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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4武怒地区公路交通支》是一部全面系统总结武部地区公路交通发展演变过程能

支书，属<< it肃公路交通虫志》丛书之一。

本书叙述了武妻在地区古代道路交通的兴衰变化和近代公路交通的开辟s 又重点详

级记述了现代公路交通建设的发展演变过程。全书共分 3 篇10章。内容丰富，史料翔

实，史论综合，文图并茂，通俗易懂，可供广大交通从业人员、史学工作者研究和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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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甘肃地处祖国中b、西北腹地，道路交通的

发展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据我亘古籍记载，

伏毒草生于成纪而东展于中原，黄帝出于寿丘丽问

道于睦锢，额项西至于流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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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秦时

期，不窟西奔，公刘东返，穆王西游p西戎东迂，

及至秦始皇，开弹道、 f彦长城、亲巡陇西，甘肃

交通大开，与中原连成一片。西汉之时，张毒出

使，因郡开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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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商窟盛世至于宋元明清，甘肃驿道交通

四通八达，成为大西北交通必经之道2 陪炀西征

于河西，玄类取经于天堂，文成和亲于西藏费马

可东行于中原，皆取道甘肃。及至晚清， 左公整

道植树，释运昌盛。甘肃道路交通已成为沟通中
国与外国，连接中原与边疆的枢纽:成为发展国

内经济，促进各民族因结，巩固祖国统一的大动



2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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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公路交通之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酒。 30

年代，国人倡导，开发大西北， "以工代赈"，

首惨西安至兰州公路，并于1935年正式通车，沟

通了挟古两省及甘肃通往内地之现代交通。 1937

年抗战军兴，西北公路运输额为国内运输之主

线，国际运输之重衡。是时，政府对西北公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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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后，甘川、兰宁、甘青及

洒西三支线公路等相继修筑，汽车数量也迅速增

加。公路运输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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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甘肃公路交通发展变慢，汽车运输车辆有所

被少。到1949年解放时费甘肃共修建公路34条，

计长5 16 1. 1公里，在册汽车1 866 辆。由于大多数

公路，系原大车道局部改善市成?标准太低?如
以长期失惨失养和战争的破坏，路况极差，可以

勉强通车的，只有19条，计3 279.8 公里。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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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系进口，车型杂，加上配件、汽油奇缺、保

{彦能力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能正常运行的寥

寥无凡。广大的农村山区，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运输，交通十分不使。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省各级党政， 对公路交

通建设和发展十分重视。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安排一定的投资，贯彻民工建勤古民办公助的方

针，多次动员群众掀起筑路和大办运输的高潮，

优先在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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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和各行各业壳、运输并举，发展公路运输，为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经过几十年不攒的

艰苦努力，到1985年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2 870 

公里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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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得到彻底的改变，且桥涵基

本实现永久化，高级、次高级路面已达到9 160 

公里，占通车里程的27.85份 子线公路可通

全国各地，以兰步N为起点，向东可通西兰、宣兰

公路通往八百里秦)1\和中原、华北及长江中亨

苦寄:向东北可通兰包公路达到宁夏平原和内蒙古

牧区以至京津地区:向南可通过甘)11 、兰郎公路，

达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向西南可通过甘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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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路达青藏高原，向西北可寻古丝路商行穿越

河西走廊之甘新公路，进入新疆腹地。在全省

1 519个乡中，已有1 511个远了汽车， 1 090个

通了班车。许多偏镜阂塞的山区，如今"高路入

云端"不少清流阻隔的江河， 己"天整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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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民用汽车已达到65 951辆，

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倍多。全省已建成一个多

层次、多渠道、多成分的公路运输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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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 

多辆，以补国营运输之不足。另外，乡镇农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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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点选布全省，运力基本上可以适应各方面的需

要，客运车辆猛增，旦正朝着舒适性方向友展。
自 1949年至1985年的36年中，甘肃的公路交

通革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

设部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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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钙然是我省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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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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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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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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参考、借鉴。这套丛书已陆续出版，献给读
者，请同志的大力支持，并提供宝贵的意见。

甘肃省交通史忘年鉴编写委员会
1989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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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武都地区位于甘肃离部，地处陕、甘、 )11 三省交界。境;电

由峦重叠，窝流密布，交遥十分不臣。自古以来，山区各族劳动

人民，为了满足生产、生活、文住交流的需要，在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开握手口笛建了强特的出区提道、驮道和索棒、木桥、绅臂

木梁替等，发展山区道路及兴惨公路，便进了院南山区的发展。

薪中国成立后，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认真贯

街执行"民办公劫、民工建勤纱方针，经过36年的不懈努力，公

路交通建设事业有了飞跃发展。尤其县乡公路、吊桥建设的发

展，展示了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韭精神。到1985

底，以地区行署所在地一一武都县城为中心的公路、运输网珞基

本建成。全区"行路难、过河难、货运难"的问题得至u 基本解

决。中共十一题三中金会J;，l后，商品生产和离品经济蓬勃发展，

对公路、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

此，系统地认识和总结过去交通发展的历史，揭示其规律性，为

人琵提供借鉴，实属必要。

《武都地区公路交通史》的编写工作，是在省交逼厅的部署

和领导下，由地区交通处组织编写力量，经过 7 年的理苦努力，

行千里路，翻万卷书，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进而编写修

改而成的。这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地方性、科学性、

资料性。它将起到"摇怀既往、策励将来纱租"上慰先人、下启

后{~纱的作用。对我区的精神文明和物民文明建设，都具有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武部地区公路交通史》的出版发行，是我这交通系统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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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因为它是我区有史坦来第一部比较系

统、比较全面地研究全区古代道路交通、近代和现代公路交通发

展的专业交道史书，是对职工进行历史和专业知识教育的好教

材。从事公路、运输工作的广大职工程关'G'交通事业发展的同

志，都有必要拥读和研究，从中吸取经验京教说，便于鉴古知

今，以资未来，使我区的公路、运输事业得到更好更快发展。

周国庆

1990年11月 1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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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部地区公路交遥史》是根据甘肃省公路交通史志年鉴编

写委员会的部署，在武都地区行政公署交通楚的直接领导下，由

武都地区公路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是《甘肃公路交

通史志》丛书之一。

这部史书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篇章分挠，节吕分

类"的编年章节辅以纪事本末体编写而成的。上眼为公元前21世

纪，下陵至公元1985年底。本书主要叙述了中华人畏共和国成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蔚领导下，武都地区公路建设和公路

运输发展的史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道路交通的形成

和发展，作了简要的起述，并与民自时期公路交通的韧建，合为

一篇，以示道路交通发展的连续性。全书由结论、三篇及一个附

录组成。共分10章72节177吕，共43.8万字。

1985年 8 月，甘肃省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销武都地区，成

立珑离地区。摄据省编委规定，编史工作伍按原区划进行，故名

-J.J (<武都地区公路交通史》。

《武部地区公路交通史》主人1984年 4 月开始搜集资料到1990

年11月编写成书，历时 7 年之久。其中由于编写机构是i陆时提建

的，编者又是从各单位抽诲的 ， B吁以人员变动频繁。先后有牛志

诚、王天福、何昌、:XtJ银镇、邢挥忠、文志玉，以及常继恭、孜

朝元、张周全、喳重困等担任过编委会和办公室的领导职务。石

学辉、张明臣、张自科、罗庆林、李继明、焦援剧、张志超、李

兴元、杜握、曹明、李金摞、丁瑞凡、:XtJ 红卫、芦秀成、张林

麟、刘小智、樊选、张武李艳玲、杜文玲、朱进升、骂小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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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霞、姚美云、马春挠、彭百雨、刘卡亚、张虹霞等同志参加过

搜集、汇编资料和打印校对等工作。

本书在搜集资料和编写史稿过程中，曾得到省交通厅编史办

公室、省公路交通史公路篇，运输篇编写办公室、各地、判、市

编史办公室、武部地区档案馆，武都甚图书键、武都公路总量、

运输公司、运营娃、征罄所、各县交通局等各单位的配合和协

作，康县交通局龙汝宪曾为本书公路篇撰写过部分拐稿F 武部县

志办公室主任曾礼、地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捺启生，都对本书进

行了热情的指导z 还得到了有关单位原领导及业务技术干部豆英

杰、自汉云、施玉麟、芬宏格、包生、郑钧等国志的关心z 交通

处长陈保民大力支持，亲自召开会议及时解决具体问题F 还得到

行署副专员汪中壤的关注F 地委书记王凤鸣、行署专员杨继雄为

本书题需F 行署副专员属国庆为本书作序F 省交通厅史志年鉴编

写委员会主任胡国旗、i'M主任张玉堂、副主任、总编辑捺琦对本

书曲编写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F 副主任、副总编辑伊昌清

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这些都对如快编写进度，充实史书内

容，提高史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瑾向他的致以衷心感

谢。

由于水平有摄，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编者

1990年12月 1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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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武部地区公路交通史》上眼为公元前21世纪，下限为

1985年痛。但为了表述公路交通发展的始末，个别内容有上额和

下廷情况。

二、公路交通业务、技术用语，均以人民交通出版社出般的

《道路与交通工程词典》和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关于《编写中国公路交通史的若干规定》的解释为准。未统一规

定的，沿用习横称谓。

三、统计数字和计量单位，以甘肃省交通厅编寨曲《甘肃省

公路交通统计资料》和武部地区行政公署统计处编寨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科》为准。

四、币制面额，新中国成立以前部分如实记述，如注释。新

中国成立后部分，均应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西额为准。对币制改

革前的面额，折算使用。

五、书中除古地名著R专用名词使用繁体字外，全书均使用

1986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关于萄化字

联合适知《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

六、书中注释采用脚注、章后注和文中注三种形式。

七、本书记述的机关企事业汽车和民间运输完成的运量、周

转量，系指由交通部门组织起来的运输工具所完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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