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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襟江带河，依山傍水，为江南鱼米之乡。

古城历经沧桑，不断演变，不断发展，但是真正的变化是今天，是新中国建立三十

八年后的今天。芜湖由一个完全消费城市变成一个新型工业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市

政建设同步前进。道路、桥梁、排永、防洪排涝、路灯等市政设施、由少到多、由小到

大，日趋完善齐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政建设更加欣欣向荣，为旬建

文明城市提供了条件。

《芜湖市政建设志》本着“详今薄古，立足当代疗的原剐，在广泛查阅资料、实地

调查的基础上，几经编写修改，方成此书。它比较详尽地记述了芜湖市攻设施的兴衰发

展，图文并茂．字表结合，是一本难得的可贵资料，也是芜湖迄今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

地介绍市政建设情况的史料，对予从事芜湖城市建设的单位具有实用价值，可以起到一

种工具参考书的作用。为借古鉴今，益于后世，继往开来，故而印利发行。

鉴于编写者水平有限，知识浅薄，资料不全，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敬希各位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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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古名鸠兹，又名祝松、祝兹，鸠汇。旧址在现址以东2I公里的黄池镇水阳江南

岸一块高地上，称谓“楚王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正式设芜湖(邑)。

三国孙吴黄武初年(公元222~229午)，芜湖县治由鸩兹故邑迁移到青弋江日鸡毛

山，设督农都尉治。，。 ． ．， ，⋯

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省芜湖入襄垣"，南唐升元中年、(公元936"---942

年)，复置芜湖县洽，相沿千年至今。．．．。 ．． ．

东晋时，大将军王敦镇守芜湖，曾高筑城垒，人称“王敦城’’，其城中心在今市立

第二中学。自隋唐以来一直没有城廓。北宋肘，建筑了县城，规模甚大，约公元十一世纪

初。今高城坂和东门外鼓楼岗都足采城遗址。在南宋以后几度毁予战火：

明万历三年(1575年)起，费时六年，重建城廓，除利用宋城部分遗址外，南移至

青弋江之溪，西把长街射出城外，比宋城范围犬大缩小，周尉只存2463米，高】O米。城廓

四方东有宜春门、南有长虹门、西有弼赋门、北有来风门四座独楼城门J另东有迎秀门、

南有上水门、下水门三个便门。明万历四十年(1612)，在城石；痔角另建一城门名金马

门，历时七年才竣工。清朝年间几次毁于战火，后乃任其颓圮，公私竞拆城砖移作它用。

民酎之韧，拆城辟为环城马路。随着经济的发谴，城市建成区不断沿着青弋江北岸一直

向江u伸展，形成著名的“。卜里长街"。 ，

。‘

清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芜湖被辟为通商日岸。第二年，英国

首建领事馆子范罗山，并将陶沟以北、弋矾山以南，东至普童山脚下之普童塔起，西至

长江边这一范围，计719亩土地面积，划为租界区。
’

’

通商口岸的开辟，米市的形成，商业的繁荣，人口随之增多。清乾隆十年(]745年)芜

湖人口仅1．74万人，到民国四年(1915年)，人口增至10．1万余人，到1949年人口达1●

万余人，市区建成面积7平方公里。． 。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曾两次大举修建城廓，但对市政设施，却很少关心。

市区江河无堤防，灾祸频临。．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统三年(1910年)、

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三十年内，就遭遇三次大水，市区成泽，长街行舟，房屋倒

塌，人畜被溺不计其数。 ．

城市道路自流形成，各自为之，宽窄不一，曲折蜿蜒，根本不成系统。在外崮租界

区，帝国主义者撵走中国木商和居民，，大肆兴建码头、仓库、车场、楼房，开辟马路，

戈l『分为太古、怡和、瑞记，鸿安，和记五个租界小区。
’

租界开辟，‘也使芜湖旧城区从原来青弋江两岸，向西北面临大江延展。

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立马路工程局，’并辟大马路(今中山路)和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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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经四十七年，只续建北平路(今北京路)、中正路(今新芜路)等几条市区马

路，至1949年，城市道路仅有14．43公里，均为碎石路、条石盖板和弹石路面。晴则尘土

飞扬，雨则泞滑难行

下水道设施，至1949年全长仅有29．5公里，紊乱无系统，多为明沟及条石盖板沟·

出口淤塞，宣泄不畅，遇雨即涝，藏垢纳污。

昔日青弋江仅靠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和一座老式浮桥联结两岸，雨季山洪暴发，翻

船断桥事故屡见不鲜。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街道始设煤油灯为路灯。1906年开始从长街到大马路

(今之中lIJ路)，安装电灯为路灯。到1949年全市路灯有801盏，但无专人管理，维修不

及，失明者多。

1949年4月23日芜湖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芜湖市由一畸形发展的商业

消费城市，跃进为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城市，成为皖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至一九

八五年未市区人口已达50．2万人，建成区面积扩大为25．4平方公里，比1949年分别增长

了2．5倍和3．3倍。原来位于市区北面边缘的新市口、老铁路基(今之黄山路)，早已成

为城市的腹心地区，北郊的四褐山区由过去的穷乡僻壤，已成为重要的工业区，隔江相

望的裕溪口小街，已成为我网最大的长江内河煤港，沿江而下的朱家桥，已建成可停泊

万吨远洋巨轮的外贸码头。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政建设有了相应的发展。

1949年芜湖解放到1952年，以工代赈，组织群众，有重点地维修改善市政设施。拓

建环城北路，改建中山路为高级水泥路面，辟建北市路(今九华山路)、劳动路、康复

路，促进了城市的恢复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建设。建成我市第

一座钢筋混凝土的中山桥，辟建中山南路和东郊路，改建北京路为水泥路面。1955-'--1956

年集中力量大搞防水、排水工程。建成江岸路长江防水墙、沿河路青弋江防洪堤和排水

泵站8座，安装了主要道路的排水干管，市区排水系统初步形成。彻底改造了“龙须

沟，，——石桥港(花津路)变为上可行汽车的大道，下可通小舟的沟渠。琉浚治理了陶

塘(东镜湖)。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662年)，开始两年市政建设出现跃进势头。1959年

完成市政施工工作量达104万元。相继开辟长江璐、褐山路、芜钢路、弋江南路、棠梅

路、镜湖东路和吉和街道路，建成我市第二座钢筋混凝土的弋江桥，将各工业区与城区

联成一体，道路网络基本形成。1960年～1962年，市政施工力量被无偿抽调大搞高炉焦

厂内部排水工程，市政建设受到挫折，年平均工作量只有36万元。

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1963年～1965年)，市政建设主要侧重改造更新原有市政

设施。首次将市区主要道路的碎石路改建为沥青路面，将国货路的路灯改为高压汞灯。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市政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前五年市政施工工

作量逐年下降。1966年为64．94万元，1970年仅为37．75万元，没有完成一项建设工程。

1971年"1974年市政建设有所起升，每年完成的工作量为110"-'130万元。新建团结路、胜

利路、青弋江南岸防水墙和排水泵站8座。同时改造部分道路和下水管道。1975一'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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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建设再次跌落，年工作量分别为7r3万元_帮99万元。市政设施失修失养严重。

1977"---1980年，市政建设巩固发展，工作量逐年递增l 1977年为144．64万元，1980

年增至213．52万元。主要是集中力量改造了市区年久失修的道路和下水道。新建团结新

村水泥路面和我市第一个团结路排污工程。安装各种规格的排水管道7．8公里。新装改

装汞、钠路灯34盏。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年)，市政建设有了大踏步发展，年均工作量

在300万元以上。新建齐落山路、弋江路、九华山路南端、和平广场和部分主干道的拓

建改造。计新增高级路面长14公里、面积】5万平方米，各种排水管道32．66公里，新装

改装汞、钠路灯229盏，普通路灯25l盏，路灯控制钟1座。同时新建大小桥梁7座J(其

中有市区最大的中江桥)新建扩建排水泵站6座。

综观1950年至1985年的三十六年间，我市市区市政建设的发展，虽然曲折起伏，但

仍取得了很大成就。

道路总长】63．3公里，其中宽3．5米以上的城市道路长128．9公里，比1949年增长8

倍，新增城市高级路面119．9公里，比1949年以前的柏油路(0．18公里)，增长665倍。

新建各种桥梁17r座，其中城市道路桥12座，能载重8吨以上的桥梁8座，为历史上前

所未有。

排水沟道总长133．09公里，比1949年增长3．5倍。

修建江河堤防16．02公里，其中钢筋混凝土防水墙2．2公里，排水(污)泵站17座，

总排水量达每秒42．943-茳方米，可确保市区日降雨量200毫米和长江水位在13～14米以下

不受洪涝灾害，并在实际中发挥了应有的抗洪防涝的作用。

路灯计有2945盏，比1949年增长近3倍，其中新装汞、钠路灯1448盏，占总数的

50％。

历史在前进，城市在发展。作为城市的骨架和基础～市政设施，必须系统配套、功

能齐全，坚持建养并重的原则，才能为剑建文明、繁荣的芜湖提供条件。



，。、0：0(二)道，‘。路
芜湖城市道路建设的发展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 ，， ：．，．

1876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以后，帝国主义1914年前在租界区先后开辟了东西向的’，

二、三、四、五马路，(一。二马路为今车站路、缝康二马路，三马路为今劳动路西段，四、五马

路今成为芜湖造船厂内部道路)和南北向的中马路(今健索路)、后马路(今狮子山马路j。

市区道路自1902年开始，由商务局拨款开辟了大马路(中L【J路)、二街、国货路，甘年代开辟

了中正路《新芜路)，、吉和街，，卅年代修建了新市H路、北京路、中江路、环城路，四十

年代修建了环塘路(镜潮路)，到1949年，市区共有城市道路1 4．43公里，皆碎石路，

宽G．5米J街坊巷道68．77公里，均是条石和弹石路面。

1950～1959年，道路建设有了大的发展。拓建了环城路、吉和街，辟建了九华山路、

劳动路、康复路、中山南路、江岸路、沿河路、砻坊路、棠梅路、长江路、合山路、芜

钢路等为碎石路面，改建中山路、北京路的碎石路面为水泥混凝土路面。

1960"-"1969年道路偏重于改造提高，主要是推广沥青路面施工工艺，改造原有碎石

路面。1961年试做沥青贯入式路面未成功。1964年改做厚度6厘米三层式表面处治沥青

路面。1965年大面积推广矿渣垫层和黑色碎石加沥青砂面层的人拌人铺沥青混凝土路

面。先后将国货路、镜湖路、劳动路、新芜路、二街、中山南路、江岸路、沿河路、黄山

路、人民路、九华山路、中江路等主要道路的碎石路面改造为沥青路面。 ．，

1970"-"1979年，道路建设发展不大，仅辟建团结路、新裕路、芜电路火车站广场，

改建长江路、芜钢路、芜宁路、康复路、新市口广场等为沥痔路面。1971年筹建了沥青

炒拌厂，1973年开始为机拌人锚。

1980年以后，道路玫做灰土和三渣基础。先后辟建齐落lJI路、利民路、合山北路、

和平广场、团结路新村等为沥青和水泥路面，改(拓)建劳动路(西段)、芜纺路、康

复路、弋江路、芜电路、狮子山路、健康路、健康二马路、神南路、九华山路及其广场

均为沥青路面，将长江路部分拓建为路幅宽40米，形成三块板的道路。

同时将街坊巷道210条碎石(弹石)路改造为简易水泥路。

至1985年止，市区铺装宽3．5米以上的城市道路152条123．94公里／108．22万平方米。

路面结构：水泥路26．39公里／15．53万平方米，沥青路91．86公里／90．14万平方米，低级

路5．69公里／2．5万平方采。路幅宽度。40米的】条4．1公里，20-'---28米的13条长16公里，

10～18米的23条长24公里，3．5～9米的127条长79．84公里。

市区3．5米以下的街巷道路302条39．4公里／9．33万平方米，其中简易水泥路面27．61

公里／6．78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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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道路

长 街

芜湖长街，在明代中叶，就开始形成，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原由弼赋门外(今

环城西路)经石桥港，沿青弋江北岸延伸到江河汇合处的中江塔，系雳青石板和麻条石

交相铺砌的路面，全长1457米，号称十里长街。

清代成丰年问，长街横遭兵火浩劫，破坏殆尽。直到清光绪二年(1876年)，芜湖

辟为通商口岸形成米市以后，长街路面逐渐修复。

《芜湖县志》记载：十里长街，阐阅之盛，甲于江左，市廛鳞次，百货翔集，集中

了北连牛渚，历淮杨而达燕苏，南接秋漓，通刺耪而至阂粤之商品，人们贸易交往，肩

摩毂击，市声若潮，至夜不休。

1931年，芜渤遭受大水，沟道淤塞，长街商户集资改建原条石羞沟为砖獭圈沟，将

原有街道全部安装麻石路沿，改铺麻条石路面，宽4．3米。

1956年修建沿河堤防和道路，将寺码头至中江塔一段长280米，并入沿河路。现长

街东从环城西路西至寺码头全长实际长度117 7r米。

民国元年划上、中、下长街，“文革"中一度称“灭资路"，1977年恢复原名。上

长街东从环城西路西歪状元坊，长480米，中长街东从状元坊西至中山路，长470米，下

长街东从中山路西至寺码头长227米。

八十年代，传统商业的恢复和小商品市场的建立，长街又焕发了青春。

二 街

二街东起环城西路，西至寺码头，全长1321米，因与长街平行，故称二街。

清光绪季年(1895～1902年)，将花津路至陡门巷一段长750米，开辟为碎石马

路，陡门巷至寺码头一段长400米为石板街道。

1956年，二街东拓17]米到环城西路。1966年东从环城西路西至中山路，逐步改造

宽8米的沥青路面，两侧各宽2米的人行道。

1977年以后，下二街逐步分段改造，到1985年底，东接中山路一段长60米，拓建车

行道宽8米、人行道宽2米的沥青路面，西接寺码头一段长221米’宽为3～4．5米的简易

水泥路面。

民国初年，二街分段划为上、中，下二街， ‘‘文革"中一度统称“反修路疗，1977

年恢复原名。

上二街东从环城西路西至民生路长420米，宽12米(车行道8米)，沥爵路面，中二

街东从民生路西至中山路长620米，宽12米(车行道8米)，沥青路面，下二街东从中山

路西至寺码头长281米，宽3～10米(车行道宽3--一8米)，沥青和水泥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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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芜 路

旧名二马路，1934年易名中正路，1949年命名为新芜路，“文革一期间，曾一度改

称“兴无路’’，1977年复名新芜路。1923年建，原分三段。东段为万安路，中段为四

明路，西段为龙船巷，全长807米，东起镜湖路，西至江岸路。1965年改碎石路为沥青

路，车行道拓宽为7．3米，人行道两侧各宽1．5米。

环 城 路

1932年沿老城靖根拓建，分别取名为环城东、南、西，北路。当时仅西门口至劳工

路一段，能行驶胶轮黄包车，其它均为宽仅3"-'4米的乱石路，而且间断不相联接。

1950年-'--'1952年，以工代娠，开挖鸡毛山，打通北门外城根与东门外城根，修建了

碎石路面，安装了路沿石。

1966年，将二街至金马门一段长1561米碎石路，改建为沥青路面。后又将环城东路

加荫宽4米的人行道，环城北路一段安装了镢管护栏。

1976年，金马门至南正街一段长322米碎石路改建为沥青路面，1982年南正街至

上水门一段长155米弹石路改造为水泥路面，上水门至上长街一段长430米仍为弹石路。

“文革”中，曾一度改称胜利东、甫、西，北路，1977年恢复原名。

环城东路南起蒈坊路北至康复路，长697米，宽12米(车行道8米)，环城南路东从

砻坊路西至上长街，长907米，宽4--．．11米(车行道3"--'8米)J环城西路南从上长街北至

九华山路，长498米，宽11米(车行道7米)；环城北路西从九华山东至康复路长616米，

宽1l米(车行道8米)。四条路全长2718米，为沥青路面，仅环城南路有沥青、水泥和

弹石路面。 、

镜湖路·国货路

镜湖路，原镜湖(陶塘)沿岸仅柳春园至塘中筑有一段土堤马路，不能环行。抗日

战争胜利后，沿塘修砌驳岸、开辟马路，取名“威遐路’’。

1949年易名为环塘路。1957年疏竣镜湖时又拓建南从渡春路北到黄山路一段，并更

名为镜湖路。

1964年，该路在我市第一次摊铺一层式和两层式沥青表面处治，环湖一周，全长

9117米，宽lo～13米(车行道宽7～9米、人行遂宽4"--6米)。

国货路，又叫半边街，是在近代开辟中山路之后，把二街和中山路联接起来而修建

的碎石马路，长176米，宽6．5米。1936年表面上加封了一层沥青砂，为我市曾有过的第

一条沥青路。由于质量不够标准，加之日军侵占芜湖，维修不及，不久又恢复碎石路面本

来面目。19_64年第一个改造成为真正沥青路面，车行道宽6．5米，人行道宽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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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路·江岸路

沿河路，东起芜铜铁路，西至华圣街，连接江岸路，1876年辟建，曾名东河路，沿

河街、上中下河沿。1955年～1956年修建沿河堤伤时予以拓建，更为现名。1981年从花

肆路至华圣街长1088米，拓建宽为6米的沥青路’1985年从弋江桥至花津路长774米，拓

建宽为6．5米的沥青路，铁路至弋江桥长747米，仍为宽6米的碎石路。金长2609米。

江岸路，原南段为江岸路，中段为箱商码头，北段是中江马路(北京西路)、陶沟

路(车站路)、太沽二马路(健康二马路)的延伸，系1876年以后相继开辟。1955年～

1956年修筑长江防水墙时一道拓建，统裙沿江路，】981年更为现名。1965年从华圣街至

健康二马路拓建沥青路面，赂幅宽9"--16米，车行道宽7～12米，人行道宽2～4米，1967

年从健康二马路至劳动路拓建为水泥路面，总冤ll米，车行道宽7米，人行道宽4米。该

路南至华圣街连接沿河路，北至劳动路外贸码头，全长2150米。

北京路·北京西路

北京路是三十年代开辟的从东起中山路，西至新市口广场，全长880余米的泥结碎

石路面，取名北平路。新巾固建立后，易名为北京路。

i957年，拓建为水泥涅凝±路面。拓建工程，包括拆迂、地下、地面和地上跗瘸设

施，由市城市建设局工程队(今开i政公司)承遵。从7月27日开始浇铡，到9月23日，历

时2个月，实际工作45天，完成主赂计14，000平方米水泥混凝士路面。并延伸到春安

路，全踩960米，车行道宽15米，人行道宽3．2米。路面上镶装白色水泥长方形小块1，

210块，菱形块336块，作为分车线。同时，在劳动路、中山路会合之处，修建宜径28米

的园场，外围宽4米为水泥混凝土面层，园场中心直径20米铺砌梯形水泥块，形成扇形线条

整齐美观的图案。1985年改建为现场浇制的水泥混凝土园场。这是我市市政工人自建的

第一条高级道路。

1978年以后，又逐步对两铡人行道各拓宽6．5米，计铺装予制方块面积达1．25万平

方米。

该路东从春安路西至新市口，全长960米，宽28米，其中车行道15米，人行逾1 3术。

北京西路原名中江路，东起新市口，西至江岸路，三十年代所开辟，1956年扩建，

1965年由碎石路改建为沥荐路面，1970年更为现名。全长429米，路幅宽15．8米，其中

车行道宽11．8米，人行道宽4米部分铺装r『予制方块。

中山路·中山南路

中山路旧名姚家霖，1902年辟为大马路，1925年改名中山路，沿用至今。该路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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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米。北段北连北京路，南接下二街，长690米是水泥路面，南段北接下二街，南至中山

桥，长140米是沥青路面。

北段原是泥结碎石路面，1951年国家拨款改建宽6米的水泥混凝士路面。从而取代

。十里长街’’而为我市商业贸易中心。

1959年，在水泥混凝土路面两侧，加铺予制55 x 55×15水泥大方块，车行道拓宽为

1咪，两测安装平侧石，加铺各宽4米的予翩方块人行道，路幅总宽拓至18米。车行遭
和人行道之阔安装了钢管护栏。

南段是1953年中山桥建成之后辟建。下二街至下长街段100米，路幅宽为10米，下

长街至中山桥段40米，路幅宽为7．3米。]965年由碎石路面改建为沥青路面。

1983年，下二街至下长街一段车行道，拓宽为14米，东侧加铺人行道宽6米，西佣

加豫入行道宽2米，下长街至中IjI桥两侧镱装人行道宽3米。

中山南路南至汤毛埂北至中jIf桥，全长1，434米，是1953年在青弋江上架起中山桥

时，薪辟的一条通道。当对路基平均宽度不足6米，铺装平均宽为4．7米的碎石路面。

1965年，市投资18万元，拓建车行道宽为9米的沥青路面，路基宽为12米。

一1982年，中山桥至弋江路口一段长255米，两一铺装宽8米的水泥人行道。

砻坊路·棠路梅

砻坊路西起金马门，东至元泽桥，是古城东郊主要交通街道。老街道宽不及6米．

蜿蜒曲折，仅能容小型汽车单线行驶，黯名大砻坊。1955-'---1956年，市拨款9．65万元，

采取分段拓建，有的拓宽为13米，铺装车行道宽9米的碎石路面，有的拓宽为8米，铺装

车行道宽6米的碎石路面。

1970年8月，对原有碎石路面进行三层式沥青表面处治，1975年又翻建拓宽为黑色

碎石沥青路面，1977年改建金马门下水道时，又部分拓建。全段道路计长1988米，铺装

沥青路面车行道1．31万平方米。其中t金马门至铁路立交旱桥长404米，车行道宽9米，

两侧人行道宽4米J铁路立交早桥至康复路口长886米，车行道宽6米I康复路口至元泽

轿长698米，车行道宽G米。该路“文革’’期间，曾易名建设路，1981年复名砻坊路。

棠梅路是1958年，市拨款3．07万元而新辟，从元泽桥向东延伸至海南渡(建材场)，

全长1500米，修筑为路幅宽4～7米的碎石路面。1976年部分改建为沥青路面。“文革，，

期间曾易名为建设东路。1987年命名为棠桅路。

吉 和 街
吉和街是条较古老的街道，原南北两段分别名为吉和街、鸡窝街。它与江岸路平

行，过去是米号商栈比较集中的地区。三十年代曾将紧连新市口公路车站一小段只有

几十米，辟为碎石路面，其他绝大部分皆为狭窄曲折坎坷不平的乱石夹条石的小街道。

1958年底，市政府拨款29万元，开始拓建改造，由城市建设局工程队(今市政公

8



司)承担施工任务，首先集中力量降挖天主教堂地段山坡土方，接着先埋设排水管道，

后修筑路面。到1959年9月18日，将北起新市口，南接新芜路一段，全长840米，拓建

路幅宽24米、车行道宽14米的泥结碎石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5米，未全面铸装人行道

块。1965年以后车行道改铺为沥青路面。尔后新市口广场的拓建，占用了部分吉和街路

面，故今吉和街全长仅为816米。

该路在“文革”期间，曾易名反帝路，1976年改名为长江路，1981年又恢复原名吉

和街，现已成为我市墩大的农副产品贸易市场。

黄 山 路

原为宁湘铁路穿越市区段，1936年所修建，抗日战争时期铁路遭毁。1951年，利用

原路基道碴，加铺泥结碎石路面，成为市区东西向主要交通道路之一。东起康复路，穿

越九华山路、人民路，春安路三个交叉点，西至劳动路，全长2104．32。当时芜湖地区

公署设置于此，“文革’’时易名红卫路，1981年更名黄山路。

1965年11月，利用改造劳动路、中山南路的节余款，对黄山路分三段拓建。

劳动路口至安徽师范大学校门，路幅宽为15米，车行道沥青路面宽9米，两侧人

行道各宽3米，安徽师范大学校门至人民路日，路幅为2l米，车行道沥青路面宽12米，

北侧人行道傲至师大厨墙，南侧人行道宽6米，人民路口至九华山路，路幅为15米，

车行道沥青路面宽9米，两侧人行道各霓3米，九华山路至康复路口，路基宽9米，

沥青路面宽7米，两侧各留路扇1米，未做入行道。

1981年5月至1982年底，市投资65万元，进行第二次拓建。劳乏l路至九华山路长

994．32，车行道宽为f2米，两侧人行道各宽6米，九华山路至縻复赂长1110米，车行

道宽为14米，在北侧铺装宽5．5米人行道，频临九莲塘的南铡入行道，只铺装一段宽2．5

米，尚有570米未达到规，髓标准。

芜 纺 路

它的前身为芜宁公路市区的一段，是三十年代所修建的碎石路面。由于频邻芜湖纺

织厂，故名芜纺路。

西段从新市口歪劳动路段长800米。1959年底～1960年初，市投资6万元拓建宽为9

米的碎石路面。1966年2月，市计委和城建局曾提出拓建改造为配套齐全的沥青路面，

但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而未能实现。直到1972年11B，市投资22．2万元，才开始动工拓

建，也时建时停。长仅800米的沥青路面，历时四年，拖到1976年7月才交付使用。车行道

宽14米，两侧人行道宽3～lo米。

东段从劳动路垒芜宁铁路长528米，1982年3月，由市投资20万元，历10个月，拓

建沥青路车行道宽14米，两侧人行道宽为8．4米。

该路两段全长1328米，车行道宽14米，人行道宽3～10米，路幅宽17"-,-24米，已肮

为市区南北向的主要干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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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华 山 路

我市新中幽成立后新建的第一条南北向的道路，曾分段命名为陡岗路、北市路，

1966年统改为大寨路，1981年更名为九华山路。

从黄山路穿越陡岗，沿赭山东麓向北，与芜屯路交会，长2197米，是1952年以工代

赈建造的。初建B÷路谣宽仅6米，1970年将原铧石路面羲j宽为10米的沥青贯入式油

路。
‘

从黄Lll路咧南’到习：城北路一段，是1953』g新辟，长540米，车行道宽12米，人行道

两侧共宽6米。

1959年弋缸：桥怒成以后，曾计划将九华山路从环城北路交叉口延伸到弋江桥头，终

因拆迁困难，只延伸到淳良里长为203米眺葺胚道路。

从芜屯路纠芜宁路一段，楚】975年新辟，长388米，车行道宽14米，两侧路肩各

宽1米，是我市采用二碴基础的新结构之始。

1977年8月袖1979年5月，将芜屯路至渡春路段，车行道拓宽为14米的沥青路面，

并加建厂人行道和排水铃道等配套设施。1982"--1983年配合中江桥兴建，开辟淳良里至

杨毛埂一段长618米沥青路，车行遭宽14～18米，人行道宽8～18米。

j984年q=江桥建成通车后，九华山路成为贯通芜宁、芜屯、芜繁和芜南公路的主要

干道，又是通往赭山、镜湖、九莲塘、神山、汀棠公园的必经之路，从此对该路进一步

改造拓短。童1985年底止，南至杨毛埂、北至宁芜路，全长4128米，路幅宽22～31米，

车行道宽14～19米，人行道宽8～12米。其中，杨毛埂至中江桥北头长630米，车行道

宽14米，人行道宽8米，中江桥北头至淳良里长318米，车行道宽18米，人行道宽8～

10米J淳良里至芜宁路长31￡o米，车行道宽19米，人行道宽12米。

劳 动 路

1952～1953年，从北京路至犬官山长1396米、修筑宽为6米的泥结碎石路面。‘

1956年造船厂扩建厂房，弋矶山路被改道，就从今长江路口起，利用原有便道，拓

建为路幅宽18米，车i了道宽10米、长907米的碎石路面，直达江岸路，称谓劳动西路。

1958年长江路辟建后，劳动路己成为工业区至市区的主要通道，于1958---1960dF，

。建了长江路至北京路一段。
。

拓建时，原可比照相邻的中山路、北京路改建为水泥路面，时值j年自然灾害，水

。皂供应紧张，工程造价较大，乃试制活化矿．(煤)碴混凝土六角块，铺砌路面。自北京

显；至』二笏踏长1028米，车行道宽15米j自芜纺路至长江路口长368米，车行道宽14米。两

讽人行邀有的宽仅2米，有的宽达6．5米，有的还未铺装入行道。已铺装的人行道块大

部分是矿(燥)碴混凝土予制的。

1965年5月，鉴于矿(燥)碴予制六角块路面，不成整体结构，耐磨性能差，由市

投资37．7万元，改造为车行道宽15米的沥青混凝土路面。铁路至北京路段两边，调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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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水泥小方块，各铺3．2米宽人行道，长江路至铁路段改用原路的六角块，各铺3．5

米宽的人行道。

1980年3月，配合黄泥场外贸码头的新建，将劳动西路拓建为宽16一．-20．6米，其中

车行道宽10～14米为沥青路面，两侧各铺宽3～3．3米的水泥人行道。

1982年配合煤气管道的安装，将北京路至更兴路两侧人行道各铺宽6．5米、更兴路

至长江路口两侧人行道各铺宽5．5米的水泥路面和予制方块。

1985年将车行道划分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驶路线，在两者之间设有钢管护栏。

该路南从北京路西至江岸路，全长2303米，路幅宽i6,---,28米，车行道宽i0一v15米，

人行道宽6～13米。’

长 江 路

1958年，市区西北沿江至四合山一带，已发展为主要工业区，经省批准投资新建一

条南北向的工业区干道。1966年命名大庆路，1981年更名长江路。

从1958年5月开始，全市干部、职工、学生、驻军战士参加义务劳动达7．35万人

次，挖掘路基土方4．14万立方米J并以市政工人为基础，组织近千人施工。从劳动路口

至广福村长3817米的碎石路面和两座桥涵，于1958年lO月交付使用l从广福村至四褐路

长6197米的碎石路而和二座桥涵，于1959年12月23日建成通车。两段全长为10014米，

路基宽为11米，车行道宽6米，造价80万元。

． 1959年至j966年8月，从劳动路至解放西路长2368米，拓建宽为13．4米的沥青路

面。其中从劳动路f1向北一段，长300米，路幅宽40米，快车道宽14米，两侧慢车道各

宽4．5米，快慢车道之问分车岛各宽2米，两边人予亍道宽各6．5米。

1970年至1974年，从解放西路至四褐路段长7146米，继续拓建车行道宽为13．4米的

沥奇路面。1981年从南向北继续拓宽为40米。同时新F享杨家f‘J型车广场一座，长48米，

宽30米。至1985年底，南从劳动路口北至广涵对，长约4lOO；抟，L三拓建宽为40米，形成

三块板。它是我市最长也是最宽的一条主要交通干道。

团 结 路

我市开辟长江路时，曾新辟宽仅3．5米的纬一、纬二、纬三路。团结路前身就是纬

一路。

1973年，由省市投资47．8万元，从东起芜宁路，西至长江路，利用原简易的纬一

路，拓建为一条长1238米，车行道宽为12米的沥青路面。

1984年市投资90万元，拓建沥齑路车行道宽14米，两测水泥方块人行道各宽4．5米，

车人行道之间两毒ij绿化带各宽8米，路幅总宽29米。

从长江路垒弋江矶山段，长545米，1974年在修建长江汽车轮渡时辟建，1984年扩

。建为车行道宽14米的沥青路面，两铡人行道各宽4米，路幅总宽22米，又称团结西路。

该路东起芜宁路、西至弋矶山路，全长1783米。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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