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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志是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编修工作中的新课题，修志史’_i矗，
¨ ’．

。⋯

上无成例可资借鉴。新方志编修实践表明，各地编修政府志都经历了

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志书也各具特色o

《合肥市政府志》编修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为指导，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

是的态度，客观地记录、反映历史，既反映成就，也反映曲折和失误，

但都力求反映历史原貌，不对历史评头论足。

志书除概述和附录外，共设2章，按章、节、目3个层次设置。第一章

为市政府机构。该章除记载了政府的机构沿革、职位、工作机构外，还

设置了关于市政府职权的内容，在决策方式栏目，力求将市政府的决

策体制、工作原则和方式勾勒一个轮廓。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第二

章为政务纪略。该章是志书的重点，沿用旧志体例，横排竖写，分行业

记载。着眼于市政府的行政行为，记载了市政府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

策、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部署的情况，记载了市政府结合本市实际，

作出的重要决策和工作部署，并适当反映取得的效果。

志书的资料征集主要来源于省、市档案馆，在编修过程中参阅了

各种史志资料20多种。参照使用的资料一般都作比较鉴别工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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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主。

志书使用语体文，尽量减少评价性语言和修饰性词语；保留记

当时的一些语言风格、特点，减少“空话”、“套话”和口号式语言，力求

语言文字精炼、简洁。

志书记载的时限上自1949年1月合肥解放，下限截至1985年12月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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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之际，《合肥市政府志》与读者

见面，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早在黄帝时期，即以“食

足货通’’为政首。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几千年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及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统治者们，不可能把发展经济、富裕人民真

正作为为政的第一要务，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阶级的局限。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秉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民富国强050年是历史的一瞬，然而

这50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走向自强的历史。合肥这

座古老而又年青的城市，经过50年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

市建成区面积由5．2平方公里发展到120平方公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63倍，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合肥的发展是祖国前进和发展的一个

缩影o《合肥市政府志》不仅反映了合肥发展的重要足迹，也可从中听

到祖国前进的历史脚步声。《合肥市政府志》出版的意义大致于斯。

中华民族有盛世修志的传统。通读《合肥市政府志》，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志书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客观真实地

反映了历届政府在市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以及结合合肥实际，制订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情况，记载了市人

民政府组织带领全市人民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光辉历

程。修志的同志较好地运用史志的一些手法，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去粗取精的工作。志书不仅较好地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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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经验，也实事求是地记录了曲折和失误，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充分体现了“秉笔直书"的精神。史志编修，可施“匠心"，不可用

“妙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忠于历史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新的世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

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改革开放，繁荣富强。全市各

级政府的同志们，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的

头脑，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指导各项工作。同时，要加强科学文

化知识的学习，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时代的前列，精谋

良策，勤奋工作，为把合肥尽快建成现代化大城市多作贡献。



概 述

合肥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合肥因地处吴头

楚尾，在经济和军事上历来具有重要地位。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解放合肥。从此，合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当

家作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合肥，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o

1949。1952年，为3年经济恢复时期。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各级政权

机构，吸收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新秩序。合

肥解放初期，市政府广泛发动和组织社会各界人民群众支援中国人

民解放军渡长江作战，继而开展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保卫人

民民主政权。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在农村组织互助合作运动，引导

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各

项社会事业，建设和管理城市。在中共合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领导

下，合肥人民经过3年多的艰苦创业，建立和巩固了政权，经济和社会

事业获得恢复和发展，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

自1953年起，合肥市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市人民

政府(市人委)领导和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在郊区农村全面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并于1958年建立人民

公社。合肥市城乡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合肥市始终把发展工业当作经济工作的重点，通过投资建

设、对私改造、接受上海援助等，兴建了一大批工业企业，初步奠定了

合肥市机械、轻纺、化工等工业基础。与此同时，积极发展科教文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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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社会事业，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兴教育事业，兴办中、小学

校和开展职工业余教育、扫除文盲等活动，并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和思

想政治工作。挖掘整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艺曲目，全面发展

文化艺术事业。贯彻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的方针，深入持久地开展群

众性爱国卫生运动，逐步建成医疗和疾病预防网络机构，保护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普遍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城市建设

贯彻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重点建设城市道路、桥梁、

工业区道路网和防洪工程，并着手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第一个五年

计划期间，合肥市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一座新兴工业

城市初具规模。

经过3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合肥市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蕴藏

着极大的建设热情。但由于对经济规律认识不足，中央和地方不少负

责人急于求成，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1958年全国范围内

掀起“大跃进"运动，合肥市国民经济计划提出工业、农业、商业等经

济管理部门实行“两本帐"，盲目追求高速度、高产量。合肥市工业大

跃进客观上促进了冶金、机械、化学等工业发展，但造成了国民经济

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国家资产的巨大浪费。农业大跃进中一

味追求“一大二公"，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在广大农村造成了严重恶

果o 1961年下半年，合肥市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

规模压缩基本建设，撤并工厂和压缩精简城市人口。到1963年，工业结

构性调整大体完成。调整后的工业进入稳步发展阶段，重点发展冶

金、化学、机械、建材、食品、纺织、皮革工业。工业企业普遍开展以“五

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运动和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降低消耗和

提高工业经济技术水平o 1961年下半年，农村开展整社，逐步实行以生

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刹住共产风、浮夸风，停止不讲科学的农具改

革运动，推广适用农业技术，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合肥市国民经济

经过调整，进入稳定发展阶段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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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政府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o“文革"初期，合肥地区工厂停产“闹

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造反派进行全面夺权，各级政权机构瘫

痪，社会秩序混乱o1967年3月，人民解放军对合肥市实行军事管制，开

始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o 1968年4月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o“文

化大革命"期间，市革委会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机关、工厂、学校、

农村等各个领域开展“斗、批、改"o城市部分文化艺术团体、中学和医

疗机构一度被压缩或下迁农村。城市高、初中毕业生和部分居民下放

农村插队落户。工业重点发展基础工业，持久开展学大庆运动。农村

实行单一集体经济，农业以粮为纲，持久开展农业“学大寨、赶郭庄、

超纲要"运动o“文化大革命"期间合肥市经济和社会事业遭到很大破

坏，工农业生产虽然有所增长，但发展速度缓慢，同时暴露出单一计

划经济管理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病，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已势在必行。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合肥市进入新

的发展时期。中共合肥市委、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

政策，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全市农村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推广

农业新技术，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

发展乡镇企业，农村生产力获得很大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积极贯彻中央“调整、整顿、改革、提

高"方针，调整工业内部结构，重点发展轻工、家电、纺织和建材工业，

把企业管理的重点放到提高效益上。全面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并采取

“大面积、小规模"办法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提高了工业

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a：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简政放

权，改革工业企业管理体制，取得明显成效。贯彻计划管理为主、市场

调节为辅方针，改革商业流通管理体制，并逐步放开商品经营，合肥

市城乡市场空前繁荣、活跃。广开就业门路，多渠道、多形式安置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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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业青年和上山下乡回城青年就业。纠正长期“重生产、轻生活"的错

误倾向，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投入，积极解决城市建设历史欠帐问

题，首先解决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住房难、乘车难、理发难、

洗澡难、上厕所难"等各种突出矛盾o 1983年始，市人民政府开始探索

旧城改造的新路子，发动社会力量，以开发经营的办法改造旧城。合

肥市率先实行的“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成片改

造旧城的做法，打破了长期实行的建设单位分散建设、各自为政的建

设体制。旧城改造促进了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道路、供水、供

气、供电、通信、园林绿化、居民住宅建设等都有较大较快发展，也为

全国旧城改造创造了新鲜经验。加强城市各项管理工作，逐步建立

“门前三包"、“百米一岗”、“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等管理制度，城市管

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思想文化领域，拨乱反正，全

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大力发展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

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恢复考试、升学制度，开展教育、教学改

革，提高教育质量。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职业教育和职工教育，适应

现代化建设需要。贯彻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改革科技管理

体制，实行科技成果有偿转让，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落实文艺和

文艺工作者的政策，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事

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种犯罪

活动。合肥市社会秩序良好，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称

号。加大计划生育工作力度，提倡优生优育和城市、农村一对夫妻只

生一个孩子，降低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o 1976。1985年间，市人

民政府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执

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各项政策，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领导和

组织全市人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

就，综合实力增强，城乡面貌一新，为合肥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建设现代化大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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