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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二交通运输

临洮在秦汉时为西部交通要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划全国为三十六

郡(陇西郡治设置子临洮)，修“驰道”以联结国内各地，他第一次出巡西陲，即沿渭

水西行，经天水，武山、陇西“驰道"而至临洮。

公元前202年，汉王朝建立后，张骞、班超出使西域诸国，开拓了一条由长安经甘肃

东部，陇西郡、河西走廊、至南疆中、巴边境长达两千七百多公里的“丝绸之路”，而

临洮居于甘肃丝绸南路东段的中枢。

宋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筑城日“武胜”，以经营熙河，又扩辟了临洮驿路。

历元、明至清，在甘肃已形成的以兰州为中心的交通网中，有一条从兰州起，经阿干镇

翻越关山的大道，直达临洮。从临洮起有四条线路，联结南部各地。这四条线路一是临广

线，东由临洮至渭源、经陇西、天水、抵陕西略阳、宁强丽达四川广元}二是临成线，南

由临洮经渭源、岷县、武都至四川江油，成都}三是临松线，从城西渡洮河经康乐、临

潭至四川松潘，四是临西线，从城北康家崖西渡洮河，经广河，临夏、至青海、循化、

西宁。公元1866年至1875年，清左宗棠督办甘、新军务，又扩建、改建了从潼关起潢贯

甘肃全境至乌鲁木齐的干线大道，沿线栽植“左公柳’’。临洮境内有南、中、北三条行

军路线，其中县城北二十里铺至古城子一段(今辛店附近)，曾植“左公柳”13300

株。

民国时期，除沿用清末四条线路外，又开辟定西至临洮的定临大车道。民国23年

(公元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时，国民党政府为堵截红军，修建甘川公

路，至1935年底，完成了自兰州经临洮至会川(今已属渭源>140公里的兰会段。抗日

战争时期，1937一1945年又续修从会川至武都484公里的会武段。1936—1938年续建从

会川起，经渭源、陇西、至天水254公里的洮天公路。1938—1941年修建从临洮康家

崖渡洮河经广河、临夏至青海循化175公里的洮循公路。这些公路的建成，改变了临洮

交通的面貌，惟因路质差，汽车少，其他条件不足，运输仍以牲畜驮挽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逐年对甘川公路进行了取直、加宽、降坡及修桥涵、铺路

面等改造工程，又新建兰郎、蒿临、定临、甘卅、七一四、宜兰等干线公路6条。至1985

年底，共改建新建干线公路7条，计237公里，新修扩建县乡公路16条，计310多公里，乡

村公路116条，计722公里。构成了以干线公路为主，县乡公路为辅的交通运输网络

布于全县34个乡(镇)、368个行政村中。1985年，货运量达4．5万多吨，货运周转

496万吨公里，客运量为49万人次，客运周转量为1948万吨公里，既便利客运，又

了城乡物资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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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设建设局，民国24年(1935年)改为建设科．

解放后，1 949年县人民政府设立经济建设科，管理地方交通运输。

1956年设交通科，有科长1人，干事2人。
I 959年改设工业交通局，有局长1人，干事3人(内交通干事1人)。

1960年工业与交通机构分设，成立交通运输管理局，有局长1人，干事1人。

1962年工业、交通二局合并为工业交通局，有正副局长各1人，干事7人(内专管交通

1人)。

1968年成立临洮县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管理站，有站长1人，干事17人(内交通干

事3人)。

1970年，又恢复工业交通管理局，有正副局长各1人，千事17人(内交通干事2人，

工程师1人、技术员1人)．

1984年3月工业交通局撤并，归县经济委员会领导，有主任3人，内设交通股，主管

交通事务．

第二节 下属机构

一、县运输公司；1982年成立，1985年有职2E88人，有货运汽车15辆／58·5吨，

客运大型桥车11辆／48吨一446座。

二、汽车修理厂l 1979年成立，1985年有职3270人，修理机具有：切削机2台、电

焊机3台、镗缸机1台、充电机1台、气压机1台，其它20多台(件)。

三、县乡公路运输管理所：1983年11月成立，有职工4人，专管运输业务。

四，县乡公路管理站s 1984年4月成立，专管县乡公路建设及养护业务，1985年有

职工12人。下设养路道班15个，专管公路养护，1985年有职T-100人。

第三节 省地区派驻机构

一、定西公路总段临洮公路段l 1952年成立，有职-广40人，军．1985年底，增至166

人，设道班16个，养护干线公路220公里。养路机具有。汽车4辆，压路机2台、小翻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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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台，手扶拖拉机3台。

二、甘肃省临洮交通监理站：1954年成立，有职工3人，至1985年底，增至8人。管

辖甘Jll，兰郎、定临、蒿临、甘卅、七一四的六条干线公路。监管设备有。北京吉普车

～辆、幸福摩托车一辆和长江750---轮摩托～辆。

三，兰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临洮汽车站；1943年成立，有职Z4人，至1985年，职

工增至31人，另有临时工21人。

第二章公 路

第一节 干线公路

甘川公路起自兰州市，经临洮、渭源、岷县、武都、文县至甘川交界处南路岭入JlI，

全长624公里，其中兰临段从兰州市汽车站南行至关山，翻越七道梁进入临洮县摩云关。

经中铺、太石、辛店、新添至县城，南经玉并、陈家咀、高家窑进入渭源县水家窑，穿

越临洮段98公里，1953年改由康家崖75公里处计算起点，共52公里。兰临段，基本上沿

用明清时已形成的兰临大车道，面临洮至南路岭一段，系沿用“阴平古道"。民国时

期，于1934年lO月至次年12月修建的140公里的兰会段；1935年7月至1947年修建的会

武段，由于线路地形地质复杂及工具限制，建成后路质低劣，运输不时受阻，解放后采

取了一系列改造提高措施。19 65年投资50余万元，重点改善临洮段的45公里中的75至

127公里的路基路面。1966年，投资24万多元，将108至112公里处改线，当年又从康家

崖75公里至108公里处铺设7至8米宽的沥清，渣油路面。后经1971、1972两年的续铺，

完成县境内52公里长的油路工程。1975年，投资74Yi多元，在97公里十436米处的小河

沟，架设2—35米双曲拱桥1座。至1981年底，先后建成中型桥2座／164米，小型桥9座／

146．3米，涵洞202道／2415米。1976--1978年，投资3l万多元，改善75至100公里及

102至108公里路基。截至1985年底，县境内52公里线段经改造提高，公路弯道半径最

；J、18．5米，最大纵坡9％，路基宽度7—11米，植行道树116527株，每昼夜行车高达

1480车次。
‘

兰郎公路起自兰州，经临洮康家崖西渡洮河进入广河县，经临夏、合作至甘川交界

处的郎木寺，全长422公里。此路从兰州至康家崖段，原属甘Jll公路的一段，从康家崖

至临夏段，原属洮循公路的一段，1950年至1953年，续建了临夏至郎木寺的272公里，

命名为兰郎公路。兰州至临洮康家崖段的改建工程为：

195B一1966年，将30至35公里路段改线，并修建1—6米幸福桥及l一10米跃进桥各1

座l 1966年投资ll万多元，将35公里至75公里的部分线路改建，1975年，投资23万多

元，将54公里至62公里加宽路面，增修涵洞，1978--1979年，投资46万多元，在4l公里

处修建3～15米石拱桥1座，在42公里+500米处修建石拱桥l座；1980年，投资52万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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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39至40公里处及48至54公里处路基，1981年，投资45JY多元，在53公里+488米处修

建6—13·55米少筋微弯板组合桥l座。至1981年底，共建成拱型桥3座／224米，小型桥11

座／190·9米，涵洞183道／1918·2米，1964--1972年，陆续铺设沥清渣油路面，平均宽

度4·5—8米。至1985年底，公路路基平均宽度7—10．5米，最大纵坡i0．5％，弯道半径

最lJ、17米，植行道树14964株，行车每天高达两千多车次，是目前全省行车最高的干线

公路。 ．

蒿临公路起自兰郎公路119公里+500米的和政县蒿子沟，经康乐至临洮县城北关

与甘川公路衔接，全长97公里。线路是沿用从临洮通往临夏的古“丝绸之路”。1954年开

始修建，1956年竣工，从临洮城西十五里铺起至北关，穿越县境8公里。1958年洮河渡口建

成后，摆渡通车。历年新修及改建工程为：

1969年，在72公里+500米处修建l一8米平板桥l座／8．5米，1973年至1975年，投

资163万多元，建成潢跨洮河1—40米双曲拱桥l座／188米。

1977年，投资10·8万元，整修路基路面，铺筑砾石，增修涵管；1978年5至8月，完成

铺设沥清渣油路面，1981年在78公里+145米处，修建l一8米轻台钢筋混凝土平板桥1座

／8．5米。全段共建成大中型桥3座。大小涵洞33道，全长353．8米。历年植行道树9000

株。

定临公路起自定西县中华桥，经内关营进入临洮县胡麻岭后，经泉头、连湾、塔

湾、到县城东与甘川公路衔接，全长i01公里。此路原是民国时期整修的一条大车道，

从开始修建到竣工，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省上拨款四亿元，(折新币四万元)，在临洮东部，原大车道

基础上修通土路，从定西起，经内关营进入临洮县胡麻岭，经泉头，站滩、缪家山，峡

口，新集，柳林、阴山予到大碧河口与甘川公路衔接，全长98公里。

第二阶段：1957年重新选线，从定西至泉头线路不变。从泉头起改线经羊嘶川、连

湾、石家楼，杨家山、窑店、顺东峪沟至临洮县城与甘川公路衔接，全长109公里。

1958--1966年多次拨款达119万元，因地质复杂，工程量浩大，仍未修成。

第三阶段：1969年冬，再次选线，利用蔡家岭军事设施路线，从泉头起，经连湾、

大湾、塔湾，蔡家岭至临洮县城。定西地区以战备公路项目按六级公路标准，列为1970年基

建工程，代号“701”。临洮县负责修建境内46公里至101公里路段，工程投资146．87Y多

元。1970年元月开工，1971年8月完成。共移动土，石，砂方752381立方米；铺筑砂，砾

路面350136平方米；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3—20米中型双拱桥1座／74米，小型桥2座／

19米，涵洞71道／7000米，防洪工程1150米一1380立方米。1978—1979年除90一93公

里处的高峰坡，因滑坡未处理路面外，余均铺设了沥清渣油路面。198‘5年，有行道树

11142株。

甘卅公路起自榆中县甘草店，经高崖、黄石坪、进入临洮县蒲滩村，经普济寺、

红滩，峡口，党家墩至三十墩与甘川公路衔接，全长71公里。从牛圈梁至峡口是新测路

线，峡口至三十墩沿原大车道修筑，穿越县境35公里，1970年定西地区以战备公路13号

排列，代号。713”，工程投资146万多元，1970年开工，1971年11月竣工。共移动土、石，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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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平方米，建成中型桥5座／163．6米，小型桥8座／

103米I大小涵洞92道／872米，防洪工程3587．4米／2801．57立方米l道班房16间／290

平方米，共植行道树榆、柳、杨29992株。

七一四公路起自定临公路50公里+200米处的泉头村，经站滩、云谷、到蒲滩村左

侧与甘卅公路48公里处衔接，全长25公里，线路顺站滩，云谷两乡之间的平缓山坡及台地

通过，是连结定临、甘卅两条干线公路的一条分支路线。1970年定西地区以战备公路14

号排列，代号“714"，工程投资108万元，1970年秋季开工，1971年9月竣工。完成路

基土、石、砂方385765立方米，路面铺砂砾配及保护层(就原铺路面重铺的保护层)

143221平方米，防洪设施浆砌片石24as立方米，加固边沟3615米，建道班房2座，220平

方米，至1985年共植行道树33241株。

宣兰公路起自陕西省宜川，经兰州市至临洮到永靖县刘家峡，全长936．8公里，是

1972年新建的一条国防公路，代号“720l殄。临洮段线路从兰州市七道梁西侧进入马家山

乡的马营村，经祁家岭、康家山到何家山梁出境，穿越县境16公里，工程拨款215．9万多

元，1974年3月开工，1977年lo月竣工。完成路基土、石、砂方58083l立方米；浆砌边

沟1182立方米，修建各种涵洞22道／205平方米，修道班房l幢／269平方米。建成后由

兰州公路总段管护。

第二节县乡公路

岔上公路原系1956年修建未成的临(临洮)寨(山寨)公路的一段。从甘卅公路

的岔路口接线，经蔡家庄，赵家台、秦家窑坡到上营，全长18公里。1965—1985年进行

了四次整修改造，以民工建勤为主，补贴投资3．7万元。所完成项目为；改造路基路

面，移动土，石、砂方19．2万立方米，加铺路面砂1．4l万立方米，增建修复0．3—1．5米

涵洞9道／138．1米，加固边沟375米，排洪道320米j防护工程135米／546立方米，过水

路面jrO米／560立方米。1982年秋季全区县乡公路评比会议评为“四级公路”。

店古公路原系1957年为开发海巅峡煤矿修建的一条大车道。从玉井店子街甘川公

路114公里+646米处接线，由姬家河渡洮河、经衙下、苟家滩至海巅峡，全长27公里。

1960--1973年期间，经六次整修提高，以民工建勤为主，补贴投资4．9万元。所完工程

项目为：整修路基路面19公里，移动土、石、砂3．2万立方米，架设1—7米石台木面桥

1座，1—5米钢筋混凝土平板桥2座，1—3米钢筋混凝土平板桥1座，1—7米空腹式石拱桥

1座，加固冰桥窝及驳麻崖护岸工程75米／75立方米，增修大小涵洞25道／148米，过水

路面1处／13米，防护工程396米／1016立方米，补建渡口1处，渡船一只。路况基本达

“四级公路”标准。1980年底，将古达川至矿区四公里划为矿区专用线。

临渭公路 (临洮段)原系古“丝绸之路”从渭源到临洮的一段，从定临公路94公

里+534米处接线，顺东峪沟东南行至渭源县城，全长45公里，临洮县境内22·4公里。

路建工程从1969年8月开工，1970年7月竣工，共补贴投资33．2万多元。所完成项目为：

改建路基路面移动土，石、砂方221266立方米，铺筑路面砂is399立方米，架设钢筋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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