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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寿山

。盛世修志’’，我们现在躬逢盛世，亲手修志，深感荣幸!

《蒙阴县交通志》，在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县

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历经十

载，几经修改，终于编纂成册。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以史实为依

据，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比较系统、详尽地记

叙了蒙阴县交通事业的发展演变过程，足以达到“资政、存

史、教育’’之目的。

蒙阴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境内山岭起伏，河流纵横，

自古交通闭塞，正如旧县志所记载：。千峦环其外，百流出其

中⋯⋯四塞之固，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直到清

初才有一条北京至福州的官路通过蒙阴，1937年又修了泰

石公路通过蒙阴。但是，这两条路的标准较低，缺桥少涵，每

到汛期，交通阻断，广大人民群众仍饱尝无路之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蒙阴县

的交通事业有了较快发展。从1952年中央拨款扶持老根据

地建设到1958年的“大跃进’’，从1964年的“小三线’’建设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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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使本县

的公路布局初具规模，截至1985年，全县拥有各类公路

481．7公里。

1985年，国家把蒙阴列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采

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帮助发展山区公路交通。先后修建了

高蒙等6条县道、魏麻等26条乡道和孟良崮专用公路，拓

宽改建坦常等4条县道，特别是1 991年修建了沂蒙公路，

使本县的公路建设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截至1992年，全县

拥有各类公路699．91公里。

1993年以来，县委、县政府提出并实施了基础设施超

前发展带动战略，以路面硬化、拓宽改造、提高档次水平、扩

大通车里程为重点，使本县的交通事业进入快速发展、全面

提高的阶段。在1993年完成沂蒙和石兖公路蒙阴段110公

里路面硬化的基础上，1994年完成了旧界等4条公路67．1

公里的路面硬化，在全省山区县中率先实现了乡乡通油路。

为了解决蒙阴交通“瓶颈"问题，还改建了205国道蒙洼路

段。1995年，除完成该段大中桥新建、加宽和路面硬化以

外，新修了垛庄大桥、马高公路，硬化了垛薛等公路38．4公

里。截至1995年底，全县拥有各类公路773．1公里，比

1985年增长60．5％。等级公路综合密度每百平方公里达到

35公里，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二级公路158．19公里，

比1985年增长123．9％，三级公路121．3公里，比1985年

增长95％，硬化路面292．4公里，比1985年增长259％。县

内沂蒙公路、205国道纵贯南北，石兖公路横穿东西，县乡



}

道路纵横交错，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全县15个乡

镇都通了柏油路和班车，587个行政村达到了村村通车，彻

底改变了蒙阴交通闭塞的状况，为加快山区开发，扩大对外

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公路通，百业兴力。随着交通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带

动了全县经济的振兴。’

一、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1995年，全县参加营运的货

车1410辆，拖拉机2560台，完成货运量78．12万吨，货运

周转量4084．2万吨公里，分别比1985年增长93％和女

62％。 ．

。

二、促进了山区综合开发。1995年，全县经济林面积由

1985年的5万亩增加到40多万亩。果品产量由2800万斤

增加到2．8亿斤，连续两年居全国果品产量百强县行列。全

县畜牧业总产值由1985年的7528万元增加到1995年的

3．6亿元，增长3．8倍。仅长毛兔的存养量，就由105万只

增加到220万只，年产兔毛150万斤，居全国首位。

三、促进了县乡工业的迅速发展。全县已形成了以酿

造、建材、纺织、轻工、机械、食品、煤炭、化工为主的工业生

产体系，啤酒、水泥、棉纺、毛纺等一批骨干企业已经形成规

模。全县工业总产值，由1985年的1．5亿元增加到1995年

的41亿元，翻了四番多，利税过千万元的企业达到4个。

四、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对外开放。全县目前已与

美国、加拿大、德国、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建成中外合资企，，

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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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20多家，合同利用外资2853万美元，居全市前列。

五、促进了城乡贸易和市场建设。1995年，全县有较大

规模市场71处，比1985年增加26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3．65亿元，集市贸易成交额达到2．44亿元，分别比

1985年增长3．8倍和7．4倍。

六、促进了第三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全县个体工商

户，由1985年的2400家，发展到1995年的1．5万家，私营

企业由18家增加到182家。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57亿

i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比1 985年提高了5个百分

点。旅游业从无到有，先后开发建设了蒙山森林公园旅游

区、云蒙湖旅游区、孟良崮旅游区和杏山溶洞旅游区，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旅游体系，1995年接待中外游客50多万人

次。

七、促进了全县整体实力的增强。国民生产总值由

1985年的2．4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18亿元，增长6．5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8元增加到1756元，增长7．4倍；

工农业总产值完成53亿元，比1985年增长11倍；财政收

入完成8400万元。

回顾建国后我县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有两条基本的

经验：一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从1952年中央扶持老

根据地建设，到1985年蒙阴被国家列为扶贫重点县之一，

对公路建设都有所侧重。仅1985"--1990年，用于公路建设

， 的扶贫款就达166万多元。1991年国家计委又把沂蒙公路

列为重点扶贫项目，光蒙阴段投资2000余万元。二是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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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了“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政策。实践证明，发展地

方交通，只依靠国家不行，还必须贯彻依靠地方、依靠群众

的方针，实行国家补助、地方自筹和群众集资投劳相结合的

办法。沂蒙公路所以能在两年多的时间，搬运土石沙410

万立方米，胜利完成路基、桥涵和路面硬化任务，主要是顾

全大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蒙阴人民，象往年支援革命

战争那样支援公路建设，全县农民共投工及捐资计2500万

元，人均52元。所以说，沂蒙公路就是全县人民用沂蒙精神

树立的一块沂蒙丰碑。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1996年，全县新修拓宽改造县乡

路26．2公里，硬化路面81．7公里，实现了干线沥青化，县

道沥青路面达到61％。1997年，是我县公路建设的决胜年，

计划硬化路面43．5公里，完成环县路、环湖路和另外几条

公路的建设，使全县公路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特别是京沪

高速公路蒙阴段41．8公里，即将破土动工，计划三年完成。

到本世纪末，我县的交通事业将有一个更大的飞跃!

最后，我向参与本书编纂和审定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并预祝该书出版发行圆满成功。

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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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以发挥其‘‘资政、存史、教育’’的

作用。

二、本志记述的范围，主要反映蒙阴县交通委员会、蒙

阴县公路管理局、蒙阴县运输公司和临沂汽运总公司蒙阴

分公司等单位的机构沿革和所辖事业的发展变化。

三、本志断限，原则上起于清代，止于1995年。个别章

节追溯得更早一些，大事记和照片下延到1996年。本着。详

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建国后交通事业的发展。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首

为概述、大事记，附录殿后。采用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

全志共分5篇、25章、59节，约17万字。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对1938年前的年号，加注历史

年号。

七、地名，依照1983年出版的《蒙阴县地名志》。 ，夕
．． 1 9鹣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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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中、小桥及涵洞的划分，均按1981年交通部颁

布的标准。

九、本志中引用的业务术语和简化专用字，注释如下：

(1)汽一一×、拖一一×，是桥梁设计用的载荷标准；(2)货

运量，是指货运物资的重量；货运周转量，是指货运物资的

重量和运距的乘积；(3)砼，即混凝土；铃，即钢筋混凝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

目 录

序

凡例 ．

概j述⋯⋯⋯⋯⋯⋯⋯⋯⋯⋯⋯⋯⋯⋯⋯⋯⋯⋯⋯⋯⋯⋯⋯⋯⋯1

大事记⋯⋯⋯⋯⋯⋯⋯⋯⋯⋯⋯⋯⋯⋯⋯⋯⋯⋯⋯⋯⋯⋯⋯⋯7

第一篇交通运输管理机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交通局⋯⋯⋯⋯⋯⋯⋯⋯⋯⋯⋯⋯⋯⋯⋯⋯⋯⋯⋯53

公路管理局⋯⋯⋯⋯⋯⋯⋯⋯⋯⋯⋯⋯⋯⋯⋯⋯59

汽车站⋯⋯⋯⋯⋯⋯⋯⋯⋯⋯⋯⋯⋯⋯⋯⋯⋯⋯⋯63

汽车九队⋯⋯⋯⋯⋯⋯⋯⋯⋯⋯⋯⋯⋯⋯⋯⋯⋯⋯66

运输公司⋯⋯⋯⋯⋯⋯⋯⋯⋯⋯⋯⋯⋯⋯⋯⋯⋯⋯68

交通监理站⋯⋯⋯⋯⋯⋯⋯⋯⋯⋯⋯⋯⋯⋯⋯⋯72

运输联合支公司⋯⋯⋯⋯⋯⋯⋯⋯⋯⋯⋯⋯⋯⋯73

临沂汽运总公司蒙阴分公司⋯⋯⋯⋯⋯⋯⋯⋯74

汽车保修厂⋯⋯⋯⋯⋯j⋯⋯⋯⋯⋯⋯⋯⋯⋯⋯。76

临沂汽运劳动服务总公司蒙阴分公司⋯⋯⋯⋯77

第十一章 临沂汽运总公司物资供销分公司

蒙阴物资供应站⋯⋯⋯⋯⋯⋯⋯⋯⋯⋯⋯⋯⋯78，7



2 目 录

第二篇党、团、工会组织

第一章基层党组织⋯⋯⋯⋯⋯⋯⋯⋯⋯⋯⋯⋯⋯⋯⋯⋯81

第一节 交通局(委)党支部、党组⋯⋯⋯⋯⋯⋯⋯⋯⋯⋯⋯81

第二节 公路管理局党支部⋯⋯⋯⋯⋯⋯⋯⋯⋯⋯⋯⋯⋯⋯83

第三节 汽车站党支部⋯⋯⋯⋯⋯⋯⋯⋯⋯⋯⋯⋯⋯⋯⋯⋯83

第四节 汽车九队党支部⋯⋯⋯⋯⋯⋯⋯⋯⋯⋯⋯⋯⋯⋯⋯84

第五节 运输公司党支部⋯⋯⋯⋯⋯⋯⋯⋯⋯⋯⋯⋯⋯⋯⋯85

第六节 交通监理站党支部⋯⋯⋯⋯⋯⋯⋯⋯⋯⋯⋯⋯⋯o 86

第七节 运输联合支公司党总支⋯⋯⋯⋯⋯⋯⋯⋯⋯⋯⋯⋯86

第八节 临沂汽运总公司蒙阴分公司党总支⋯⋯⋯⋯⋯⋯⋯86

第九节 汽车保修厂党支部⋯⋯⋯⋯⋯⋯⋯⋯⋯⋯⋯⋯⋯⋯88

第十节 临沂汽运劳动服务总公司蒙阴分公司党支部⋯⋯⋯88

第二章基层团组织⋯⋯⋯⋯⋯⋯⋯⋯⋯⋯⋯⋯⋯⋯⋯⋯89

第一节 交通局团支部⋯⋯⋯⋯⋯⋯⋯⋯⋯⋯⋯⋯⋯⋯⋯⋯89

第二节 公路管理局团支部⋯⋯⋯⋯⋯⋯⋯⋯⋯⋯⋯⋯⋯⋯90

第三节 汽车站团支部⋯⋯⋯⋯⋯⋯⋯⋯⋯⋯⋯⋯⋯⋯⋯⋯91

第四节 汽车九队团支部⋯⋯⋯⋯⋯⋯⋯⋯⋯⋯⋯⋯⋯⋯⋯91

第五节 运输公司团支部⋯⋯⋯⋯⋯⋯⋯⋯⋯⋯⋯⋯⋯⋯⋯92

第六节 运输联合支公司团总支⋯⋯⋯⋯⋯⋯⋯⋯⋯⋯⋯⋯92

第七节 临沂汽运总公司蒙阴分公司团总支⋯⋯⋯⋯⋯⋯⋯92

第八节 汽车保修厂团支部⋯⋯⋯⋯⋯⋯⋯⋯⋯⋯⋯⋯⋯⋯93

第九节 临沂汽运劳动服务总公司蒙阴分公司团支部⋯⋯⋯93

第三章基层工会组织⋯⋯⋯⋯⋯⋯⋯⋯⋯⋯⋯⋯⋯⋯⋯94

第一节 交通局(委)工会⋯⋯⋯⋯⋯⋯⋯⋯⋯⋯⋯⋯⋯⋯⋯94

第二节 公路管理局工会⋯⋯⋯⋯⋯⋯⋯⋯⋯⋯⋯⋯⋯⋯⋯95



目录 3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临沂汽运总公司蒙阴分公司工会⋯⋯⋯⋯⋯⋯⋯⋯95

运输公司工会⋯⋯⋯⋯⋯⋯⋯⋯⋯⋯⋯⋯⋯⋯⋯⋯96

第三篇道路

古道⋯⋯⋯⋯⋯⋯⋯⋯⋯⋯⋯⋯⋯⋯⋯⋯⋯⋯⋯⋯99

蒙阴境内的古道⋯⋯⋯⋯⋯⋯⋯⋯⋯⋯⋯⋯⋯⋯⋯99

古道的作用⋯⋯⋯⋯⋯⋯⋯⋯⋯⋯⋯⋯⋯⋯⋯⋯100

民国时期的道路⋯⋯⋯⋯⋯⋯⋯⋯⋯⋯⋯⋯⋯⋯103

军阀割据时期的公路BOD O BO OQOIOOIOQQOO⋯⋯⋯⋯⋯⋯10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路⋯⋯⋯⋯⋯⋯⋯⋯⋯⋯103

抗日战争时期的公路⋯⋯⋯⋯⋯⋯⋯⋯⋯⋯⋯⋯105

解放战争时期的公路⋯⋯⋯⋯⋯⋯⋯⋯⋯⋯⋯⋯106

建国后的公路建设。⋯⋯⋯⋯⋯⋯⋯⋯⋯⋯⋯⋯109

国道⋯⋯⋯⋯⋯⋯⋯⋯⋯⋯⋯⋯⋯⋯⋯⋯⋯⋯⋯111

省道⋯⋯⋯⋯⋯⋯⋯⋯⋯⋯⋯⋯⋯⋯⋯⋯⋯⋯⋯114

县道⋯⋯OOO OOO OOO gOOODQ⋯⋯⋯⋯⋯⋯⋯⋯⋯⋯⋯⋯127

乡道⋯⋯⋯⋯⋯⋯⋯⋯⋯⋯⋯⋯⋯⋯⋯⋯⋯⋯⋯137

专用公路000OOO⋯⋯⋯⋯⋯⋯⋯⋯⋯⋯⋯“⋯⋯⋯·145

桥梁⋯⋯⋯⋯⋯⋯⋯⋯⋯⋯⋯⋯⋯⋯⋯⋯⋯⋯⋯155

古桥⋯⋯⋯⋯⋯⋯⋯⋯⋯⋯⋯⋯⋯⋯⋯⋯⋯⋯⋯155

民国时期的桥梁⋯⋯⋯⋯⋯⋯⋯⋯⋯⋯⋯⋯⋯⋯162

建国后的桥梁建设⋯⋯⋯⋯⋯⋯⋯⋯⋯⋯⋯⋯⋯163

公路管理⋯⋯⋯⋯⋯⋯⋯⋯⋯⋯⋯⋯⋯⋯⋯⋯⋯190

公路管理组织⋯⋯⋯⋯⋯⋯⋯⋯⋯QOO O OQ OOB OOO g DO OOO 190

公路的测设、施工⋯⋯⋯⋯⋯⋯⋯⋯⋯⋯⋯⋯⋯⋯191

公路养护⋯⋯⋯⋯⋯⋯⋯⋯⋯⋯⋯⋯⋯⋯⋯⋯⋯19s．

I_l蔓j
f∥



4 目录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公路绿化⋯⋯⋯⋯⋯⋯OOOIOO OOO 00·⋯OOD OO D OIO OBOfOO OOO 199

路政管理⋯⋯⋯⋯⋯⋯⋯⋯⋯⋯⋯⋯⋯⋯⋯⋯⋯201

民工建勤⋯⋯⋯⋯⋯⋯⋯⋯⋯⋯⋯⋯⋯⋯⋯⋯⋯202

养路费征收⋯⋯⋯⋯⋯⋯⋯⋯⋯⋯⋯⋯⋯⋯⋯⋯204

第四篇运输

运输形式⋯⋯⋯⋯⋯⋯⋯⋯⋯⋯⋯⋯⋯⋯⋯⋯·209

人力运输⋯⋯⋯⋯⋯⋯⋯⋯⋯⋯⋯⋯⋯⋯⋯⋯⋯209

畜力、人畜合力运输⋯⋯⋯⋯⋯⋯⋯⋯⋯⋯⋯⋯⋯212

自行车⋯⋯⋯⋯⋯·!i⋯⋯⋯⋯⋯⋯⋯⋯g·O OOO O QO OOO 216

汽车运输⋯⋯⋯⋯⋯⋯⋯⋯000 0 Q⋯⋯⋯⋯⋯⋯⋯217

拖拉机运输⋯⋯⋯⋯⋯⋯⋯⋯⋯000 QOOOOO⋯⋯⋯⋯231

船渡⋯⋯⋯⋯⋯⋯⋯OOO QOOQOOOI D gli OOa⋯⋯⋯⋯⋯⋯232

装卸⋯⋯⋯⋯⋯⋯⋯⋯⋯⋯000 OQ OOOOOO⋯⋯⋯⋯⋯234

汽车修理和保养⋯⋯⋯⋯⋯⋯⋯⋯⋯⋯⋯⋯⋯⋯236

运输管理⋯⋯⋯⋯⋯⋯⋯⋯⋯⋯⋯⋯⋯⋯⋯⋯⋯241

联合运输⋯⋯⋯⋯⋯⋯⋯⋯⋯⋯⋯⋯⋯⋯⋯⋯⋯241

封车节油⋯⋯⋯⋯⋯⋯⋯⋯⋯⋯⋯⋯⋯⋯⋯⋯⋯242

运输市场管理⋯⋯⋯⋯⋯⋯⋯⋯⋯⋯⋯⋯⋯⋯⋯243

交通监理⋯⋯⋯⋯⋯⋯⋯⋯⋯⋯⋯⋯⋯⋯⋯⋯⋯248

’

第五篇人 物

受县级以上机关表彰的先进工作

(生产)者⋯⋯⋯⋯⋯⋯⋯⋯⋯⋯⋯⋯⋯⋯⋯⋯⋯255

县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263

出席县历届党代会的代表⋯⋯⋯⋯⋯⋯⋯⋯⋯⋯263



目 录 5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四章

出席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263

历届县政协委员⋯⋯⋯⋯⋯⋯⋯⋯⋯⋯⋯⋯⋯⋯264

技术职称⋯⋯⋯⋯⋯⋯⋯⋯⋯⋯⋯⋯⋯⋯⋯⋯⋯265

历史上修路建桥知名人士⋯⋯⋯⋯⋯⋯⋯⋯⋯269

附 录

一、专辑⋯⋯⋯⋯⋯⋯⋯⋯⋯⋯⋯⋯⋯⋯⋯⋯⋯⋯⋯⋯⋯⋯281

二、碑文⋯⋯⋯⋯⋯⋯⋯⋯⋯⋯⋯⋯⋯⋯⋯⋯⋯⋯⋯⋯⋯⋯346

三、重大交通事故⋯⋯⋯⋯⋯⋯⋯⋯⋯⋯⋯⋯⋯⋯⋯⋯⋯⋯356

四、支前运输⋯⋯⋯⋯⋯⋯⋯⋯⋯⋯⋯⋯⋯⋯⋯⋯⋯⋯⋯⋯360

五、典型材料⋯⋯⋯⋯⋯⋯⋯⋯⋯⋯．j⋯⋯⋯⋯⋯⋯⋯⋯⋯．362

编后记



概 述

亿一6√
l

·——●》

o
、j

、尹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