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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从汉初起，固镇地域先后设置县(国)、郡、州等10余处，至唐咸亨三年

(672)废尽。自金承安四年(1 1 99)起，黄河屡次决口南下夺淮，导致水旱灾

害频繁而严重。
移

固镇自古扼南北交通之要冲，为皖东北之西南门户，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为了加强该地域的领导、管理和建设，经国务院批准，析宿县、灵璧县、五河

县和怀远县的边缘地区于1 965年7月1日成立固镇县。

然而，建县的第二天就遇到历史罕见的大水灾，次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

命”。十年浩劫，使刚刚起步的各项建设事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中共固镇县

委和县政府勇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于1 972年制订并实施。三一沟网化”

(即一万亩开挖一条大沟、一千亩挖一条中沟、一百亩挖-．条小沟)治水方案，

基本上消除了水旱灾害，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1 978年1 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锐意改革，开拓前

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连年增产，工业稳步前进，其它各业
持续发展。1 982年，固镇县一举跨入全国47个农业翻番县行列；初步解决了

人民的温饱问题。

盛世修志是我国文化史上独特的优良传统。1 982年2月起，县委成立编史

修志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同时开展地方党史和地方志工作。1 985年5月，县政

府分设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掀起了地方志工作的高潮。1 986年7月

23日，县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决议》。年底，县政府又决定

了《固镇县志》总编人选。至1 988年，县志办公室共搜集约1 000万字的翔实

史料，为县志总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固镇县志》在总纂过程中，得到兄弟

县、市和有关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受到省、市领导和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关

怀和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我寄意于全县人民和祖籍固镇之各方贤达、港

澳同胞、海外侨胞，恳请戮力尽智，共建固镇，以上慰列祖、下惠子孙。

《固镇县志》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编纂的我县第一部县志。由于卷帙浩繁，资料不

全，水平有限，差错缺漏之处在所难免，切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中共固镇县委书记陈德胜
1989年10月1日



凡 例

一 《固镇县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中国共产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自

年底的史实。为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貌，对上尽量追溯，对下

二本志首立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中设地理、

工业、供电、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工商管理

政府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医药卫生、体育、风俗

宗教、方言、杂志，人物等29个专志，末缀附录，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我县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基本概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和依据。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分别载人《大事记》和有

关专题，不另设专志记述。

四本志为已故的著名人物立传，以本籍人、现代人、正面人物为主．

五本志纪年，清代以前采用帝王年号纪年，中华民国采用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码书

写并以阿拉伯字码加注公元纪年(两位数以上省略“年”字)；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

伯字码书写。

六统计数字(引文除外)用阿拉伯字码书写。建县后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基本上来自

县统计局(缺者从各部门、单位补充)，产值为1980年不变价．

七 。建国前(后)”和。建县前(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和。固镇县建立前

(后)”的缩写；。本地”特指建县前(有时也泛指到建县后)的地域，。我县。专指建县后的地

域；。县政府”泛指各届人民政府；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12月召开的。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般省略时间。

八地名的随文注释，未加省份者均属安徽省，未加县份者均属固镇县。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全县各部门、单位和各区(镇)基层志稿，以及各级档案．报刊和

历代有关史志，为节省篇幅，文中不再详注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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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开发较早，夏商时期为淮夷之地，自汉初起先后设置谷阳县、渡国、汶县，谷阳

郡，高昌县、连城县、广平县、仁州、临淮郡、已吾县、临淮县、虹县、蕲县等，至唐咸亨

三年(672)废尽。自金承安四年(1199)起，黄河每每决口并南下夺淮，导致淮流倒灌浍

河，水旱灾害日趋频繁而严重。新中国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地域贫穷落后的面貌，经国务院

1964年10月31日第一百四十八次全体会议研究决定，析宿县、灵璧县、五河县、怀远县

之边缘交界部分，设置固镇县。1965年7月1日，固镇县正式建立。

固镇县位于安徽省北部，地处北纬33。10 7"-'33。30 7和东经117。02 7～117。36
7

之间；南濒北淝河与蚌埠市郊为邻，北抵沱河与灵璧县相望，东与五河县接壤，西南与怀远

县毗连，西北与宿县搭界；东西宽约47公里，南北长约5l公里，总面积约1450平方公

里．

固镇县现辖1个镇、8个区，50个乡、438个行政村。总人口478866人，其中男248215

人：女230651人，非农业人口34948人；主要是汉族，另有回族等11个少数民族。

固镇县是淮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低洼平坦，没有山。全县土地可分湖地，岗坡地，湾

地等3种类型。耕地面积121万亩，占总面积的55．2％；林地16万亩，占7．2％；水面

10．5万亩，占4．8％。

固镇县自北向南有4条河流，沱河、浍河、据河属潆潼河水系，北淝河属淮河水系，过

境总长156．5公里，水源较为丰富．地下水质量好，储量大，埋藏浅，易开发，适宜井灌。

‘固镇县地处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属于东部季风性气候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兼

有南、北方过渡类型的气候特点．全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农作物

以小麦、大豆，水稻、花生、油菜，芝麻、烟草为主。林业以杨、槐、椿、楝、泡桐为主。

家畜以牛、猪为主．家禽以鸡、鸭为主．水产以鳜鱼、鲫鱼、鲤鱼、螃蟹、珍珠为主。

固镇县建立2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1965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3873万元，至1981年底，平均每年需由国家回销粮

食392．94万公斤。补贴财政金额162．5万元。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固镇

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党的农村工作政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大胆进行改革，极

大地调动了城乡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1982年终于甩掉了。吃粮靠回

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穷帽子，一跃跨进了全国47个农业翻番县的先进行列。

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3105万元，是1978年的3．4倍，是建县时的7．7倍。

我县是个标准的农业县，但由于建县的第二年即遭逢。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再加上旱，

涝等自然灾害频繁交替，121万亩耕地竟养活不起40万农业人口。1978年，全县人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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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40元的穷队占l／3，没有现金分配的穷队占l／4，不少社队连起码的扩大再生产也难

-以维持。1979年起，县委、县政府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逐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发展专业化生产；调整生产结构(扩大“三油”、注重烟草，主攻小麦、开拓畜牧业、大

搞林网化)；扶持乡镇企业；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基本实现了。三一沟网化”，并逐步配套成

龙，终于改变农作物那种。淹不死渍死，渍不死荒死”的惨状，同时采取增加有机质为重点的

综合培肥土壤的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到1985年底，农业总产值达23117万元，是1978

年7433万元的3．1倍，是建县时3595万元的6．4倍。1985年，粮食总产量达37341．6万公

斤，是1978年11877．2万公斤的3．1倍，是1965年5390．6万公斤的6．9倍；平均亩产248

公斤，是1978年81．5公斤的3倍，是建县时31公斤的8倍；农民人均产粮784公斤，是

1978年280公斤的2．8倍，是建县时190公斤的4．1倍；1985年，油料总产量3341．6万公

斤。是1978年356．9万公斤的9．4倍，是建县时46．2万公斤的72．3倍。 ．’

我县有桑、枣，榆、柳、中槐、苦楝、臭椿、泡桐等乡土树种230余种，又先后引进刺

槐、加拿大杨、意大利杨、德国杨等良种50余种。县任桥苗圃为全省唯一的杨树良种繁育

基地，为全省大型重点苗圃之一。1985年，全县培育树苗3096亩，其中杨树占80％以上；

树木总数1520万棵，蓄积总量37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7．2％，基本达到了“三一林网

化”的要求。
“

我县工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建县之初仅有20家设备简陋的小企业(其中全民所有制

企业5家)，工业总产值278万元。到1985年底，工业企业已达187家(其中全民所有制企

业30家)，工业总产值达9990万元，是1978年2244万元的4．45倍，是建县时的36倍。

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值3582万元，是1978年1267万元的2．8倍，是建县时95万元的

37．7倍；乡镇企业126家，产值1536万元，是1978年431万元的3．56倍，是1966年15

万元的102．4倍。全县已形成机械、化学、建材、食品、纺织缝纫皮革、印刷造纸及文教用

品、木材木器加工等工业门类，能生产100余种产品，其中葡萄酒年产4229吨，畅销20余

个省、市、自治区；榨油机远销秘鲁共和国，为我县工业品出口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我县交通运输条件比较好．京沪铁路(复线)傍县城纵穿县境59公里，县内公路总长

189公里，并辅以浍河航运。1985年全县公路、水路货运总量115．29万吨，货运周转量

6891．4万吨公里，分别是1978年56万吨、900万吨公里的2倍和7．7倍，是建县时20万

吨、319万吨公里的5．8倍和21．6倍，客运总量528．65万人次，客运周转量13516万人次

／公里，比1980年增长70．4％。

1985年全县电话杆路总长321公里，安装电话机756部(其中县城384部)，比1980

年的596部增长26．8％；邮路总长184公里，农村投递线路1897公里，邮电业务总额

59．43万元，是1978年4l万元的1．4倍，是1965年9万元的6．6倍．‘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商业战线广大职工坚持改革，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在激烈

竞争中灵活经营，取得了显著成绩。1985年，县内商品纯购进总额13723万元，是1978年

3398万元的4倍，是建县时865万元的15．9倍。其中农副产品购进10091万元，是1978年

2672万元的3．8倍，是建县时567万元的17．8倍；外贸产品收购433万元，是．1970年259

万元的1．7倍。当年县内商品纯销售总额12786万元，是1978年2672万元的4．8倍，是建

县时1338万元的9．6倍。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5798万元，是1980年6504万元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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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其中农民对非农民零售额740万元，是1979年26万元的28．5倍。高档消费品和主要

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量的大幅度增长，反映了人民群众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一批农民

逐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进一步开拓了市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建县以来，财政收入累计为16078．77万元，其中1985年1590．93万元，是1978年731．37

万元的2．2倍，是建县时221．97万元的7．2倍：财政支出累计为16428．59万元，其中1985年

为1955．54万元，是1978年l 139．17万元的1．7倍，是建县时352．25万元的5．6倍。

金融事业充分发挥了促进经济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作用。1985年，人民银行年末贷款余

额17339万元，是1978年3381万元的5．1倍，是1965年1998万元的8．7倍；存款余额

5490万元，是1978年927万元的5．9倍，是1965年200万元的27．5倍。1985年保险业务

有了较好的发展，财产保险总额15843．5万元；保险费收入42．92万元，是1982年7．76万

元的5．5倍。

建县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939万元，其中1985年1522万元，是1978年243万元

的6．3倍，是建县时163万元的9．3倍；新增固定资产4768万元，其中1985年846万元，

是1978年193万元的4．4倍，是建县时163万元的5．2倍。在“六五”期间，城镇建设财政投

资334．7万元(另由部门投资约1500万元)，比“五五”期间增加231．7万元。县城新(扩)

建和整修道路10条，总长15．6公里，安装路灯113盏，砌路边石10公里，埋设下水道9

公里，修过路涵ll处，兴建自来水厂并铺设水管9．2公里，栽绿化树1．5万棵。同时有步

骤地对农村49个集镇进行了初步规划和整顿，城乡面貌大为改观。

1985年全民所有制职工总数15708人，比1978年的10672人增长47％，是建县时

4549人的3．5倍；其中固定工9589人，比1978年7707人增长24％，是建县时4032人的

2．4倍。全民职工年工资总额1218．8万元，是1978年499．5万元的2．4倍，是建县时169．4

万元的7．2倍；其中固定工850．8万元，是1978年389．76万元的2．2倍，是建县时157．34

万元的5．4倍。全民职工人均月工资“．66元，比1978年的39元增长45．8％，是建县时3l

元的2倍；其中固定工人均73．94元，比1978年的42．14元增长75．5％，是建县时32．52元

的2．3倍。1985年城镇个体劳动者713人，是1979年103人的6．9倍，是建县时290人的

2．45倍。城镇储蓄存款年末余额1282万元，是1984年的1．5倍。1985年农业劳动力

199280人，比1978年的151071人增长32％，比建县时的123734人增长61％；农村经济

总收入28176万元，是1978年3713万元的7．6倍，是1971年2550万元的11倍；纯收入

18016万元，是1978年2172万元的8．3倍，是1971年1639万元的ll倍；农业人均收入

410元，是1978年94元的4．4倍，是1971年8l元的5倍；农村储蓄存款1571万元，比上

年增加39％。建县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主

食细粮化(俗称一块“白面馍”)的美好夙愿变成了现实，。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

活”的艰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住宅条件也大为改观，职工家庭正由砖瓦房向楼房发展，农村

家庭也由草房向砖瓦房稳步前进。人均住房约6平方米，其中职工人均约5平方米。目前，

少数家庭对温饱型的生活水平并不满足，开始向。吃饭讲营养，穿戴讲漂亮，住房讲宽敞，

家具讲高档”的富裕型水平努力奋斗． ·

。六五”期间对教育投资达1935．8万元，

万元。各类学校校舍已达19．97万平方米，

是。五五”期间970．8万元的2倍；群众集资376

其中小学12．85万平方米，基本上做到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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