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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交 通

平凉地处祖国腹心地带，自古为交通枢纽。远古见伏羲氏迁徙的足迹，传说中黄帝

曾“披山通道”至崆峒问道。汉唐开辟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后来的驿道、国道及铁路的开通，使平凉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第一节 机 构

一、行政机构

古代，凡遇道路整修和桥梁兴建等事，均由军、政长官督办。清同治时，整修西

(安)兰(州)官车道，则由陕甘总督左宗棠饬令军工、民夫实施，后交平庆道和平凉知

府管理。民国初，交通事宜由陇东镇守使和泾原道尹兼理。16年(1927)，各县置建设

局，兼管交通业务。28年(1939)7月，甘肃省政府成立“车驼管理局”，并于平凉等地

设办事处。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业务归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设科。1954年9

月，分设交通科。此后，撤并更易颇繁(参《政权政协》)。

二、事、企业单位

甘肃省平凉公路总段 民国24年(1935)9月，西(安)兰(州)公路建成，设平

凉养路段，隶属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26年(1937)，移交西兰、西(安)汉(中)两

路工程处。27年(1938)9月，移交西北公路运输局，并在平凉设西兰公路改善工程总

工程司办公室，负责路面铺筑和未完工程续建。29年(1940)9月，改为平凉工务段o

30年(1941)，改称工务所。31年(1942)，恢复工务段。38年(1949)8月初，由平

凉军管会接收。1950年，组建平凉工务总段，隶属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公路局。1951

年6月，划归甘肃省交通厅o 1952年5月，改总段为工务段。1953年，改为养路段。

1956年4月，改为平凉公路段。1958年6月，并人交通运输管理局。1961年11月，分

设平凉公路总段，隶属省交通厅。1962年，平凉总段分设平凉、庆阳两段。1969年2月，

交专区管理。1973年3月，改称甘肃省平凉地区公路总段。1978年11月，复归省交通厅

管理，为县级建制，辖7县(市)公路管理段，至2002年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交通监理所 民国30年(1941)，西北公路管理处在七里店设平凉交通

管理段o 32年(1943)12月，改段为站o 35年(1946)，设柳湖管理分站。1949年8月

26日成立平凉管理站，隶属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公路局。1951年8月1日，改设西兰

公路平凉管理站o 1956年7月12日，划归平凉公路段，8月25日分为平凉汽车监理所。

1958年6月并人专署交通局。1961年11月初，分设甘肃省平凉汽车监理所，隶属省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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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1966年8月11日，并入平凉公路总段。1969年归地区管理。1971年与公路总段分

置，隶属地区交通邮政局。1978年10月，恢复甘肃省平凉汽车监理所，隶属省交通厅。

1987年6月撤销，监理划归公安系统，养路费征稽设置专司机构。

甘肃省平凉地区公路运输管理处 前身为平凉地区民间运输管理所和机关企事业单

位车辆办公室。1953年12月13日，成立平凉专区运输委员会。1956年1月，改为平凉

专区群众运输管理所。1958年5月，并人专署交通管理局称群众运输科。1961年11月，

分设后易名民间运输管理所。1962年6月，成立平凉专(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车辆办公

室。1967年业务停顿，1974年恢复。1975年8月，地、县业务分离，称平凉地区机关企

事业单位车辆办公室，与民间运输管理所合署办公。1983年2月24日撤销，成立平凉地

区公路运输管理处，隶属行署交通处，业务归省交通厅运管局。辖7县(市)运管所。

1995年晋升为县级建制，至2002年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汽车运输公司 1956年初，从兰州迁来4个私营汽车运输队和一个公私

合营汽车修理厂。4月5日成立甘肃省公私合营平凉汽车运输公司。1958年6月，并人专

署交通管理局并转为国营。1961年11月，改为平凉汽车运输公司，隶属省交通厅。1969

年1月，归专区管理。1978年11月，收归省交通厅，改称甘肃省平凉汽车运输公司。

1984年4月，改名甘肃省第七汽车运输公司。1985年3月，复归地区并改名平凉汽车运

输公司。1989年10月改称现名，隶属行署交通处，县级建制，省二级企业，至2002年

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恒联汽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956年3月，甘肃省公私合营第二汽车修

理厂从兰州迁来，与公私合营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合并，称甘肃省公私合营平凉汽车运输

公司修理厂。1958年5月，并人专署交通管理局并转为国营。1961年11月与平凉汽车运

输公司分设，称甘肃省平凉汽车修理厂，隶属省交通厅。1969年1月归专区，称平凉专

区汽车修理厂o 1978年11月收归省交通厅，恢复甘肃省平凉汽车修理厂o 1983年7月并

人平凉汽车运输公司。1985年4月归地区并与公司分设，称甘肃省平凉地区汽车修理厂o

1990年4月，分设甘肃省平凉地区汽车改装厂。1997年9月，两厂合并为甘肃省平凉恒

联汽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县级国有企业，至2002年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地区公路建设管理处 1963年，成立平凉专区地方道路施工队，由专区

公路总段代管。1971年归地区交通邮政局管理。1974年并人甘肃省“7201”工程指挥

部。1977年12月5日，指挥部撤销，复称施工队，隶属地区交通局。1985年10月lO

日，更名平凉地区公路工程队。1992年10月31日，改名地区公路工程局。1995年6月

18日，改为现名，并晋升县级事业单位，隶属行署交通处。1996年3月18日，省建委批

准为“施工企业二级资质单位”，至2002年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交通征稽处 1987年6月撤销甘肃省平凉汽车监理所时，以保留养路费

征稽业务为基础，成立平凉养路费征稽所o 1995年12月，改称现名并晋升副县级建制，

隶属省交通厅，辖全区9个征稽所，至2002年底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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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 道

伏羲生成纪(今静宁县南)，徙陈仓(今陕西宝鸡市)，都于陈(今河南淮阳)o黄

帝“披山通道”，“西至于空同”(今平凉市西崆峒山)o夏商以来的民族争战，均证明今

平凉地区已拓展出多条古道，主要的有：

鸡头道因轩辕黄帝和秦始皇曾先后涉足鸡头山而得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此即沿泾河至今平凉，

经崆峒山峡，越今泾源县境，从鸡头山出安化峡，是抵达陇右的道路。金元时期为驿道。

回中道史学家对“回中道”的走向，有两种说法：其一，从雍(今陕西凤翔)起，

经今灵台、泾川、庆阳、环县，西至高平(今固原)。因沿途泾川有“回中山”，故为

“回中道”；其二，从淠(今陕西陇县)西北行，经华亭、泾源、平凉、彭阳西至高平。

因所过之处，华亭南有“回中”、“回城”等，《中国历史地图集》载为“回中道”o汉文

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单于14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使奇兵入烧回中

宫，候骑至雍甘泉。至“元鼎五年(前112)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遂逾陇，登空

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元封四年(前107)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通回中道，遂

北出萧关”。由于秦皇、汉武的出巡，使“回中道”名于史册。

阳晋川道太始四年(前93)冬十二月，武帝行幸雍，祠五畴，西至安定、北地。

此即由今凤翔北行，经临泾(今泾JiI西北)上瓦窑坡，西北经武亭(今镇原县中原乡)、

新城人阳晋川(今红河川)，过朝那(今彭阳县古城乡)，出萧关至安定郡(治今宁夏固

原境)的道路。

北驿道是汉唐长安通往西北边陲的主要驿运大道。《居延汉简》记载：好畴至义置

七十五里⋯⋯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

高平八十里。“好畴”在今陕西乾县东南。由此可证，此道东南段与今西(安)兰(州)

公路走向基本相同；西北段，从今安国乡起过“回中道”，经火龙沟人萧关西至高平。新

编《甘肃省交通志》称全线为北驿道叉路。

番须道建武八年(32)，刘秀讨伐隗嚣，使中郎将来歙率精兵二千余，自安民县

(今华亭)之阳城西南行，从番须、回中伐木开道，直至略阳(今秦安县境)，故称“番

须道”。此为后世关中通往陇右的隐道。

瓦亭川道建武八年(32)四月，光武帝亲率大军至高平第一城(今固原)，会合河

西诸郡兵马，经木峡关越陇山，沿瓦亭川南下，直抵上邦(今天水)，抄隗嚣后路，此即

瓦亭川道，后成为陇山以西南北间的运输大道。

丝绸之路汉“丝绸之路”东段北线，在今平凉地区境内基本有两条走向：其一，

自长安出发，经雍(凤翔)、淠(陇县)、华亭、平凉出萧关，再经高平(固原)，抵达

姑臧(武威)，进入河西走廊。史称“回中道”、“仪州黄石河路”、“陇关北支道”；其

二，自长安出发，经咸阳、乾县、永寿、长武进入泾州(泾川)至平凉，重“回中道”

北段，出萧关经高平，达姑臧进入河西走廊。史学界也称“回中道”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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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亭麻庵{栈道

陇山谷道自令陇县同关镇起，经窄甘峡人华亭

县境，过瓦台山、莲花台石岸寺主水『杆城，约一百
余币，深邃幽静至今尚有栈遒痕迹、庸碎及古佛造

像等。

火龙沟道南起议泾阳县城(今安围乡油坊村)

西，穿火龙沟北行数十余里，翻山越峁至朝那，出萧关

至高半，其东尚有辅助线i!}}“车道沟渠”。《凄史方舆纪

要》称“火龙沟道”为蒙古人戈第Pq险，即“回中道”的西

北段，是“蔚茹川道”开通前，长安至高平的唯一线路．

泾河JIl道宋至道年问，李继降修“蔚茹川道”，

Ⅱ口从镇戌军(今固原)逆清水河南行．经(东)瓦亭

导入泾河北源，出三关几(今固原境)与径河川道相

接．是镇戎军至长安的捷径；故《宋史》有“自镇戎

军至渭州(今平凉城)，沿泾河大JI．直抵泾、邰略尤

险阻”的}E载。

采运关中林术，张qt彦使“构崖架部”

至此，终^艋山卣选陇右的捷道畅通。

麻夫川道儿仞南F四川的道路，

细水河)越rI儿．直达风翔“赤站”

六盘道义名络盘道金】l隆时于汴京营造新宫，

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术，开六盘IJI至水济道。

从今庆刚至泾州，过是台百里镇．沿麻夫JI r(今

西兰官路原为明代平凉府尔阿驿道清同治时，左宗棠曾征发民i．2万多．军民

一道督理整修而成据《一父【J车道碑记》较：“削陡峻，扩仄险，改高即平．正曲广

阮，山是循安闻册虿瓦，≯五卜‘h rⅡ以陡坡直驱，力轨逵达．尤覆陷淖履兵之苦，”并在

潍州至会州问，架设桥粱4I座．炙道栽植柳树26 4万多株后变平庆道所属府、州县管

护．电称“芹公道”

平(凉)秦{州)驮遭东J匕起平凉艘．西南止向经门明沟华亭新店(河西)、

骡r5牛、打花_：勾，刘店州i!；：I眼罐罐翻越陇山．冉经水洛、秦篮或张家川、清水抵达大

水必起时间无考清术至民旧商螈驮运畅盛。

风(翔)固(原)驮道东南起陕西风翔，两北走向羟是台百里镇、崇信双庙子

(木林)、平凉n水、夏寨．导人|I州L游，再经古城．出萧关达阊原兴起时间无考
明、清至民吲驮运发达．沿途集镇多有脚店+白水镇常办骡马会，以便南北商贾交易。

一、公路建设

第三节公路

924)，陇东镇守使张兆钾组织军

926)，冯E祥国民联军整修平(凉

民．整修泾川窑店至平凉花所的汽

宁(复)公路．17年(1928)，国



椎I 编窭jIⅡ咖‘⋯————————二!
【e政埘≯项修建仃(+￡)、‘(州)公路

曩38‘r(1949)，令∽建成6祭公路，K

624公‘n新叶|1日成一J—j的50尔年，址成

㈣血i，繁．K199 09公o‰古进5磬，K

438 4】公。社；些多进跚34条，K 986 2公

tl!．瞳点乡村公跚6I条．K】04I 66公‘I!，

所靠乡镇和64 I％的行政十f通r公路，胼

个省前列，2000‘r】o月，旧家“蚕种l变通

翻i安排一部交通道路建I殳资金，平凉地p(午

取刮坷县油路删!目建设专款11650打7L门|

于崔【1绛崇信节眭川、疆俞基渗水坡、m靛
＆目女道

争琏花城3条公蹄改造【’程．他路况大柯好转

国道

上(海】伊(宁)公路(312线) 尔』{=f世于I．簿fn两北至新疆伊J^平凉境内K

199 09公坠(1f戡】68 04公‘“辅世31 05公咀)

咒问l 3年(1924)，沿“疗公通”壮修，即n风翔路[1人境，绛羟川I、半辣吲原，

隆德静J+．会j。抵。÷州．】7‘r(1928)，州为“眦l：代螈”项I【．时K政府拔雌灾款

20』J儿，o#洋义峨会筹资35，J儿，理年丌r嫂终官Ilj峁(今淹川l哺甲乡境)、六船IU、

华寐岭23年(1934)．移交仑Iq鲐济蚕啦会续址，氍年5门l}{}路通车26(1937)

琶38‘I：(1949)．个线投资2(10疗JL．IlH{Lt I玎余，铺筑泥结肿钉路面，使H达到111

等怀准后Ⅲ养护、钒’flll4：符，加之·5步劳、c{鸿遵，年队败退叫．炸嫂止匕桥梁、路肚

路l^l坎坷不平，{r人称之为“稀烂路”

1950年，叫，lEl：歧蠡驰会交通f}|f分雕政蓠I稿。费1170月行小水，ff彬且至华家岭路

段，新修改址备种桥罐23胖．柏}【【】114jn，|{j『护I程4址，嫂薄路拈4址M年建成颉

fll『人桥 1952、1953‘h投旋8022儿．为郎分路l町铺砂，加宽和降坡1956争1957年．

掎川I、平冰、静i+3县【tl：．钠筑绒配肼牦』，：蹄Ii『『II】3公‘H，使之逃刮，i缴标措1958

至【964年底，先后I{I水利部门投资13 8

盯兀．以“盹1：建勤”和大III修I：稚棚

结合的^式，将胩J麒穿越尔峡的12 24

公‘l!移年J匕II 1965至1967{l‘，投资

9836 5l儿，嫂纯加觉5 II公lJ{．"

n，r棘城尔钏i趾松敞侏护J，j 20 5公‘H

197I午1976‘}：．投斑5 4玎几．刈M内

个线J韭}r哉：0取I’})Jll龃降地段造．坫

水丛刊．缀h、“f：：件性钎289 85，i儿

铺筑清铀蹄|flI I 79 5公‘扎奠脱j，蹄l^l

m乜化1977{、1985印．加觉f|||蹄I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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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通过能力。1993至1995年，省投资7652．78万元，对静宁司桥至界石铺34．33公

里路段，按一般二级标准进行了改建。1995年以银行贷款，对平凉鄙岘至安国东沟桥头

41．27公里按一般二级标准进行改建。1996至1997年，贷款将安国东沟桥头至苋麻湾

6．59公里路段，改建为一般二级。1998年10月，贷款对凤翔路口至郧岘81．04公里路段

动工改建(罗汉洞至郧岘村57．01公里，按一般一级标准修建，路面宽25．5米，余为一

般二级)。2000年境内正线实现一般一级公路技术标准57．01公里，二级104．68公里。

有桥梁60座，长1979米；涵洞583道，长8330．22米；隧道一处。至2001年4月26日

竣工收费通车，完成总投资7．16亿元。2002年，设12个专业道班养护，为文明路段。

省道

惠(安堡)宝(鸡)公路北起宁夏惠安堡，越平凉至陕西宝鸡市，长121．8公里

(含上伊公路23公里)。境内南段从平凉市马峪口起，至华亭县九一沟村大桥社，长

62．27公里，即原宝平公路北段。民国29年(1940)2月测量，11月开工，翌年3月土

路通车。至38年(1949)，共投资3550．48万元。1951年省交通厅投资4519元，改善路

基并铺砂砾。1954至1957年，投资5．62万元修建石台木面桥涵6座(道)，驳岸9处。

1958年秋季，将5米宽的路基加至7．5至12米。1970年开始铺筑渣油路面o 1977至

1983年，投资145万元，将安口梁坡路5．4公里改至赵家沟。1986至1997年，整修重

铺，使全程达到三级标准。1998年，将5．2公里穿越安口街道的线路移至河边，建为一

般二级公路。2001年改造安口至大桥村段长21．2公里，为高级路面结构。北段从平凉市

白庙乡至柳湖磨坪，长36．53公里，1965年建成。1973年，地、县投资1．47万元，改建

虎山沟东坡。1998年，重建虎山沟桥一座，改线800米。至此，除上伊段外，有二级路

5．2公里，三级路57．07公里，等外路36．53公里；有桥梁8座，长526米；涵洞84道，

长947．84米。至2002年底无变化。

泾(川)甘(谷)公路 东起泾川县城，经崇信、华亭、庄浪、秦安，西至甘谷县

姚庄，编号$304，全长316公里，境内长232．39公里。民国36年(1947)，省建设厅沿

驮道踏勘庄浪至华亭路段。翌年，华亭至安口段由驻军和民工辟为简易公路。新中国成

立后，曾测量整修。1958年后季，抽组170余人的筑路工兵连和600名民工，月余开通

关山路段，与安华路合称安庄公路。1963年，投资5．7万元，修通新窑至大湾岭路段。

1964至1965年，创修乱(卵)石拱桥、涵5座(道)。1978至1985年，投资414．22万

元，改造重点路段。1986至1989年，投资341．8万元，改善不良路段。1990至1993年，

投资1687万元，对关山东、西两侧路段进行改造，油路延伸到关山脚下o 1998年，崇信

县将水磨至柏家沟段15．5公里改建为二级公路。是年9月，贷款10803．15万元，将安口

至蔺家沟路段24．3公里改建为一般二级标准。1999年底，辖境二级路24．3公里，三级

l 14公里，四级17．65公里，等外50．25公里；有桥梁65座，长1555米；涵洞460道，

长4673．1l米。2001年重新改造泾川至安口段59．58公里，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

并实施国道标准美化工程。

吴(旗)凤(县)公路 自陕西吴旗镇起，经华池、西峰、泾川、灵台至陕西凤县，

辖境长106．68公里(含上伊公路11．75公里)o民国时，罗(汉洞)长(武)和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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