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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阜阳地区交通志》是阜阳市(地区)交通局在省、市修

志部门指导下新编的阜阳地区首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地区

交通志。此志编纂工作始于1 989年，完稿于1 998年，历时

10年。可谓：十年笔耕付辛劳，一朝出版喜收成。

由于多方面原因，《阜阳地区交通志》时间下限仅至

1 989年，而下限以来近10年的资料未能补入。恰恰在这10

年，特别是1 9 96年阜阳撤地设市以来4年，正是阜阳交通

事业在改革开放中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段。这期间，阜阳交通

发展范围之广，投资之巨，项目之多，速度之快，均堪称历史

空前。京九铁路全线贯通，京九线最大的阜阳编组站建成使

用，使阜阳成为五线引入的铁路大枢纽。阜阳机场建成并正

式开航，又使阜阳成为八方交汇的航空大枢纽。仅1998年，

阜阳市公路建设总投资达8亿元，新建和改造国道、省道干

线1 30多公里，改造县乡公路400公里，“快速通道”工程快

速进展，阜阳城区主干公路全部铺设了水泥路面。阜阳水运

事业亦获高速发展，水道航运通淮河、长江，达上海、苏杭。

如今的阜阳市已成为公路、铁路、航空、水路俱全的立体交

通大枢纽，开创了阜阳交通事业的全盛新局面。交通事业的

发展，大大促进了埠阳城乡的经济发展。在此志即将出版问

世之际，受编者委托为志作序，感到有必要作上述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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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明，并强调1 989年以来的1 o年，是阜阳交通史上最辉煌的

10年!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

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

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笔者以

为，《阜阳地区交通志》出版问世，可以向人们展现阜阳交通

发展的历史，由此可以明告世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会有阜阳交通事业的今日辉煌，

也才会有阜阳交通事业明天的更加辉煌!

阜阳市交通局局长 杨国保

一九九九年元月十日



序二

序 二

《阜阳地区交通志》经过数年努力笔耕，终于编纂成功了。这是

继承申华民族“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运用新的资料、新的观点、新

的方法编纂的第一部阜阳地区交通志，诚为可喜可贺!

阜阳地区位于淮北平原以西、安徽省西北部。西、北边-9河南省

为邻，东边与淮北、蚌埠两市相连，南边与淮南市、六安地区相接。全

区有三市八县，总面积181 69平方公里，人口1100多万，气候处于

亚热带向北漫带渐变的过渡带。在历史上，阜阳地区“襟带长淮，控

扼陈蔡，东连三关，南引荆汝，其水洄曲，其地平舒，梁宋吴楚之冲，

齐鲁i卞洛之道，淮南内屏，东南枢辖”(明李宜春主修《颍州志》上

卷)，地理交通位置十分重要。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数千年的漫漫岁月里，由于生产

力低下，自然天灾人祸连绵不断，地区交通基本处于“旱路羊肠小道

步行肩挑，水上木船小划拉纤手划”的原始状态。直至新中国建立前

夕，这里的交通条件仍极为落后。仅有的几条公路全系土路，而且断

续不连，坎坷不平，每逢阴雨天，路上泥泞不堪，难得看见的过往汽

车只有“抛锚"停驶。
’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阜阳地区的交通事业发

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特别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交通事业

迅猛发展，成绩卓著。如今，阜阳地区已建成了以公路为主的水陆空

立体交通网络，民航班机往返于阜阳、合肥之间；平坦的柏油公路通

往全区各县、市和大多数乡镇；涡河、泉河、颍河、淮河、茨淮新河的
3



序二

水运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濉阜、商阜、阜淮、漯阜铁路与正在修建

中的京九铁路穿境交织成“米”字型，五路交汇，阜阳市即将建成京

九线上的特大型枢纽站，将使之变成皖西北的交通中心。全区交通

事业确实“旧貌换新颜”!

地区交通志以翔实的资料，真实地再现了阜阳地区交通的历史

和现状。笔者看此志观点正确，内容丰富，体例得当，文风朴实，反映

了时代和地方特色，不失为一部成功之作，这当然归功于编者长期

不懈的辛勤笔耕。借此之机，谨向为这部志书付出心血者们表示感

谢!

志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社会功能，愿此志问世之后，读

者喜爱它，从中吸取所需，使之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当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正是交通事业

大发展的难得机遇。相信盛世之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各级政

府的重视和支持，交通系统的广大职工同心同德，勤奋开拓，扎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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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阜阳地区交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如

实记述阜阳地区交通的历史及现状，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全志总体结构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排门类，纵写

事实，分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坚’持文图表并用，以文为
。一 。

王o ： 。

三、此志的章法只记事实，不加评论，杜绝空话i寓褒贬

于记事之中。文风力求朴实简明。

四、此志纪年以新中国建立时为界，此前先写朝代年

份，后加括弧注明公元年份；此后一律按公元纪年。

五、此志所采用的名称，依照当时的称谓。

六、此志有关度量衡单位，使用公制标准，数字均使用

阿拉伯数字，以统计局数字为准。

七、此志的专业术语，依照国家统一规定的标准。

八、此志采用语体文，行文以第三人称。

九、此志上限依事上溯，下限断至1989年o

o畜舡，。

撼豇燕苌。革热土p，



概述

概 述

阜阳地区辖八县三市，位于安徽省的西北部，黄淮平原

腹地，东临沿海，北靠中原，北部和西部与河南省的商邱：周

口、驻马店、信阳相毗邻，东部与本省的淮北、蚌埠、淮南市

相接壤，南部以淮河为界与本省的六安地区隔河相望。地

处东经114。52’～116。497，北纬32。257～34。047)，南北长182

公里，东西宽180公里，面积18169平方公里，1989年底，人

口达1100余万，面积和人口均居全省首位。地势西北高而

东南低，属大陆性气候，气候温和，温差大于长江流域，夏季

平均气温27。～28。C，冬季低到零度上下，年平均降雨量在

820～950毫米之间，夏季降雨量占全年的一半以上j地下矿

藏和水利资源丰富。区内从南向北有淮河、漾河、泉河、沙

颍河、茨河(其中泉河、茨河在阜阳汇入颍河后入淮河)西淝

河、涡河，茨淮新河横贯东西，县市所在地多靠近通航河流，
如阜南临漾河、临泉滨泉河，界首、太和、阜阳、颍上靠沙颍

河，亳州、涡阳、蒙城接涡河。阜阳是行署所在地，是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居颍河右岸，古为颍州，是历史名城，干支

交汇，商贾云集。行署北辖历史名城亳州，是华陀、曹操家

乡，历史上盘庚曾三迁于亳，三国时，曹操水军自涡入淮，至

隋唐已通漕运，交通便利；东辖蒙城(漆园)‘、颍上(慎城)分

别是庄周、管夷吾家乡。黄河由于东下流入平原，泥沙淤

积，河床升高，夺河改道，中下游受其害，民国时期。，两次扒

开黄河花园口，淮河、涡河、颍河等黄水泛滥成灾，航道淤积

弯曲，浅滩又多，加之官卡匪抢，．霸头压榨，船民苦不堪言。

建国后，政府对船民、船只进行定港和民主改革，并疏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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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改建码头，使其投入治淮和国家重点物资运输；随着形

势的发展，对木船结构和动力进行改造，航运事业发生了地

覆天翻的变化，从顺风扬帆，逆水摇橹拉纤，发展到钢质拖

队，一条龙拖带化运输和挂浆机船舶运输方式，甩掉了背在

船民身上的纤板。水泥船、钢壳船，改变了“无木不成舟”的

千年古训，运输量逐年增长o 1952年客运量为4．99万人

次，409．76万人公里；货运量达26．2万吨，3166万吨公里o

1975年，客运量达61：5万人次，1590．43万人公里；货运量

124．9万吨，20576万吨公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路

建设里程不断增加。汽车运输以其时间短、速度快的优势

迅猛发展。客货运输逐渐由水运转为陆运，对水运形成冲

击，同时由于水上建节制闸没能同时建过船闸，造成闸坝碍

航。如颍河上游马湾、周口、沈丘建闸切断了两千多年豫皖

两省的水上东西通道。自1981年颍上建成节制闸后，阜阳

至正阳关客运停航，1985年全部客运停班，轮船外调o 1985

年货运量下降到108．4万吨、53965万吨公里，港站34处，

年港口吞吐量1470万吨，到1989年底货运量153．4万吨，

8．5亿吨公里，全区通航里程739公里，其中水深1米以上

的航道562公里，港口吞吐量249．8万吨o

1 989年水路运输工具：各类船舶41 99艘，283089吨

位，58220千瓦；货驳809艘，载重66224吨位，年底货运量
1 53．4万吨，84489万吨公里。

阜阳地区的陆路交通是在古驿道和大车道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现在仍有驿道遗迹；如亳颍西道的十八里铺、旧县舍
甫；阜临路的驿堂店；阜颍路的卅里铺、四十里铺⋯⋯名称迄
今仍然沿用。

民国11年，国民政府用红十字会救济款，修了亳州到
宋彦集和亳州经太和到阜阳两条土公路。安徽省公路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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