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节能减排二十佳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最具现代化能源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全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豆腐之乡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少儿舞蹈艺术之乡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之乡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花鼓灯艺术研发基地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能源之都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火电三峡   

 淮南市被命名为国家大型煤炭基地   

 淮南市被命名为全国 13 个亿吨煤炭基地之一   

 淮南市被命名为全国 6 个煤电基地之一    

 淮南市被命名为新中国电力工业的摇篮     

淮南市被命名为华东工业粮仓     

淮南市被命名为安徽省煤化工基地    

 淮南市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淮南市被命名为古淮南国中心区域    

 淮南市被命名为 2009年浙商投资(中国)最佳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 2009年中国吸引华商投资最具潜力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 2010年苏商投资中国首选(最具潜力)城市.    



 

 淮南市被命名为 2010浙商重点投资城市 

淮南由此被称为“建在金库上的城市”、“华东工业粮仓”。 

中国豆腐文化节被评为“中国节庆产业十大品牌节庆”，成为淮南走向世界、世界了

解淮南的窗口。 

淮南城市是安徽省“双百”城市之一。    

淮南城市市辖 5 区一县，是安徽省辖区最多的城市之一。 

八公山是中国豆腐的发祥地，享有“八公山豆腐甲天下”之美称。 

凤台县获得全国水利先进县、 

凤台县获得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 

凤台县获得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 

凤台县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凤台县获得全国“四五”普法先进县等荣誉； 

凤台县是全国中部百强县、 

凤台县是安徽经济“十强县” 

凤台县是安徽财政收入“第一县”， 

凤台县被誉为“淮上明珠”、“皖北江南”。 

安徽省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素有“淮上明珠”之称。 

 

 

 

第二章	淮南概况	 	

淮南市位于中国华东腹地，淮河之滨，是安徽省北部重要城市。淮南是座年轻城市，1952

年建市，面积 2121 平方公里。1984年淮南市和重庆、大连、青岛、无锡等城市一起被国务

院批准为“较大城市”，享有地方立法权；1985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淮南是座

美丽城市，北滨淮河，南依舜耕山，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可谓“山水平秋色，彩带串明珠”。 

中文名称：  淮南   

外文名称：  Huai Nan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较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  潘集区等 5区 1 县   

政府驻地：  安徽省淮南市洞山中路 9 号   

电话区号：  0554   



 

邮政区码：  232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中北部，淮河中游   

  面积：  2596.4 平方公里   

人口：  240.9 万人(2009年)   

方言：  中原官话信蚌片、江淮官话洪巢片   

气候条件：  暖温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八公山，茅仙洞，春申君陵园等   

火车站：  淮南站   

车牌代码：  皖 D   

市花：  月季   

市树：  悬铃木   

淮南市位于淮河中游，安徽省中部偏北，东与滁州市的凤阳、定远县毗邻，南与合肥市

的长丰县接壤，西南与六安市的寿县、霍邱县相连，西及西北与阜阳市的颍上县，亳州市的

利辛、蒙城县交界，东北与蚌埠市的怀远县相交。最东端位于孔店乡东河村以东与定远县交

汇之窑河河面，最西端位于凤台县尚塘乡侯海孜以西与利辛县接壤处，最南端位于孙庙乡庙

塘村以南瓦埠湖水面，最北端位于茨淮新河主航道中心线凤台县与蒙城、利辛县交汇处。    

淮南是安徽省重要的工业城市。全市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化工为支柱，医药、建材、纺织、

机械、电子、轻工、高新技术等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工业产品万余种。淮南市盛产

水稻、小麦、油菜等，黄牛、奶牛、山羊及淡水养殖初具规模。    

 淮南市被先后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市”、

“中国节能减排二十佳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先进城市”、“中国最具现代化能源城市”“全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市”等荣

誉。     

淮南是座年轻的城市，1952 年建市，1984 年淮南市和重庆、大连、青岛、无锡等城市

一起被国务院批准为“较大城市”，享有地方立法权，1985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

是安徽省城市人口超过 100 万、建成区面积超过 100 平方公里的“双百”城市之一。也是我

国 53 座特大城市之一（2009 年数据）。 

淮山南新区 

淮南市山南新区规划简介 

淮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明确写到：建设“现代淮南、文明淮南、生态淮南”的总体目



 

标，制定“东进、南扩、西调、北连”的空间发展战略，勾画“三山鼎立、三水环抱、三城

互动”的空间形态，建设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生态优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文明进步、

人与自然和谐，国内一流、安徽第一、具有淮南山水特色的现代化南部新城区 

黑色煤炭的富集地——代表了淮南得天独厚的资源特异；    

淮南大地蕴藏着宝贵的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极为丰富。淮南煤田是中国黄河以南、特

别是中国东南地区资源条件最好的煤田，也是规模最大、最后一块整装煤田！远景储量 444

亿吨，探明储量 153 亿吨，约占安徽省的 71%，华东地区的 32%。具有低硫、低磷、高挥发、

高发热、富油等特点，是理想的动力煤和煤化工原料。近年来，淮南市委、市政府超前谋划，

大力发展煤炭工业。2009 年，全市煤炭产量达到 8000 余万吨。到 2010 年煤炭产量将达到

１亿吨左右。是全国 13个亿吨煤炭煤炭基地之一。淮南由此被称为“建在金库上的城市”、

“华东工业粮仓”。高大的井架，花园式矿区，现代化采矿技术，孕育出意境不凡、寓意丰

富、创新开拓的“煤文化”，成为淮南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红色火电的输出地——代表了淮南冠誉全国的产业特质；    

 穿越时光隧道，我们把目光定格在这里——能源城淮南，这是一座被历史所铭记的新

中国电力工业“摇篮”。“皖电东送”再一次把淮南推到了时代的前台，承载着安徽崛起与东

进梦想的第一缕电光，从淮南输出，绽放在长三角地区的夜空。淮南新上马的火电机组占“皖

电东送”总装机量的 85%以上，是“皖电东送”当之无愧的“领军主力”。截至 2009年底，

淮南的发电装机总容量已达到 1000万千瓦，发电总量 460亿千瓦时以上。是全国 6 个煤电

基地之一。到 2020 年，将建成装机总容量将达到 2000 万千瓦时的火电基地。发电能力将超

过长江三峡水电站。成为名副其实的“火电三峡”。   

  蓝色生命的起源地——代表了淮南博大精深的文化特点；   

  从太空俯瞰地球，那是一片深邃飘渺的蔚蓝色。这个蓝色星球的生命起源在哪里？

1962 年发现、1979 年命名为“淮南生物群”及其主要组成部分——“淮南虫”，在人类起源

和地质构造方面引起全球关注。1984 年莫斯科国际地质大会，将“淮南虫”定名为“地球

上的生命鼻祖”，八公山则被公认为“地球上的生命起源”。这个发现把达尔文《物种起源》

关于生命起源不足 6 亿年的提法向前推进了 2亿多年。   

  白色豆腐的发源地——代表了淮南源远流长的历史特色；   

  白色的豆腐，洁白如玉，细嫩可口，发端于 2000 多年前八公山麓。《本草纲目》记

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刘安在求仙炼丹的过程中发明了豆腐，演绎出“一人得

道，鸡犬升天”的神话故事。八公山遂成为天下豆腐的发源地。   



 

  中国豆腐文化节已经成功举办了 16 届。今年将举办第 17 届中国豆腐文化节。每届

中国豆腐文化节期间，宾客云集，商贾聚会，群贤毕至，文化盛典，商旅唱戏，人民节日。

品尝豆腐美食，观览八公美景，祭拜豆腐始祖，凭吊战国四君之一春申君楚相黄歇，仰拜战

国百战名将廉颇。中国豆腐文化节被评为“中国节庆产业十大品牌节庆”，成为淮南走向世

界、世界了解淮南的窗口。    

 绿色生态的宜居地——代表了淮南充满希望的未来特征。    

 绿色，充满活力和朝气。八公山、舜耕山、上窑山“三山鼎立”；淮河、高塘湖、瓦

埠湖“三水环绕”；中心城区、西部城区、山南新区“三城互动”，形成了湖光山色相辉映，

山、水、城融为一体的独特城市风貌。穿行于城市，楼群挺拔，车流如水，草地如茵，繁花

似锦，清风习习，笑容荡漾在每个人脸上!  进入夜晚，灯光璀璨，流光溢彩，晚风轻拂，一

幅安居乐业的和谐美景! 

行政区划 

截止 2009 年底，淮南市辖 5 区 1 县 1 个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 1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46

个乡镇，19个街道，221个社区居民委员会，573个村民委员会。   

 淮南地图田家庵区    

 辖舜耕镇、安成镇、曹庵镇、史院乡、三和乡、泉山街道、龙泉街道、公园街道、洞

山街道、朝阳街道、国庆街道、新淮街道、淮滨街道、田东街道，共 5 个乡镇、9个街道，

73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41 个村民委员会。    

 潘集区    

 辖芦集镇、泥河镇、平圩镇、潘集镇、高皇镇、古沟回族乡、架河乡、夹沟乡、贺疃

乡、祁集乡、田集街道，共 10 个乡镇、1 个街道，23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153 个村民委员

会。    

 谢家集区    

 辖李郢孜镇、望峰岗镇、唐山镇、杨公镇、孙庙乡、孤堆回族乡、谢家集街道、蔡家

岗街道、立新街道、谢三村街道、平山街道，共 6 个乡镇、5 个街道，37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56 个村民委员会。    

 八公山区   

  辖山王镇、八公山镇、土坝孜街道、新庄孜街道、毕家岗街道，共 2 个镇、3个街

道，23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1 个村民委员会。     

大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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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辖上窑镇、洛河镇、九龙岗镇、孔店乡，大通街道，共 4 个乡镇、1个街道，18个社

区居民委员会，50 个村民委员会。   

凤台县     

辖城关镇、朱马店镇、新集镇、岳张集镇、顾桥镇、桂集乡、李冲回族乡、城北乡、丁

集乡、关店乡、大兴集乡、刘集乡、钱庙乡，杨村乡、尚塘乡、古店乡、共 16 个乡镇、1

个经济开发区，32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13 个村民委员会。   

 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    

 辖毛集镇、夏集镇、焦岗乡，共 3 个乡镇，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38个村民委员会。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     

辖 1 个村民委员会。    

 截止 2009 年底，全市总面积 2596.4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 1566.4 平方公里，凤

台县面积 1030 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 110 多平方公里。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夏商时期，市境属“淮夷”之地。西周分封诸侯，市境为州来子国所辖；春秋末期，诸

侯纷争。周景王十六年（公元前 529 年）吴灭州来，市境属吴；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张，位于

淮河上游的蔡国被迫几度迁都，求救于吴。为便于吴蔡的相互援助，周敬王二十七年（公元

前 493 年），吴国帮助蔡国迁都于州来，改州来为下蔡。战国初期，周贞定王二十二年（公

元前 447 年），楚惠王灭蔡，市境属楚。战国末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41 年）迁

都于寿春，改寿春为郢，市境成为楚国的京畿之地。楚王负刍五年（公元前 223 年），秦灭

楚。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市境淮河以南属九江郡（郡治寿春），

凤台县及淮河以北属泗水郡。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 203 年），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首置淮南国，都六（今六安），

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 4 郡。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英布获罪伏诛，改封刘长

为淮南王，都寿春（今寿县）。    

 孝文六年（公元前 174 年），刘长获罪流放，死于途中。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

王。孝文十六年（公元前 164 年），淮南国一分为三：淮南、衡山、庐江，分别封给刘长的

3 个儿子，长子刘安继任淮南王，都寿春。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刘安获罪自

尽，废淮南国，复为九江郡，治寿春。西汉时期，市境先后属淮南国、九江郡所辖，凤台县



 

属沛郡下蔡县。　    

 东汉时期，市境及凤台县均属九江郡所辖，分属寿春县、下蔡县。汉末，袁术据寿春

改设淮南郡。入魏仍称淮南郡，治寿春。其后，魏文帝先后封其子曹邕及其弟曹彪为淮南王，

明帝青龙元年（233 年）移治合肥新城。其间，市境及凤台县均为淮南郡所辖。西晋初年，

淮南郡迁治于寿春，市境为其所辖。永嘉乱起，淮河流域沦为战乱区，江淮郡县大批废弛，

北人南迁。东晋咸和初年侨置淮南郡于丹阳郡于湖，市辖境则为侨置的南梁郡。　   

南北朝期间刘宋、萧齐、萧梁沿习东晋侨置淮南郡于江南，市境先后有豫州、梁郡等侨

置郡县。北魏、北齐、北周、隋时，市境复为淮南郡所辖，凤台县属汝阴郡下蔡县。　     

唐置淮南道，市境属淮南道寿州所辖，凤台县属河南道颍州下蔡县。五代十国时期淮南

道称谓不变，寿州、下蔡先后为吴、南唐所有。　    

 北宋置淮南路，市境属淮南路寿州所辖。熙宁五年（1071 年）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

市境属淮南西路寿州所辖，淮河以南属寿春县，淮河以北属下蔡县。后宋金和议达成，以淮

河、大散关为界，市境淮河以北属金国，淮河以南为宋地。　   

 元代，市境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安丰路，分属寿春、下蔡两县所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建怀远县，今市区东部属怀远县所辖。　    

 明代，市境属南京凤阳府辖地，分属寿州（包括今凤台县）、怀远县。　    

 清初，市境属江南行省凤阳府，分属寿州、怀远县所辖。雍正十一年（1733 年）从

寿州分置出凤台县，辖故下蔡县地，同城分治。同治三年（1864 年）凤台县迁治于下蔡县

故地（今城关）。　    

 民国元年（1912 年）废府，市境分属寿县、凤台、怀远县，其中有“淮南三镇”之

称的田家庵、大通、九龙岗均属怀远县所辖。　   

 1949 年 1月 18 日淮南解放。3 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在淮南三镇的基础上设立淮

南煤矿特别行政区；4 月，淮南煤矿特别行政区改设为淮南矿区。1950年 9 月，建县级淮南

市。1952 年 6 月，建立省辖淮南市。1977 年 1 月，凤台县由阜阳专区划入；1999 年 11月，

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批准成立。2004 年 7 月，孔店乡、三和乡、曹庵镇、史院乡、孤

堆乡、杨公镇、孙庙乡由长丰县分别划入淮南市大通区、田家庵区、谢家集区。   

  淮南城市是安徽省“双百”城市之一。    

 淮南城市市辖 5 区一县，是安徽省辖区最多的城市之一。拥有地方立法权。 



 

第四章	风情文艺	 	 	

淮南豆腐宴 

“淮南煤炭俏四方，八公豆腐甲天下！”地处皖北的淮南市，历来就以盛产“一黑一白”

而著称，“黑”指的是煤炭，“白”当然说的就是那鲜嫩绵滑的豆腐了。   

 淮南豆腐，以八公山清冽甘甜的古泉水泡制淮河流域的优质大豆，加之豆腐发祥地世

代相传的精湛工艺制作而成，使得淮南豆腐不仅口感细腻绵滑，营养丰富，也更显得质地细

若凝脂，洁白如玉，更为神奇的是，淮南豆腐还能够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掷于汤中久煮

而不沉碎。    

 近年来，淮南市以豆腐为媒，每年都要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举办豆腐文化节。

四方宾朋在淮南不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豆腐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且还可以品尝到丰盛的豆腐

宴。    

“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据史料记载，汉淮南王刘安好道，为求长生不老之

药便与方术之士在八公山中著书炼丹，偶将石膏点入丹母液豆浆之中，经过化学变化，形成

了鲜嫩绵滑的豆腐。之后，豆腐技法流入民间，传播海外－－唐代鉴真和尚东渡传入日本，

宋朝传入朝鲜，18 世纪传入欧洲，后陆续传入北美、非洲，逐步成为世界性大众食品。豆

腐中含有丰富的钙、铁等微量元素和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不仅营养丰富，而且是举世公

认的医疗保健绿色食品。当今，“豆腐热”已风靡全球，但是闻名遐尔、独领风骚的还是豆

腐故乡淮南的八公山豆腐。   

养生之道曰：人要每天进食一块豆腐，方能保证一天所需要的植物蛋白。    

八公山是中国豆腐的发祥地，以八公山清冽甘甜的古泉水泡制淮河流域优质大豆，特别

是豆腐发祥地世代相传的精湛制作工艺，使得八公山豆腐独具特色，久盛不衰，享有“八公

山豆腐甲天下”之美称。八公山豆腐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口感细腻绵滑，营养倍加丰富；二

是质地细若凝脂，清鲜洁白如玉；三是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掷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八

公山豆腐可荤可素，清淡中藏着鲜美，品尝时清爽生津，历史上曾作为贡品。如今用八公山

豆腐烹饪制作的“豆腐宴”，以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营养驰名，成为淮南地区别具一格的上

等筵席，赢得了中外嘉宾的高度赞誉。目前，淮南八公山豆腐制品已多达数十个种类，烹饪

方法达 30 余种，可做成菜肴 400 余种，誉满华夏，名扬海外。淮南八公山豆腐晶宝剔透，

白似玉板、嫩若凝脂、质地细腻，无黄浆水味，托也不散碎，故而名贯古今。一顿豆腐宴，



 

舜耕玉兔 

相传在舜帝的时候，淮南舜耕山地区连年旱灾，田地干裂，五谷不生，民众在饥饿的死

亡线上挣扎寻生。   

  舜帝得悉后，疾奔而来，一面组织民众汲水耕作，一面带领百姓狩猎求生。那时候

在舜耕山这块土地上，虽然森林漫山遍野，森林里獐鹿虎豹各种野兽成群结队在这儿繁衍生

息，但由于苍天久旱豆腐不雨，林木枝枯叶落，百草叶死茎焦，各种野兽纷纷远逃客地，惟

有野兔还在故地繁衍。舜帝带领百姓，日日捉野兔，一日三餐烹食野兔肉，喝野兔汤。野兔

救了百姓的命，野兔伴他们度过了难关，战胜了灾荒。    

 后人为不忘舜帝伟大功绩，把洞山这道山脉称作“舜耕山”，又用豆腐制作了一道菜

肴，名为“舜耕玉兔”。这道菜外酥香，内鲜嫩，形象逼真。 

第五章	旅游景点	

八公山   

八公山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古城以北 2公里，是著名的文化胜地，八公山，是汉

代淮南王刘安的主要活动地，这儿曾集中了大量当时国内的一流知识分子，博大精深的《淮

南子》也是在这里诞生的。 

简介 

  八公山景区入口与八公山连在一起的寿县，当时叫寿春，与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事

件如淝水之战等连在一起。八公山历史上有淮山、楚山、淝陵、北山、寿春山之称，面积

200 多平方公里。其山势绵延，一脉四十峰，处处景致迷人。被誉为“八公仙境”、“峻极之

山”。古人赞道：“八公草木晚离离，仿佛成人似设奇。老气逼云含雾雨，空青拔地镇淮夷”。

八公山因西汉淮南王刘安与八公在此学道成仙的神话和秦晋淝水之战而闻名遐迩，并留下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等一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八公山“蓄

圣表仙”，瑰丽神奇，不愧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 

八公山历史 

  八公山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由大小四十余座山峰叠嶂而成，方圆达二百余

平方公里，主峰海拔 241.2 米。八公山历史悠久，古称北山、淝陵、紫金山。这里有形成于



 

经凤台县至阜阳 120 公里，南距合肥 120 公里，  西与古城寿县毗邻，面积 120 平方公里。

国家地质公园以形成于距今约 5.4 至 5.1 亿年前的寒武系下、中统剖面及所产的丰富的古生

物化石为特色。 

地质构造 

  园区主要为低山丘陵区，山脉南北走向延伸，淮河在园区西北部环山迂回而流，在

区内构成了水绕山转，山水相依的独特地貌景观。白鹗山为本区主峰，高 240 米，其它山峰

海拔都在 100 至 200 米之间。由于特殊的地理地质条件，区内的石林等岩溶地貌，奇峰异石，

遍布全区。沿岸的河流侵蚀陡崖如立壁千仞，险峻清秀。    

 区内寒武系下、中统剖面地层发育，生物化石丰富，露头良好、集中，未经变形、变

质。所蕴含的古地理、古沉积环境、古地球化学、古生物、古地磁、古构造信息是揭示该区

乃至周邻地区众多地质谜团的钥匙。也为研究华北地台的地质演化，中国南、北寒武系地层

对比提供重要的地质依据。先于伊迪卡拉、文德尔的淮南生物群发现，将后生动物的起源历

史提前了两亿年。    

 总之，地质公园内的地质剖面可为一个大区域甚至全球演化过程中的某一重大地质历

史事件提供重要地质证据；具有国际或国内大区域地层（构造）对比意义的典型剖面、化石

及产地；具有国际或国内典型地学意义的地质景观和现象。 

第六章	自然地理	

气候环境 

温度    

 2007 年平均气温为 17.4℃，高出常年 1.8℃，为建站以来历史最高值。全年除 7 月份

平均气温低于常年 0.5℃外，其余 11个月平均气温均比常年偏高。其中 2 月份平均气温 9.2

℃，比常年异常偏高 5℃，创下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极值。月份平均气温比常年略偏高。年极

端最高气温 37.6℃，出现在 8 月 2 日；年极端最低气温—2.1℃，出现在 2 月 1 日。终霜出

现在 3 月 11日，初霜出现在 11 月 27 日，全年无霜期 260 天。总的来说，夏天和冬天较长，

春天和秋天较短。    

水文    

 市境位于淮河流域，最大的地表水为淮河。淮河由陆家沟口入市境凤台县，流至永幸

河闸口分流为二，北道北上转东环九里湾进入市境潘集区，南道（又名超河）东流至皮家路



 

入市境八公山区，南北河道至邓家岗汇流，由大通区洛河湾横坝孜出境。境内流长 87 公里，

其中市区流长 51 公里。市境支流有东淝河、窑河、泥黑河、架河、西淝河。湖泊有高塘湖、

胡大涧、石涧湖、瓦埠湖、城北湖、花家湖、焦岗湖，还有采煤塌陷区积水而成的湖泊，最

大的为樱桃园（谢二矿塌陷区）。此外，还有泉山、老龙眼、乳山、丁山等小型山塘水库。  全

市水域面积 375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17.65%；水面 183 平方公里，占水域面积 48.8%。市境

地下水资源主要分布在第四系沉积层，面积约 1650 平方公里，可采储量 4.5 亿立方米，与

地表年平均径流量大致相等。 

地质地貌   

市境以淮河为界形成两种不同的地貌类型，淮河以南为丘陵，属于江淮丘陵的一部分；

淮河以北为地势平坦的淮北平原，淮河南岸由东至西隆起不连续的低山丘陵，环山为一斜坡

地带，宽约 500—1500 米，坡度 10°左右，海拔 40—75 米；斜坡地带以下交错衔接洪冲积

二级阶地，宽 500—2500 米，海拔 30—40 米，坡度 2°左右；舜耕山以北二级阶地以下是

淮河冲积一级阶地，宽 2500—3000米，海拔 25 米以下，坡度平缓；一级阶地以下是淮河高

位漫滩，宽 2000—3000米，海拔 17—20 米，漫滩以下是淮河滨河浅滩。舜耕山以南斜坡以

下，东为高塘湖一、二级洪冲积阶地，西为瓦埠湖一、二级洪冲积阶地；中为丘陵岗地。淮

河以北平原地区为河间浅洼平原，地势呈西北东南向倾斜，海拔 20—24 米，对高差 4—5 米。 

 

第七章	饮食特产	

八公山紫金砚   

  八公山紫金砚乃历史名砚。北宋宰相杜衍之孙杜绾著有一部《云林石谱》，记载了用寿

春府寿春县的紫金山石雕琢成的砚台，称之为“远古物也”，多有赞美之词。以北宋上溯能

称得上“远古”的，时代该多么遥远。紫金山又是古代八公山的别称。专家推测，用八公山

紫金石制砚，就是始于汉，盛于唐，后来因为连年战乱不绝，曾繁盛数百年的八公山一带逐

渐沦为蛮荒之地，以后的各个朝代对紫金砚开发渐少，到明代已经珍衡得可以上贡皇宫，而

到清代则基本绝迹。直到近几年，八公山区政府在振兴经济、繁荣文化的时代条件下，依据

历史文献和少量存世的实物，聘请雕砚名师进行重新开发，紫金砚才又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

经北京荣宝斋等地的砚石专家鉴定，被誉为是集砚石的“下墨、润泽、质坚”三美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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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芽或黄豆芽瓣，合拌在一起，制成小圆子放入六成热的油锅中，炸制呈金黄色时，即浮

出油面，涝出沥油。绿豆圆子易保管、易储存、能散装、能装袋装，食用极为方便，即可煮、

烩、烫、涮，也可直接食用，冷、热、干、湿均可。据传淮河以北原凤台县祁集（今淮南潘

集），有一户祁氏母女二人以泡豆芽营生，一曰清晨母女二人将制好的黄豆芽运往河南、田

家庵集市上，途经淮河渡口，巧遇摆渡老汉刘氏父子，刘氏父子主要以捕鱼、捉虾为生，并

有时帮人摆渡过河。这样两家便成熟人，互不客道，你来我往，经常祁家给刘家一把豆芽，

而刘家也时常给祁家一些小鱼、小虾，久而久之，祁、刘两家关系就一天一天亲近起来了，

二老都有一个心愿，希望两家的孩子能结百年姻缘。两家的孩子更是情意绵绵，卿卿我我，

终于在一年的八月初六，祁家姑娘用豆芽瓣剁成粒状，加上绿豆粉和刘家送的小虾皮做成的

圆子，圆了两家缘份，也圆了二老的心愿。 

淮南猪   

简介 

 淮南猪为北方瘦肉型古老地方良种。其体型较大，耳大嘴短，四肢雄健有力，被毛粗

黑发亮，产仔率高，肉质鲜嫩，色泽鲜艳，五花肉少，瘦肉率最高达 35%。  1961年起，河

南省外贸局在产区建立外贸生猪出口基地，近年用长白、大约克和少量杜洛克、汉夏普优种

交配选育，使活猪瘦肉率居全国首位。 

特点 

 淮南猪为河南省优良猪种之一，以产于固始、商城、罗山、新县、光山及信阳、  淮

滨的淮河以南地区而得名，属于华北类型。淮南猪具有产仔多、繁殖力强、耐粗饲  、适应

性强、遗传性能稳定、耐用热、少患病、肉质好等特征，宜粗放饲养。淮南猪屠瘦肉率分别

为 69.4％，胴体瘦肉率 44.66％，与长白和约克夏杂交后瘦肉率分别为 52.28％  和 54.47％，

是河南省发展瘦肉型猪,提高瘦肉率最快的一个地方良种。 

 

第八章	名校展示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管、医、文、经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第九章	历史名人	

许唏 

许唏，下蔡（今凤台县）人，宋代名医，著有《神应针炙要诀》一书。12 岁时，得一

场大病，后经一位过路医生诊治月余，才转危为安。家中田产，多半变卖支付药费。许希病

好后，发愤读书，边学习，边行医，在下蔡西刘集一带小有名气。父母下世后，许希悲痛之

余将祖产变卖，求师访友，直奔京都沐梁城。他在开封府梁门外西市区定居了 30 年，结识

了许多医学造诣很高的名流学者。他的医术精湛，尤擅长针炙，就连官中的太监，朝中的权

贵部前往求治。一次，仁宗皇帝的大姐有病，御医诊治无效。经太监推荐，太后钱旨，召许

希医治，手到病除，由此许希在京城声誉大振。     

        宋景拓元年（1034年），仁宗皇帝有病，胸口剧痛难忍。许希奉旨进宫，诊脉后，跪禀

太后：“万岁病体，必须在心下包络间下三针，病可治愈。”左右大臣及妃后大惊，说：“丹

田方寸之地，如何下针？”并要许希亲身试针。许希从容不迫解农试针，针进外出平安无事。

于是许希才为皇帝扎针。针后，仁宗心疼立止，健如常人，朝野上下皆大欢喜。仁宗当即封

许希为“尚药奉御”，官位三品。许希将所得贵金全部送给扁鹊庙。仁宗又给钱五十万，在

河南开封梁门西市庆成坊建立扁鹊调，后在洞旁设立太医局，封扁鹊为“灵应俱”。宋代诗

人颜太初有诗赞云：“…··邮有许希者，蕴蓄何现奇。始自下蔡来，所处龙喧卑。西市三十

年，泪泪无人知。一朝仗至艺，骤登文石挥。三针愈上疾，神速不移时。酬以六尚官，著籍

通端闲。族以三品服，佩垂紫金龟。”王安石曾为此诗作序。 

吕夷简   

人物简介 

  吕夷简（978—1040年），字坦夫，寿州（治今安徽凤台）人。祖籍莱州（今属山东），

祖父吕龟祥移家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宋代著名政治家。真宗年间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

仁宗立，任宰相。他辅佐年幼的仁宗，在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北宋国内国外诸

多矛盾，保证了北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宋代名相之一。 

出身背景 

  吕夷简出身仕宦之家，伯父吕蒙正是宋太祖时的宰相；父亲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



 

徽分会负责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为共产党人进行联络工作。     

岳相如一生，前期反清，后期反蒋，为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堪为楷模。1958

年病卒于蚌埠。 

第十章	隶属县市	

田家庵区 

田家庵区总面积 239 平方千米。总人口 52 万人（2004 年）。区人民政府驻洞山街道。

田家庵区是国家大型能源基地淮南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全区总面积 250余平

方公里，人口近 50 万，是安徽省城市人口最多的市辖区，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省前列。 

田区简介 

田家庵区是国家大型能源基地淮南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全区总面积 250

余平方公里，人口近 50 万，是安徽省城市人口最多的市辖区，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省前列。

田家庵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古今名人倍出淮南王刘安、春申君黄歇、战国名将廉颇、

清末状田家庵区元孙家鼐等均在这块土地留下过足迹。   

历史沿革 

田家庵区辖舜耕镇、安成镇、公园街道、泉山街道、龙泉街道、洞山街道、朝阳街道、

淮演街道、国庆街道、新淮街道、田东街道，共 2 个镇和 9 个街道，101 个居委会、27 个村

委会。    

 2004 年底，田家庵区辖 9 个街道、3 个镇、2个乡：舜耕镇、安成镇、曹庵镇、史院

乡、三和乡，公园街道、泉山街道、龙泉街道、洞山街道、朝阳街道、淮滨街道、国庆街道、

新淮街道、田东街道。 

行政区划    

 田家庵区辖 9 个街道、3 个镇、2 个乡：田东街道、新淮街道、国庆街道、淮滨街道、

朝阳街道、公园街道、洞山街道、龙泉街道、泉山街道、舜耕镇、安成镇、曹庵镇、三和乡、

史院乡。共有 71 个社区居委会、42个村委会。 

旅游景点 

淮南龙湖公园位于安徽省淮南市西北部，田家庵区内，是淮南市开放最早、设施完备的

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