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豢立．毒薷

湖镧潮

漂淄瀑懑淄瑚蕊

溺淘l



、．

黄 山 书 社



总编辑：章征学

责任编辑：赵经舟

责任校对：赵大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宣城地区公路志系列书：宣州卷

宣城地区公路志系列书编审会编审

合肥：黄山书社，1999

ISBN7—-80630—-462—．2

I．宣⋯ Ⅱ．宣⋯ Ⅲ．公路工程=经济史一安徽一宣州

Ⅳ．F5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0792号

宣州市公路志

赵大祥主编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新华书店经销

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x 1168mm 1／32印张：9．5插页：4字数：200千

2001年12月第1版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80630—462—2／K·192

印数：1500(精装)



凤先进

刘正芳

张业明

肖善斌

徐金元

翟笃权

总编辑：章征学

方松林

许柏林

宋柳湘

郭 卓

章征学

司汝敖

吉蒙光

赵德成

钱邦青

章恒荣

—‘。‘。I



宣州市公路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方绍明

副主任委员：杨年广 施家军 孔 雨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丰旭华孔 雨 方绍明

开国斌 纪多宣 尚莲英

一 汪国球 陈 功 张大学

杨年广 赵大祥 荀学梅

施家军程晓伍

主 编：赵大祥

副主编：杨年广

摄 影：汪国球 纪多宣 李继顺

一
广0’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_■_◆
l

目 录

宣城地区公路志系列书凡例⋯⋯⋯⋯⋯⋯⋯⋯⋯⋯。1

序一：⋯⋯⋯⋯⋯⋯⋯⋯⋯⋯⋯⋯⋯⋯。⋯⋯⋯⋯⋯⋯⋯⋯⋯⋯⋯⋯3

序二⋯：⋯⋯⋯⋯⋯⋯⋯⋯⋯⋯⋯⋯⋯⋯⋯⋯⋯⋯⋯．5

概述⋯⋯⋯⋯⋯⋯⋯⋯⋯⋯⋯⋯⋯⋯⋯．．．⋯⋯⋯⋯。1

大事记⋯⋯⋯⋯⋯⋯⋯⋯⋯⋯⋯⋯⋯⋯⋯⋯⋯⋯⋯10

第一章路线⋯⋯⋯⋯⋯⋯⋯⋯⋯⋯⋯⋯⋯⋯⋯⋯．24

第一节国道⋯⋯⋯⋯⋯⋯⋯⋯⋯⋯⋯⋯⋯⋯⋯⋯⋯⋯⋯⋯⋯26

318线宣州市段⋯⋯⋯⋯⋯⋯⋯⋯⋯⋯⋯⋯⋯⋯⋯⋯⋯⋯⋯⋯⋯26

第二节省道⋯⋯⋯⋯⋯⋯⋯⋯⋯⋯⋯⋯⋯⋯⋯⋯⋯⋯⋯⋯⋯30

一、104线宣州市段⋯⋯⋯⋯⋯⋯⋯⋯⋯⋯⋯⋯⋯⋯⋯⋯⋯⋯⋯3l

二、322线宣州市段⋯⋯⋯⋯⋯⋯⋯⋯⋯⋯⋯⋯⋯．．．⋯⋯⋯⋯⋯35

第三节县道⋯⋯⋯⋯⋯⋯⋯⋯⋯⋯⋯⋯⋯⋯⋯⋯⋯⋯⋯⋯”4l

吕



2 宣州市公路志

一、宣(州)向(阳路)⋯⋯⋯⋯⋯⋯⋯⋯⋯⋯⋯⋯⋯⋯⋯⋯⋯⋯⋯4l

二、宣(州)宁(国)路宣州市段⋯⋯⋯⋯⋯⋯⋯⋯⋯⋯⋯⋯⋯⋯⋯42

三、峄(山)宝(丰)路⋯⋯⋯⋯⋯⋯⋯⋯⋯⋯⋯⋯⋯⋯⋯⋯⋯⋯⋯“

四、杨(柳)华(阳)路⋯⋯⋯⋯⋯⋯⋯⋯⋯⋯⋯⋯⋯⋯⋯⋯⋯⋯⋯45

五、周(王)高(桥)路⋯⋯⋯⋯⋯⋯⋯⋯⋯⋯⋯⋯⋯⋯⋯⋯⋯⋯⋯46

六、寒(亭)西(河)路宣州市段⋯⋯⋯⋯⋯⋯⋯⋯⋯⋯⋯⋯⋯⋯⋯47

七、小(河口)狸(桥))路⋯⋯⋯⋯⋯⋯⋯⋯⋯⋯⋯⋯⋯⋯⋯⋯⋯47

八、新(河桥)沈(村)路⋯⋯⋯⋯⋯⋯⋯⋯⋯⋯⋯⋯⋯⋯⋯⋯⋯⋯镌

九、洪(林)棋(盘)路⋯⋯⋯⋯⋯⋯⋯⋯⋯⋯⋯⋯⋯⋯⋯⋯⋯⋯⋯49

第四节乡道⋯⋯⋯⋯⋯⋯⋯⋯⋯⋯⋯⋯⋯⋯⋯⋯⋯一⋯⋯”∞

市县乡公路管理所管养的乡道

一、洪(林)塘(埂头)路⋯⋯⋯⋯⋯⋯⋯⋯⋯⋯⋯⋯⋯⋯⋯⋯⋯⋯5l

二、新(河桥)大(徐村)路⋯⋯⋯⋯⋯⋯⋯⋯⋯⋯⋯⋯⋯⋯⋯⋯⋯5l

三、水(东)龙(泉洞)路⋯⋯⋯⋯⋯⋯⋯⋯⋯⋯⋯⋯⋯⋯⋯⋯⋯⋯52

四、华(阳)白(云洞)路⋯⋯⋯⋯⋯⋯⋯⋯⋯⋯⋯⋯⋯⋯⋯⋯⋯⋯53

五、刘(村)仁(村湾)路⋯⋯⋯⋯⋯⋯⋯⋯⋯⋯⋯⋯⋯⋯⋯⋯⋯⋯53

六、仙(人桥)新(河庄)路⋯⋯⋯⋯⋯⋯⋯⋯⋯⋯⋯⋯⋯⋯⋯⋯⋯54

七、水(阳)电(站)路⋯⋯⋯⋯⋯⋯⋯⋯⋯⋯⋯⋯⋯⋯⋯⋯⋯⋯⋯54

八、金宝圩环圩路⋯⋯⋯⋯⋯⋯⋯⋯⋯⋯⋯⋯⋯⋯⋯⋯⋯⋯⋯⋯55

九、东(溪桥)分(界山)路⋯⋯⋯⋯⋯⋯⋯⋯⋯⋯⋯⋯⋯⋯⋯⋯⋯55

十、高(立洪)卫(东)路⋯⋯⋯⋯⋯⋯⋯⋯⋯⋯⋯⋯⋯⋯⋯⋯⋯⋯57

十一、狸(桥)郑(村)路⋯⋯⋯⋯⋯⋯⋯⋯⋯⋯⋯⋯⋯⋯⋯⋯⋯⋯58

十二、狸(桥)咎(村)路⋯⋯⋯⋯⋯⋯⋯⋯⋯⋯⋯⋯⋯⋯⋯⋯⋯⋯58

乡镇人民政府管养的乡道

一、峄(山)向(阳)路⋯⋯⋯⋯⋯⋯⋯⋯⋯⋯⋯⋯⋯⋯⋯⋯⋯⋯⋯59

二、祁(梅)凉(亭)路⋯⋯⋯⋯⋯⋯⋯⋯⋯⋯⋯⋯⋯⋯⋯⋯⋯⋯⋯59

三、夏(渡)井(边村)路⋯．．．⋯⋯⋯⋯⋯⋯⋯⋯⋯⋯⋯⋯⋯⋯⋯⋯60



目录 3

·四、杨(林)柏(枧山)路⋯⋯⋯⋯⋯⋯⋯⋯⋯⋯⋯⋯⋯⋯⋯⋯⋯⋯∞

五、华(阳)天(竺山)路⋯⋯⋯⋯⋯⋯⋯⋯⋯⋯⋯⋯⋯⋯⋯⋯⋯⋯6l

六、华(阳)四(合村)路⋯⋯⋯⋯⋯⋯⋯⋯⋯⋯⋯⋯⋯⋯⋯⋯⋯⋯6l

七、溪(口)狮(峰)路⋯⋯⋯⋯⋯⋯⋯⋯⋯⋯⋯⋯⋯⋯⋯⋯⋯⋯⋯62

八、狮(峰)吕(辉)路⋯⋯⋯⋯⋯⋯⋯⋯⋯⋯⋯⋯⋯⋯⋯⋯⋯⋯⋯62

t 九、扎(门)龙(潭)路⋯⋯⋯⋯⋯⋯⋯⋯⋯⋯⋯⋯⋯⋯⋯⋯⋯⋯⋯63

十、文(昌)沿(河村)路⋯⋯⋯⋯⋯⋯⋯⋯⋯⋯⋯⋯⋯⋯⋯⋯⋯⋯63

十一、团(山)岱(山村)路⋯⋯⋯⋯⋯⋯⋯⋯⋯⋯⋯⋯⋯⋯⋯⋯⋯63

十二、狸(桥)蒋(山村)路⋯⋯⋯⋯⋯⋯⋯⋯⋯⋯⋯⋯⋯⋯⋯⋯⋯64

十三、孙(埠)建(国)路⋯⋯⋯⋯⋯⋯⋯⋯⋯⋯⋯⋯⋯⋯⋯⋯⋯⋯64

第五节专用公路⋯⋯．．．⋯⋯⋯⋯⋯⋯⋯⋯⋯⋯⋯⋯⋯⋯”76
。

农林茶场专用路
。

一、军天湖农场路⋯⋯⋯⋯⋯⋯⋯⋯⋯⋯⋯⋯⋯⋯⋯⋯⋯⋯⋯⋯76

二、南湖农场路⋯⋯⋯⋯⋯⋯⋯⋯⋯⋯⋯⋯⋯⋯⋯⋯⋯⋯⋯⋯⋯77

三、周王农场路⋯⋯⋯⋯⋯⋯⋯⋯⋯⋯⋯⋯⋯⋯⋯⋯⋯⋯⋯⋯⋯7"／

四、扬子鳄养殖场路⋯⋯⋯⋯⋯⋯⋯⋯⋯⋯⋯⋯⋯⋯⋯⋯⋯⋯⋯78

五、青隐林场路⋯⋯⋯⋯⋯⋯⋯⋯⋯⋯⋯⋯⋯⋯⋯⋯⋯⋯⋯⋯⋯78

、

六、杨林林场路⋯⋯⋯⋯⋯⋯⋯⋯⋯⋯⋯⋯⋯⋯⋯⋯⋯⋯⋯⋯⋯78

七、麻菇山林场路⋯⋯⋯⋯⋯⋯⋯⋯⋯⋯⋯⋯⋯⋯⋯⋯⋯⋯⋯⋯"／9

八、金坝林场路⋯⋯⋯⋯⋯⋯⋯⋯⋯⋯⋯⋯⋯⋯⋯⋯⋯⋯⋯⋯⋯79

九、杨柳林场路⋯⋯⋯⋯⋯⋯⋯⋯⋯⋯⋯⋯⋯⋯⋯⋯⋯⋯⋯⋯⋯79

十、敬亭山茶林场路⋯⋯⋯⋯⋯⋯⋯⋯⋯⋯⋯⋯⋯⋯⋯⋯⋯⋯⋯∞

厂矿及其它专用路

一、八(头桥)蔡(家冲)路⋯⋯⋯⋯⋯⋯⋯⋯⋯⋯⋯⋯⋯⋯⋯⋯”80

二、稽(头岭)三(仙洞)路⋯⋯⋯⋯⋯⋯⋯⋯⋯⋯⋯⋯⋯⋯⋯⋯⋯81

三、汪(塘寺)屠(村)路⋯⋯⋯⋯⋯⋯⋯⋯⋯⋯⋯⋯⋯⋯⋯⋯⋯⋯8l

四、宣(州)敬(亭山)路⋯⋯⋯⋯⋯⋯⋯⋯⋯⋯⋯⋯⋯⋯⋯⋯⋯⋯8l



4 宣州市公路志

五、宣(州)梅(村)路⋯⋯⋯⋯⋯⋯⋯⋯⋯⋯⋯⋯⋯⋯⋯⋯⋯⋯⋯82

， 六、杨(柳)凤(凰山)路⋯⋯⋯⋯⋯⋯⋯⋯⋯⋯⋯⋯⋯⋯⋯⋯⋯⋯娩

七、庙(埠)白(马荡)路⋯⋯⋯⋯⋯⋯⋯⋯⋯⋯⋯⋯⋯⋯⋯⋯⋯⋯跎

八、庙(埠)耿(村)路⋯⋯⋯⋯⋯⋯⋯⋯⋯⋯⋯⋯⋯⋯⋯⋯⋯⋯⋯鼢

九、沙(子岗)石(料场)路⋯⋯⋯⋯⋯⋯⋯⋯⋯⋯⋯⋯⋯⋯⋯⋯⋯83

十、向阳砖瓦厂路⋯⋯⋯⋯⋯⋯⋯⋯⋯⋯⋯⋯⋯⋯⋯⋯⋯⋯⋯”84

十一、武山煤矿路⋯⋯⋯⋯⋯⋯⋯⋯⋯⋯⋯⋯⋯⋯⋯⋯⋯⋯⋯⋯材

十二、塔山锰矿路⋯⋯⋯⋯⋯⋯⋯⋯⋯⋯⋯⋯⋯⋯⋯⋯⋯⋯⋯⋯84

第二章桥、涵、渡⋯⋯⋯⋯⋯⋯⋯⋯．：⋯⋯⋯⋯⋯⋯髓

第一节大桥⋯⋯⋯⋯⋯⋯⋯⋯⋯⋯⋯⋯⋯⋯⋯⋯⋯⋯⋯⋯⋯87

一、东溪桥⋯⋯⋯⋯⋯⋯⋯⋯⋯⋯⋯⋯⋯⋯⋯⋯⋯⋯⋯⋯⋯⋯”87

=、鳌峰桥⋯⋯⋯⋯⋯⋯⋯⋯⋯⋯⋯⋯⋯⋯⋯⋯⋯⋯⋯⋯⋯⋯⋯88

三、凤凰桥⋯⋯⋯⋯⋯⋯⋯⋯⋯⋯⋯⋯⋯⋯⋯⋯⋯⋯⋯⋯⋯⋯⋯眇

四、黄渡桥⋯⋯⋯⋯⋯⋯⋯⋯⋯⋯⋯⋯⋯⋯⋯⋯⋯⋯⋯⋯⋯⋯⋯如

五、溪口桥⋯⋯⋯⋯⋯⋯⋯⋯⋯⋯⋯⋯⋯⋯⋯⋯⋯⋯⋯⋯⋯⋯⋯9l

六、水草湖桥⋯⋯⋯⋯⋯⋯⋯⋯⋯⋯⋯⋯⋯⋯⋯⋯⋯⋯⋯⋯⋯⋯93

七、沿河村桥⋯⋯⋯⋯⋯⋯⋯⋯⋯⋯⋯⋯⋯⋯⋯⋯⋯⋯⋯⋯⋯⋯93

八、汪联河桥⋯⋯⋯⋯⋯⋯⋯⋯⋯⋯⋯⋯⋯⋯⋯⋯⋯⋯⋯⋯⋯⋯94

第二节中桥⋯⋯⋯⋯⋯⋯⋯⋯⋯⋯⋯⋯⋯⋯⋯⋯⋯⋯⋯“94

一、洪林桥⋯⋯⋯⋯⋯⋯⋯⋯⋯⋯⋯⋯⋯⋯⋯⋯⋯⋯⋯⋯⋯⋯⋯95

二、双桥⋯⋯⋯⋯⋯⋯⋯⋯⋯⋯⋯⋯⋯⋯⋯⋯⋯⋯⋯⋯⋯⋯⋯⋯96

三、南门桥⋯⋯⋯⋯⋯⋯⋯⋯⋯⋯⋯⋯⋯⋯⋯⋯⋯⋯⋯⋯⋯⋯⋯9r7

四、通津桥⋯⋯⋯⋯⋯⋯⋯⋯⋯⋯⋯⋯⋯⋯⋯．．．．⋯⋯⋯⋯⋯⋯⋯粥

五、济川桥⋯⋯⋯⋯⋯⋯⋯⋯⋯⋯⋯⋯⋯⋯⋯⋯⋯⋯⋯⋯⋯⋯⋯99

六、大葛村桥⋯⋯⋯⋯⋯⋯⋯⋯⋯⋯⋯⋯⋯⋯⋯⋯⋯⋯⋯⋯⋯⋯1QI

七、大杨柳桥⋯⋯⋯⋯⋯⋯⋯⋯⋯⋯⋯⋯⋯⋯⋯⋯⋯⋯⋯⋯⋯⋯102



二、卜岭桥⋯⋯⋯⋯⋯⋯⋯⋯⋯⋯⋯⋯⋯⋯⋯⋯⋯⋯⋯⋯⋯⋯⋯112

三、小东门桥⋯⋯⋯⋯⋯⋯⋯⋯⋯⋯⋯⋯⋯⋯⋯⋯⋯⋯⋯⋯⋯⋯113

四、五里桥⋯⋯⋯⋯⋯⋯⋯⋯⋯⋯⋯⋯⋯⋯⋯⋯⋯⋯⋯⋯⋯⋯⋯113

五、寒亭桥⋯⋯⋯⋯⋯⋯⋯⋯⋯⋯⋯⋯⋯⋯⋯⋯⋯⋯⋯⋯⋯f OO,OOO 113

六、屠村桥⋯⋯⋯⋯⋯⋯⋯⋯⋯⋯⋯⋯⋯⋯⋯⋯⋯⋯⋯⋯⋯⋯⋯114

七、稽亭岭桥⋯⋯⋯⋯⋯⋯⋯⋯⋯⋯⋯⋯⋯⋯⋯⋯⋯⋯⋯⋯⋯⋯115

八、绿锦桥⋯⋯⋯⋯⋯⋯⋯⋯⋯⋯⋯⋯⋯⋯⋯⋯⋯⋯⋯⋯⋯⋯⋯116

九、黄板桥⋯⋯⋯⋯⋯⋯⋯⋯⋯⋯⋯⋯⋯⋯⋯⋯⋯⋯⋯⋯⋯⋯⋯116

十、宣宁路1号桥⋯⋯⋯⋯⋯⋯⋯⋯⋯⋯⋯⋯⋯⋯⋯⋯⋯⋯⋯⋯117

十一、东门渡闸桥⋯⋯⋯⋯⋯⋯⋯⋯⋯⋯⋯⋯⋯⋯⋯⋯⋯⋯⋯⋯117

十二、龙国店桥⋯⋯⋯⋯⋯⋯⋯⋯⋯⋯⋯⋯⋯⋯⋯⋯⋯⋯⋯⋯⋯118

十三、长公桥⋯⋯⋯⋯⋯⋯⋯⋯⋯⋯⋯⋯⋯⋯⋯⋯⋯⋯⋯⋯⋯”118

十四、小高桥⋯⋯⋯⋯⋯⋯⋯⋯⋯⋯⋯⋯⋯⋯⋯⋯⋯⋯⋯⋯⋯⋯118

十五、扎门桥⋯⋯⋯⋯⋯⋯⋯⋯⋯⋯⋯⋯⋯⋯⋯⋯⋯⋯⋯⋯⋯⋯119

十六、峄阳桥⋯⋯⋯⋯⋯⋯⋯⋯⋯⋯⋯⋯⋯⋯⋯⋯⋯⋯⋯⋯⋯⋯119

十七、孙埠桥⋯⋯⋯⋯⋯⋯⋯⋯⋯⋯⋯⋯⋯⋯⋯⋯⋯⋯⋯⋯⋯⋯120

{o



宣州市公路志

十八、张家桥⋯⋯⋯⋯⋯⋯⋯⋯⋯⋯⋯⋯⋯⋯⋯⋯⋯⋯⋯⋯⋯⋯120

十九、武山岗桥⋯⋯⋯⋯⋯⋯⋯⋯⋯⋯⋯⋯⋯⋯⋯⋯⋯⋯⋯⋯⋯120

二十、板桥⋯⋯⋯⋯⋯⋯⋯⋯⋯⋯⋯⋯⋯⋯⋯⋯⋯⋯⋯⋯⋯⋯⋯121

第四节涵洞⋯⋯⋯⋯⋯⋯⋯⋯⋯⋯⋯⋯⋯⋯⋯⋯⋯⋯⋯⋯⋯126

第五节渡口⋯⋯⋯⋯⋯⋯⋯⋯⋯⋯⋯⋯⋯⋯⋯⋯⋯⋯⋯⋯⋯128

第三章养护⋯⋯⋯⋯⋯⋯⋯⋯⋯⋯⋯⋯⋯⋯⋯⋯130

第一节道班设置⋯⋯⋯⋯⋯⋯⋯⋯⋯⋯⋯⋯⋯⋯⋯⋯⋯⋯．133

第二节养护形式⋯⋯⋯⋯⋯⋯⋯⋯⋯⋯⋯⋯⋯⋯⋯⋯⋯。142

一、道工养护⋯⋯⋯⋯⋯⋯⋯⋯⋯⋯⋯⋯⋯⋯⋯⋯⋯⋯⋯⋯⋯⋯142

·n21111 145

三、群众养护⋯⋯⋯⋯⋯．．．⋯⋯⋯⋯⋯⋯⋯⋯⋯⋯⋯⋯⋯⋯⋯⋯147

第三节养护作业⋯⋯⋯⋯⋯⋯⋯⋯⋯⋯⋯⋯⋯⋯⋯⋯⋯⋯149

。 一、泥结碎石路面养护⋯⋯⋯⋯⋯⋯⋯⋯⋯⋯⋯⋯⋯⋯⋯⋯⋯⋯149

二、渣油路面养护⋯⋯⋯⋯⋯⋯⋯⋯⋯⋯⋯⋯⋯⋯⋯⋯⋯⋯⋯⋯151

第四节养护机料⋯⋯⋯⋯⋯⋯⋯⋯⋯⋯⋯⋯⋯⋯⋯⋯⋯⋯．155

一、养护机具⋯⋯⋯⋯⋯⋯⋯⋯⋯⋯⋯⋯⋯⋯⋯⋯⋯⋯⋯⋯⋯⋯155

二、养护材料⋯⋯⋯⋯⋯⋯⋯⋯⋯⋯⋯⋯⋯⋯⋯⋯⋯⋯⋯⋯⋯⋯158

第五节水毁抢修与防治⋯⋯⋯⋯⋯⋯⋯⋯⋯⋯⋯⋯⋯⋯159

一、水毁抢修⋯⋯⋯⋯⋯⋯⋯⋯⋯⋯⋯⋯⋯⋯⋯⋯⋯⋯⋯⋯⋯⋯160

二、水毁防治⋯⋯⋯⋯⋯⋯⋯⋯⋯⋯⋯⋯⋯⋯⋯⋯⋯⋯⋯⋯⋯⋯163

第六节公路绿化⋯⋯⋯⋯⋯⋯⋯⋯⋯⋯⋯⋯⋯⋯⋯。164

一、行道树栽植⋯⋯⋯⋯⋯⋯⋯⋯⋯⋯⋯⋯⋯⋯⋯⋯⋯⋯⋯⋯⋯164

二、行道树护理⋯⋯⋯⋯⋯⋯⋯⋯⋯⋯⋯⋯⋯⋯⋯⋯⋯⋯⋯⋯⋯167

第四章管理⋯⋯⋯⋯⋯⋯⋯⋯⋯⋯⋯⋯⋯⋯⋯⋯169

第一节工程管理⋯⋯⋯⋯⋯⋯⋯⋯⋯⋯⋯⋯⋯⋯⋯⋯⋯．．17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7

一、计划管理⋯⋯⋯⋯⋯⋯⋯⋯⋯⋯⋯⋯⋯⋯⋯⋯⋯⋯⋯⋯⋯⋯170

二、技术管理⋯⋯⋯⋯⋯⋯⋯⋯⋯⋯⋯⋯⋯⋯⋯⋯⋯⋯⋯⋯⋯”·174

三、交通量调查⋯⋯⋯⋯⋯．．．⋯⋯⋯⋯⋯⋯⋯⋯⋯⋯⋯⋯⋯⋯⋯177

第二节·路政管理⋯⋯⋯⋯⋯⋯⋯⋯⋯⋯⋯⋯⋯⋯⋯⋯⋯⋯”178

一、路产路权管理⋯⋯⋯⋯⋯⋯⋯⋯⋯⋯⋯⋯⋯⋯⋯⋯⋯．．．⋯⋯180

二、标号志管理⋯⋯⋯⋯⋯⋯⋯⋯⋯⋯⋯⋯⋯⋯⋯⋯⋯⋯⋯⋯⋯184

第三节养路费征收管理⋯⋯⋯⋯⋯⋯⋯⋯⋯⋯⋯⋯·185

一、养路费征收标准⋯⋯⋯⋯⋯⋯⋯⋯⋯⋯⋯⋯⋯⋯⋯⋯⋯⋯⋯186

=、养路费征收方式与实绩⋯⋯⋯⋯⋯⋯⋯⋯⋯⋯⋯⋯⋯⋯⋯⋯187

三、公路通行费征收与实绩⋯⋯⋯⋯⋯⋯⋯⋯⋯⋯⋯⋯⋯⋯⋯⋯191

第四节机料管理⋯⋯⋯⋯⋯⋯⋯⋯⋯⋯⋯⋯⋯⋯⋯⋯⋯⋯⋯191

一、机具管理⋯⋯⋯⋯⋯⋯⋯⋯⋯⋯⋯⋯⋯⋯⋯⋯⋯⋯⋯⋯⋯⋯192

二、材料管理⋯⋯⋯⋯⋯⋯⋯⋯⋯⋯⋯⋯⋯⋯⋯⋯⋯⋯⋯⋯⋯⋯194

三、安全生产管理⋯⋯⋯⋯⋯⋯⋯⋯⋯⋯⋯⋯⋯⋯⋯⋯⋯⋯⋯⋯195

第五节财务管理⋯⋯⋯⋯⋯⋯⋯⋯⋯⋯⋯⋯⋯⋯⋯⋯⋯⋯·197

一、养路资金管理⋯⋯⋯⋯⋯⋯⋯⋯⋯⋯“⋯⋯⋯⋯⋯⋯⋯⋯⋯·198

二、固定资金管理⋯⋯⋯⋯⋯⋯⋯⋯⋯⋯⋯⋯⋯⋯⋯⋯⋯⋯⋯⋯200

三、流动资金管理⋯⋯⋯⋯⋯⋯⋯⋯⋯⋯⋯⋯⋯⋯⋯⋯⋯⋯⋯⋯200

四、专用基金管理⋯⋯⋯⋯⋯⋯⋯⋯⋯⋯⋯⋯⋯⋯⋯⋯⋯⋯⋯⋯201

五、工程成本管理⋯⋯⋯⋯⋯⋯⋯⋯⋯⋯⋯··≯⋯⋯⋯⋯⋯⋯⋯”203

第五章机构与队伍⋯⋯⋯⋯⋯⋯⋯⋯⋯⋯⋯⋯⋯204

第一节机构⋯⋯⋯⋯⋯⋯⋯⋯⋯⋯⋯⋯⋯⋯⋯⋯⋯⋯204

一、宣州市公路管理站⋯⋯⋯⋯⋯⋯⋯⋯⋯⋯⋯“嚣⋯⋯⋯⋯⋯“204

二、宣州市县乡公路管理所⋯⋯⋯⋯⋯⋯⋯⋯⋯⋯⋯⋯⋯⋯⋯⋯206

三、宣九段收费站⋯⋯⋯⋯⋯⋯⋯⋯⋯⋯⋯⋯⋯⋯⋯⋯⋯⋯⋯⋯207

第二节默伍⋯⋯⋯⋯⋯⋯⋯⋯⋯⋯⋯⋯⋯⋯⋯⋯⋯⋯⋯⋯⋯209



8 宣州市公路志

一、管理人员⋯⋯⋯⋯⋯⋯⋯⋯⋯⋯⋯⋯⋯⋯⋯⋯⋯⋯⋯⋯⋯⋯211

二、生产人员⋯⋯⋯⋯⋯⋯⋯⋯⋯⋯⋯⋯⋯⋯⋯⋯⋯⋯⋯⋯⋯⋯215

第三节先进(文明)0-位(班组)和先进人物⋯⋯⋯⋯⋯．216

一、先进(文明)单位(班组)⋯⋯⋯⋯⋯⋯⋯⋯⋯⋯⋯⋯⋯⋯⋯⋯216
‘

t=、先进人物⋯⋯⋯⋯⋯⋯⋯⋯⋯⋯⋯⋯⋯⋯⋯⋯⋯⋯⋯⋯⋯⋯222

三、从事公路工作30年以上人员⋯⋯⋯⋯⋯⋯⋯⋯⋯⋯⋯⋯⋯229

第四节职工教育⋯⋯⋯⋯⋯⋯⋯⋯⋯⋯⋯⋯⋯⋯⋯⋯⋯⋯”231

一、文化教育⋯⋯⋯⋯⋯⋯⋯⋯⋯⋯⋯⋯⋯⋯⋯⋯⋯⋯⋯⋯⋯⋯232

二、技术培训⋯⋯⋯⋯⋯⋯⋯⋯⋯⋯⋯⋯⋯⋯⋯⋯⋯⋯⋯⋯⋯_233＼三、法制教育⋯⋯⋯⋯⋯⋯⋯⋯⋯⋯⋯⋯⋯⋯⋯⋯⋯：⋯⋯⋯⋯·234⋯～—～———————＼。
附录⋯⋯⋯⋯⋯⋯⋯⋯⋯⋯⋯⋯⋯⋯⋯⋯⋯⋯⋯．．_五5

一、古道、古桥、古渡⋯⋯⋯⋯⋯⋯⋯⋯⋯⋯⋯⋯⋯⋯⋯⋯⋯”235

二、古代诗文辑存⋯⋯⋯⋯⋯⋯⋯⋯⋯⋯⋯⋯⋯⋯⋯⋯”245

三、公路交通轶事辑选⋯⋯⋯⋯⋯⋯⋯⋯⋯⋯⋯⋯⋯⋯”251

四、公路交通重要文献⋯⋯⋯⋯⋯⋯⋯⋯⋯⋯⋯⋯⋯⋯⋯·260

编后记 ⋯⋯⋯⋯⋯⋯⋯⋯⋯⋯⋯⋯⋯⋯⋯⋯⋯⋯．277



光辉历程。
’

=、宣城地区公路志系列书，属公路专业志，包括安徽省公

路志系列书之一的<宣城地区公路志>和各市县公路志，一志一

卷。各市县公路志以统一的书号并按出版时间先后顺序编号。

三、系列书各卷分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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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底。个别事物的

记述，为保持其完整性和连续性，可适当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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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县(处)

级以上领导机关表彰的人员。

四、系列书一律用现代汉语书面语，统一使用国务院1964

年公布的简化汉字。古地名、古人名、古文献，使用简化汉字易

于引起岐意的。可使用繁体字或注释。

五、名称表述：人物一般直书姓名，不冠“同志”、。先生”(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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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除外)；以事系人时，可冠以当时职务、职称，以表明身份。地

名以宣城行署民政局1992年6月编印的《宣城地区行政区划简

册>所收录的标准名称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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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全称过长，首次使用全称，括注后用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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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均用当时机构的全称。书中的“建～国前(后)”，特指具体区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时间。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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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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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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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公路里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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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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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的按当时计量单位原

称原额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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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须由表序、表题、

横标目、纵标目、分格线、数字、表下注等要素构成，一般不留空

格。

九、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不编通码。

十、路线、桥梁、涵洞、隧道数量。包括公路部门以及其它部

门投资兴建的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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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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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宣城地区历史悠久，古代道路交通较为发达。远在西汉元

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境内就有以郡城为中心，辐射周邻州县

的6条古道。随后相继出现官马大道、驿道，对促进生产力发展

和加快古代文明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初期，国外现代公路技术传人。宣城地区在1926年修

建第一条公路之后，公路交通逐步发展。但是由于战争破坏和

年久失修，路况低下，制约了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宣城地区公路经过抢修恢复、普及发展、改善提高三个

阶段，公路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全区公路建设面貌日新月异，为振兴宣城经济和方便群众

往来提供了交通方面的保障和便捷。追古观今，道路在古代文

明和现代文明的建设中都具有重要作用。我区虽有青弋江、水

阳江、郎川河和皖赣、宣杭铁路，公路客运量仍占大部，“要想富，

先修路”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为认真总结前人经验，存史资治，

路史工作人员在局站两级公路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和广大公

路职工的支持下，勇挑重担，克服困难，广征博采，共同努力，编

写出这部宣城地区公路志系列书。这是宣城地区公路部门两个

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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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地区公路志系列书，由宣城地区公路志和各市县公路

志组成，一志一卷，共八卷，是我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公路专业

志。它以正确观点，得当体例、详实资料、丰富内容。记载了我区

公路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

其是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以来，宣城公路建设取得的突破性

成就。同时也记载了勤劳纯朴的宣城地区人民群众为公路交通

事业挥洒汗水而谱写的光辉篇章，凝聚着全区人民创造的物质

成果和精神财富，这对于了解和探讨宣城地区公路交通发展史

以及研究全区经济发展史都有很大裨益。我相信这部公路志系

列书将成为全区广大的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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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城地区的公路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
J

赵德成

一九九四年十月于宣州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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