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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地区公路志系列书凡例

一、宣城地区公路志系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

观、全面、系统地记述辖境公路各个历史时期的状况及演变过程。

重点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公路事业发展的光辉历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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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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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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铺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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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宣城地区在1926年修建

第一条公路之后，公路交通逐步在全区境内发展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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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运量仍占大部，“要想富，修公路”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为认真总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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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前人经验，资治存史，加快宣城地区公路建设步伐，我区局站两

级公路史志工作人员，在局站两级公路志编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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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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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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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德成

一九九四年十月于宣州市

，鹄，
l i琏：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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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宁国县公路志>是宣城地区公路志系．yij书的一卷。它的成书

问世，是各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和编写人员辛勤笔耕而共同努力

所取得的成果。是宁国市公路交通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

事。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本书以全面、系统、翔实的资料，记述

了宁国市公路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公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记载了依靠人民政府、依靠

人民群众、依靠科学技术，采取民工建勤、民办公助和多方集资等

多种形式进行修桥铺路的过程；记实了公路养护和管理工作的历

史演变和现状，特别是道工养护和群众养护相结合养护公路的经

验；记录了90年代公路实行分级管理，加快县、乡道公路建设的概

况；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地方特色。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事业中，公路交通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而发展公路事业

永远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公

路建设不断发展的动力。

，6



6 宁国县公路志

继承和借鉴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是我们编写<宁国

公路志>的宗旨。公路事业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共同

努力。我们愿与社会各界一道，本着开拓与求实的精神，团结奋

斗，努力拼搏，为振兴宁国公路交通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桂文祥

一九九六年十-,9于宁国

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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