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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地处祖国中心、西北腹地，道路交通的发展有着悠久而

光辉的历史。据我国古籍记载，伏羲生于成纪而东辰于中原，黄

帝出于寿丘而问道于崆峒，颟顼西至于流沙，尧放三苗于三危，

大禹导河于积石，这些传说生动的说明，远古时期的甘肃就与中

原有密切的交通来往。周秦时期，不窟西奔，公刘东返，穆王西

游，西戎东迁，及至秦始皇帝，开驰道、修长城、亲巡陇西，甘

肃交通大开，与中原连成一片。西汉之时，张骞出使，四郡开

设，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得到长足发展。此后历经隋唐蛊世至于宋元明清，甘肃驿道交通

四通八达，成为大西北交通胁经芝道。隋炀西征于河西，玄奘取

经于天竺，文成和亲于西藏，马可东行于中原，皆取道甘肃。及

至晚清，左公整道植树，驿运昌蛊。甘肃道路交通己成为沟通中国

与外国，联结中原与边疆的枢纽；成为发展国内经济，促进各民

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大动脉。

民国初期，国家规划交通，均以兰州为中心，经线纬线，遍

及全国，虽未实现，但对甘肃公路交通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

作用。30年代，国人倡导，开发大西北， o以工代赈黟，首修西

安互兰州公路，并于1935年正式通车，沟通了陕甘两省及甘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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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内地之现代交通。1937年抗战军兴，西北公路运输顿为国内运

输之主线，国际运输之重衡。是时，政府对西北会路运输之建设

与发展较为重视，兰州己成为西北运输之枢纽。西兰、甘新公路

己成为西北运输之要道，华双公路又是连接西北和当时国民政府

所在地西南地区的主要通道。俟后，甘川，兰宁、甘青及河西三

支线等公路相继修筑，汽车数量也迅速增加。公路运输，在发展

甘肃经济，支援抗战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抗战胜利后，

公路运输之重点，随着政治、经济的东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甘肃公路交通发展曼慢，汽车运输车辆有所减少。到1949年解放

时，甘肃共修建公路34条，计长5161．1公里，在册汽车1866辆。

由于大多数公路，系原大车道局部改善而成，标准太低，加之

长期失修失养和战争的破坏，路况极差，可以勉强通车的，只有

19条，计3279．8公里。汽车因全系进口，车型杂，加上配件、汽

油奇缺，保修能力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能正常运行的廖廖无

几。广大的农村山区，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交通十分不便。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省各级党政，对公路交道建设和发展都

十分重视。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安排一定的投资，贯彻民工建

勤、民办公助的方针，多次动员群众掀起筑路和大办运输的高

潮。在优先修建和改造提高干线公路的同时，依靠地方，依靠群

众，大修县乡公路，帮助厂矿企业修建专用公路，贯彻全民大办

运输的方针，交通部门和各行各业办运输并举，发展公路运

输，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经过几十年不断的艰苦努

力，到1985年公路通车里程迟到32870奢里，为新中国建立初期

通车里程的10倍，公路上缺桥少涵的状况，己得到彻底的改变，

且桥涵基本实现永久化，高级、次高级路面己达到9160公里，占

通车里程的27．85％。干线公路可通全国各地，以兰州为起点，

向东可通过西兰、宜兰公路通往八百里秦川和中原、华北及长江

中下游，向东北可通过兰包公路达到宁夏平原和内蒙古牧区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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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地区，向南可通过甘川，兰郎公路，达四川盆地和云贵高

原，向西南可通过甘青、红当公路迭青藏高原，向西北可寻古熊

路而行，穿越河西走廊之甘新公路，进入新疆腹地。在全省1519

个乡中，已有1511个通了汽车，1090个通了班车。许多偏僻闭塞

的山区，如今“高路入云端"I不少湍流阻隔的江河，已“天堑

变通途"，初步建成了以兰州为中心，干支相连，城乡相通，四

通八达的公路网。

到1985年，全省民用汽车己达到65951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35倍多，全省己建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成份的公路运输

力量。各地、县均设有国营运输公司或汽车队，各大厂矿企业都有

一定的运输力量，还有个体运输户汽车5000多辆，以补国营运输

之不足。另外，乡镇捉村还有10多万辆大小拖拉机参加长年或季节

性的运输，大多数车辆得到更新，技术状况基本良好，保修网点

遍布全省，运力基本上可以适应各方面的需要，客运车辆猛增，

且正朝着舒适性方向发展。

自1949年至1985年的36年中，甘肃的公路交通虽取得了较大

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规划，组织，管理

等方面时有失误，致使公路交通事业在前进中经历了一些曲折，

特别是在公路的质量标准和运输的管理，布局中，还存在不少的

问题，会路交通仍然是我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总结了过去正反

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和措施，我们硌须

坚决地贯彻这些政策和措施，结合甘肃公路交通的实际，努力工

作，把公路交通事业办得更好。

为了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策励未来，由省交通

厅和各地，州、市组织100多人的史志编撰队伍，搜集13000多万

字的史料，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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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共同编撰出版一套《甘肃公路交通史志》丛书，以供从事公

路交通事业的同志们参考、借鉴。这套丛书己陆续出版，献给读

者，请同志们大力支持，并提供宝贵的意见。

甘肃省交通史志及年鉴编写委员会

198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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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平凉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然也有其漫长的交通史。相传黄帝

亲临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史记秦皇汉武曾西巡路过平凉，汉代之

后平凉成为丝绸之路所经之地，丝绸，瓷器，茶叶、纸张，书籍

⋯⋯经此西去，天马，骆驼、核桃，苜蓿⋯⋯过此东来，佛教文

化也随着这条路四向流传。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避地灵武继位，

传说曾在龙隐寺住宿一夜，这些都说明了平凉自古就是中原通往

西域的重要通道。

随着生产的发展，文明的进化，交通也随之得到发展，道路

相对定向定位，交通工具不断更新并日益进步，至1989年，平凉市

境内4条干线公路与14条市乡公路纵横交错，形成了北通宁夏、

西达兰州、南到宝鸡、东至西安的四通八达，干支结合的交通网

络。机动车辆也由新中国建立前的10余辆发展到5328辆，年货运

量为356．8万吨，货运周转量为13971万吨公里J每日发往各路班

车160次，年客运量达562．8577人(次)。

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而现实的人都始终处于历史的进程

中，由于种种原因和局限，相当多数的人不容易知道当今交通现

状的历史情况。如果有一本较好的交通史或交通志，为人们了解

本地区交通运输事业的发端起始，兴表起伏、工具更新、经营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平凉市公路交通志

史，大事要事等方面提供翔实的史料，无疑将对各级领导者在资

政上起参谋作用，对从事于交通运输行业的人们和对此有兴趣的

人们起一定的教化作用，对新兴的交通运输学起本地资料库的作

用，这也无疑将是一件上对得起祖先，下有益于后人的大好事。

编史修志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工作，也是一项新的任务，《平

凉市公路交通志》编写组的同志们在平凉市委，市政府，平凉地

区行署交通处和地、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支持和指导下，在既缺乏

史学方面的知识，也没有编纂方面的切身体验的情况下，他们由

行政业务人员一步跨入志海，从头学起，边学边千，广搜资料，

追本索源，披沙拣金，钩深致远，五度春秋，四易其稿，终于成

此20万字的专著，追述了古代劳动人民开山、修路、跨水筑桥的业

绩，赞誉了新中国40余年间平凉市交通事业发展的巨大变化。纵

览平凉市交通发展史志，深感刨业难，守业更难，要守业就要求

更大地发展。

在祖国大西牝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之日，让我们

交通战线的广大职工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勇于开拓，奋发进

取，把我们平凉的交通事业办得更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架“金桥"，修好路l

李世奇

1992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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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形成的史志典籍

浩如烟海。然当代兴起的席卷中华大地的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

方志的浪潮，就其规模，广度，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而言，

却是空前的，是历史上修志盛期的任何一个朝代所不可比拟的。

《平凉市公路交通志》在这个修志大潮中应运而生，是值得庆

幸的l

平凉在甘肃以至西北的道路交通史上有重要地位。我国古籍

记载的黄帝至崆峒，登鸡头山的传说，反映了早在原始社会阶

段，当今的中原地区与平凉的交通道路就己开辟。奴隶社会时期

的周穆王，在公元前989年亦曾路经平凉西行。进入封建社会，

秦始皇“出鸡头山，过回中"，巡游平凉崆峒，汉武帝多次西

巡，其中两次都经过今之平凉，隋唐时，平凉为丝绸之路北线所

经之地，宋时，平凉已成为陇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军事战略重镇，交通枢纽，元代，。六盘道畅通，平凉在东西交通

干线上的重镇作用更加显著。及至近代，西兰公路沿古丝绸之路

向西延伸全线贯通，宝平公路，平银公路南北相接，形成了以国

道，省道为骨干，连接城乡，沟通邻近省区的四通八迭公路网。

余少年时从陇南的张家川赴陇东平凉求学，关山阻隔，徒步

、

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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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百二十里大站三天，八十里中站二天，且多为“践草为

径”的山路，遇雨雪则不能行。而今，故乡小镇已成为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的治所，平凉同张家川之间每日有对开班车，晴雨无

，阻，数小时即到，而且公路汽车客贷运输有西路经庄浪，中路经

华亭，东路经陇县的三条线路通向张家川。仅此一点，足以说明

平凉交通道路之今昔对比，解放前后发展变化之巨大。目前正在

修建的宝中铁路正是两千年前古回中道， “萧关道之复辙”，地

方筹建的平庆铁路，亦是沿泾河古道进行的。记载本地区的交通

史志，1989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凉地区公路交通史》为

平凉地区第一家，《平凉市公路交通志》为第二家，亦为全区

市、县交通志第一家。我在平凉工作四十年，近年涉足地方志专

业，平凉市公路交通志编纂委员会邀我为编纂顾问，愚虽芥末之

才，然极惶惑又极有信心地应诺了此项工作。当志稿从编写小组

脱手之后，我认真地通读了一遍，并略尽绵薄之力，现志稿即将

付梓，颇感欣慰l

欣慰之一，作为平凉市的首部行业志书，对前人的成果继承

了些什么?对今人拟告诉些什么?对后人将留下些什么?这一

切，都按编撰者现有的认识水平知所取的得资料信息量而基本完

成了，虽20万字，却将平凉市交通运输业的肇始发端，盛衰起伏

以及重要时期，关键阶段的情势基本记清了，可起明古详今，宣

幽阐徽，彰往察来之功。

欣慰之二，本书的部分资料，特别是近当代侧重于运输管理

方面的资料，尤其丰富、可贵、翔实，某些章节从行文习惯上

讲，似已超出了“志文，，规范，有“资料长编”之嫌，但我偏爱

这些资料，术忍割爱，为的是使资料的某些原始形态完整地，系

统地、活生生地同读者见面，以表现其准确性和科学价值。事实

上，志书的生动性也主要在于资料的丰富性和典型性。比如各个

时期搬运装卸的价格变化，驮畜脚价的定价依据等等，不正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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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交通运输经济学，经营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工

作者所渴求的科学资源吗?这不正是志书本质属性的一种体现

吗?如果说本书资料丰富，系统、那功在志书编采，若书稿粗

疏，乏于匠心，则责在顾问，不要苛求编写小组的同志们。

甘瓜苦蒂，物不全美。本志真正的缺憾在于对献身于或有功于

或有损于本区本市交通运输事业的人物资料采集得不够，挖掘得

不深，以亨系人者多，因人记事者少，无人物传记和简介，不论

·是解放前的车行老板，马帮大户，帮主，抑解放后的搬运工人，

汽车司机或国家部级劳模，等等，都禾记有时代代表性和阶层代

表性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仅人名录表，不足以从“人物”这一

义项上反映本市漫长的交通运输史上的巨大变革和深刻变化，既

不符合事物本身丰富多采的历史真实，又在志书体例、义项上是

一个缺漏，只有留待续修时补救吧l

应编纂委员会之约，却之不恭，不揣谫陋，聊以为序。

李树生

1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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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琼市公路交通志》是在完成《平凉市志》交通史料的基

础上，在市交通局党委的领导下，组成平凉市公路交通志编纂委

员会，由编委会具体组织人员编写的。

《平凉市公路交通志》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简

要记述了平凉市古代道路交通状况，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公路交通

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旨在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平凉市的古今交

通；保存交通史料，为今后制定公路交通规划和发展交通事业，

为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

1987年10月，编纂人员从征集资料入手，经过18个月艰辛的工

作，共搜集整理了450万字的资料，完成40万字的资料长编。

1989年4月起，对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考证，年底完成了13章

40节，计12万字的试写初稿，打印成册，分送有关领导：修志行

家，公路交通技术人员，交通系统的老前靠，广泛征求意见。翌

年8月，召开了《平凉市公路交通志》初稿评审会，听取了各方

意见，对初稿作了进一步的充实、修改和完善，提高了志稿的专

业性，资料性，科学性，终于1991年底脱稿，金书共lO章32节，29

万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反映平凉市道路交通事业的专志。

《平凉市公路交通志》是甘肃公路交通史志丛书之一。在编
_一·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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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程中，始终得到了甘肃省交通史志年鉴编写委员会在业务上

的指导和帮助。在搜集资料和考证阶段，曾得到陕西有关文献、

科研部门和陕酉省公路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平凉地区公路交通

史志编写委员会、平凉地区档案处、平凉市档案馆、平凉市地方志

办公室、地、市公路交通部门各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同时，乎凉汽

车运输公司经理宋邦谋、地区公路交通年鉴办公室主任张汉文等

同志在有关专业问题上给予了指导，刘万志、任建国、李少堂、张

步孝等同志，在修志知识方面给予了帮助，并提供了有关史料，还

有高尚德、卜效忠、张成吉等同志，先后参加过资料征集工作。中共

平凉市委书记李保印同志为本书题词，平凉行署交通处处长李世

奇，原《平凉市志》主编李树生同志为本书作序，平凉行署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祝世林和李树生，对志书的史实、体例、文字

等方面作了修改。在志书出版的阶段，得到了平凉汽车运输公

司，平凉汽车修理厂，乎凉公路总段，平凉公路段、平凉地区公

安处车辆管理所、平凉地区公路运输管理处，平凉汽车改装厂，

平凉养路费征稽所，平凉市市乡公路管理站、平凉市公路运输管理

所、平凉市汽车大修厂、平凉市汽车运输公司、平凉市第二汽车运

输公司，平凉市第三汽车运输公司(个体经营)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和赞助。在《平凉市公路交通志》同广大读者见面之际，我们谨

向以上单位及有关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l

由予志书专业性强，限于编写人员的水平，缺点和错误在所

难免，恳切希望行家及热心的读者给予指正。

编 者

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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