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地方志丛书

无为县志
Wu Wei Xian。 Zhi

整塾 一一!．!J-‘{奠





(京)新登字028号

特约编审
责任编辑

扉页题字

张雨青

张恺帆

无为县志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一_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装

———————————————————————————一。
78#X1092 1／16开本 印张42．8 1042千字

印数00001—2000

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一
ISBN7～80050--484--0／K·44定价：60元

———————————————————————————一。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序o⋯⋯⋯⋯⋯⋯⋯⋯-··；⋯·”⋯⋯⋯⋯!⋯⋯⋯⋯⋯⋯⋯⋯⋯⋯⋯⋯⋯⋯⋯⋯⋯⋯⋯(I)
、

凡例?⋯⋯⋯⋯⋯⋯⋯⋯··”⋯·?⋯⋯⋯⋯⋯⋯⋯⋯⋯⋯·⋯·”⋯·⋯⋯⋯⋯⋯⋯⋯⋯(I)

概述⋯”⋯⋯⋯⋯⋯⋯⋯⋯⋯⋯⋯⋯⋯⋯⋯⋯⋯⋯⋯⋯⋯⋯⋯⋯⋯⋯⋯⋯⋯⋯⋯·(I)

大事记⋯⋯⋯⋯⋯⋯⋯⋯⋯·：⋯⋯⋯⋯⋯⋯⋯⋯⋯⋯⋯⋯⋯⋯⋯⋯⋯⋯⋯_⋯⋯⋯·．(5)

第一章建置区划⋯⋯⋯⋯·：⋯⋯⋯·(42)

第一节建置沿革，⋯DQD@QO⋯⋯⋯⋯(42)

一、位置面积⋯⋯⋯⋯一⋯⋯⋯(42)

二、建置隶属⋯⋯⋯⋯⋯⋯⋯⋯(42)

第二节境域变迁¨⋯⋯⋯⋯⋯⋯(43)

第三节行政区划⋯⋯⋯⋯⋯⋯⋯(43)

一、宋元明清时期⋯⋯⋯⋯⋯．．．(43)

二、民国时期⋯⋯⋯⋯⋯⋯⋯·，·(44)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45)

第四节县城⋯⋯⋯⋯⋯⋯⋯⋯(52)

一、沿革⋯⋯⋯⋯⋯⋯⋯⋯⋯(52)

二、县城区划⋯⋯⋯⋯⋯⋯⋯⋯(52)

三、无城镇⋯⋯IO g"D⋯⋯⋯⋯⋯，(53)

第五节区乡镇概况⋯⋯⋯⋯k⋯(54)

一、无城镇⋯⋯⋯；⋯⋯⋯⋯⋯”(54)

二、襄安镇⋯⋯⋯⋯⋯⋯m⋯⋯(54)

三，二坝镇⋯“⋯⋯⋯⋯⋯⋯⋯(55)

四、严桥区⋯⋯⋯⋯⋯小⋯t⋯”(56)

五、开城区⋯⋯⋯⋯⋯⋯⋯⋯⋯(58)

六、蜀山区⋯⋯⋯⋯⋯⋯⋯⋯⋯(60)

七、．牛埠区⋯⋯⋯⋯⋯⋯⋯⋯⋯(62)

八、石涧区⋯⋯⋯⋯⋯⋯⋯⋯⋯(64)

九、襄安区⋯⋯⋯⋯⋯⋯⋯⋯⋯(66)

十、陡沟区⋯⋯⋯。⋯⋯⋯⋯⋯(68)

十一、泥汊区⋯．．．⋯⋯⋯⋯⋯⋯(70)

十二、白茆区⋯⋯⋯⋯⋯⋯⋯⋯(72)

十三、汤沟区⋯⋯⋯⋯·：⋯⋯⋯·(73)

第二章自然环境⋯⋯⋯⋯⋯⋯⋯⋯(76)

第一节地-质⋯⋯⋯⋯⋯⋯⋯⋯(76)

一、地层⋯⋯⋯⋯⋯⋯⋯⋯⋯(76)

二、岩浆岩⋯⋯⋯⋯⋯⋯⋯⋯⋯(79)

三、地质构造⋯⋯⋯⋯⋯⋯⋯⋯(79)

四、矿产⋯⋯⋯⋯⋯⋯⋯⋯⋯(80)

第二节地貌⋯⋯⋯⋯O·O D·Q@O@⋯(83)

、一、平原区⋯⋯⋯⋯⋯⋯⋯⋯一(83)
二、低山丘陵区⋯⋯⋯⋯⋯⋯⋯(84)

第三节气候⋯⋯⋯⋯⋯⋯⋯⋯(84)

一、四季特征⋯⋯⋯⋯⋯⋯⋯⋯(84)

二、温度⋯⋯⋯⋯⋯⋯⋯⋯⋯(84)

三、降雨量⋯⋯⋯⋯⋯⋯⋯⋯⋯(85)

四、辐射 日照蒸发⋯⋯⋯⋯(89)

五、霜雪．．．⋯⋯⋯⋯⋯⋯⋯⋯(89)

·六，风⋯⋯⋯⋯⋯⋯⋯⋯⋯⋯⋯(90)

七、灾害性天气⋯⋯⋯⋯⋯⋯⋯(90)

第四节水文⋯⋯⋯⋯⋯⋯⋯⋯(91)

一、长江⋯⋯⋯⋯⋯⋯⋯⋯⋯(91)

’二、内河湖泊⋯⋯⋯⋯⋯⋯⋯(92)

三，地下水⋯⋯⋯⋯⋯⋯⋯⋯⋯(93)

第五节土壤⋯⋯⋯⋯⋯⋯⋯⋯(93)

。一、水稻土土类：⋯⋯⋯⋯⋯⋯”(93)

二、潮土土类⋯⋯⋯⋯⋯⋯⋯⋯(94)

三、黄棕壤土类⋯⋯⋯⋯⋯⋯⋯(9．1)

四、紫色土土类⋯“⋯．⋯⋯⋯⋯·(94)

五、石灰(岩)土土类⋯⋯⋯⋯(94)

厂厂
≯

鍪

。簟■历

一。≯。

。

翟巧fI：

o+

Ⅻ嗡孓《l。w纫||蔫



一2一无为县志

第六节植被⋯⋯⋯⋯⋯⋯⋯⋯(98)

第七节动物植物⋯⋯⋯⋯⋯⋯’(99)

一、野生动物⋯⋯⋯⋯⋯⋯⋯⋯(99)

二、野生植物⋯⋯⋯⋯⋯⋯⋯⋯(99)

第八节灾害⋯⋯⋯⋯⋯⋯⋯⋯(100)

第三章人口⋯⋯⋯⋯⋯·⋯⋯⋯·(J 05)

第一节人口规模⋯⋯⋯⋯⋯⋯一(i05)
一、数量⋯⋯⋯⋯⋯⋯⋯⋯⋯(1 05)

二、分布与密度⋯⋯⋯⋯⋯⋯·一(1 07)

附：县直属镇户口变化情况

···⋯·⋯··⋯一·⋯⋯·⋯··⋯(109)

第二节人口结构⋯⋯⋯⋯⋯⋯⋯”(I 12)

一、民族⋯⋯⋯”⋯．¨⋯⋯⋯(1 12)

二．性别年龄·～哆⋯⋯⋯⋯⋯(1 12)

附：百岁老人一·一⋯⋯⋯⋯·”(¨2)
三，文化程度⋯⋯⋯⋯⋯⋯⋯⋯(I 15)

四、行业与职业⋯⋯⋯⋯⋯⋯⋯(1 15)

第三节．人口控制⋯⋯⋯⋯⋯⋯⋯(I 15)

第四节家庭婚姻⋯⋯⋯⋯⋯⋯(1 18)

一、家庭⋯⋯⋯⋯⋯⋯⋯⋯·(I 18)

二，婚姻⋯⋯⋯⋯⋯．．．⋯⋯⋯(1 18)

三，，姓氏⋯⋯⋯⋯⋯⋯⋯⋯⋯(1 18)

第五节人口消费⋯⋯⋯⋯⋯⋯一(1 19)

一、收入状况⋯⋯⋯⋯⋯⋯⋯⋯(1 19)

’二、消费水平⋯⋯⋯⋯⋯⋯⋯⋯(120)

第四章农业⋯⋯⋯⋯⋯⋯⋯⋯⋯(1 23)

第一节生产关系⋯⋯⋯一⋯⋯⋯(123)
一、封建土地占有”·，⋯⋯⋯”一(I 23)

二。土地改革⋯⋯⋯·”⋯⋯⋯”(1 23)
三，农业互助合作⋯⋯⋯⋯⋯·(125)
四．人民公社⋯⋯·一⋯⋯⋯⋯⋯(1 26)

五．联产承包责任制⋯⋯⋯⋯”(128)
第二节农作物的分布与产量⋯·一；(I 28)

一、分 布⋯⋯⋯一～⋯⋯一(128)
二，产量⋯”·⋯”⋯一一⋯⋯(I 29)

第三节农技农艺·一⋯——一⋯·一一一(135)

一。耕作制度⋯⋯⋯⋯⋯⋯(1 35)

二、土壤改良⋯⋯⋯⋯⋯⋯⋯·(136)
三．良种繁育与推广⋯⋯⋯⋯”(I 36)

四、栽培技术⋯⋯⋯⋯⋯⋯⋯⋯(140)

五，作物保护⋯⋯⋯⋯⋯⋯⋯·(140)
第四节农机具⋯·⋯⋯⋯⋯⋯⋯(1 42)

一、概况⋯⋯⋯⋯⋯⋯⋯⋯”(142)
二、排灌机械⋯⋯⋯⋯⋯⋯⋯⋯(143)

三，耕作机械⋯⋯⋯⋯⋯⋯⋯”(I 43)

四、加工机械⋯·⋯⋯⋯⋯⋯⋯(143)
五，运输机械⋯⋯⋯⋯⋯⋯⋯⋯(1 43)

六，收获机械⋯⋯⋯⋯⋯⋯⋯～(143)

七，种植机械⋯⋯⋯⋯⋯⋯⋯⋯(144)

八、植保机械⋯⋯⋯⋯⋯⋯⋯·”(144)

第五节土特产⋯⋯⋯⋯⋯⋯⋯”(144)
一、席草⋯⋯⋯⋯⋯⋯⋯⋯⋯(144)

二，荸荠⋯⋯⋯⋯⋯⋯⋯⋯一(1 44)

三、田藕⋯⋯⋯⋯⋯⋯⋯⋯⋯(144)

四、茶 叶⋯⋯⋯⋯⋯⋯⋯⋯⋯(144)

五、蚕桑⋯⋯⋯⋯⋯⋯⋯⋯⋯(145)

六、烟叶及其他产品⋯⋯⋯⋯⋯(145)

第六节园艺作物⋯⋯⋯⋯⋯⋯⋯(1 46)

一、果树⋯⋯⋯⋯⋯⋯⋯⋯·(146)
二，蔬菜⋯⋯⋯⋯⋯⋯⋯⋯·”(146)

三，瓜类⋯⋯⋯⋯⋯⋯⋯⋯·一(147)

第七节农业外资项目⋯⋯⋯⋯⋯(147)

第八节畜禽生产⋯⋯⋯⋯⋯⋯·u<148)

一、家畜⋯⋯⋯⋯⋯⋯⋯⋯⋯(148)

二、家禽·一一⋯⋯⋯⋯·～⋯(149)
三、其他品类⋯⋯⋯⋯⋯⋯t一<151)
四、饲草饲料．．．，⋯⋯⋯⋯⋯一(151)
五、疫病及防治⋯⋯⋯⋯⋯·～(151)

第五章水产⋯⋯⋯⋯⋯⋯⋯⋯·(153)
第一节资源⋯⋯⋯⋯⋯⋯(153)
第二节捕捞⋯⋯⋯⋯⋯一一·”(153)
第三节养殖一一⋯⋯··⋯⋯””，(1 54)

一、鱼苗鱼种⋯⋯．．⋯⋯⋯⋯(154)
二．成 鱼⋯～⋯-．．⋯”⋯⋯·(154)
三。其他～～一一·～一”一～⋯(1 54)

附：县水产养殖场⋯⋯⋯⋯“(155)
第四节渔业技术⋯⋯⋯一⋯—～、(1 55)

一、张捕鱼苗⋯·一一⋯⋯一·?一～7(／55)

／

_l学l

g_目霞象H崖一p

缫懈

，_{

l《。$!’二、弋
。。

盏

二_

一

篓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一3一

二、人工繁殖鲤鱼苗⋯⋯⋯⋯⋯

．三、人工繁殖家鱼苗⋯⋯⋯⋯⋯

四、鱼苗、鱼种词养⋯⋯⋯⋯⋯

五、稻田养鱼⋯⋯⋯⋯⋯⋯⋯⋯

六、引进新品种⋯⋯⋯⋯⋯⋯⋯

七、鱼病防治⋯⋯⋯⋯⋯⋯⋯⋯

第五节渔政管理⋯⋯⋯⋯⋯⋯⋯

第六章林业⋯⋯⋯⋯⋯⋯⋯⋯⋯

第一节资源⋯⋯⋯-．．⋯⋯⋯⋯

第二节植树造林⋯⋯⋯⋯⋯⋯⋯

第三节山林管理⋯⋯⋯⋯⋯⋯⋯

一、山林权属⋯⋯⋯⋯⋯⋯⋯⋯

二、管理组织⋯⋯⋯⋯⋯⋯⋯⋯

三、病虫害防治⋯⋯⋯⋯⋯⋯⋯

第四节苗圃林场⋯⋯⋯⋯⋯⋯⋯

一、国营苗圃⋯⋯⋯⋯⋯⋯⋯⋯

．二、国营林场⋯⋯⋯⋯⋯⋯⋯⋯

三、集体林场⋯⋯⋯⋯⋯⋯⋯⋯

第七章水利⋯⋯⋯⋯⋯⋯⋯⋯⋯

第一节圩区建设⋯⋯⋯⋯⋯⋯⋯

一、堤坝及圩内治理⋯⋯⋯⋯⋯

=、涵闸斗门⋯⋯⋯⋯⋯⋯⋯⋯

三、排灌设施⋯⋯⋯⋯⋯⋯⋯⋯

第二节低山丘陵区建设⋯⋯⋯⋯

一、塘坝⋯⋯^⋯⋯⋯⋯⋯⋯·

二、水库⋯⋯⋯⋯⋯⋯⋯⋯⋯

三，提水工程⋯⋯⋯⋯⋯⋯⋯⋯

四、水土保持⋯⋯⋯⋯⋯⋯⋯⋯

第三节河道治理⋯⋯⋯⋯⋯⋯⋯

一、西河⋯⋯⋯⋯⋯⋯⋯⋯⋯

二、裕溪河⋯⋯⋯⋯⋯⋯⋯⋯⋯

三、永安河花渡河⋯⋯⋯⋯⋯

四、一般支岔河⋯⋯⋯⋯“⋯⋯

第四节夏防纪要⋯⋯⋯⋯⋯⋯⋯

一、防汛⋯⋯⋯⋯⋯⋯⋯⋯⋯

二、抗旱⋯⋯⋯⋯⋯⋯⋯⋯⋯

第八章无为大堤⋯⋯⋯⋯⋯⋯⋯⋯

第一节大堤形成⋯⋯⋯⋯⋯⋯．．．

第二节岸堤演变⋯⋯⋯⋯⋯⋯⋯

(155)

(155)

(156)

(156)

(156)

(156)

(157)‘

(160)

(160)

(16I)

(165)

(165)

(166)

(166)

(168)

(168)

(1-68)

(·169)

(1 71)

(171)

(171)

(179)

(183)

(185)

(185)

(185)

(186)

(187)

(187)

(187)

(188)

(188)

(188)

(189)

(189)

(I 90)

(192)

(192)

(196)

一、江岸变迁⋯⋯⋯⋯⋯⋯⋯⋯(196)

二、江堤演变⋯⋯⋯⋯⋯⋯⋯⋯(196)

三、洲渚变化⋯⋯⋯⋯⋯⋯⋯⋯(197)

第三节护堤设施⋯⋯⋯⋯⋯⋯⋯(197)

一、支水分流种洲挖洲⋯⋯⋯(197)

二、填塘固基抛石保坍⋯⋯⋯(198)

三、外铺内导锥探灌实⋯⋯⋯(198)

四、林带芦洲护坡防浪⋯⋯⋯(198)

五、其他⋯⋯⋯⋯⋯⋯⋯⋯⋯(199)

第四节排灌工程⋯⋯⋯⋯⋯⋯⋯(202)

第五节雨情水势⋯⋯⋯⋯⋯⋯⋯(202)

第六节管理机构⋯⋯⋯⋯⋯⋯⋯(204)

第九章工业⋯⋯⋯⋯⋯⋯⋯⋯⋯(206)

第一节概况⋯⋯⋯⋯⋯⋯⋯⋯(206)

第二节改造私营工业、手工业

⋯⋯⋯·⋯···⋯⋯⋯⋯·····(206)

一、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206)

二、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207)

第三节经营体制⋯⋯⋯⋯⋯⋯⋯(207)

一、经委系统工业⋯⋯⋯⋯⋯⋯(207)

二、二轻系统工业⋯⋯⋯⋯⋯⋯(208)

三、乡镇企业⋯⋯⋯⋯⋯⋯⋯⋯(209)

四、部门工业⋯⋯⋯⋯⋯⋯⋯⋯(210)

第四节工业门类⋯⋯⋯⋯⋯⋯⋯。(214)

一、煤炭采选业⋯⋯⋯⋯⋯⋯⋯(214)

二、食品制造业⋯⋯⋯⋯⋯⋯⋯(215)

附：无为板鸭⋯⋯⋯⋯⋯⋯⋯(216)

三、纺织工业⋯⋯⋯⋯⋯⋯⋯⋯(216)

四、缝纫工业⋯⋯⋯⋯⋯⋯⋯⋯(217)

五、建材工业⋯·⋯⋯⋯⋯⋯⋯”(217)

六、金属制品工业⋯⋯⋯⋯⋯⋯(218)

七、机械工业⋯⋯⋯⋯⋯⋯⋯⋯(218)

八、家具制造业⋯⋯⋯⋯⋯⋯一·(219)

九、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1 9)

十，塑料制品工业⋯⋯⋯⋯⋯⋯(219)

第五节重点企业介绍⋯⋯⋯⋯⋯(220)

一，经委系统企业⋯⋯⋯⋯⋯⋯(220)

蚕嬲一



4一无为县志

二、二轻系统企业⋯⋯⋯⋯⋯⋯

附：剔墨纱灯⋯⋯⋯⋯⋯⋯⋯

三、乡镇企业⋯⋯⋯⋯⋯⋯⋯⋯

四、部门企业⋯⋯⋯⋯⋯⋯⋯⋯

第十章电业⋯⋯⋯⋯⋯⋯⋯⋯⋯

第一节发电⋯⋯⋯⋯⋯⋯⋯⋯

第二节输电配电⋯⋯⋯⋯⋯⋯⋯

一、输电线路⋯⋯⋯⋯⋯⋯⋯⋯

二、变电所⋯⋯⋯⋯⋯⋯⋯⋯⋯

三、配电设施⋯⋯⋯⋯⋯⋯⋯⋯

四、电力调度⋯⋯⋯⋯⋯⋯⋯⋯

第三节用电⋯⋯⋯⋯⋯⋯⋯⋯

一、用电结构⋯⋯⋯⋯⋯⋯⋯⋯

二、营业⋯⋯⋯⋯⋯⋯⋯⋯⋯

三、用电管理⋯⋯⋯⋯⋯⋯⋯⋯

第十一章交通⋯⋯⋯⋯⋯⋯⋯⋯

第一节陆路交通⋯⋯⋯⋯⋯⋯⋯

一、公路⋯⋯⋯⋯⋯⋯⋯⋯⋯

二、车辆⋯⋯⋯⋯⋯⋯⋯⋯⋯

三、运输⋯⋯⋯⋯⋯⋯⋯⋯⋯

附：铁路⋯⋯⋯⋯⋯⋯⋯⋯

第二节水路交通⋯⋯⋯⋯⋯⋯⋯

一、斌遭⋯⋯⋯⋯⋯⋯⋯⋯⋯

二、船舶⋯⋯⋯⋯⋯⋯⋯⋯⋯

三、运输⋯⋯⋯⋯⋯⋯⋯⋯⋯

四、管理⋯⋯⋯⋯⋯⋯⋯⋯⋯

第三节桥涵渡口⋯⋯⋯⋯⋯⋯⋯

一、公路桥⋯⋯⋯⋯⋯⋯⋯⋯⋯

二、铁路桥⋯⋯⋯⋯⋯⋯⋯⋯⋯

三、涵洞⋯⋯⋯⋯⋯⋯⋯⋯⋯

四、渡 口⋯⋯⋯⋯⋯⋯⋯⋯⋯

第四节搬运装卸⋯⋯⋯⋯⋯⋯⋯

一、业务活动⋯⋯⋯⋯⋯⋯⋯⋯

二、装卸工具⋯⋯⋯⋯⋯⋯⋯⋯

第十二章邮电⋯⋯⋯⋯⋯⋯⋯⋯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邮政⋯⋯⋯⋯⋯⋯⋯⋯

一、邮路⋯⋯⋯⋯⋯⋯⋯⋯⋯

二、投递⋯⋯⋯⋯⋯⋯⋯⋯⋯

(223)

(224)

(225)

(225)

(228)

(228)

(228)

(229)

(229)

(232)

(233)

(234)

(234)

(234)

(236)

(240)

(240)

(240)

(243)

(244)

(245)

(245)

(245)

(246)

(246)

(247)

(24 7r)

(247)

(248)

(248)

(248)

(248)

(249)

(249)

(250)

(250)

(251)

(251)

(251)

三、汇兑⋯⋯⋯⋯⋯⋯⋯⋯⋯(252)

四、报刊发行⋯⋯⋯⋯⋯⋯⋯⋯(252)

五、机要通信⋯⋯⋯⋯⋯⋯⋯⋯(252)

第三节电信⋯⋯⋯⋯⋯⋯⋯⋯(252)

一、电报⋯⋯⋯⋯⋯⋯⋯⋯⋯(252)

二、电话⋯⋯⋯⋯⋯⋯⋯⋯⋯(253)

第四节集邮邮政碚蓄⋯⋯⋯⋯(254)

一、集邮⋯⋯⋯⋯⋯⋯⋯⋯⋯(254)

二、邮政睹蓄⋯⋯⋯⋯⋯⋯⋯⋯(254)

第十三章城乡建设⋯⋯⋯⋯⋯⋯⋯(256)

第一节建筑力量．．-⋯⋯⋯⋯⋯⋯(256)

一、队伍与设备⋯⋯⋯⋯⋯⋯⋯(256)

二、施工与设计能力⋯⋯⋯⋯⋯(256)

第二节县城建设⋯⋯⋯⋯⋯⋯⋯(257)

一、旧城简介⋯⋯⋯⋯⋯⋯⋯⋯(257)

二、街．道⋯⋯⋯⋯⋯⋯⋯⋯⋯(258)

三、公共建筑⋯⋯⋯⋯⋯⋯⋯⋯(258)

，四、民房建筑⋯⋯⋯⋯⋯⋯⋯⋯(258)

五、供水排水⋯⋯⋯⋯⋯⋯⋯(258)

六、照明⋯⋯⋯⋯⋯⋯⋯⋯⋯(259)

七、园林绿化⋯⋯⋯⋯⋯⋯⋯⋯(259)

第三节乡村建设⋯⋯⋯⋯⋯⋯⋯，(259)

一、区、镇建设⋯⋯⋯⋯⋯⋯⋯(259)

二、农村建设⋯⋯⋯⋯⋯⋯⋯⋯(261)

第四节房地产管理⋯⋯⋯⋯⋯⋯(262)

一，房产管理⋯⋯⋯⋯⋯⋯⋯⋯(262)

二、地产管理⋯⋯⋯⋯⋯⋯⋯⋯(262)

第五节环境保护⋯⋯⋯⋯⋯⋯⋯(263)

附：无为县城乡建设投资额⋯⋯(263)

第十四章商业⋯o⋯⋯⋯⋯⋯⋯·(264)

第一节商业成份⋯⋯⋯⋯⋯⋯⋯(264)

一、私营商业⋯⋯⋯⋯⋯⋯⋯⋯(264)

二、集体商业⋯⋯⋯⋯⋯⋯⋯⋯(265)

三、国营商业⋯⋯⋯⋯⋯⋯⋯⋯(266)

第二节商品购销⋯⋯⋯⋯⋯⋯⋯(268)

一、农副产品收购⋯⋯⋯⋯⋯⋯(268)

二、商品销售⋯⋯⋯⋯⋯⋯⋯⋯(269)

第三节物资供应⋯⋯⋯一⋯⋯⋯·(272)

一、钢铁等⋯⋯⋯⋯⋯⋯⋯⋯⋯(272)

墨
锈



目 录一5一

二、木材⋯⋯⋯⋯⋯⋯⋯⋯⋯(273)

第四节对外贸易⋯⋯⋯⋯⋯⋯⋯(273)

第五节饮食服务⋯⋯⋯⋯⋯⋯⋯(274)

一、饮食业⋯⋯⋯⋯⋯⋯⋯⋯⋯(274)

二、旅社业⋯⋯⋯⋯⋯⋯⋯⋯⋯(274)

三、浴业⋯⋯⋯⋯⋯⋯⋯⋯⋯(275)

四、理发业⋯⋯⋯⋯⋯⋯⋯⋯⋯(275)

第六节集市贸易⋯⋯⋯⋯⋯⋯⋯(275)

第十五章粮油⋯⋯⋯⋯⋯⋯⋯⋯(277)

第一节征购⋯⋯⋯⋯⋯⋯⋯⋯(277)

一、征收⋯⋯⋯⋯⋯⋯⋯⋯⋯(277)

二，收购⋯⋯⋯⋯⋯⋯⋯⋯⋯(277)

三、收购价格⋯⋯⋯⋯⋯⋯⋯⋯(278)

第二节销售⋯⋯⋯⋯⋯⋯⋯⋯(281)

一、农村销售⋯⋯⋯⋯⋯⋯⋯⋯(28I)

二、城镇供应⋯⋯⋯⋯⋯⋯⋯⋯(281)

三．议价销售⋯⋯⋯⋯⋯⋯⋯⋯(281)

四、销售价格⋯⋯⋯⋯⋯⋯⋯⋯(282)

第三节睹藏⋯⋯⋯⋯⋯⋯⋯⋯(283)

一、储粮及粮仓建设⋯⋯⋯⋯⋯(283)

二、储油罐建设⋯⋯⋯⋯⋯⋯⋯(284)

三、保管⋯⋯⋯⋯⋯⋯⋯⋯⋯(284)

．四、工具及粮仓机械化⋯⋯⋯⋯(284)

第四节粮油调运⋯⋯⋯⋯⋯⋯⋯(285)

一、调运粮点与调运路线⋯⋯⋯(285)

二、运输工具⋯⋯⋯⋯⋯⋯⋯⋯(285)

三、粮油调出⋯⋯⋯⋯⋯⋯⋯⋯(285)

第十六章财政税务⋯⋯⋯⋯⋯⋯(288)

第一节财政⋯⋯⋯⋯⋯⋯⋯⋯(288)

一、体制⋯⋯⋯⋯⋯⋯⋯⋯⋯(288)

二、财政收支⋯⋯⋯⋯⋯⋯⋯⋯(288)

附：抗日根据地财政⋯⋯⋯⋯(293)

三、财务监督⋯⋯⋯⋯⋯⋯⋯⋯(294)

第二节税务⋯⋯⋯⋯⋯⋯⋯⋯(296)

一、体制⋯⋯⋯⋯⋯⋯⋯⋯⋯(296)

二．税种税率⋯⋯⋯⋯⋯⋯⋯⋯(296)

附：日伪税务⋯⋯⋯⋯⋯⋯⋯(30I)

三、税收减免⋯⋯⋯⋯⋯⋯⋯⋯(307)

四、税务检查与监察⋯⋯⋯⋯⋯(308)

第十七章金融⋯⋯⋯⋯⋯⋯⋯⋯(309)

第一节机构⋯⋯⋯⋯⋯⋯⋯⋯(309)

一、钱庄⋯⋯⋯⋯⋯⋯⋯⋯⋯(309)

二、信用合作社⋯⋯⋯⋯⋯⋯⋯(309)

三、银行⋯⋯⋯⋯⋯⋯⋯⋯⋯(3lO)

四、保险公司⋯⋯⋯⋯⋯⋯⋯⋯(3lI)

附：当铺⋯⋯⋯⋯⋯⋯⋯⋯(3I I)

第二节货币债券⋯⋯⋯⋯⋯⋯(3I I)

一、货币⋯⋯⋯⋯⋯⋯⋯⋯⋯(311)

附：汪伪潞备券⋯⋯⋯⋯⋯⋯(312)

二、债券⋯⋯⋯⋯⋯⋯⋯⋯⋯(313)

第三节信贷⋯⋯⋯⋯⋯⋯⋯⋯(3l 4)

一、工商信贷⋯⋯⋯⋯⋯⋯⋯⋯(314)

二、农业信贷⋯⋯⋯⋯⋯⋯⋯⋯(315)

三、基建拨款与贷款⋯⋯⋯⋯⋯(315)

第四节存款⋯⋯⋯⋯⋯⋯⋯⋯(316)

一、存款总额⋯⋯⋯⋯⋯⋯⋯⋯(316)

二、储蓄⋯⋯⋯⋯⋯⋯⋯⋯⋯(316)

三、民间集资⋯⋯⋯⋯⋯⋯⋯⋯(316)

第五节结算⋯⋯⋯⋯⋯⋯⋯⋯(316)

一、现金结算⋯⋯⋯⋯⋯⋯⋯⋯(3 l 6)

二、转帐结算⋯⋯⋯⋯⋯⋯⋯⋯(316)

第六节保险侨汇金库⋯⋯⋯(317)

一、保险⋯⋯⋯⋯⋯⋯⋯⋯⋯(317)

二、侨汇⋯⋯⋯⋯⋯⋯⋯⋯⋯(317)

三、金库⋯⋯⋯⋯⋯⋯⋯⋯⋯(317)

第十八章工商管理⋯⋯⋯⋯⋯⋯⋯(319)

第一节改造私营工商业⋯⋯⋯⋯(319)

第二节市场管理⋯⋯⋯⋯⋯⋯⋯(3 I 9)

一、机构⋯⋯⋯⋯⋯⋯⋯⋯⋯(3I 9)

二，管理⋯⋯⋯⋯⋯⋯⋯⋯⋯(320)

第三节执照合同管理⋯⋯⋯⋯⋯(320)

一，营业执照管理⋯⋯⋯⋯⋯⋯(320)

二、经济合同管理⋯⋯⋯⋯⋯⋯(32I)

第四节商标广告管理⋯⋯⋯⋯⋯(321)

一、商标注册管理⋯⋯⋯⋯⋯⋯(321)

二、广告管理⋯⋯⋯⋯⋯⋯⋯⋯(321)

第五节物价管理⋯⋯⋯⋯⋯⋯⋯(322)

第六节标准计量管理⋯⋯⋯⋯⋯(325)



一6～无为县志

一、计量管理⋯⋯⋯⋯⋯⋯⋯⋯’(326)

二、标准化管理⋯⋯⋯⋯⋯⋯⋯(326)

第十九章政党⋯⋯⋯⋯⋯⋯⋯⋯(327)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327)

一、组织机构⋯⋯⋯⋯⋯⋯⋯⋯(327)

二、代表大会⋯⋯⋯⋯⋯⋯⋯⋯(341)

三、党务活动⋯⋯⋯⋯⋯⋯⋯⋯(342)

第二节中国国民党⋯⋯⋯”⋯⋯·(347)

一、组织机构⋯⋯⋯⋯⋯⋯⋯⋯(347)

二、主要活动⋯⋯⋯⋯⋯⋯⋯⋯(348)

附：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349)

第二十章人大政府政协⋯⋯⋯(350)

第一节人民代表大会⋯⋯⋯⋯⋯(350)

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350)

二、人民代表大会⋯⋯⋯⋯⋯⋯(35】)

三、提案办理选录⋯⋯⋯⋯⋯⋯(356)

第二节政府⋯⋯⋯⋯⋯⋯⋯⋯(357)

一、州署⋯⋯⋯⋯⋯⋯⋯⋯⋯(357)

二、县公署⋯⋯⋯⋯⋯⋯⋯⋯⋯(359)

． 三、国民党县政府⋯⋯⋯⋯⋯⋯(359)

附：县参议会⋯⋯⋯⋯⋯⋯⋯(361)

四、民主政府⋯⋯⋯⋯⋯⋯⋯⋯(361)

附：抗日民主参议会⋯⋯⋯⋯(362)

五、人民政府⋯⋯⋯⋯⋯⋯⋯⋯(363)

附：日伪县政府⋯⋯⋯⋯⋯⋯(371)

第三节政协⋯⋯⋯⋯⋯⋯⋯⋯(371)

一、历次会议⋯⋯⋯⋯⋯⋯⋯⋯(371)

二、主要活动⋯⋯⋯⋯⋯⋯⋯⋯(373)

三、领导人更迭⋯⋯⋯⋯⋯⋯⋯(374)

第：十一章群众团体⋯⋯⋯⋯⋯⋯(375)

第一节工人组织⋯⋯⋯⋯⋯⋯⋯(375)

． 第二节农民组织⋯⋯⋯⋯⋯⋯⋯(378)

第三节妇女组织⋯⋯⋯⋯⋯⋯⋯(379)

第四节青少年组织⋯⋯⋯⋯⋯⋯(380)

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80)

、 二、青年抗敌协会⋯⋯⋯⋯⋯⋯(381)

三、劳动童子团 儿童团

少先队⋯⋯⋯⋯⋯⋯⋯⋯(382)

第五节工商组织⋯⋯⋯⋯⋯⋯．．．(382)

第六节其他群众组织⋯⋯⋯⋯⋯

一、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二、中苏友好协会⋯⋯⋯⋯⋯⋯

第二十二章公安司法⋯⋯⋯⋯⋯

第一节公安⋯⋯⋯⋯⋯⋯⋯⋯

一、治安保卫⋯⋯⋯⋯⋯⋯⋯⋯

附：案例一则⋯⋯⋯⋯⋯⋯⋯

二、治安管理⋯⋯⋯⋯⋯⋯⋯⋯

三、复查平反⋯⋯⋯⋯⋯⋯⋯⋯

四、消 防⋯⋯⋯⋯⋯⋯⋯⋯⋯

第二节检察⋯⋯⋯⋯⋯⋯⋯⋯

一、刑事检察⋯⋯⋯⋯⋯⋯⋯⋯

二、经济检察⋯⋯⋯⋯⋯⋯⋯⋯

三、法纪检察⋯⋯⋯IIOtOI⋯⋯⋯

四、监所检察⋯⋯⋯⋯⋯⋯⋯⋯

五、控告申诉检察⋯⋯⋯⋯⋯⋯

第三节审判⋯⋯⋯⋯⋯⋯⋯⋯

一、刑事审判⋯⋯⋯⋯⋯⋯⋯⋯

二、民事审判⋯⋯⋯⋯⋯⋯⋯⋯

三、经济审判⋯⋯⋯⋯⋯⋯⋯⋯

四、申诉复查⋯⋯⋯⋯⋯⋯⋯⋯

第四节司法行政⋯⋯⋯⋯⋯⋯⋯

一、法制宣传⋯⋯⋯⋯⋯⋯⋯⋯

二、民事调解⋯⋯⋯⋯⋯⋯⋯⋯

附：全国调解工作先进单位

·——五华管理区简介⋯⋯

三、律师⋯⋯⋯⋯⋯⋯⋯⋯⋯

一四、公证⋯⋯⋯⋯⋯⋯⋯⋯⋯

第二十三章民政⋯⋯⋯⋯⋯⋯⋯

第一节沿革⋯⋯⋯⋯⋯⋯⋯⋯

第二节基层政权选举⋯⋯⋯⋯⋯

第三节人民来信来访⋯⋯⋯⋯⋯

第四节优抚救济扶贫⋯⋯⋯

一、优抚⋯⋯⋯⋯⋯⋯⋯⋯⋯

二、救济⋯⋯⋯⋯⋯⋯⋯⋯⋯

三、扶贫⋯⋯⋯⋯⋯⋯⋯⋯⋯

第五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第六节社会福利⋯⋯⋯⋯⋯⋯⋯

一、社会福利院⋯⋯⋯⋯⋯⋯⋯

))))V，)))))))))))))))))))

3

3

4

5

5

6

7

8

9

9

0

O

O

O

O

0

l

l●2

2

2口咯

彤斟8引引团8

8

8

8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引剐引引引&&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

3

3

3

4

4

4

6

9

9

3

6

7

8

8

9

9

9

9

9

9

9

9

9

O

O

O

O

O

3

3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目 录一7一

二、儿童福利院⋯⋯⋯⋯⋯⋯⋯

三、孤儿教养院⋯⋯⋯⋯⋯⋯⋯

四、供养老幼与兴办敬老院⋯⋯

五、安置残疾人就业⋯⋯⋯⋯⋯

第七节‘拥军优属及其他⋯⋯⋯⋯

一、拥军优属⋯⋯⋯⋯⋯⋯⋯⋯

二、回收下放城镇居民⋯⋯⋯⋯

三、江岸崩坍区居民安置⋯⋯⋯

四，劝阻与收容遣送⋯⋯⋯⋯⋯

五、婚姻登记⋯⋯⋯⋯⋯⋯⋯⋯

六、殡葬改革⋯⋯⋯⋯⋯⋯⋯⋯

七、地名普查⋯⋯⋯⋯⋯⋯⋯⋯

第二十四章人事劳动⋯⋯⋯⋯⋯⋯

第一节干部队伍⋯⋯⋯⋯⋯⋯⋯

第二节干部管理⋯⋯⋯⋯⋯⋯⋯

第三节退休离休退职⋯⋯⋯

第四节劳动就业⋯⋯⋯⋯⋯⋯⋯

一、就业概况⋯⋯⋯⋯⋯⋯⋯⋯

．二、待业人员安置⋯⋯⋯⋯⋯⋯

三、下放知青安置⋯⋯⋯⋯⋯⋯

第五节劳动保护⋯⋯⋯⋯⋯⋯⋯

一、事故预防⋯⋯⋯⋯⋯⋯⋯⋯

二、女工劳动保护⋯⋯“⋯⋯⋯

三、职业病防治⋯⋯⋯⋯⋯⋯⋯

第六节工资福利⋯⋯⋯⋯⋯⋯

一、工资⋯⋯⋯⋯⋯⋯⋯⋯⋯

二、福利⋯⋯⋯⋯⋯⋯⋯⋯⋯

第二十五章军事⋯⋯⋯⋯⋯⋯⋯

第一节兵役⋯⋯⋯⋯⋯⋯⋯⋯

一、募兵制征兵制⋯⋯⋯⋯⋯

二、志愿兵役⋯⋯⋯⋯⋯⋯⋯⋯

三、义务兵役制⋯⋯⋯⋯⋯⋯⋯

四、预备役⋯⋯⋯⋯⋯⋯⋯⋯⋯

第二节驻军⋯⋯⋯⋯⋯⋯⋯⋯

一、清代⋯⋯⋯⋯⋯⋯⋯⋯⋯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三、抗日战争时期⋯⋯⋯⋯⋯⋯

附：日伪驻军⋯⋯⋯⋯⋯⋯⋯

(408)

(409)

(409)

(409)

(409)

(409)

(4IO)

(410)

(410)

(411)

(411)

(412)

(4】3)

(413)

(415)

(417)

(417)

(417)

(418)

(421)

(421)

(421)

(422)

(422)

(423)

(423)

(425)

(426)

(426)

(426)

(426)

(427)

(427)

(428)

(428)

(428)

(428)

(428)

四、解放战争时期⋯⋯⋯⋯⋯⋯(429)

五、解放后⋯⋯⋯⋯⋯⋯⋯⋯⋯(429)

第三节地方武装⋯⋯⋯⋯⋯⋯⋯(429)

一、民国期间⋯⋯⋯⋯⋯⋯⋯⋯(429)

二、解放后⋯⋯⋯⋯⋯⋯⋯⋯⋯(431)

第四节·民兵⋯⋯⋯⋯⋯⋯⋯⋯(432)

一、抗日战争时期⋯⋯⋯⋯⋯⋯(432)

二、解放战争时期⋯⋯⋯⋯⋯⋯(432)

三、解放后⋯⋯⋯⋯⋯⋯⋯⋯⋯(432)

第五节战事⋯⋯⋯⋯⋯⋯⋯⋯(434)

一、太平军与清军之战⋯⋯⋯⋯(434)

二、六洲暴动⋯⋯⋯⋯⋯⋯⋯⋯(434)

三、照明山战斗⋯⋯⋯⋯⋯⋯⋯(434)

四、反“扫荡”战斗⋯⋯⋯⋯⋯(434)

五、磨盘山战斗⋯⋯⋯⋯⋯⋯⋯(435)

六、周家大山战斗⋯⋯⋯⋯⋯⋯(435)

七、支援渡江战斗⋯⋯⋯⋯⋯⋯(435)

附：日伪军暴行⋯⋯⋯⋯⋯⋯(435)

第二十六章文化⋯⋯⋯⋯⋯⋯⋯(437)

第一节群众文化⋯⋯⋯⋯⋯⋯⋯(437)

一、民间文艺⋯⋯⋯⋯⋯⋯⋯⋯(437)

二、民间文化活动⋯⋯⋯⋯⋯⋯(443)

三、文娱活动场所⋯⋯⋯⋯⋯⋯(443)

四、文化馆(站)⋯⋯⋯⋯⋯⋯(444)

五、群众文化团体⋯⋯⋯⋯⋯⋯(445)

第二节表演团体⋯⋯⋯⋯⋯⋯⋯(445)

一、专业剧团⋯⋯⋯⋯⋯⋯⋯⋯(446)

二、业余团体⋯⋯⋯⋯⋯⋯⋯⋯(447)

第三节文艺创作⋯⋯⋯⋯⋯⋯⋯(448)

一、文学⋯⋯⋯⋯⋯⋯⋯⋯⋯(448)

二、戏剧⋯⋯⋯⋯⋯⋯⋯⋯⋯(448)

三、音乐⋯⋯⋯⋯⋯⋯⋯⋯⋯(449)

四、书画⋯⋯⋯⋯⋯⋯⋯⋯⋯(449)

五、摄影·j⋯⋯⋯⋯⋯⋯⋯⋯·(450)

第四节广播电影电视⋯⋯⋯(451)

一、广播⋯⋯⋯⋯⋯⋯⋯⋯⋯(451)

二、电影⋯⋯⋯⋯⋯⋯⋯⋯⋯(451)

三、电视⋯⋯⋯⋯⋯⋯⋯⋯⋯(452)

第五节图书报刊档案⋯⋯⋯(452)



一8一无为县志

一、图书⋯⋯⋯⋯⋯⋯⋯⋯⋯(452)

二、报刊⋯⋯⋯⋯⋯⋯⋯⋯⋯(453)

三、档案⋯⋯⋯⋯⋯⋯⋯⋯⋯(454)

第六节文物胜迹⋯⋯⋯⋯⋯⋯(455)

一、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5)

二、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6)
三、古董书画碑刻拓片

四、革命纪念地⋯⋯⋯⋯⋯⋯⋯

五、古遗址⋯⋯⋯⋯⋯⋯⋯⋯⋯

附：无为县首届文化节⋯⋯⋯

第二十七章教育⋯⋯⋯⋯⋯⋯⋯

第一节州学书院私塾⋯⋯⋯

一、州学⋯⋯⋯⋯⋯⋯⋯⋯⋯

二、书院⋯⋯⋯⋯⋯⋯⋯⋯⋯

三、私塾⋯⋯⋯⋯⋯⋯⋯⋯⋯

第二节学前教育⋯⋯⋯⋯⋯⋯⋯

第三节小学教育⋯⋯⋯⋯⋯⋯⋯

第四节中学教育⋯⋯⋯⋯⋯⋯⋯

第五节中等专(职)业教育⋯⋯

一、师范学校⋯⋯⋯⋯⋯⋯⋯⋯

二、卫生学校⋯⋯⋯⋯⋯⋯⋯⋯

三、农业学校及职业学校⋯⋯⋯

第六节成人教育⋯⋯⋯⋯⋯⋯⋯

一、农民业余教育⋯⋯⋯⋯⋯⋯

二、职工业余教育⋯⋯⋯⋯⋯⋯

三、广播电视大学⋯⋯⋯⋯⋯⋯

四、函授教育⋯⋯⋯⋯⋯⋯⋯⋯

五、自学考试⋯⋯⋯⋯⋯⋯⋯⋯

第七节教师⋯⋯⋯⋯⋯⋯⋯⋯

一、队伍发展⋯⋯⋯⋯⋯⋯⋯⋯

二、文化素质⋯⋯⋯⋯⋯⋯⋯⋯

三、社会地位⋯⋯⋯⋯⋯⋯⋯⋯

第八节教育经费⋯⋯⋯⋯⋯⋯⋯

一、来源及开支⋯⋯⋯⋯⋯··笨．⋯

二、三结合建校⋯⋯⋯⋯⋯⋯⋯

三、勤工俭学⋯⋯⋯⋯⋯⋯⋯⋯

第二十八章科学技术⋯⋯⋯⋯⋯⋯

第一节科研机构⋯⋯⋯⋯⋯⋯⋯

第二节科技队伍⋯⋯⋯⋯⋯⋯⋯(476)

第三节科技活动⋯⋯⋯⋯⋯⋯⋯(478)

一、科技普及⋯⋯⋯⋯⋯⋯⋯⋯(478)

二、气象测报⋯⋯⋯⋯⋯⋯⋯⋯(479)

三、地震观测⋯⋯⋯⋯⋯⋯⋯⋯(479)

第四节科技成果⋯⋯⋯⋯⋯⋯⋯(481)

第二十九章医药卫生⋯⋯⋯⋯⋯⋯(483)

第一节解放前概况⋯⋯⋯⋯．．．⋯(483)

第二节预防保健⋯⋯⋯⋯⋯⋯(484)

一、防疫⋯⋯⋯⋯⋯⋯⋯⋯⋯(484)

二、地方病防治⋯⋯⋯⋯⋯⋯⋯(485)

三、职业病防治⋯⋯⋯⋯⋯⋯⋯(487)

四、“四病”防治⋯⋯⋯⋯⋯⋯(487)

五、妇幼保健⋯⋯⋯⋯⋯⋯⋯⋯(488)

第三节医疗⋯⋯⋯⋯⋯⋯⋯⋯(488)

一、医疗设施⋯⋯⋯⋯⋯⋯⋯⋯(488)

二、医疗技术⋯⋯⋯⋯⋯⋯⋯⋯(489)

三、医疗制度⋯⋯⋯⋯⋯⋯⋯⋯(490)

附：医疗队⋯⋯⋯⋯⋯⋯⋯⋯(490)

第四节药材药品⋯⋯⋯⋯⋯⋯⋯(491)

一、中药⋯⋯⋯⋯⋯⋯⋯⋯⋯(491)

二、西药⋯⋯⋯⋯⋯⋯⋯⋯⋯(491)

第五节药政管理⋯⋯⋯⋯⋯⋯⋯(492)

一、价格管理⋯⋯⋯⋯⋯⋯⋯⋯(492)

二、质量检验⋯⋯⋯⋯⋯⋯⋯⋯(492)

三、麻醉药品管理⋯⋯⋯⋯⋯⋯(492)

第六节爱国卫生⋯⋯⋯⋯⋯⋯⋯(492)

第三十章体育⋯⋯⋯⋯⋯⋯⋯⋯(493)

第一节体育队伍及设施⋯⋯⋯⋯(493)

一、体育队伍⋯⋯⋯⋯⋯⋯⋯⋯(493)

二、体育设施⋯⋯⋯⋯⋯⋯⋯⋯(493)

第二节体育活动⋯⋯⋯⋯⋯⋯⋯(493)

一、学生体育活动⋯⋯⋯⋯⋯⋯(493)

二、职工体育活动⋯⋯⋯⋯⋯⋯(495)

三、农民体育活动⋯⋯⋯⋯⋯⋯(495)

四、老年人等体育活动⋯．．．⋯⋯(496)

第三节体育比赛⋯⋯⋯⋯⋯⋯⋯(497)

一、运动会⋯⋯⋯⋯⋯⋯⋯⋯⋯(497)

二、比赛成绩⋯⋯⋯⋯⋯⋯⋯⋯(498)

))))))))))))

6

7

7

7

9

9

9

9

9

O

0

3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0q

4

4

4

4

4

4

4

4

4

4

4((((((((((((

))))))))))))))))))))

6

6

7

7

8

8

9

9

0

0

O

0

1

2

3

3

4

5

6

6

6

6

6

6

6

6

6

6

7

7

7

7

7

7

7卜’7

7

7

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一9一

第四节人才培养与输送⋯⋯⋯⋯(505)

第三十一章风俗宗教方言⋯⋯(506)

第一节民间习俗⋯⋯⋯⋯⋯⋯⋯(506)

一、岁时习俗⋯⋯⋯⋯⋯⋯⋯⋯(506)

二、生活习俗⋯⋯⋯⋯⋯⋯⋯⋯(506)

三、礼仪习俗⋯⋯⋯⋯⋯⋯⋯⋯(507)

四、社会新风⋯⋯⋯⋯⋯⋯⋯⋯(508)

五、杂俗⋯⋯⋯⋯⋯⋯⋯⋯⋯(510)

六、陋习⋯⋯⋯⋯⋯⋯⋯⋯⋯(511)

第二节宗教⋯⋯QQg@⋯⋯⋯⋯·(512)

一、佛教⋯⋯⋯⋯⋯⋯⋯⋯⋯(512)

二、道教⋯⋯⋯⋯⋯⋯⋯⋯⋯(513)

三、伊斯兰教⋯⋯⋯⋯⋯⋯⋯⋯(513)

四、天主教⋯⋯⋯⋯⋯⋯⋯⋯⋯(513)

五、基督教⋯⋯⋯⋯⋯⋯⋯⋯⋯(513)

，第三节方言⋯⋯⋯⋯⋯⋯⋯⋯(513)

一、方言系属及分区⋯⋯⋯⋯⋯(513)

二、音系⋯⋯⋯⋯⋯⋯⋯⋯⋯(51 4)

三、词汇⋯⋯⋯⋯⋯⋯⋯⋯⋯(518)

四、语法⋯⋯⋯⋯⋯⋯⋯⋯⋯(538)

第三十二章人物⋯⋯⋯⋯⋯⋯⋯(541)

·第一节人物传⋯⋯⋯⋯⋯⋯⋯⋯(541)

第二节人物表⋯⋯⋯⋯⋯⋯⋯⋯(563)

一、无为县荣获省级以上单位表彰的

英雄劳模及先进个人⋯⋯(563)

二、无为籍地师级以上党政军干部及

教授级专家学者⋯⋯⋯⋯(567)

第三节烈士英名录⋯⋯⋯⋯⋯⋯(579)

附录⋯⋯⋯⋯⋯⋯⋯⋯⋯⋯⋯⋯⋯(587)

一、。无为”之名考辨⋯⋯⋯⋯(587)

二、无为修志源流⋯⋯⋯⋯⋯⋯(587)

三、重要文献辑存⋯⋯⋯⋯⋯⋯(588)

抗议顽军无理进攻通电

(民国卅一年十一月廿一日)

···················-··⋯··⋯⋯···(588)

新四军告别皖江民众书

(1945年10月3日)⋯⋯(589)

安徽省无为大堤安定街段

破口情况检查报告⋯⋯⋯⋯(591)

一九五四年生产救灾工作

总结报告⋯⋯⋯⋯⋯⋯⋯⋯(595)

张恺帆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

讲话(1959年7月7日)

·⋯······⋯⋯·····⋯·⋯⋯·····(599)

四、优秀诗、文、联、歌曲辑录

···⋯⋯···············⋯⋯···⋯(604)

五、本志编纂始末⋯⋯⋯⋯⋯⋯(636)



序

新编《无为县志》的问世，是我县文化建设上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我县建县近千年，宋元明清屡修

志书·共成书ll部，惜年代久远，散失过半，今仅存明代嘉靖和清代康熙、乾

隆、嘉庆4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地方志工作。早在1941年8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

算搜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曾多次号召

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修志工作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县于1981年

成立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而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各部

门通力合作，广泛搜集资料．在省、地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在兄弟县市同行的

帮助下，含辛茹苦，勤奋笔耕．推敲琢磨，求实存真，数易其稿，终成此书。在

此·谨向所有为《无为县志》的编纂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客观地反映了我县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民情民俗等

方面的历史面貌与现状．是全面了解我县县情的一部“百科全书’’。该书除概述、

大事记、附录外，设32章专业志，共约100万字。这本书的出版，对我们深入

研究无为、充分认识无为，从而更好地开发、建设无为，以及对广大干部、群

众。尤其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无疑会起重要作。
用。

值《无为县志》出版之际，愿与全县人民借古鉴今．齐心协力地扬长避短、

兴利革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无为建设得更加美好、壮丽。‘

县长 喻晓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实事求是地反映县内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科学性、资料性、地方性的有机统一．

2、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及附录组成。各专业志接专业分类。横排纵：峦，运

用章节目层次结构，共设32章。

3、本志通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从清·咸丰元年(J851)起．部分内容勋适当

溯源；下限为1988年，个别的下延到1989年．

4、本志所称。解放”．除特殊注明的以外．均指1949年1月21日无为县城解放之It．

5、用汉字表示的月、日为农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月、日为公历．

6、山高、水位高、堤坝高，除特殊说明的外，均为海拔高程。

7、各项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依据．统计局缺的，则采用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数

据．

8、本志已将1949年至1955年3月1日流通的旧(版)人民币折算成新(版)人民币．

9、为叙述方便．本志将中华民国期间．国民党领导的政府称为国民党政府．共产党领

导的政府称为民主政府．日伪领导的政府称日伪政府．

10、立传人物以本县籍及对社会有较大影响者为主，生不立传．排列以卒年为序I地

师级以上职务的干部，教授级专家、学者，排列以姓氏笔画为序I烈士按姓氏笔画为序排

列；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以获称号先后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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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无为县位于安徽省中部长江北岸．与芜湖，繁昌、铜陵等县市隔江相望．自东往北至

西．与和县、含山、巢湖、庐江、枞阳等县市毗邻。面积2413平方公里．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建无为军(治所在今无城镇)，熙宁三年(1 07'0)设无为县．

“无为”系“思天下安于无事，取‘无为而治’之意”。1988年无为县属巢湖地区．下辖10

个区．3个直属镇，61个乡．13个乡级镇I 692个行政村，31个居民委员会f 9948个村民

小组，17'0个居民小组。总人口127．54万。少数民族有回、壮、蒙古、藏、苗、朝鲜、满、

瑶、自、土家、畲、高山、侗、布依、彝等15个民族．千余人．县城无城镇位于县境中央，

人口4．7万。

无为县历代名人荟萃．宋代有诗人杨杰，名医章迪．政治家王之道、王蔺l明代有哲

学家吴庭翰，近代有教育家卢仲农，现代有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胡竺冰，抗日民族英雄戴安

澜，革命烈士昌惠生，诗人田间等。

县境内名胜古迹甚多，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庙宇等．被列为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有宋咸平元年(998)建的高37米的黄金塔，宋崇宁年间(1 102"-,1 106)著

名书画家米芾知无为军时所建的，珍藏晋代名家墨宝的“宝晋斋”(后人为纪念米芾．连同

投砚亭、墨池、石丈等，扩建为米公祠)及新四军第七师司令部旧址。

无为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据1957年至1988年的资料统计，

平均年降雨量1170．5毫米．较集中在6、．7月份，无霜期236天1年平均气温1 5．8℃，极

端最高气温39．5℃，极端最低气温一15．7℃．年主导风向为东、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

风力多在2--．-,3级．最大达J0级。县境襟江带湖，水网发达．江河，湖塘、沟渠星罗棋布。

通航河流除长江外，尚有西河、裕溪河、永安河、花渡河等12条内河。县内矿藏资源丰富。

已探明的有煤、铀、石膏、职矾石、耐火粘土、石英岩等．全县耕地135．．50万亩，山地33．90

万亩，草地2．18万亩，水面47．80万亩(含长江水面21．19万亩)，其他土地142．57万亩．

低山丘陵植被植物以杉木、黑松、马尾松、毛竹等常绿针业林为主．间有檀树、枫香等落

叶阔叶林，油桐等经济林及灌木丛。栽培植物主要是农作物及茶、果，农作物有水稻．麦

类、棉花、油料、薯类、麻类、绿肥、芦苇、菱、藕、荸荠，芡实、席草等。鱼类资源较

为丰富．经济价值较大的有青鱼、草鱼、鲢、鳙、鲤、鲫、鳊、纫、鲥、鳗、鳝、鳜、鳢

等30多种。蟹虾分布较广．人工放养珍珠蚌，收采珍珠较普遍．家禽、家畜有鸡、鸭、鹅、

．猪、牛、羊、免等．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是水灾，次为旱灾、虫灾、风灾。

晚清、民国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追和

残酷剥削，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加之战乱频仍，生命财产屡遭毁灭性摧残，基本

建设无人问津，灾害迭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五四”运动像一股春风给无为这块土地带来了新绿，革命的先行者们开始在这块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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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辛勤地耕耘。“五四”期间，在无城举行了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游行示威。民国13年

(1924)，组织“暑假青年读书会”，广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民国16年．中共无

为特别支部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人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地进行推

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顽强斗争。民国19年，中共无为县委组

建“中国工农红军皖南第三辨击纵队”，发动六洲暴动，无为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武装。

民国30年至34年，新四军第七师在这里创建了全国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的皖江抗日

根据地。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3万余平方公里(东起江浦、当涂．西到怀

宁、彭泽，北临涂河、合肥，南抵宣城、南陵)，约300万人口。七师部队壮大到3万人。

皖江区党委下辖3个地委、23个县委和工委；皖江行政公署下辖3个专员公署、l4个县级

抗日民主政权，为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国38年．无为县军民全力

支援百万雄师过大江。县境江段是渡江第一船的出发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25军、

27军和后继的30军及支前民工、担架队计20万人，从县境江段相继挺进江南。民工中涌

现出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胡业奎，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296人，

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73人，四等功臣499人，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一

批又一批先烈为了人类的斛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踏着先烈的足

迹，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民国38年，无为县刚解放时，到处是一片废墟。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

人民的思想空前解放，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为了振兴中华，齐心协力地艰苦创业，做

了大量的经济恢复工作。是年，全县农业总产值9512万元(I 980年不变价，下同)，其中：

产粮食244051吨．棉花2 I 8吨，油斟4679吨，茶叶I 2吨，水果15吨，猪牛羊肉l 296吨，

水产品1 300吨；工业总产值1076万元，其中：产棉布129万米，饮料酒50吨，小窑煤1400

吨，砖80万块。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68万元，社会农副产品零售总额808万元，财政收

入126万元。年底，无为中学在校学生471人，14所小学在校学生2075人，县卫生院及11 2

家私人开业的中西医诊所、药店(铺)共有中西医172人。县民众教育培、图书绾、体育

场、戏院也都得到修复。职工年平均工资l 43元，农民年人均收入56元。

解放后，无为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努力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我国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

一个又一个险阻，取得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成就。

解放初，开展土地改革，打击封建势力，实现了贫苦农民多年的夙愿：耕者有其田。而

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民众走集体化共同富

裕的道路。全民经济、集体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确定以经济建没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扩大县内外、省内

外、国内々|、的经济交流，逐步推广并完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使无为县在社会主义的康

庄大道上向前迈出更大的一步。

无为县是著名的农业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无为长江大堤保护着周围7县2市(无

为、庐江，含山、和县、舒城、肥东、肥西、巢湖、合肥)的427万亩农田、500多万人El

及淮南铁路、华东电网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是国家重点堤防之一。为了彻底改变解放

前“十年就有九年荒”的被动局面，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1949年至I 988年，仅无

为大堤加固工程就投资人民币6080万元，并改建了凤凰颈、泥汊、新安桥3座排灌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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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6座排灌站，l 4座小斗门。在内河水利建设方面，1949年至1988年岁修工程投资人民

币8665万元，夏防投资923万元。截止1988年底，加固堤防l 200多公里，疏竣河道200

多公里，修建小型水库27座、中小型涵闸809座、机电排灌站193座、渡槽52道、虹吸

6处，从而形成“长江——内河——圩口”排灌畅通的涵闸机制。全县有效灌溉面积126万

亩，旱涝保收面积102万亩。1988年，无为县被评为国家水利建设先进县。

1986年破土动工，1990年底竣工，总投资达1．2亿元的西河断面整治及凤凰颈电力排

灌站工程，可使西河流域l oo余万亩圩田和巢湖流域200余万亩圩田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

遇，使巢湖流域350万亩农田灌溉率由75％提高到90％，同时改善合肥市和巢湖地区城镇

工业及居民用水条件，促进巢湖水系航运的发展，为规模更大、效益更好的引江济淮工程

创造了条件。

在农业技术进步上，l 988年全县农村用电量达7422万千瓦时，化肥使用量(折纯)达

25493吨，大小拖拉机达3907台，机耕地面积达12．74万亩，农业机械总动力达2．1．15万

千瓦(含农业排灌机械11．27万千瓦)，再加之新项目的不断开发，优良品种的逐步引用，

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农业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1 98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

41852万元，为1949年的4．40倍；粮食总产543540吨，为1949年的2．23倍；棉花总产

10533吨，为1949年的48．32倍；油料总产311 55吨，为1 949年的6．66倍；茶叶总产150

吨，为1949年的I 2．48倍；水果总产931吨．为l 949年的62．07倍；猪羊牛肉总产I 211 0

吨，为1949年的9．34倍；水产品总产8500吨，为1949年的6．54倍。

刚解放时，无为县的工业除一些个体手工业和私营作坊外，几为空白。解放后，政府

大力扶持工业企业，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将手工业和私营作坊组织起来，逐步进行设备

和技术改造，同时兴办一些现代工业。70年代，注重发展地方工业。80年代，进入新的发

展时期。到1988年时，全县工业企业，全民的有33个，集体的有420个，其他联营、合

营、个体联户的均有较大发展。工业门类有食品、轻纺、化学、机械、煤荧、建材、电力、

电子、造船等：全县工业总产值达4191 7万元，为1949年的38．96倍。主要产品有棉纱、

棉布、机制纸、纸板、饮料酒、化肥、四环素碱、大输液、小型交流电动机、电风扇、农

用水泵、位移传感器、水泥、砖、瓦、水泥电杆、民房构件、成衣服装、皮鞋、大米、食

用植物油、饲料、小窑煤等。上海羽毛球厂无为分厂生产的“航空牌”羽毛球，1982年获

国家银质奖，1984年被选为国际汤姆斯杯比赛用球。省传感器厂生产的wY型四项规洛的

位移传感器，1984年获省优产品称号，同年被国家选送英国、西德展销。具服装一厂生产

的中草药保健服装，1985年6月获国家轻工业部颁发的优秀新产品证书，同年参加第50届

巴黎国际女装博览会展出，被评为设计和创新二等奖。获省倪称号的产品还有县制药厂生

产的“绣溪牌”Il一氨基酸注射液，县齿轮厂生产的S195型柴油机齿轮，县建材陶瓷厂生

产的白色釉面砖，县大米加工厂生产的标一晚梗米，县油脂化工厂生产自彳二级菜油，县体

育器材厂生产的“红灯牌”羽毛球拍等。

乡镇企业，60年代初开始起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开放，

得到迅速发展。到1988年底，全县各类乡镇企业已发展到5．7l万个，从业人员达13．70万

人，产值达3．73亿元。并初步形成高沟、新沟电器生产，襄安草席编织，石涧、严挢、蜀

山等丘陵山区建材，牛埠、昆山小窑煤，赫店塑料制品，江坝油料加工等I 5个乡镇企业小

区。此外，全县还有5万多农民走出耕地，转到建筑、运输、商业和各补服务上来，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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