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淮南早有铁路。1911年从大通煤矿到田家庵

淮河码头就有了轻便轨道，马拉着煤车在轨道上滑行，

这就是淮南最早的“铁路线”。这就像电影《让子弹飞》

的画面一样，几匹马拉着火车跑。当然，所装载的不是

好“吃火锅唱着歌”的人，而是黑乎乎的煤，因此，它没有

得到“安徽省的第一条铁路”的美誉。

1911年 最早的火车是马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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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第一条铁路的建设历程
被称为“安徽省的第一条铁路”的是淮南铁路，起点站是淮河岸边的田家庵，终点站是芜湖裕溪口，全长214

公里。20世纪20年代末期，国民政府在淮南开矿，为此就筹建淮南煤矿专用铁路，把淮南的煤炭运到长江边，

加强皖北、皖中和皖南的联系，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

阚绪良

历史
一周

1937 年日军入侵，为配合国民政府的战略需要，

该路奉令被破坏。

1938 年 7 月，淮南铁路沦入日军之手，路矿被日

军恢复使用。1941 年日军又把水家湖至裕溪口一段

轨道拆除，其材料移建为水家湖至蚌埠支线，和津浦

路接轨。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蚌支线遭其大肆破

坏，桥梁轨枕荡然无存，车站等建筑全被焚毁，只有田

家庵至水家湖之间二十七公里的线路完好无损。同

年 10 月，接收委员会在吴竞清和胡卫中等的率领下进

行接收工作。当时除了二十七公里的线路外，还有 6

台机车、10 辆客车、253 辆货车可以勉强使用。11 月接

收完毕，淮南铁路局成立，吴竞清任局长，胡卫中、宁

树藩为副局长，修复工作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水家湖至蚌埠一段长约61公里，在华中铁道管理委

员会的协助之下，它的修复工作1946年春开始，同年5月

下旬完工，6月 1日正式通车。由于当时时间仓促等原

因，修复得不够理想，仅能维持通车，每遇洪水就会发生

事故，不能充分使用。

1937年 为抗战遭到破坏

淮南铁路建设由当时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程士范

主持，程士范骑着毛驴勘察线路，餐风露宿，精心筹划，

编制出每公里4万元的计划，制订分段修建、分段运营、

三年建成的经济方案。路基按正规铁路设计，却铺上窄

轨距的轻轨和枕木，这样既降低了造价，又为日后的改

造留下余地。1933年冬季开始勘测，1934年6月正式开

工，1935年 12月 12日竣工，1936年 1月通车，耗资450万

元。该铁路造价低，建设速度快，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

有的。因为有津浦铁路在先，按当时路权惯例，已修好

的铁路线附近200公里内不得再建平行铁路。因此，程

士范把原定的“通江铁路”改称“淮南煤矿铁路”，巧妙地

解决了侵权问题。

1936年 第一条铁路耗资4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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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
《中美望厦条约》签订

1844年7月3日，美国专使顾盛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

门附近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这是美国侵略中国

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通过此约，美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所攫取的一切特权，而且规定了许

多其他特权，更加破坏了当时中国的主权和独立。

7月4日
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1904 年 7 月 4 日清晨，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 273

名贡士，从中左门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

等种种仪式礼节，准备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

这是３年一度的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清廷于

次年宣布废科举，因此，此次甲辰科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

后一次科举考试。

7月5日
王稼祥首提“毛泽东思想”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

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

在这篇文章里，王稼祥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

念。

7月6日
上海百万军民庆祝解放

1949年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市近百万军民

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

学生、工人等手持鲜花、锦旗，敲锣打鼓从市区涌上街

头，秧歌队，安塞腰鼓，一个个精彩的庆祝节目伴随着阵阵

鞭炮，使整个上海沸腾起来。

7月7日
上海设市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政府颁布《特别市

组织法》，宣布上海设立“特别市”，隶属于国民政府，任命

黄郛为第一任市长，这是上海设市之始，也是全国第一批

建市的城市。

7月8日
“网民”一词诞生

1998年7月8日，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第

二批 56 个信息科技名词，其中“互联网的用户”的中文名

称被确定为“网民”。

7月9日
中国首次赴北极考察

根据中国-加拿大恐龙合作考察计划，董枝明和余超

两位同志于1986年7月9日与5位加拿大科学家同赴加拿

大北极地区考察 25 天，这是我国科学考察人员第一次考

察北极地区。

1949年 1月，淮南、蚌埠两地相继解放，淮南铁路从

此迎来了历史的新篇章。1949年11月，铁道部下令撤销

淮南铁路局，把它并入蚌埠铁路分局。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在中取华东、开辟第二通道的战略部署下，阜阳至

淮南新线1986年底建成通车。1992年阜淮线复线、淮南

线复线修建，单线变双线，运输能力提高了一倍。1995

年阜淮、淮南两条干线在淮南境内的线路全部更换为每

米60公斤的重型钢轨。

当前，淮南线电气化改造正在进行，电气化改造完

成后，淮南线就能满足电力机车和动车组的运营要求，

使皖北地区和皖江城市带、长三角经济圈连接起来，也

和京沪铁路、宁西铁路、合九铁路、沪汉蓉铁路以及合

宁、合武、合蚌、合福等铁路线相衔接，形成安徽和东南

沿海地区紧密联系的铁路运输网。

1949年 铁路迎来历史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