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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颍上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黄淮平原南端，区位交通优越。阜淮铁路横贯东西，“大京

九”铁路擦境而过；阜六、合淮阜两条高速公路即将建成，105国道与102、224省道在境内交

汇，淮河、颍河流经颍上200多公里，通江达海。全县境内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运三位一体、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颍上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从周秦到东晋名～嗅”，刘宋至陈名“楼烦”，隋大业二年(606

年)定名颍上县。有着2700多年悠久厚重的历史，孕育了一代代杰出英才。春秋时期大政治

家管仲、鲍叔牙在齐鲁大地建功立业，记载管仲治国业绩和思想言论的典籍《管子》博大精深，

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当代学界大师常任侠、文坛大家戴厚英学识渊博，名扬四海。中科院

院士陈国良开辟了我国计算机学科中非数值并行算法研究的新领域；工程院院士郑守仁成为

“三峡建设者的楷模”，被誉为“当代大禹”；还有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等等，这些名人巨匠都彰显

着颍上历史文化的厚重与尊贵。

颍上沃野平畴，资源富集。动植物品种繁多，土特产品优量大。煤炭储藏量100多亿吨，

年产800万吨的谢桥煤矿产销两旺，年产800～1000万吨的刘庄煤矿已经投产，年产300万吨

的罗园煤矿和投资110多亿元的刘庄坑口电厂正加紧筹建。颍上素有“五河三湾七十二湖”之

称，水资源量8，5亿立方米。全县林业覆盖率17．52％，林业绿化率19．12％，是全国生态示范

区、平原旅游县。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1859平方公里的颍上大地上，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建设发展不断

加快。从1989年至2006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由3．7亿元提高到57．7亿元，增长16．6倍；

财政收入由1984万元增加到5亿元，增长26．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98元提高到2232元，

增长6．5倍。实现了由全国贫困县向全省发展最快十佳县的历史性跨越。今天的颍上已经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走上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富民强县之路，进入了蓄势劲发、奋力崛起的中

兴时期，正朝着建设全省县域经济十强县的宏伟目标全面加速、奋力跨越。兴续志之业，载盛

世之昌，传扬现代文明。

《颍上县志》(1989-2003)展示了颍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史书画卷，必将传之久

远，惠及后世。它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将为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提供决策依据和县情资料；必



将成为境内外颍上人沟通联系的“名片”，使更多人了解颍上、热爱颍上、建设颍上，它是继首部

《颍上县志》之后的又一部地方文献，是全县文化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祝贺《颍上县志》(1989～2003)出版发行，感谢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希望全县广大干

部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县志“存史、资治、教化”功能，全面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实现颍上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及“两个率先”(在阜

阳市率先崛起、率先进入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的奋斗目标，加快建设有实力、有活力、有魅

力的社会主义和谐新颍上，让颍上人民过上有体面、有尊严、有价值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中共颍上县委副书记

颍上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j-7碜生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注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二、实事求是乃志书编纂的根本原则。本志所述内容均经严格考证，力求翔

实可信，文中不注明资料出处。

三、本志记述时限为1989～2003年，某些事物为反映全貌及与前志衔接，适

当上溯或下延o 2004--2006年要事，特在篇末设“限外辑要”加以记述。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条目式编写。为便于体现事物发展变化的宏观面貌及

其因果关系，部分章节下设无题概述。

五、本志强化社会面及人的记述，除适当扩大人物志的篇幅外，其他篇章加

强以事系人，突出集体和人民群众的作用。

六、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已故的正处级以上干部和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名

流，收入“人物传略”o人物传略仅收1989--2003年间逝世的颍籍人物。设“人物

简介"和“人物表”，记载有突出贡献和有较大影响的健在人物。入选人物，按党

政军、科教文卫、宗教、英模、体育等分类，同一类别以出生先后为序。另设现任

领导简历，交叉任职的不重复介绍o ．

七、本志采用的数据原则上依据统计部门资料和有关单位的数据。

八、行文规范以《安徽省第二届志书编纂行文规范》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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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颍上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阜阳市东部。

南临淮河，中贯颍水，地理坐标为东经115。56
7

～116。38’、北纬32。27 7～32。54’之问。与颍东

区、阜南县、利辛县、凤台县、寿县、霍邱县相邻。

全县东西长72．5公里，南北宽56．1公里，总面

积1859平方公里。2003年，全县辖31个乡镇、

728个村(居)民委员会，总人口1510920人。

颍上属典型的淮北冲积平原，地势平坦，由

西向东南略倾。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向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过渡带，夏热冬寒，四

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0℃，平均无霜期220

天；常年平均降水量904．0毫米，降雨时空分布

不均，水旱灾害频繁，尤以水灾为重。

颍上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原始社会晚

期，这里已有人类聚居。西周时期即建邑治，秦

汉置慎县，刘宋到陈名“楼烦”。隋大业二年

(606年)，定名为颍上。2700多年悠久厚重的

历史文化，孕育了一代代杰出英才。春秋时期

有大政治家管仲和知人让贤的鲍叔牙；秦代有

名位显赫、出将人相的甘茂，有能言善辩、年少

才高的秦上卿甘罗；明清时期有文武进士12

名，文武举人76名。新中国成立后，又涌现出

美术史家常任侠、女作家戴厚英、中科院院士陈

国良、工程院院士郑守仁等一大批栋梁之材，他

们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增光添彩，其业绩光耀

史册。

颍上资源丰富，交通便捷。境内矿产资源

主要有煤、铁、河沙、石英沙等，尤以煤炭著名。

谢桥煤矿和刘庄煤矿已探明地质储量40亿吨。

颍上素有“五河三湾七十二湖”之称，降水充沛，

水资源总量年均8．5亿立方米。颍上有以落

叶、阔叶树种为主的各类林木30多种，具有较

高的经济价值。全县鱼类资源丰富，有7目、10

科、48种；鸟类、爬行类野生动物49种，其中大

鸨、白天鹅、白颧、琵琶鹭等，属国家一级、二级

野生保护动物。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造就了管

鲍祠、尤家花园、清凉寺、甘罗墓、文地春风等特

色各异的人文自然景观；环境保护全球500佳

小张庄田园锦绣，风景迷人；4A级八里河风景

区和迪沟风景区犹如绿洲蜃楼，人间仙境。众

多历史遗迹和天然的生态环境，使颍上旅游业

充满活力，开发前景广阔。颍上水陆交通便利，

淮河、颍河四季通航；阜淮铁路横贯东西，京九

铁路擦境而过；阜六和合淮阜高速公路，105国

道和102、224、328省道在境内交汇。

中共颍上县委、县人民政府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

全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握“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

作大局，带领全县人民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县委切实抓好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建

设、党风廉政建设和纪律检查、政法综治、统一

战线等工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和法制建设，实施了正确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

和组织领导。15年来，县委善于把握工作大

局，先后作出了推行股份合作制经济，依法支

持、大力发展个体私有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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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招商引资，改革乡镇机构，加快经济发展，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决策。颍上县第

十至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集中

民意，聚集民智，通过决定重大事项。人大代表

以视察调研、人事任免、执法检查、议案办理、民

主评议、信访接待、代表联络等方式，依法履行

职权，大力推进颍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县政

府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突出抓好改革与发展规划、国土、

民政、监察、劳动人事、工商行政、物价、统计、质

量技术监督和农村经济管理等工作，加强财源

建设，强化审计监督，依法管理宗教和处理民族

事务，提高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实施外向

带动、科教兴县、工业强县、城乡一体化、可持续

发展战略，推进体制改革，加强经济协作，推动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县政协围绕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积极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活动。县人武部和驻颍军事单位全体官兵，继

承和发扬人民军队拥政爱民传统，以守土、安

民、除害、卫国为己任，为颍上的稳定和发展作

出了贡献。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转变，颍上县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

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体制改革方面，积

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逐步形成农民负担

监督卡、一票否决、一把手负总责、专项审计等

一系列规范化管理制度。1992～1996年，全县

共清理有关农民负担文件18份，废止不合理收

费12项；1997～1999年，实行税费征管办法改

革，规范税费征收行为；2000～2003年，进行农

村税费改革试点，农民负担管理更加规范。与

此同时，稳步开展土地第二轮承包及发证工作，

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工业体制改

革方面，由通过建立经济责任制和各种形式的

承包责任制(包括上交利税承包、招标承包、风

险抵押承包、领导集体承包等)的经营体制改

革，逐步过渡到以产权转让、破产重组、股份制

改造、租赁经营、破产拍卖等方式进行的企业产

权制度改革，大部分县属国有工业企业职工身

份得到置换。财税改革方面，1989～1993年，

颍上县沿用“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

财政预算管理体制；1994年实施分税体制改

革，国税、地税分设；2001年县成立公共财政支

出改革领导小组和预算编制领导小组、财政论

证委员会、政府采购评标委员会、公务用车维修

技术鉴定小组等，全面推进县级公共财政支出

改革；2003年省级财政实施“省直管县”的财政

体制改革，颍上县成为省直管县之一。劳动人

事改革方面，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原

则，引入竞争、激励、约束、优化机制，建立健全

新的用人机制；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深化和完

善以干部选拔任用和规范管理监督为重点的配

套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进行管理体制、投

人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

为保证改革和建设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颍上县直机关和乡镇党委政府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方针，普遍实行了以“政务公开，接

受群众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廉政建设，加强财政

预算外资金管理，实行政府统一采购并建立行

政服务大厅，具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集中大厅

统一公开规范办公，有效防止了政务工作中的

腐败行为，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受到社会各界

的普遍好评。

15年来，颍上县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

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03年，全县国内生产总

值256725万元，工农业总产值316720万元，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7492万元，财政总收入

15082万元，全县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为

324701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29497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59元，农民的

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农业 2003年，全县农业总

元，比1989年的0．62亿元，年均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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