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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六五年至今，我县建立已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县在

党的正确领导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都有很大发展。

为便于今后研究和考查我县交通运输发展情况，据上级文件精

神，交通局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成立了《交通志》领导和编写

小组，共十六人组成。经三个多月的辛勤工作，初步将我县的公

路、航运、机关建设等分为八章二十五节记载手册。’

所记事实，务求准确羌误。但是，今后有可查资料者，搜求补

充，务求无有遗珠。

现编写部分，得到本系统各单位的领导、退休工人及同志们的

大力支持，也得到其他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仅此

表示感谢。

周广明

’1 9 8 5年6月10日



屈．

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志叙其详，以图观其貌，以表展

其果。以真实记载利辛建县二十年交通运输事业发生的变化。

交通工作一是建设，二是管理。建设为运输提供条件，管理为

指导、’促进生产。实为相辅相承。

本志设公路、铁路、航运搬运、运输市场管理、交通安全工

作、机构安全工作、机构及机关工作共八章二十五节。类以章分，

事以节从。

公路、铁路、航运诸章记叙全县水、公、铁运输的建设、管

理、使用情况，详其面貌及作用。’

设“运输市场管理”一章，因有关政策规定，均涉水陆运输，

述分，以免雷同。

“搬运”、 “交通安全工作”内容各异，独立成章，易于撰

写，方便读者。

机构、机关工作两章记叙交通管理职能部门的设置、沿革以及

人员更迭情况．

《利辛县交通志》始自1 96 5年建县起编辑至志成之日为断。机

构沿革、人员更迭章节中入志人物均以区级为限，职称以上级行文

为准。股级以下独立单位仅列入负责人名单，其他不予累述。

材料取于原始档案、统计报表、实地勘察及知情人口碑。所记

史料忌拼凑、避堆砌、排褒贬，不推断，．反复核实，据实录用，以

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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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

．利辛县地处淮北平原j经国务院批准，于1 96 5年5月1日建

县。蒙城、凤台、涡阳、阜阳四县；望町、’阚町、展沟、王人、王

市、马店、胡集、张村、阎集、江集十个区，’I五十四个公社归利丰

县。
‘·。

一

’

建县时，全县没有一条象样的区乡线路。偶有汽车下乡，不少

农民竟相追逐观看。通过县境的干线公路，路窄弯多，坑坑凹凹质

量很差。大型运输工具金县只有上级奖结纪伦寨的一部解放牌汽

车。搬运装卸全靠肩扛板车拉，交通运输状况比较落后。

建县二十年来，随着祖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给交

通运输事业带来了繁荣，结合兴修水利，大搞公路建设，对全县干

线公路先后进行了加宽、取直、整修和铺筑。县辖166．5公里，干

线公路，全部实现了路面黑色化，桥梁永久化。在二十年的时问

里，采用民办公助的办法，先后{／建了晴雨通车的支线公路23条，。‘

+总长294·9公里。累计完成土方67。795万立方米；砂姜i 5·43万立

方米。全县所有的区乡均已通了汽车，农公班车线路达1 3条。一个

以县城为中心，外接干线、内联区乡的公路交通运输网络：已经形

成。

1971年，青阜铁路建成通车，为阜阳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福音。

本地的农副产品通过该线源源不断的鋈往东北、西北各地，支援祖
1



国的四化建设。运进了大量的化肥、农药、石油、煤碳、木材、建

材以及日用工业品，促进了我县工农业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铁路客、货量分别由1 97 3年的1 0．529万人， 1．845万

吨增加到1984年的27；2728万人，6．66 3 1万吨，1 9 85年潘楼火车站

道轨己由原来的3股半增加到5股半。吞吐量必将进一步提高。

茨淮新河竣工后，全年通航。极大改善了‘利·辛县水运状况。

．t 979年1 1月1日，阚：町至蚌埠首航客轮，每日一班，方便了两岸的

群众，海通了城乡物资交流。1 98’0年至1984年通过茨淮新河运送旅

客16．36 83万人次，运输各种物资1 4。5 3 39万吨。大大减轻了公路运

输的压力。降低了运输成本。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交

主黾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随着农树经济政

策的落实，广大农民已初步富裕起来，个体和联户争相购置车船参

加营运，出现了千家万户办交通的局面。运输工具不断增加和更

新。运输政策的放宽促进了水路运输的迅速发展。

二十年来，利辛县交通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青阜铁路纵贯

南；北，茨淮新河横穿东西，干支公路四通八达。水、公、铁三种运

：输方式通过联运已有机的给合起来，为发展我县工农业生产，提高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



第一章 公路

第一节 。建 设弟一．p 建 设
r＼ ，

一一、干线

金县现奄干线公路六条i阜蚌、利凤、利，楚、利张、张太、

．．0908(萧淮’)。总．长1 66·5公里。 ． ，

‘

阜蚌路西起阜阳东至蚌埠，经过剩辛县的谭铺、马店、利辛、

耋集、中町、望町入蒙城县的辛集。‘县辖44．4公里。该段建县前由

．阜阳、涡阳、蒙城三县管辖。

阜蚌路始建于1935年，当时为土路。1．94Q年开始断断续续的铺

筑砖渣路面。1194，2年为阻日寇进搴，．当局把该路扒断，．1945年日本

毅降后，当局泵将此路修通。建国后开始修建晴雨通车路面。1946．，

年政府厨57厅高梁向群众兑换1，方砖渣。屯95 2年，阜阳地匿交通局长

张凯之将挖河挖出的‘砂姜拿到：合肥化验后，用j来铺路，试铺成功。即

用高梁改兑砂姜。到．1955年上半年蒙城至皂阳’一段建成晴雨通车的

砂姜路面。1 964年开始试铺渣油路面，1 965年底，全线渣油路面竣

工。1977年利辛城南一段规划．为环城路，改道在阜蒙河堤南岸修筑

路基，1982年铺筑砂姜底层，1983年完成渣油路面铺筑工程。

利凤路由利．辛经佛镇、阚．町至凤台，全长754冬1t，县辖2。5．6公

里。该路始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 914 9年整修，l 956年修筑

砂姜路面，l 97 0年铺筑渣油路面。1 97 3年利辛路口改道，．东迁1 5Q．

3



米，向南改线1公里。1 9 76年开挖利阚河，二月份河成路就，新路

基完成。采备砂姜1·92万立方米，用工9．67)-个工日。利凤路利辛

至闭町一段计划再次东迁到阚町河堤。

0 908(萧淮)国’防公路，是国家统一编码的国防道路。东北由

涡阳入利辛县境，经张村、汝集、王人入阜阳县境，县辖34．8公

’里。1954年第三季度曾整修为6米宽的土路。1957年第一季度铺成

砂姜路面(宽3米。)。1 969年列入国防公路，修筑6米宽渣油路

面，‘1 972年竣工。1 978年省决定原来路面加宽补强，路基加宽到20

米，油渣路面加宽到9米。 5年时间完成砂姜2．7 1 25万立方米，用

工日1 3。5625万个，。到1984年完成油路表面处治加宽工程30公里，

尚有3．84里未完成。

利张路由利辛经阎集、孙集至张村，全长30公里。i956年整修

砂姜路面。1 97 3年改道取直，由城关黄桥向西经潘楼、叶马直驰张

村，全程26．3公里。‘改线工程系民工建勤与公助相结合。1 97 3年完‘

成路基土方任务26．37)-立方米。1974年铺成砂姜路面，采备砂姜

5．26万立方米。建勤工日39．45万个。1976年县成立“利张油路会

战指挥部”，指挥韩效粹，副指挥张少三、陶春生。组织领导油路+

表处工程，当年竣工。路基18米，路面8米，在当时是阜阳地区最

宽的_条油路。

张太路实为利张路延伸西至太和。1958年开始修土路面，1 960

年筑砂姜路面，1 972年完成渣油路面表处工程。

利楚路由利辛向北经五里、江集、崔小集至涡阳楚店接09 08国

防公路。该路长30公里，利辛辖27公里，1 949年至1 955年间曾予整

修，1 976年再次利用民工建勤砂姜路面加宽至7米，铺筑砂姜27万

4



立方米，同年完成渣油路面表处工程。

附：利辛县干线公路情况表

利辛县干线公路情况表

路名 起 讫
里程 路基宽路面宽 路面 技术 类 桥 涵
(K M) (M) (M) 等级等级 型 (座) 道

阜蚌 阜阳一蚌埠 44．4 1 2 5·5 次高 3 油面 1 5 20

090 8 萧县一淮滨 34．8 14—20 9 次高 2 油面 1 1 2 3

利凤 利辛一凤台 25．6 10 ’5．5 次高 3． 油面 1 3 7

利楚 利辛一楚店 2 7 ．1 6 6 次高 3 油面 1 5 3

利张 利辛一张村 26·3 1 8‘ 8 次高 2 油面 l 2 8

张太 张村一太和 8。4 1 5 5．5 次高 3 油面 5 3

二、支线

在建县二十年的时间里，采用民办公助的办法，先后修建晴雨

通车地方公路23条，-长：294．9公里。全县所有的区乡都通了汽车。

两年来修建情况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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