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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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徽省公路志和各地市公路志组

成，属公路专业志。系列书以《安徽省公路志》为l号，其余各册按出

版时间先后顺序编号。

二、系列书上限依事上溯，下限断于1989年；个别事物的记述，

为保持其完整性和连续性，可适当顺延。

三、系列书按志体基本要求，横排纵述，注重记实，一般不加评

议，寓褒贬于史实之中。

四、对涉及的人物，主要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也可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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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省级以上领导机关表彰的人员。人物一般直书姓名，以事系人

时，可冠以当时职称、职务，以表明身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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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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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纪年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记载。清代及清代以前用当时朝代

年号；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统一用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二字。

七、系列书以第三人称记述，如称“中国共产党”(或“中共”)、“中

国人民解放军”，而不用“我党”、“我军”。行文中除必须使用繁体字

外，一律采用经国务院批准1964年公布的简化汉字。计量单位一律



2 铜陵市公路志

采用安徽省标准计量局印发的法定计量单位和符号。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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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指汪精卫政府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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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数字书写，除惯用汉字外，一般均用阿拉伯数字，保留l位小

数。对有差异的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对实测或经

考证确实的数据，可附注出处，作为补充。

十、路线、桥梁、涵洞数量，除公路部门投资兴建的外，还包括水

利、农林、城建、煤炭、铁路、军事等部门投资兴建的全部路、桥、涵。

次高级路面的粘结料大都是国产渣油，少数使用煤焦油和其它沥青

材料，故统称“渣油路面”。



序

修桥铺路，造福子孙后代，这是中华民族之光荣传统。

铜陵公路，从无到有，由土路而砂石路而柏油路而水泥路。正向

高等级公路发展。

铜陵桥梁，由木桥而石桥而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而八百里皖江

第一桥——铜陵长江大桥。

盛世修志，存史资治，值此盛世之举，《铜陵市公路志》付梓出版，

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铜陵市公路志》资料翔实，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

述了铜陵公路建设和发展全过程，同时讴歌了广大职工披荆斩棘、知

识分子呕心沥血和公路建设者们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不断开拓进取

的精神。

历史在发展，交通在发展，随着《铜陵市公路志》的成书，铜陵公

路建设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张润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泱泱中华大地，悠悠五千年文明史，孕育造就了中国古铜都铜

陵，素有“八宝俱全”之誉，又以“江南鱼米之乡”著称的铜陵，雄踞黄

山、九华山、合肥三角中心地带，面临万里长江，背倚皖南腹地，襟江

带湖，人文荟萃，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地阜物华，其三千年青铜文化

史，闻名遐迩。

辑史写真，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省公路局统一

部署下开始编写的《铜陵市公路志》，系统地记载了铜陵市公路从无

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建设发展历程。解放前，铜陵仅有54公里土

公路，还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铜资源修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40来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公路部门

广大干群同全市人民一道，因地制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拼

搏，使全市通车公路达1086公里，19个乡镇中有18个乡镇达晴雨

通车，从根本上改变了铜陵市公路交通的落后面貌。城市道路、厂矿

专用公路纵横交错，衔接有致；以省道、县道、乡道、城市道路形成的

公路网络，使交通运输四通八达，为繁荣经济，巩固国防，促进城乡物

资交流，抢险救灾，发展旅游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铜陵市公路志》是一部区域性专业志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

则，广征博采，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公路建设、发展的过程，它包含了机

构沿革、人事变动、资金运用、养护管理、规费征收等方面的历史和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供后人参考、借鉴。

编写《铜陵市公路志》一书，把40年来的发展变化记录在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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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值此志书付梓出版之际，谨向为我们提供大量翔实资料和

大力支持的各兄弟单位、志士同仁，以及潜心编纂，呕心沥血的有关

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孟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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