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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指导思想: {阜新公路志~ 0910-2010)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真实地记述阜新地区公路事业发展

的历史和现状。

二、断限:上限起于 1910年，下限止于 2010年。本着远略近详的原则，重点记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路建设与发展的历史。

三、地域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阜新地区行政区划多有变化，原则上以

2010 年底阜新市行政区划为准。

四、体例:原则上按公路行业的工作内容与性质，分门别类、纵述始末，志书体裁包

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有突出业绩的

在世人物以事系人入志 O 结构设章、节、目 3 个层次，事以类从，横分纵述，全志设概

述，章下设简述或无题引言。

五、纪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中国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

纪年。此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历史纪年，使用汉文数字;从中华民国起，纪

年使用阿拉伯数字。本志中的"解放后指 1948 年 3 月 18 日阜新解放以后。伪满洲国统

治的 14 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一律使用民国纪年，文中不出现伪满洲国年号(引文除

外) 0 

六、称谓:记述使用第三人称。地理等名称均以当时称谓为准，括注今名称。为简化

行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除特殊情况使用全称外，一般以"新中国"代之。

七、语言文字:采用语体文记述 并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 10 日发

布的《简化汉字总表~， 1988年 1 月制定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及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八、计量单位:计量单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法定计量单位和公路行业通用

计量单位O

九、数据:本志书所用数据原则上采用阜新市公路管理处计划科统计数据，缺项的采

用阜新公路系统各基层单位的统计数据。

十、资料来源:本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为阜新市档案馆资料，市公路处档案室资料，

省、市交通志书(公路)资料，阜新市公路管理处各科室和公路系统各单位及部分个人提

供资料。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一、注释:本志书文体中未加注释，资金未注明出处，在志书中统一注明参阅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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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初期省道奈广线大巴沟盘山道

1979年 9 月省道奈广线大巴沟 1 号隧道通车



2001 年 11 月省道奈广线大巴沟 2号隧道通车

2006年 8 月阿金公铁立交桥竣工



国道丹霍线省级文明样板路段 国道京沈 ( 101 )线示范路

省道新阜线安保工程路段 荣获省"工人先锋号"的长营子道班

2008年新建彰武县南环出 口 路 养路女工雨中栽花



2008年春季整修的乡级公路路肩、林台、边沟 采用稀浆封层改善京沈公路老化路面

采用碎石封层工艺改善老化路面 2009年新建北外环油路工程

2008年扩建中的省道奈广线 2008年新建乡级水泥公路十大线



2010年省道阜锦线一级路改造工程 ;令再生工艺施工现场

\\j \ 

外环路机铺水泥稳定基层施工现场 省道阜锦线黑色路面摊铺现场

阜新市沥青拌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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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市大巴沟公路收费站

公路冬季除雪 2006 年 5 月 23 日阿金公铁立交桥吊装最后一片梁

2008年重建的北绕阳河大桥 2005年重建的柳河大桥



2006年加宽加固的五家子大桥 1995年建成的五块石大桥

阿金公铁立交桥鸟瞰 1991 年竣工的尹家窑无梁板斜弯大桥

阜新市公路管理处办公楼



序. 1 . 

序

阜新市公路管理处处长 吴静

《阜新公路志 (19H←2010) ~以大量的文字、图表、照片，翔实地记述了阜新地区

近百年来公路发展的历史。它拓展了一条历史之路，让人们漫步在千年古道;它打开了一

扇通幽之门，让读者在曲径中思考;它描绘了一幅壮丽画卷，展现了几代阜新公路人的风

骚存史、资政、教化激励阜新公路人探索、求实、创造。

阜新市地处辽宁省西北部，辖两县五区，全地区东西长 170公里，南北宽 84公里，总

面积 1 万余平方公里，是一个汉蒙及其他30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阜新地区 8000年前

的 "查海文化"和 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都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经典。阜新市

是新中国重要能源基地之一，曾经位届亚洲第一的海州露天煤矿和阜新发电厂闻名于世，

共同构筑了"煤电之城"的基础。阜新市是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全市人民正在为实现转型振兴而顽强奋斗。

阜新地区辽代有"辽西道"和"营州道"连接中原和东北边障。金代有东至咸平(今

开原市) ，南达东京(今辽阳市) ，北通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的道路。元代有北到蒙

古，南通大都(今北京市) ，西连朝阳的道路。明代有道路经过彰武人科尔沁地(今内蒙

古通辽市)。清末，阜新地区通往域外的各方道路已初步形成。

民国初年，阜新地区有道路823公里。到 20世纪 20年代末，阜新地区道路总里程为

1100公里。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强迫民众修筑 "警备道飞 1945年末，公路总里程

1761 公里，但这些道路均未达到等级公路的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阜新公路建设有了快速发展。 到

2010年，全市普通公路总里程已达5794公里，公路密度 58.29公里/百平方公理，黑色路面

3222公里。多条干线公路与多条高速公路连接，阜新已经成为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

交通枢纽，成为连接东北与华北的第二条重要通道。全市 2002年实现乡乡通油路， 2009 

年实现村村通油路，极大地便捷了人民群众的出行。

公路通，百业兴。阜新公路事业为阜新工农业生产铺平了道路，为改革开放拓宽了渠

道，为新农村建设改善了交通环境，为阜新转型振兴、再创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代



. 2 . 阜新公路志 (1910-2010)

阜新公路人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为家乡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阜新公路志》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辽宁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和阜新市交通局领

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帮助，得到阜新公路系统各单位大力支持;阜新公路系统全体修志人

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在此书付梓之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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