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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公路志系列书凡例

一、安徽省公路志系列书，属公路专业志，包括安徽省公路

志和各地市公路志，一志一卷。《安徽省公路志》为首卷，其余各

卷按出版时间先后依次编号。

二、按照专业志体例，各卷分章、节、日三个层次，个别章

节可设子目，标次第序码。上限依事上溯，下限断于198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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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以上领导机关表彰的人员。

三、文体为记述体，一律用现代汉语书面语。统一使用国务

院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古地名、古人名、古文献使用简化字易

引起歧意时，可使用繁体字或注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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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冠以当时职称、职务，以表明身份。

地名以当地民政部门(地名办公室)核定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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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名称过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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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维新政府”)，单指汪精卫政权称“汪伪

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均用当时机构的全称。志书

中的“解放前(后)”，特指具体区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时间。

]



2 马鞍山市公路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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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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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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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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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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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以前

的计量单位按原称原额书写。

八、统计表由表序、表题、横标目、纵标目、分格线、数字、

表下注等要素构成，一律采用“开口式”。

九、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不编通码。

十、路线、桥梁、涵洞数量包括公路部门以及其它部门投资

兴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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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路和桥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从许多谚语中就足以表明：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除了说明搭桥与开路的重要，还

蕴涵其劳作的艰辛≯

“架桥铺路，为民造福。”——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桥和路的渴

望；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

路的新认识。

正因如此，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赞扬铺路石精神。马鞍山市公

路部门的广大职工，以及为公路建设作出贡献的各部门的科技人

员和工人同志，就是这样的不畏艰辛、无私奉献的铺路石；马鞍

山市已建成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桥，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汗水

的凝聚。对此，《马鞍山市公路志》作了如实的记载。

我们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

，
，j

7

苏 平凡
1993年10月14日

于雨山湖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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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解放前，今马鞍山市所在地的金家庄只是一个满目荒凉的村

庄，如今一跃成为以钢铁工业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城市、全国九大

钢铁基地之一。公路是城市韵动脉，马鞍山的发展与公路建设息

息相关。
，

4’～

《马鞍山市公路志》分门别类地记载了马鞍山市的公路从无到‘

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0多年，在中

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公路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同全

市人民一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马鞍山市公l

路交通的落后面貌。偏僻、闭塞的山区、圩区基本通了公路，厂

矿专用公路纵横衔接，以市区为中心的公路运输四通八达，为全

市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改善人民生活、抗洪抢

险、开发资源、发展旅游事业提供了较好的交通条件。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公路交通肩负的任务愈益繁重。马鞍

山背靠两淮，临江近海，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沪、宁、杭经济发达

地区的边缘，是商品信息、技术交流的窗口和安徽对外开放的前

沿，公路交通地位十分显要。我们公路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要

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继承和借鉴历史经验，扬长避短，

以开拓求实的精神锐意进取，为马鞍山的公路建设事业写下新的

篇章。

丁 穗 毫
1994年元月 f



序 三

值此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之际，《马鞍山市公路志》的问世，

既是我市公路部门的一大盛事，也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又一丰硕成果。

市公路局史志办公室的同志广征博采，披沙拣金，数历寒暑，

潜心编纂，终于完成了这部专志。在此，谨向那些默默无闻、呕

心沥血的编写者和为修志做过贡献的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马鞍山市公路志》坚持实是求事的科

学态度，较为系统翔实地反映了本地区自公路兴建以来的历史和

现状，记载了公路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努力奋斗的业绩，是一部统

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公路专业志书。它将为我市公路事业的发展

提供有益的借鉴，亦是现在和将来从事公路事业的一代又一代建

设者的宝贵教材。 ，

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策威将来。中国共产党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公路建设迅速发展。当前正是振兴公路事

业的关键时期。我市公路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将继续不懈的努

力，把公路建设事业推向更高的水平。

李 世 聪
1994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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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马鞍山市因境内马鞍山而得名，位于安徽省东部、长江下游

南岸，介于东经118。24’37”"一118。41 741”、北纬31036’05”～3l。46’

42”之间。秦属丹阳县治，隋以后为当涂县所辖，历宋迄清，相沿

未变。民国时期，今市区所在地的金家庄，时属当涂县第二区和

第三区。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马鞍山，1954年

始设马鞍山镇，1955年成立马鞍山矿区人民政府。1956年10月，

国务院批准设置马鞍山市。1957年3月，正式建为省辖市。1983

年6月，实行市辖县体制，当涂县由宣城地区划入．现辖当涂县、

向山区(郊区)及金家庄，’花山、雨山3个城区。总面积1684平

方公里，人口102．97万，其中，市区面积285平方公里，人口41

．
万。

辖区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丘陵地区，问有山谷平地；西部

是沿江低丘阶地与河漫滩；中部是平坦宽阔的冲积平原，河渠纵

‘横，湖塘密布。土壤从东向西依次为黄棕壤、水稻土、潮土、粗

骨土与黄棕壤交错相嵌分布。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匕，具有亚

热带季风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15．8。C，降水量1023毫米，无霜

期234天。 t| ．一．

．马鞍山以盛产铁矿著称。1965年，马鞍山钢铁公司即跨入全

_．‘·国冶金战线先进行列，被誉为“江南一枝花”。现已成为全国特大

型钢铁联合企业。马鞍山市也成为以钢铁工业为主体的新兴工业

城市。所辖当涂县，水产资源丰富，素称江南鱼米之乡。 ．．．

If乙



2 马鞍山市公路志

马鞍山市临江近海，距离长江入海口400余公里，扼南北交

通之孔道。北与南京接壤，有金陵西南屏障之誉；南连芜湖，有

皖南交通要冲之称；东与江苏溧水、高淳毗邻；西与和县隔江相

望，为安徽东部门户。自秦汉开始，即形成以古镇采石为中心的

水陆交通枢纽；明、清时已是“驿道长衢四达，别道纵横交错”。

古代交通，堪称便利。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马鞍山以其邻近南京的地

理优势，成为苏、皖两省公路的过渡地带，是安徽公路建设的重

点和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民国18年(1929年)，安徽省建设厅

募集公债，兴建京(南京)芜(湖)公路，区段长43．9公里，是

横贯区境南北的第一条公路。民国27年(1938年)，当(涂)博

(望)公路建成，成为贯穿区境东西的公路。当时辖区计有公路

90．7公里。宁芜路姑溪河大桥未建，采用组合渡船渡运汽车，维

持交通。其设施虽然简陋，但仍不失为现代轮渡的“先驱”。民国

时期建成的公路，建设标准低，多为土路或简易路面，缺桥少涵，

历经战乱，修而复毁，到马鞍山解放前夕，通车公路仅有43．9公

里。

辖区解放后，1950"-"1951年，主要是整修公路，恢复通车。

1953一--1957年，辖区时属当涂县和马鞍山市，各自单独建制，行

政区划尚未统一，其公路建设也因地制宜，分别进行。马鞍山市

公路建设以发展钢铁生产、支持和服务马钢为目的；以扩建、新

建城区道路及厂矿专用公路为主。1957年，马(鞍山)向(山)路

建成通车，担负矿区运输及城区交通，成为马鞍山建市后新建的

第一条公路。当涂县在养护现有公路的同时，建设了部分县、乡

公路。是年底，辖区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12．4公里，比解放时增

长1倍以上。

1959"--1960年，宁芜路姑溪河大桥建成通车，废渡设桥，提

高了车辆通过能力。1963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辖区开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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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歼灭战”，将主要干线上的临时性木桥改建为永久式桥梁。1965

年，首次试铺渣油路面取得成功，并逐步在干线推广。至1965年

底，通车里程增加到206．8公里，新、改建桥梁16座，总长434．8

延米。

1966～1978年，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干扰，公

路“建、养、管”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辖区公路部门职工坚

持“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排除干扰，在极其困难

的条件下，坚持公路建设，先后建成省道向(山)丹(阳)路、县

道新(桥)马(桥)路、青(山)大(陇)路、澄(心寺)梅

(山)路、马(鞍山)濮(塘)路以及13条乡道，铺筑渣油路面

51公里。尤其是新马路的建成通车，使享有江南首圩之称的大公

圩地区，从此有了公路，结束了四面环水、天然阻隔的历史。同

一时期，辖区还建成了太白桥、塘沟大桥、釜山大桥、丹阳东新

桥等4座桥梁。到1978年底，辖区公路通车里程已达397．1公里，

新、改建桥梁66座，总长1755．9延米。

1979"--,1989年，辖区公路建设按照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

行城乡经济共同繁荣的发展思路，城乡道路建设～齐抓。公路建

设的重点是改善过境线和城市出入口道路，．提高干线公路的技术

等级和通过能力。1985年10月，马和公路及马和轮渡的建成使

用，在省境长江上又增添一条南北水上通道，沟通了区境大江南

北的公路交通，使马鞍山通往省会合肥的公路便捷直达，比原有

通往合肥的路线缩短了里程。辖属当涂县已建成以县城为中心的

公路网。到1986年，国道205线宁芜路区段历经多年改造，建成

二级路。省道以上路线已全部实现路面黑色化。为适应大吨位、大

交通量的需要，宁芜路姑溪河已另建新桥。1989年底，辖区公路

通车里程已达579．2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为29公里，高

于全省公路密度7个百分点。其中专用公路占公路总里程

22．7％，乡道占45％，展示出钢城公路组成类型的不同特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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