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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通志》是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历史的积累与沉淀。该书

客观地记录了公司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是一部记载公司发展辉煌历程的史册，更是一部记载历代广西

路桥人肩负交通建设历史使命，铸就交通建设事业丰碑的辛勤开拓史。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程队开始担当起改变广西公路

交通落后面貌的神圣使命，从抢险修路到国防战备公路、改渡为桥建设，再到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完成

多条高速公路建设，为广西交通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看今朝路桥儿女竞风流。我很欣慰地看到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历经市场浪潮的洗礼，而不断发

展壮大，成为广西交通建设的主力军。公司在巩固广西区内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区外市场，并迈步

国际市场。同时，公司通过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在桥梁建设上取得了大的突破，

并掌握了拱桥施工核心技术，所承建的杭州复兴大桥获得鲁班奖、詹天佑奖，为广西交通争得了荣誉。

我衷心地希望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沿着前辈们留下的光辉足迹，继往开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广酣舶治殴通厅胀名，年弛
埘们



前言

前言

历史蕴含价值，光荣成就未来。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于给人们研

究和解决新问题增添智慧。历史越悠久，文化积淀越深厚。 ．，

编撰《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通志》(以下简称《通志》)的愿望由来已久。客观、

真实、准确地记录“广西路桥”的发展沿革、演变历史，以及这支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进

程，是每一个“广西路桥人”恒远的期待。今天，这部《通志》终于编成写就，虽因时间仓促，其不免

粗糙疏浅，挂一漏万，但她铭刻着新领导班子谆谆的嘱托，凝聚着无数“老路桥人”的辛劳，记载着数

位编者、审核者大量的心血。我们希望《通志》能够全面反映“广西路桥人”坚韧不拔、不负重托、不

辱使命，不惜以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谱写的交通事业丰碑，我们也希望年青一代的“广西路桥人”沿着

前辈的足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前身曾数度易名，隶属机构也曾数度易主，自身也反复经过组合、分化。

公司的雏形始于1953年援越抗法时期成立的广西省交通厅基建处所设置的两个工程队，此后公路专业施

工队伍走上了艰难的发展道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道路交通、国防公路建设、渡口改建桥梁、

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化发展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事接管时期，工程队是临时性的抢险修路队伍。工程队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从广

西省交通厅公路局工程队成立后伊始，这个阶段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有重点的恢复、改建和新建具有国

防、政治、经济等价值的主要公路，并适当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修建连通少数民族地区的公

路”等，修复了车河至田州、桂林至青龙界公路，改建了百色至八渡、信都至八步等公路干线，同时兴

建了小董桥、丹竹江桥、濑江桥、澄碧江桥和田州桥。

广西是国家边防的要冲。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巩固国防，国家非常重视修建战备公路。广西省

交通厅公路局工程队肩负使命，担当重任，无数筑路健儿以最原始的方式，备尝艰难，苦战在南疆边陲

的崇山峻岭中。20世纪50年代新建了四塘至太平、石埠至宁武、思陇至罗波、大明山等战备公路。20世

纪60年代至70年代建设了“0539'’战备公路，其中最著名战役是：隘洞至九圩、九圩至红砂、华山至英

豪、东兴至三防、中寨至小荣等路段工程。广西路桥前辈奋战“0539”工程，艰苦卓绝，惊泣鬼神，震

天撼地。 “0539”战备公路的建成，成为广西边防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此后“广西路桥人”又转战边防

小城防城新港，建设“322”工程。在国家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异常贫乏，在使用“手持水准器”的年

代， “广西路桥人”以十分简陋的手段，建成了一座2000吨级浮动码头，数座500吨级专用浮动码头和直

壁式固定码头，还有卸油平台，及住宅楼、货场、仓库等。他们以临战状态，军事化管理，为实现“海

上胡志明小道”的畅通，昼夜奋战，谱写了“广西路桥”光辉的篇章。

在渡口改建桥梁年代， “广西路桥人”肩负着改变广西公路交通落后面貌的神圣使命，辗转左江、

右江、邕江、郁江、柳江、桂江、红水河、洛清江、黔江、浔江、西江等八桂大地的全部大江大河，

“撤销”了众多大型的汽车交通渡口，建成几十座大桥或特大型桥梁。桥型主要是箱型拱桥和箱肋拱

桥。渡口改建工程在广西各地同时开始，历时十多年。渡VI改建工程的完成，极大改变了广西的交通面

貌，再次展现了“广西路桥人”不畏艰难，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

改革开放以后，专业施工队伍经受了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剧烈阵痛，思想观念和内部经营方式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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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刻骨铭心的嬗变过程，企业经历了炼狱般的洗礼，也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施工产值飞速发展，

员工安居乐业，福利待遇显著增强。

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1994年，公路建设事业进行了体制改革，实行建养分离，政企分开。

“广西路桥人”走上了市场化的发展之路。无论是在区内、区外还是在国外， “广西路桥人”都以其坚

韧不拔、万难不辞、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谱写了企业发展瑰丽的诗章。

《通志》以应用文写作为主，直人直出的写法来记叙历史。力求用客观、准确、简明、平实的语言

对客观事物进行基本描述。采用的资料来源于归档资料、原始记录、广西公路史、走访当事人口述、陈

年旧照，证据确凿。所编辑的历史照片，大多数来自当事者的珍藏。并以照片说事，画说历史，图说典

型事件，图文并茂，再现半个世纪以来“广西路桥人”的风风雨雨，着力使《通志》具有概括性、典型

性、权威性、资料性、实用性。本《通志》共编撰为八章，内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广西公路专业施工队伍之诞生：记述了军事接管和“广西路桥人”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初期

临时性工程队的卓越贡献；公路专业队伍自从20世纪50年代组建以来，公路专业施工队伍机构的调整及

演变。

第二章国防战备公路建设：援越抗法和抗美援越时期，广西边防战备公路建设如火如荼，广西公路

专业队伍克服了施工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贫苦、技术装备简陋等困难，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

第三章渡口改桥工程：渡口改建桥梁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一座座宏伟的钢筋混凝土箱型拱、箱肋

拱桥替代了旧时的汽车渡口。公路专业队伍的业绩，成为广西人民群众的口碑。

第四章中兴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促进企业成长。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广西公路专业队伍进行了

经营管理的改革尝试。家园建设蓬勃发展。

第五章在市场经济激流中拼搏：在市场化发展道路上，“广西路桥人”内强管理，外拓市场，经受

了风浪考验，实现了快速发展。

第六章广西高速公路建设：“广西路桥人”顽强拼搏，奋发进取，在广西高速公路建设中，发挥了

主力军的作用。

第七章桥梁工程技术发展史：广西路桥大力进军大型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的施工建设，并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创新的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独树一帜，从双曲拱、箱型拱、箱肋拱，发展到中

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拱桥不仅在壮乡崛起，而且走出省外，扬名国内外。

第八章特殊历史事件和人物汇编：在半个世纪历程中， “广西路桥”发展史上曾发生过无数影响深

远、意义重大、可歌可泣的事件。收编的20多篇特殊历史事件，都是令人难以忘怀、发人深省、启迪后

人的，也是“广西路桥”历史的发展轨迹。

《通志》的附录，收录了大事记、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专业队伍及其上级领导机关体制与机

构演变、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专业队伍机构演变沿革、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公路桥梁工程竣工

表、广西桥梁工程竣工项目情况表、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获奖工程项目一览表、广西公路桥梁工程

总公司获质量管理奖一览表、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专业队伍机构表、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获奖

荣誉汇集、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十年发展过程曲线图、广西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承建的公路桥梁工

程项目代表作选编，共11编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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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广西公路专业施工队伍之诞生

1949年12月，广西全境解放以后，各地先后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面实行军事管制，接管旧政权

和公路交通工作。组织和动员交通部门职工抢修公路，恢复交通。从此，广西公路交通事业揭开了新的

历史篇章。

1949年12月4B，南宁解放，南宁军管会即派员接管交通工作。交通接管部公路组组长徐楠奉命接管

原广西公路局。公路局原局长潘超在南宁解放前夕乘飞机逃跑，由原副局长张礼贤负责办理移交。接管

比较重要物资有：废旧卡车25辆，长短枪106支，子弹12 687发。接管护路队警士42人。全局原有职工174

人，回来报到156人。局下设机构有4个工务区和1个工务段，分别派出军代表接管。

全省公路管理机构接管之后，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原设置机构进行合并，人员统一安排，因

才录用。由于人民政府对留用人员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人心基本稳定。民国时期的原公路

管理体制，所具有的中央与地方各成系统、分散、多头、低效、各自为政的现象获得了解决，为迅速恢

复交通创造了条件。 ，一

第一节组建公路专业施工队伍

一、第一个公路建设项目工程处

民国时期，广西公路工程技术人员少，没有专门的测设和施工机构，公路建设多是临时抽调人员组

织队伍边测量、边设计并担负施工。工程竣工后，人员回原单位，劳务人员回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

抢修公路恢复公路交通时仍沿用这一方式，临时组织工程队、测设队、桥工队进行工作。所有的工程队

都是临时性的。

1949年年底，广西全境解放，公路交通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从军事接

管、建立新的公路管理体制、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必须修复和改善省内和省

际的主要公路干线；为配合剿匪，又要修复大瑶山周边公路、修复沿海公路，以适应政治、军事和经济

的需要，公路建设任务艰巨。在工程技术落后的年代，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临时组织起来的劳动

力就成为工程队。

1952年6月，为援越抗法，国务院决定改建凭祥至水口关的边境公路。广西交通厅即调集厅技

术干部组织成立“凭水公路基建工程处”，任江琴堂为处长，并由中南公路局借调湖北工程队协助

施工。全处共有技术干部93人，连同测工、筑路技工、行政人员等共达300余人；处下设立3个工程

队，1954年年底任务完成，基建处和工程队撤销。 “凭水公路基建工程处”成为广西交通部门最早

的工程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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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路建设专业队伍机构演变发展

1953年6月，广西交通厅宣布在公路局下设2个桥工队(称第一、第二桥工队)、6个工程队(称第

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工程队)，分别担负各地的施工任务。同年8月，车河至田州公路开

工，交通厅与桂西僮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会商决定，由交通厅派人组建河田公路工程队，直接受桂西僮族

自治州人民政府领导开展工作。这些工程队都是临时性的，任务完成了即解散。

1954年4月，省交通厅公路局根据年度基建任务及发展的需要，并借鉴苏联的经验，组建了比较完备

的专业性质的测设队和工程队。测设队命名为“广西省交通厅测设队”(7月1日)，编制为24人，设正

副队长、政治协理员及8个专业组；工程队命名为“广西省交通厅公路局工程队”，定员22人。这是管理

路桥专业测设、专业施工队伍正规的组织领导机构之始。

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公路建设专业队伍的各个工程队，虽然有了规范的名称，有了必要的组织机

构，也有一定的从业人员，但没有独立的资产，也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随工地流转、迁移，生活和工

作异常艰难。

1956年7月，为加强测量、设计和施工管理，以适应农业合作化，迎接修建地方道路高潮的到来，经

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广西省交通厅工程设计处，处下设2个测设队、2个工程队(队下各设3个分队)

及地方道路设计工程队(下设若干分队)，分别负责公路干线和地方道路的测设、施工工作。随着基建

任务的日益增多，同年11月24日，交通厅工程设计处奉命改组为交通厅公路工程局，局下仍设公路测设

队、工程队。

1957年7月，公路工程局两个测设队扩大改编为3个公路测设队。1957年年底，精简机构，体制变

动，人员下放，第三测设队随之撤销，全部人员分赴各地指导施工。

“大跃进”时期，公路修建采取依靠地、县发动群众突击修建，自1958年后至1965年，仅7年时间

共修建了8 000千米的公路，正常的测量设计方法和自治区有限的专业队伍是无法适应公路迅速发展的要

求。在这期间，自治区专业测设机构的设置也反复变更、调整。

1958年1月起，由于交通厅将公路管理局和工程局并厅设处，原工程局下的公路工程队直属厅领导。

同年7月为适应桥梁建设的需要，成立桥梁工程队，桥梁工程队下设5个桥梁工程所。

1959年4月1日起，桥梁工程队划分为2个工程队，即第一工程队和第二工程队。每个工程队下设3个

分队。又于同年10月，为使筑路机械集中管理，集中使用，成立了筑路机械队。

1961年，国民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压缩基建项目，调整发展速度，公路建设任务不大。为适应新

的形势，将自治区4个直属队、厂进行调整，精简机构，下放人员。从1961年10月份起，桥工队和工程队

合并组成公路工程大队，大队下设5个中队；筑路机械队和筑路机械厂合并组成筑路机械大队，大队下设

34"机械队和1个修理厂。

1962年9月，为贯彻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专业筑路机构又再次合并，将筑

路机械大队并到公路工程大队，组成新的公路工程大队，大队下设第一、二、三工程队，筑路机械队和

修理厂，并于9月l 1日正式办公。1962年还贯彻了“精兵简政”的工作，精简职工共375人，其中回农村

人数共计276人。

1964年，由于美国侵略越南，为援越抗美保卫边疆，一些战备工程陆续开工，原工程大队下设3个工

程队的体制已不适应形势需要，于1964年7月20日，经交通厅批准，在大队编制总数内，在原有3个工程

队的基础上，增设2个工程队，即第四工程队和第五工程队。

1965年由于战备工程项目增多，任务更为紧迫，工程基建队伍扩大，工程大队的体制已不适应形势

的需要，交通厅多次提出体制改变方案，经自治区编委研究同意，在不增加编制的原则下，同意自治区

公路工程大队与交通厅设计院合并，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工程局，于同年11H 1日正式办公。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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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局下设6个工程队、1个机械队(包括修理厂)、1个汽车队等单位。

1967年4月，把在南宁邕江大桥建设中作出贡献的起重和潜水人员集中组成起重潜水联组。

1968年8月27日，成立了交通厅工程局的第一、二、三、四、五测设队，钻探队，桥测队革命领导小

组。随后各队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1969年12月3日，工程局改名为公路工程团，将下属工程队、测量队、筑路机械厂等17个单位合并为

4个工程营、1个筑路机械修理厂、1个直属机械连、1个直属测设站，共7个单位。后来4个工程营又改为4

个工程队。

1972年1月，自治区交通厅工程局成立区交通局工程公司革命委员会、工程公司装吊队和自治区交通

局运输公司渣油工程队。

1972年12月，成立自治区交通局。

1973年，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局核心小组的部署，工程公司逐步调整组织结构和管理体

制：一是成立测设大队；二是成立5个工程队、1个装吊队并由工程公司直接领导；三是将航道工程营改

为航道工程大队，下辖6个航道工程队；四是从筑路机械厂分出机械队、汽车队及部分领导干部和修理人

员，成立筑路机械大队。 ．

’

· 在这时期，工程公司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规范工程项目管理。1973年6月，颁发《公路、航道勘测

设计与施工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经实践证明，取得较好效果，使工程管理工作逐渐好转。

1976年11月工程公司机械大队装吊队划归工程公司直接领导。

1979年4月26日，自治区交通局工程公司革命委员会改称自治区交通工程公司。

1980年3月14日，交党组转发桂经干字[19791283号文批准，自治区交通工程公司的第一、二、三、

四工程队改编为自治区交通工程公司第一、二、三工程处，为县级单位。至此，公路建设专业队伍，有

了规范的名称，有了独立的组织机构，也有一定规模的从业人员，又有了独立的资产和固定的场所。因

此，工程处开始走上兴旺发达的历史时期。

1982年8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筑路机械大队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械筑路大队。前者以筑路机械

集中管理为职责，后者以机械施工为己任。

1984年7月l 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械筑路大队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机械施工处。

1988年l 1月29日，交通厅转发桂编局[1988]57号文经区编制委员会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

桥梁安装队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桥梁建筑工程处，改名后原编制和机构级别不变。

1989年4月21日，桂政函119891156号文批准，区公路管理局加入“中国桥梁工程公司”，区公路管理

局对外增挂“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广西分公司”的牌子。

1990年，为了适应广西公路建设的需要，经自治区编制委员会同意，以原区养路机械修造厂现有条

件为基础，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路面施工处。

1994年4月28日，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之前，组建于1953年的广西公路管理局

直属专业施工队伍，至今已有36年历史。当时分设有6个专业工程处，有正式职工2 552人(其中党员

470人，国家干部845人)，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人员765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20人．中级职称人员

135人，初级职称人员512人。拥有各类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近百台(套)，机械设备固定资产原值

7 757．23万元，资产净值6 609．61万元。

1994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路桥总公司)成立。公司为隶属

自治区交通厅领导的全民所有制工程施工企业，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依法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的经济实体。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通志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初期公路恢复建设

一、临时性工程队的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公路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以对原有公路恢复通车和整修改善为主，并有重点

地兴建新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土匪武装活动猖獗。中共中央电令广西限于1951年5月1日前全部消灭广西境

内的土匪，同时准备支援广东、福建。广西公路交通部门奉命组织力量，抢修公路支援前线，先后抢修

了南宁至百色、南宁至柳州、桂林至黄沙河、宾阳至玉林、玉林至大圩等主要公路干线；为配合进剿大

瑶山的土匪，修复了贵港至桂平、柳州至荔浦、柳州至武宣、荔浦至漾江等公路。 ．

二、土匪疯狂破坏路桥。杀害我抢修、护路护桥人员

1949年年底，广西全境解放。但是各地还有大量余匪，他们在全省各地疯狂掀起暴乱，企图颠覆革

命政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使用各种手段，焚烧公路桥梁，破坏交通，杀害公路员工和执行警卫的解

放军战士。据1950-1951年间统计，全省被匪徒破坏的公路桥梁达65座，涵洞5座，车渡船3艘，路基1

处。仅柳州至宜山一线，就连续有乾怀桥、长塘桥、果朗桥、古枋桥等被匪徒破坏。乾怀桥、古枋桥还

连续被毁两三次，几毁几修。

据统计，1950、1951年两年间，全省被土匪杀害的公路员工共26人，护桥、护路的解放军战士7人；

打伤公路员SE7人，解放军战士2人。这些先烈和英雄们为恢复人民公路交通，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抢修大瑶山外围公路

大瑶山是广西有名的大山区，四周公路环绕：东临荔浦至潆江线，全长149千米，西界柳州至武宣

路，全长96千米，南有贵港至桂平路，全长67千米，北抵柳州至荔浦路，全长139千米。境内山岳连绵，

纵横250余千米。山上地势险峻，群众基础比较薄弱。新中国成立初期，溃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武装特

务以及桂东、桂中、桂北地区的土匪武装数万人逃进了大瑶山，这里实际成了全省土匪的大本营和指挥

中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些以瑶山为据点的匪特们，配合美蒋“反攻大陆”的叫嚣，遥控省内

各地的土匪，制造武装暴乱，攻打县、区、乡人民政府，杀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烧村劫寨，破坏交

通，匪祸猖獗达到极点，人民受害极大。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全面部署和电促下，中共广西省

委、省军区召开了专项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开展剿匪总体战，确定

以大瑶山和桂南为全省重点剿匪区。重点进剿的战略方针是：以数万兵力围而歼之，采取大迂回、大包

围、大歼灭的战略，实行千里封江、封路。为做好战前准备，中共广西省委、省军区紧急指示省交通厅

迅速抢修环绕瑶山地区四周的几条主干公路：东为荔浦至漾江路，西为柳州至武宣路，南为贵港至桂平

路，北为柳州至荔浦路。临时性的工程队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行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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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抢修主要国防公路
‘

，

剿匪期间，广西公路部门还抢修了柳州至南宁、田东至岳圩、南宁至钦县、钦县至合浦、南宁至镇

南关(今友谊关)、龙州至水口等主要国防公路。把柳州至岳圩公路抢修工作划分成柳州一大塘、大塘

—南宁、南宁一濑江(在平果县)、濑江—岳圩四段工程，同时全线开工。

抢修的原则是：抢修桥涵、渡口，先求其通；抢修路基、路面，先改善通车条件再提高质量；在配

合工兵部队行动的同时依靠地方政府动员民工协助抢修。

在此期间，匪特袭扰频繁，烧杀掳掠，猖狂至极，不仅焚烧桥梁、涵洞，还凿穿车渡船底。

当时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追歼残敌，不误战机，多是急促抢修工程，架设临时轻便木桥、

浮桥。因时值雨季，匪毁和水毁不断。但由于公路员工不畏艰险，英勇抢修，始终保持柳州至岳圩公路

随断随通。

五、抢修通向沿海地区的公路

为适应军事行动及国民经济恢复的需要，广西公路部门恢复和改善了宾阳至合浦、合浦至山口、钦

县至防城等通向沿海地区的公路。

粤桂边境的合浦至山口公路，原属广东省钦廉专区，全长80．38千米。南接雷州半岛，直至海南岛，

北连南宁，东可达港澳，西至中越边界，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国防、边防干线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被破

坏，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未修复，许多路基已夷为水田，木制桥涵腐朽，不能通车。为支援解放海南

岛和剿匪的军事需要，曾先后多次对这条公路进行抢修和改善。

1950年2月，解放海南岛的军事行动开始，自湛江一山口—北海公路，担负着重大的军事任务。公路

沿线各区乡人民政府发动群众，会同解放军工兵部队，加强抢修合浦至山口公路。经月余奋战，全线修

复工程于1950年3月按期完成。同年4月17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海南岛的战役打响，合浦至山

口公路上辎重军需络绎于途。至4月30日，海南岛宣告解放。

六、干线公路的修复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实施，广西公路交通亦相应进入了恢复和

发展时期。工程施工队伍，仍然是临时性的工程队。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广西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先后修复了干线公路主要是：

南宁经钦州至合浦、新宾至清水江、石南至大垌、桂林至青龙界(途经临桂、龙胜、三江诸县，

逶迤于桂北崇山峻岭之间，全长154千米)、车河至田州(途经九圩、东兰、巴马，全长288千米)、莲

塘至鹰阳关等干线公路，使新中国成立前修建的干线公路全部恢复通车。重点进行了公路改善与改建工

作。 、

1953-1954年，改建了凭祥至水口关的国防公路，改善了百色至八渡、金城江至六寨等通往贵州的省

际经济干线。1954-1955年改善了信都至八步和黎塘至盘龙等公路。此后，广西公路路况有所提高。

七、新中国成立初期公路修建养护实行民工建勤政策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关于民工建勤养护和修建公路的指示》，1951年5月31日，

政务院发布了《关于1951年民工整修公路的暂行规定》的命令。6月，广西省第一届交通会议据此拟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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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工整修公路建勤办法》(草案)，并报经省人民政府第45次行政会议通过，省主席张云逸随即

颁布实施：准许利用农闲发动公路沿线群众修整或修建公路。规定每年每个18-50岁有劳动能力的群众负

担不超过10个标准工日的建设勤务；自愿参加不在此限。情况特殊或从较远地区动员时，可酌情予以口

粮补助。修路所用的普通工具可由民工自带，主要工作为填挖土方及路料搬运等体力劳动工作。

1953年8月，全国交通会议制定了《公路民工建勤暂行规定》，遵照这一规定，广西于1954年制定了

《广西省公路民工建勤实施细则》，规定参加建勤的民工为年满18岁以上，50岁以下，具有全劳动能力

的男女居民，每一民工为参加公路建勤，全年以不超过3个标准工日为限，并每日补助伙食大米3市斤。

施工期间，每一个建勤工日，由政府补贴0．20元作为工具和伙食的补助，特殊工具由公路建设方供应：灾

区民工可免建勤，如需要参加修路则按土方计价给予工钱。

民工队员因工负伤或疾病，由当地卫生所负责治疗。医药费由路方或县交通科分别酌量补助或全部

负担。因工死亡或残疾，由专区或县依照优抚条例予以抚恤。

自政务院发布《关于1951年民工整修公路的暂行规定》后，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加强

了领导，各地养护公路和修建地方道路取得了很大成绩，民工建勤这一新政策的执行比较顺利，对于恢

复和发展公路交通起到重大作用，社会经济利益明显。民工建勤修建和养护这一新制度，适合广西当时

的实际需要，因而持续了许多年。特别是每个工日补助0．20元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才结束．20世

纪六、七十年代参加过“0539”工程建设和防城港区建设的老前辈对此记忆犹新。

／、、揭开新中国成立后j．-西新建公路的序幕

1950年11月，梧州至信都公路开工，从此揭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新建公路的序幕。梧州至信都公

路全长100千米，至1952年7月竣工。1953年贺县至梧州公路遭水毁中断交通，修复工程至1955年4月完

成。

1951年1lY]一1952年6月，又建成了武鸣至马山公路。

1955年10月4日都安至九圩公路开工。都安至九圩公路全长87．8千米，在素有“九分石头一分土”之

称的大石山区修公路，工程十分艰巨。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覃应机亲自布置任务，监督执行。采用简易公

路标准，按“先通后善”的原则修建。省交通厅奉命组织了临时性工程队负责测量、设计、施工。动员

和组织了4 000民工，艰苦奋战，到1956年3月底完成了路基、桥涵工程，全线已可粗通。施工之紧张、进

度之快为当时省内公路建设所少见。

九、政治路线决定经济政策

1958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国

民经济连续三年处于“大跃进”时期。这时公路交通也不例外，交通部制定了“依靠地方，依靠群众，

以普及为主，发展地方交通”的方针(简称“地、群、普”方针)，并号召全国交通运输也来一个“大

跃进”。同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在中共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西交通厅和公路

系统积极贯彻了“地、群、普”方针，一个面向山区、面向少数民族地区、面向广大农村的筑路高潮便

迅速在广西掀起，持续了3年，其公路发展速度是空前的。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交通落后

状况的普遍愿望，无疑是得人心的。

但是，从1958-1960年3年公路修建和养护的过程中，由于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盲目追求数

量，忽视质量，导致公路规划一再加码，脱离客观实际，新建公路质量低劣，绝大部分公路不符合标准

要求，相当部分新建公路晴通雨阻，‘有的甚至不能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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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冬，中共中央根据“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调整了发展速度，缩短了基建战线。在1961～1962年年间，广西的公路建设基本上处于停

顿状态，所有工程停建缓建。1962年为加强公路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发出“关于加强公路

养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提出对现有公路在三五年内贯彻“切实整顿，加强养护，积极恢复，逐步改

善”的方针，广西交通厅贯彻执行指示精神，加强了公路建养管理工作。

从1963年开始，对公路基建工作进行填平补齐，循序渐进。原停建缓建的邕江大桥和南宁至吴圩飞

机场公路等重点工程，也陆续恢复施工。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一些林区、工矿区、少数民

族地区的公路又恢复修建，同时由于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中央提出援越抗美的方针，地处中越边境的广

西，为加强国防建设，战备公路工程纷纷开工，公路又进入正常发展。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