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焉石

徐州市交邋恚

。：州市殳通向兜志编梁蚕员会



徐州市交通志

筐鎏
徐州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六月



主

副

委

’办

主

编

摄

审

主贝



序

’

《徐州市交通志》的编纂出版值得庆贺。

该志书主要记述了徐州公路交通事业发展变化的历程，

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客观地反映出这一地区交通运输的

特征和发展规律。对于研究和探讨徐州的交通建设，借鉴历

史经验，进一步发展全市的交通事业，促进徐州经济的振兴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徐州自古就有“五省通衙，，之称，现代徐州的交通建设

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已逐步形成一个多形式、多层次的综合

交通网络，被冠以‘‘五通汇流力的美誉。这是徐州人民同心

协力，关心支持交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

马克思说过：窜人类历史始终是和产业史、交通史关联

着”。

发展交通事业不仅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而且在今后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永远处于先行的战略地位。这是历史的

经验总结．

《徐州市交通志》的编纂，悬市交通局编志办的同志厉

经数年艰辛，所创下的盛世之举，值此付印之际，写了以上

文字，是为之序。。

潘玉岭

一九八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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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茜

徐于H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故有“五省通衢"

之称，它东濒黄海，西连中原，背负鲁南山区，南瞻江淮平

原；京沪、陇海铁路在此交会，京杭运河流经其间，黄河故

道横穿市区，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徐州是我国从古至今著名

的交通枢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徐州的交通事业日新月异．

经过三十七年来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路，

空中，管道交通网络。因此，认真总结徐州交通事业的发展

进程和科学技术成就，不仅对于今天正在迅猛发展的徐州现

代化交通事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而且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

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徐州市交通志》是一部经济专业志。具有交通行业特

点和地方特色。在编纂过程中，编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

忠于史实的原则，秉笔直书，力求做到集思想性，资料性，

科学性子一书，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此书的编纂能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竭尽绵薄之力，则是我

们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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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断限l记事相对始于秦汉时期，下迄至1985年。

二，地域。①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以前，，按

照徐州为古代自然经济区域的九州之一载述。②公元前573

年徐州建城开始，按实辖地域记述·

三，体例：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

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四、编目；本志分章，节、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共

四章十三节·另有附编三。

四，文体：本志书分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

纂。图表插于志书正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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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徐州，古称彭城，至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地处苏、

鲁，豫，皖四省交界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它东濒黄海，

西连中原，背负鲁南山区，南瞻江淮平源I京沪，陇海两大

铁路在此交会，京杭大运河流经其间，黄河故道横穿市区，

公路四通八达。徐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又

是内地联系江浙两省的必由之路。远古时代，徐州地当获水

与泗水之交。春秋战国时期，彭城成为江淮流域通往中原水

运的枢纽，逐步发展为商业都会。 。

汉高祖时利用汴水负担山东、江淮流域漕粮西运，每年

数十万担。

东汉初年，地处汴泗交流处的彭城，成为江淮流域与都

城洛阳的水运枢纽。公元193年秋曹操攻陶谦于彭城始，到

建安三年(198年)击杀吕布占彭城止，汴水运输遭破坏。

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汴水暴涨，徐州城崩，翌

年，刘裕破秦，汴水重新疏浚通航，刘自洛阳南旋，就是经

徐州乘舟南下建康(今南京)的。

隋时，开凿通济渠“取道汴入泗，然后由泗水入淮"。

宋朝(1077年)黄河决口，河道南迁。

元对(1289年)元世祖先后打通南北运河航道，徐州扼

大运河南北要冲，其交通和军事地位大大加强。至正八年

(1348年)徐州升为徐州路，并在徐州东南的百步洪和吕梁洪

两险滩设立差官，监督和协助江淮粮船过洪。

4



明代在运河重新疏通后，废止海运和陆运，整个南北运

输完全依赖京杭大运河一条路线。徐州除在吕梁洪和百步洪

建闸外，船只来往，还实行编队制，沿途设立纤遭，纤站、

纤夫，以保证粮船的正常航行。每年经由徐州北上的粮船约

为1万2千余艘，总运量在400万石以上。为加强徐州城与四乡

的交通联系，还在泅水和黄河上分别用铁索维舟修建大浮桥

(原名万会桥)和小浮桥(原名云集桥)，每目按时启闭。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徐州完全失去它借以

发展起来的水路运输的有利条件，至此徐州水运衰败。进入

二十世纪后1911年的津浦铁路、1915年的陇海铁路徐汴(开

封)段和1925年的陇海铁路徐海(州)段先后建成通车，徐州

的交通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初步成为我国东部铁路枢纽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建设，徐

州市的面貌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交通建设方面有了巨大的

发展。

公路，城区道路由解放初期31公里发展为197公里，增长

6．4倍。以徐州为中心向四外幅射的公路网，有国道4条，省

道19条，加上县，乡公路，1985年总里程达2789。4公里。市

区和所属六县汽车站多站点的长途汽车线路有340条，总长

1948公里与6省，市117个县通了汽车，每天有650班客车从

徐州奔向四面八方。 ，

机动车辆由解放初期近200辆发展到1985年底的18273

辆，其交通系统营运车辆2153辆，完成货运量562万吨，为

1978年的1．6倍，周转量21242．3万吨公里，为1978年的2．5

倍，客运量2211万人次，为1978年的1．7倍，客运周转量

103565．6万人公里，为1978年的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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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1958年为了解决北煤南运，开辟了京杭大运河不

牢河段，通航里程534公里。到1985年全市共有航道40条，通航

里程697．46里。全市现有年吞吐量万吨以上港口24个，吞

吐能力为2000万吨，其中万寨港年吞吐能力达650万吨。货

物码头泊位276个。1985年货物吞吐量为841．3万吨。全市拥

有机动船1930艘。

航空：中国联航徐州分公司于1985年开始筹备，1986年

9月3日正式通航。是与空军包机飞行，通航线路是北京至

徐州至上海。每周三、六两个班次。机型安一一24。

管道：华东输油管道自北向南全长71．9公里，自市区经

过，目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体系的专门运输形式。

徐州境内至1985年，交通体系已较为完整，形成了陆．．

水、空、管多种运输形式的交通网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者经济的发展，徐州已是江苏

省煤炭、电力、建材，粮食基地，区域性商业贸易和物资交

流中心，徐州的交通枢纽地位更加突出，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络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吸引作用。

发展社会商品生产，要做到货畅其流，人便于行。为了

充分利用徐州市优越的交通地理条件和陇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的优势，必须坚持“两通"(交通，流通)先飞，振兴徐州

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优先发展具有徐州特色的交通，这样

徐州的交通事业将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必将大大促进

全市对外经济、技术，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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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约四千年之前

徐州起源于帝尧时代的大彭氏国。尧舜时，洪水漫延，

禹继位后治理洪水，禹“陆行乘车，泥行乘橇黟，在治水过

程中，到处沿江河考察，把看到的山川万物绘下来，按九个

方位铸成矗九鼎"谓矗九洲’’。徐州当时列为九洲之一(自

然区域名称)。大禹治水时曾乘船来徐州，到羽山，故又名

口禹山一(属大彭国，现东海县北)。

约公元前2l世纪 ．

徐州的首府薛，从夏代起就是制造舟、车的主要基地·

薛位于泗水之滨，是当时东西南北交通的中枢，通过泗水甫

下江淮而制荆楚与吴越，逆流而上，可以控制齐鲁与燕晋·

从春秋晚期起，徐州就成了暝家必争之地一·

约公元前500年

泗水过绘州城东北和城东南时，受两侧山地所限，形成

秦梁洪，百步洪和吕梁洪三处急流。吕梁洪在徐州东南六十

里的吕梁山下。史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途经徐州曾在此

观洪。

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外出巡行，东登峄山，泰山，在泰山上刻石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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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又东到海边，在琅琊台刻石颂德，说。 “端平法度’’，

“除疑定法”，要人民“尽知法式"。这次出巡，路过彭城

(今徐州)，派了千余人到泅水打捞传闻中的‘‘九鼎，，，结

果是一无所获。

公元前210年

秦代著名方士徐福，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

领皇旨乘船入海求仙药，在今赣榆县海岸起航，最终抵达日

本九州岛。徐福是中国第一个到达日本的使者。

公元前1$5年

秦始皇颁布交通政令， “诏⋯⋯舆六尺⋯⋯车同轨。”

使全国车辆轨距一律统一为六尺，统-N造，统一管理。

。69年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G9年)王景主持治河，采用河汴分

治的办法，沿黄河两岸筑堤，限制黄河南侵，同时在汴水上

修建闸坝，调节水量，使汴水安流入河，成为江淮流域漕稂

西运的主要通道。地处汴泗交流处的彭城，就成了江淮流域

与东汉都城洛阳间的水运枢纽。

416年

刘裕进驻徐州，疏浚汴水，使汴水重新通航，刘裕自洛

阳回师南方，也是经由汴水乘船过徐州南下建康(南京)的。

605年

隋炀帝开通济渠。《资治通鉴》载： “¨⋯·引汴水入泗

喜



达于淮。一因此说，通济渠经过徐州转泗水再入淮河的。

．．，739年． ，·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改通济渠为广济渠，沟通江淮漕

运，汴水，泗水保持通航。自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流

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黟和韩愈的口汴泗交流郡城角笄，

都证实这一点。．

一

1289年

， 元世祖开凿京杭大运河，徐州扼大运河南北要冲，其交
’

通和军事地位随之加强。
’

．，

1411年

明成祖永乐九年，疏通汴，泗故道，使黄河重新归入汴

水故道经徐州南下入淮，重新打通京杭大运河的南北交通，

便利漕粮北运。明代在运河重新流通以后，废止了海运和陆

运，整个南北运输完全依赖京杭大运河≮条路线，所以明代

对运河的整理和维护都比较周密。

除在吕梁洪和百步洪建闻外，船只来往，还实行编队制，

沿途设立纤道，纤站和纤夫，保证粮船正常航行。每年经由

徐州北上的粮船约为12143艘，总运量在400万石以上。

．1855年
：

． 黄河北徙，使徐州完全失去它借以发展起来的水路运输

的有利条件。从此以后徐州就逐步陷于“黄河弥望，牢落无

垠，舟车罕通，闯阎雕翅"的衰败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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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

，．．。孽浦铁路黄河南北段分别建成通车。徐州站(当时称徐
州府站)落成。

一

，
1915年

陇海铁路徐汴段建成通车铜山县站落成。

1921年

n卢J20日至27日，以铜山机车工厂叩L号门事件"为导

火线、陇海铁道线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工人大
芸工。

1933年

徐州兵工筑路，市区修筑延平，延庆两条路，修乡道有

元兴路，兴岭路，元通路、兴贤路、元丰路五条，泽民桥(坝
子街桥)此年筑成。

1948年

12月1日徐州解放

徐州市交通运输工人出动2900辆平车，100余辆汽车，参
加淮海战役的支前运输。

12月2日，徐州市军管会公路运输部成立，部长：壬瑞

蜂，副部长s李宁、地址在徐州市崇文路六号。12月6日，

公路运输部第一批接收人员到达徐州，开始接收工作。当晚

即接收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区保养一团二营四连。12月

jJ



8日，公路运输部第二批接收人员到达徐州。徐州运输公司

临时办事处(筹备处)成立。12月10日，公路运输部第三批

接收人员到达徐州。三批人员共451人。公路运输部接收国

民党联勤总部四O四汽车修理厂，人员200余人。接收国民党

交通部第一运输处徐州业务所，人员53人，废旧汽车42辆。

公路运输部组织商车68辆，开始进行支前运输。
‘

12)号31日，公路运输部共接收废旧汽车362辆，其中外拨

． 65辆，修好38辆。
．

，j．

1949年 ：

●●L

；’ 1949年2月2日，徐州军管会公路运输部奉令将接收资

I 财转入华东运输公司徐州分公司和华东企业公司进行企业经

『 营，由军管转入企业管理。
。

I 1949年5月，徐州运输分公司派车30余部，在蚌(埠)浦

I (口)间进行支前运输，联接该段尚未修复的铁路，共军运

l l亿零900万斤公里。

I 1月3日，徐州市七大民营汽车公司230辆汽车超额完

， 成第一阶段支前运输任务，共运送粮食弹药343．6万公斤。1

I 月10日，华东运输公司徐州分公司正式成立。2月13日，组

【’ 成徐州市搬运工会筹备委员会j由王其华，陈延、宗大君，

l 吕振东，谢朝进五同志组成。王其华任主任。办公地址设在

I· 地藏垦。当时组织起来的搬运工人达6455人，3月10日，徐

e 州汽车装配厂完成装修30部大道奇引擎的任务，支援渡江战

} 役，4月11日，八百余名搬运工人召开大会，市公安机关依

； 法逮捕东站封建把头姜文举、李士杰。宣布取消封建剥削的

l 包工柜。新徐日报即日登载此消息。6月至12月，山东省公

r 5’

}

L____．．．__--_-．．__-．．．．．．．．．．一一 ．



局成立徐州汽车牌照监理站i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公路局徐州汽车牌照监理所，同

时成立丰县，沛县、新浦公路管理站。各站，所均系直属山

东省公路局辖。10月25日，召开搬运工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

成立搬运工会联合会，王传仁为工会主席。11月22日，奉山

东省公路局指令：华东运输公司徐州分公司更名为山东运输

公司徐州分公司。

L950年

1月1 Et，为保证徐淮公路畅通，苏北公路局决定元月

六日重修众兴运河大桥。

4月16日徐淮公路(徐州至双沟段)原为山东省徐州车

辆监理所辖，经苏北公路局与山东省公路局协商，该路除市

区外均划归苏北公路局管理，并在徐州南关火神庙街设苏北

公路局驻徐州管理段。

4月徐州运输分公司整编组织机构，精减人员五分之二，

将下属科改为部，三个汽车中队合并为一个汽车队，撤销毫

州转运站和浦口，淮阴联运办事处。

8月5日，华东联运公司徐州支公司成立，杨瑞芝任经

理。

9月，成立了徐州市搬运工人诊疗所，地址：淮海东路。

设医务人员2名。

9月10日，徐州、济南、济兖运输分公司通力合作，开

始抢运皖北万吨救济粮，至十月十日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受

到华东财委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表扬。

]oYJ 1日。山东省举办车辆及驾驶员的总检考工作，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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