。
7

编写《芜湖市公路志》，意在鉴往知来，存史资治，借鉴历史

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从志书中可以看到芜湖市在公路规费

征收、建设、养护和管理方面的发展脉络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

人们进一步全面、系统地了|解芜湖市公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它

既为芜湖市公路事业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又是公路部门进行

历史传统教育的教科书，是领导者进行公路规划决策的科学依据。

80年代以来，芜湖市深化改革，公路交通的发展已成为芜湖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的基础性因素。要把公路交通尽快搞上去，需
‘

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公路部门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现实，．



。 芜湖带公路卷————————————————————————————————～一
愿与社会各界一道，本着改革和求实的精神，抓住机遇，迎接挑

战。再接再厉，为芜湖市公路事业的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冯 贤 文
199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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