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咸松   

方咸松（1920—1990），甘棠镇民主村湖深潭人。  

咸松世代务农，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全家母子 3 人靠亲友接济生活。成年后，又逢连

年战火，靠卖柴为生。民国 35 年（1946）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于黄山山区，湖深潭后

山的竹垄岗是沿江中心县委机关驻地，游击队领导人陈爱曦、孙刚经常去民主村活动。咸松

与青年农民陈振华、崔思涛等率先参加地区民兵，积极协助游击队开展工作。     

建国初期，咸松任地方民兵队长，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 年任民主大队支部书

记，直至 1984 年因年老体衰而主动辞职，推举年富力强者担任。辞职后，热情支持新干部

工作，处处为群众排优解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咸松身为支部带头人，立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30 余年如一日，吃大苦、耐大劳，事

事走在前，处处带头干。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至 1987 年，全村造、育、改造、垦复林

木 2.88 万亩，发展茶园 700 亩，造田 80 亩。每年向国家提供木材 1000 立方米，毛竹 3 万

根，茶叶 4 万斤。宜林山场全部绿化，森林覆盖率达 88.4%，林木蓄积量 8.5 万立方米，毛

竹蓄积量 36.8 万根。全村建各类桥梁 30 余座，开辟林区道路 14 条，建大型林场 1 个，茶

厂 4 个，会堂 1 座，学校 1 所。户户通电，安装了自来水，90%的农户盖了新房。使民主村

从一个落后的穷山沟变成初步繁荣的新农村，先后 15 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地）林业先

进单位，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咸松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不挪用拖欠集体一分钱。不参加任

何宴请，谢绝一切馈赠。严于律已、乐于助人，曾主动将组织上照顾他家的一个招工名额让

给他人，还说服儿子将参军的指标让给烈士家属。1980 年，组织上决定咸松脱产到乡里工

作，他却以年老体弱为由婉言谢绝，继续为山区人民作贡献。     

咸松身在林海，却惜木如金。身体力行，教育大家“靠山吃山，吃山养山”。为了保护

森林资源，带头捡死柴，烧茅柴，在全村推广省柴灶，集体办林场，教育子女到林场劳动，

吃住在高山。逢年过节，咸松总是别人回家团聚，自己却连年在林场过除夕夜。     

咸松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工作，成绩卓著，多次被评选为乡、县、省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乡、县党委委员，乡党委副书记，1978 年被选为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他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还探讨了理想都市等问题。     

吴景超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

研究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他在《都市社会学》一书中，阐明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明确界定“都市区域”与“都市的区域”两个概念的

不同，认为都市区域不但包括都市的本身，还包括都市以外的附庸，而都市的区域主要指都

市本身的情形。他还进一步探讨了理想都市等问题。     

第十章	隶属县市	

屯溪区 

屯溪，中国黄山市市辖区、市政府驻地，位于徽州盆地，徽州四大古镇之首，新安江重

要码头。简称“昱”，俗称昱城。是黄山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旅游和资讯中心。市

区内的屯溪老街被称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是全国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中国十大历史文

化名街。 

基本介绍 

  屯溪区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政府驻地。总面积 249 平方千米。总人口 17 万人（2007

年末）。全区辖 4 个街道、5 个镇：昱东街道、昱中街道、昱西街道、老街街道，屯光镇、

阳湖镇、黎阳镇、新潭镇、奕棋镇。区政府驻昱东街道。     

地处黄山南麓、新安江河谷盆地之中。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6.3℃，年降水量

1670 毫米。膨润土储量 1 亿多吨。     

皖赣铁路、京台高速、杭徽高速、205 国道、103 省道过境，黄山机场在辖区内。花山

谜窟－渐江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屯溪老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和氏三宅和程大位故居

均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珠算史料馆，黄山市博物馆，戴震纪念馆。 

屯溪概况 

屯溪区地处白际——天目山、黄山之间的休屯盆地（即徽州盆地），扼横江、率水与新

安江汇合处。东北、东南分别与徽州区、歙县毗邻，其余均与休宁县接壤。全区辖黎阳、阳

湖、奕棋、屯光（含原歙县篁墩乡）、新潭（含原休宁县梅林乡）五个镇和昱东、昱中、昱

西、老街四个街道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