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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西县志 序 一

序

中共肥西县委书记 ．A孙
国不可无史，县不可无志．古今皆然。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一千多年传

统，代代不绝。肥西旧属合肥县．为1949年初析置的新县，迄无县志；为政者及

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同志若需参阅本县历史资料，无从查找，深感不便。现在，肥

西县第一部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肥西县志》前有概述，中列专志35章，后级大事记、附录．洋洋百余万言。

辅以地图、照片．可谓图文并茂。全书统合古今．条分缕析，记述了本县各方面

事物的历史因革、兴衰起伏，举凡建置隶属、tl然环境、人口民族、政治经济、军

事司法、文化教育、风俗方言、人物胜迹、轶事杂闻，无不一一备载。记事上溯至

事物之发端．下至1985年；大事记、附录下延至目前。横为一县之百科，纵为一

方之全史．其“资治、教化、存史一之功效，自不待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县志既

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详细记述了肥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肥西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客观记述了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所经

历的曲折和失误．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体现了改革、开放路线和实事

求是精神I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

现实依据．意义重大。

《肥西县志》的编纂，起步于1982年，经过几年努力，建立了机构，培训了

人员，完成一些专业志稿和资料．取得一定成绩，但进展不甚理想。1990年，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于5月开始．乘省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东风，

调整班子，配齐编辑，增拨经费，再次发动。我当时任县长，对修志工作提出“定

期出志、分段安排、明确责任、确保质量”的总要求；丁常仓、罗以振(先后任常

务副县长)同志具体抓；县地方志编委会和县直各部门按分工上下一齐抓；省i

市志办领导和专家学者多次来县督促指导；县志办的同志齐心协力，紧张快

干，小病不请假，节假日也不休息．日夜奋战，几经寒暑；终于按既定时间表一

步步完成资料补充、分总纂、打印成稿、召开评稿会、修改审定、绘图拍照等任

务，于今年5月交付出版。前后整整三年．打了一个漂亮仗。加上以前的工作，

历时十载，修成一志，确实来之不易I我有幸主持其事，今更乐观其成，特为之

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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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所有重视支持修志事业和参加修志工作的同志们表示

的感谢l

一九九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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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 j毒食
盛世修志，势所必然。在中共肥西县委领导和县人民政府主持下．在全县

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市领导和省内外专家学者热心指导下，经过全体修

志人员的艰苦工作，《肥西县志》终于成书。可喜可贺!

编纂《县志》在我县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对我县自然概貌、社会状况和各方

面事业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是对我县县情的第一次大规模综合调

查、整理和记述。《肥西县志》以客观、翔实的资料．记载了肥西大地几十年、以

至几百年的巨大变化和各方面人物对肥西历史发展的作用，向我们系统展示

了肥西县情，使我们了解本县优势和劣势，以及各方面工作的兴衰起伏，有助

于我们扬长避短，科学地进行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巨大作用，将越来越充

分地显示出来。《县志》出版后，我希望全县人民、各方贤达、旅外同胞，能通过

阅读此书，全面了解家乡，更加热爱家乡．同心同德，献计出力，为家乡的繁荣

昌盛多作贡献．创造出更好的业绩，以便载入新的史册。
’

《肥西县志》的编纂．历时十年多，主持和参加者前后有二百多人，县直60

多个单位成立了修志机构或确定专人负责；各乡镇也积极支持配合；社会各界

有识之士主动提供资料，以对《县志》编纂作贡献为荣I省内外的有关领导和专

家学者有数十人次来县或来信热情指导；县志办的同志在。艰苦、清苦一的条件

下。克服困难，辛勤笔耕．努力不懈；尤其是近三年来，加班加点，奋力拼搏，使

肥西县首部《县志》得以胜利完成l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肥

西县志》的编纂作出贡献的单位、团体和专家、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I我相信肥西人民也会记住并感谢大家! ·

由于《县志》分、总纂时间紧迫，本县资料条件和其他条件较差，虽然《县

志》编纂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但作为一部百余万字又有大量图、表、照片的志

书．缺陷在所难免．还望县内外各界人士不吝赐正I
·

一九九三年六月

3尸
2、



序 一 肥西县志

序 三

黼⋯耻班
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各个地方、各个行业、乃至每一个领导者、决策者．

无不重视搜集信息．研究信息．利用信息。县志是高密度的信息载体，是一个地

方系统的客观的权威的资料全书。《肥西县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在信息和县

情资料方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全县人民值得高兴和欣慰的事l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要借鉴历史．要从县情出发。研究

历史、认识县情的渠道很多．然而象这样一部纵贯古今、横列百科的《县志》还

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或缺的。

肥西从古到今．历经沧桑巨变。上古时代为东夷、．淮夷之地；春秋为吴、楚

交争，战国属楚国I秦汉建县．西北属成德县、东南属合肥县；自东晋后成德县

废．全属合肥县．直至民国。1949年初建肥西县．至今已有40多年。纵观几千

年历史，横看几十个方面．怎么搞清楚?只有通过修志，才能搞清楚。我县没有

旧县志可循．很多问题主要依靠修志的同志考证、研究；修志之难，可想而知J

幸赖各方支持．修志同志努力，终于修成此志，确实可喜可贺!我也为有机会参

与主持其事(并且是<县志》完成阶段的工作)而倍感荣幸!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县志》出版并不意味着修志工作结束，而是一个新的

阶段的开始。全县上下还要大力做好《县志》发行工作，让《县志》发挥“资治、存·

史、教化"的作用，成为丰富多彩的乡土教材．成为吸引外资的投资指南!此外，

要利用修志资料提供咨询，普及县情知识；还要编写本县年鉴，整理资料．为下

次修志作准备；根据可能和各方需要，编写部门志、专业志、山水志、乡镇志、厂

校志专集，多方面地为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这些方面，还要

修志人员继续努力，并望全县人民和社会各方人士一如继往地给予大力支持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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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西县志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实事求是，客观记述本县各类事物的历史和现状，一般不加评议。

记事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
’

二、本志按事物类别设立专志，不受行政管辖范围和机构级别限制．采用

章节目体。篇首列《概述》．中列各专志共35章．末缀《大事记》、《附录》；照片、

图表穿插其中。

三、断限：上限．一般为1949年，尽量溯及事物发端。下限．《概述》及各专

志一律至1985年底止I《大事记》、《附录》及照片、地图等适当下延．部分内容

延至1993年，以反映专志下限以后本县的重大变化。

四、人物：以近、现代为主。溯及古代；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以正面人物

为主．酌收反面人物。坚持“生不立传"通例。在世人物可选列表、录，注意在专

志中以事系人。

五、时间：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前加注历史纪年。本志。解放前(后)"指

1949年1月本县解放前(后)；“建国前(后)黟特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后)。。50年代"等凡未注明世纪者．均为20世纪年代。

六、常用简称：。党一及。中央、省委、县委、区委、支部”等，在没有加限制诃

的情况下，专指“中国共产党一(中共)及其各级组织；“人民政府棚人民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刀“生产小队抑等有时简称为“政府棚人委"

。革委会椰公社舢‘大队删生产队(小队)"等；。文化大革命"有时简称“文革一。其

它常用的较长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酌用简称。

七、数据：以县统计局资料为准。统计局资料缺的。采用有关部门数据；数

据不一致的，审核准确后采用其一；无法辨明的，诸说并存．注明资料来源。数

字用法，遵照“国家语委"等7单位1986年12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计量，尽量采用标准计量单位．历史资料仍旧。人民币1955年4

月前的万元都按1元折算。工农业总产值一般用1980年不变价，采用其他价

‘格计算时加以注明。

八、历次划出区域．在属本县管辖时间内，有关内容及数据可记入本志，但

涉及可比性记述时(主要为工农业产值等)适当剔除。

九、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历史资料仍旧。其他行文通则参照有关规

定。
5

己p



凡例 肥西县志

十?考证：重要史实有歧误者，于文内略加考证；篇幅较长的考证专文载入
<附录》，专志仅用其结论。

十一、本志资料以县档案馆和各部门档案为主，兼采用县内外有关档案馆

(室)、图书馆、资料室以及正史、野史、旧志、家谱、报刊、专著、手稿、回忆录、碑

刻及考察采访资料等，除必要者外，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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