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地方志丛书铜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黄山书仕



铜陪彤



序

铜陵县于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建县，至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在

这块土地上，铜陵人民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特别是“五面"运动以后，铜陵人民

开始觉醒。1919年，城关、大通等地民众，曾举行游行示威，积极参加反帝反封

建的斗争。1923年后，本县一批旅外青年学生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共产

主义青年团，并相继返回家乡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j 1931年本县第一个党支

部——中共铜陵特别支部成立后，铜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如火

如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1944-一1945年本县

发展成为皖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1949年4月20日21时35"-45分，中

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八兵团第二十四军七十9币率先在本县胥坝文兴洲登陆，文

兴洲成为渡江战役第一船登陆点121日8时，铜陵县城解放，这是江南第一座

被解放的县城。铜陵人民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建国后，铜陵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艰苦奋斗，各项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铜陵人

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闰步前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

前，县委、县政府又制定出在本世纪末奔小康的战略思想和奋斗目标，并率领

全县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加快发展，努力开创现代化建设和改

革开放的新局面。铜陵的未来必将更加辉煌璀灿。 ，；，

《铜陵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了本县自然、社会等方面的演变情况，是一部铜陵县

的百科全书。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铜陵县志》不

仅为我们提供了建设铜陵、振兴铜陵的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也为我们在全县

范围内广泛开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近百年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主

义必然性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教育，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的教育"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乡土教材，必将对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希望大家都来读读这部《铜陵县

志》，以察县情，明得失，举良措，兴铜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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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是皖中南的一颗璀灿明珠。历

史上享有“铜陵虽小，八宝俱全一的美称，现今发掘的“珍宝”更不计其数。主要

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锌、锰、钾、硫、煤、石灰石、大理石等30余种。主

要农作物除水稻、油料、棉花外，还有生姜、蒜子、大豆以及驰名中外的名贵中

药材凤丹。境内有数处古矿冶遗址，还有天井湖、相思树等风景名胜。李白曾两

次来铜陵壮游，王安石曾在铜陵设书堂讲学。北宋皇裙年间，县人陈翥撰成

《桐谱》，是为世界上最早论述泡桐的科学研究专著。明正德十一年，县人张文

伟编著《铜陵算法》，刊行于世，远传日本。建国后，勤劳、智慧的铜陵人民在这

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用自己的社会实践，谱写出光辉的历史篇章。本县先后

被列为全国重点产煤县、安徽省矿产资源县，成为全国重点产金县，并跨入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行列。 、 ·

．、 这部《铜陵县志》是社会主义时期我县第一部新方志。她以新的思想、新的

观点、新的编纂体例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我县截止1990年底的自然、社

会、经济诸方面的情况，特别是重点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的巨

大变化。时代特点显著，地方特色灿然。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

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铜陵县志》编纂出版问世，不仅为

我县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当前，改革大潮再次在铜陵大地掀起，铜陵经济正展翅腾飞。县委、县政府

确立了“依托城市，发挥优势，科教领先，强工兴农，坚持一稳二通三突破，实现

四个翻番奔小康"的经济发展基本思路。重点是，以科教兴农为重点，稳定发展

农业，以骨干和集体企业为重点，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以管理和技改为重点，巩

固发展县办工业。。八五一期末，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6亿元以上，农村人均收入

600---．1000元。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在战略上将采取两大措施：一是抓内因，

促潜力发展。在农业上，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手段，以综合开发为重点，走

优质高产高效的路子，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网络；在乡镇企业和县办工业上，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改造老企业，兴办新企业，大力发展高科技、高附

加值的适销对路产品，形成规模和优势。二是抓外因，促横向联合。与境内外广

交朋友，加强合作。目前，已建立西湖、城关、董店3个工业小区和繁(昌)木

(镇)公路沿线的工业。走廊"，积极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优越的基础条件，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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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资金和人才。

优势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决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

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的基本路线，发挥优势，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真抓实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加快改革

开放的步伐，创造更XI-辉煌的业绩，以待后人记述。

注·该序作者为中共铜陵县委副书记、铜陵县人民政府县长

唐世定

199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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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铜陵县内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努力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统领全志，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第二部分为各类专志，系全志主体。以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

为序排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采用平行章节体，共分30章、136节，节下设

目。其分类依事而定，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和部门的限制。第三部分为附录

和修志始末。为突出地方特色，有些事物突破类属关系，单独设章立节，如“乡

镇企业一、。矿业一

三、本志通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因事而异，下限除行政区划图按1993

年行政区划绘制、附录下延至1993年外，均截止于1990年底。

四、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图、照片置于卷

首，表散见于各章之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中不加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历代县志，省、市、县馆藏档案和图书，各部门专

业志，以及有关方面提供的书面或口碑资料。各类资料均经筛选、考证、鉴别后

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

六、本志记载的各类统计数据，建国前的录自史料和各部门专业志。建国

后的大部分来源于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少数来源于各部门专业志。其中产值

均按1980年不变价。

七、本志出现的地名，少数为历史地名，多数为现行标准地名。使用历史地

名一般加注今地名。行政区域均用当时称谓。所载计量单位，建国前系各个时

代实际使用的计量单位，少数需要对比的，换算为统一计量单位，建国后一律

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所载货币，凡未注明的，1935"-"1948年8月为法币，1948

年8月至建国时为金圆券，建国后为人民币11955年3月1日以前发行的旧版

人民币，其币值已按万分之一的比例折就。
’

八，本志历史纪年，除各类图表和人物章用公历纪年纪月外，其它部分民

国以前用帝王号纪年、农历纪月，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公历纪月，1949年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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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以后用公历纪年、公历纪月。历代王朝纪年和民国纪年均适当加注公元

年号。文中出现的“20年代一、“30年代一、⋯⋯“80年代"均为本世纪所属年代；

“一五一、“二五"⋯⋯。七五"时期系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分期。

九、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4月21日铜陵县解放前(后)，所

称“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所称。文

革"时期系指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时期。

十、为了便于记述，将本县解放前国民党政权称作。民国县政府一，除此以

外的各类称谓(包括党派、政权、政区、机关、团体和官职等)均系各历史时期的

正式名称。机关、团体和会议等名称，在志中多次出现，一般首次使用全称，以

后酌用简称。

十一、本志人物传所载人物均为在县内有较大影响的已故者，以本县籍为

主，兼顾客籍。除正面人物外，反面人物亦酌量收入。“人物传"、“烈士表"所载

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 ．

十二、本志使用规范简化汉字，数字用法遵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7个单位于1986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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