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马鞍山市是“国家卫生城市”、 

马鞍山市是“国家园林城市”、 

马鞍山市是“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马鞍山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马鞍山市是“国家科技进步城市”、 

马鞍山市是“全国双拥模范城”、 

马鞍山市是“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马鞍山市是“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马鞍山市是“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 

马鞍山市有“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 

博望镇素称“中国刃具第一镇”， 

采石矶列三矶之首，素有“千古一秀”之誉， 

雨山区荣获全国初级卫生保健试点区称号， 

雨山区荣获“爱心献功臣”先进单位称号， 

雨山区荣获全国科普示范城区称号， 

雨山区荣获安徽省科普示范城区称号， 

雨山区荣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区称号， 

雨山区荣获“双拥”模范区称号， 

雨山湖素有“九峰环一湖”之美称， 

当涂县 2003年以来连续四年位居安徽经济十强县前列， 

当涂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六年位列安徽省之首， 

当涂县是安徽免征农业税第一县， 

当涂县是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 

当涂县是安徽首座国家卫生县城， 

当涂县是安徽省创建文明县城工作先进县， 

当涂县是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 

当涂县是安徽省首届投资环境十佳县， 

当涂县是浙商最具投资潜力城市， 

当涂县是连续多次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县， 

当涂县素称“江南鱼米之乡”。 

 

 

 

第二章	马鞍山概况	

马鞍山市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安徽省东部，是南京都市圈核心层城市，是安徽融入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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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鞍山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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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推进东向发展和长三角城市向内地延伸的重要门户。先后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科技进步城市”、“全国双

拥模范城”、“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

例奖”、“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 

中文名称：  马鞍山   

外文名称：  Ma An Shan   

别名：  钢城、诗城、太平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  雨山区等 3区 1 县   

政府驻地：  安徽省马鞍山市太白大道 2008 号   

电话区号：  0555   

邮政区码：  243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东部，长江南岸   

  面积：  1686 平方公里   

人口：  127.32 万(2009 年)   

方言：  江淮官话洪巢片南京小片   

气候条件：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采石矶、雨山湖、李白墓园、朱然墓等   

机场：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火车站：  马鞍山站   

车牌代码：  皖 E   

 

基本市情 

马鞍山市位于华东地区，长江下游南岸、安徽省东部，别称钢城、诗城，是南京都市圈

核心层城市，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城市（安徽省 2 个长三角城市之一，另一个为合肥）。    

地处北纬 31°46'42''—31°17'26''与东经 118°21'38''—118°52'44''之间；东临石臼湖与江

苏溧水县和高淳县交界；西濒长江与和县相望马鞍山南与芜湖市、芜湖县、宣城市接壤。至

芜湖市区 30公里；北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毗连，距南京市中心 45 公里，距上海不到 300

公里，是安徽融入长三角、推进东向发展和长三角城市向内地延伸的重要门户。马鞍山市最



 

北点在慈湖河入江口，最南点在黄池镇水阳江中心航道线上，最西点为江心洲与和县之间长

江主航道中心线，最东点处于石臼湖中心线。全市总面积 1686平方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54．4

公里，东西最大横距 46公里。    

 马鞍山市是中部地区唯一的全国文明城市，同时拥有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国家

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国

投资环境百佳城市、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等荣誉，“九山环一湖，翠螺出大江”，水陆空交

通便捷，环境优美，气候宜人。    

名称由来 

  马鞍山市的市名有着不同寻常的来历。相传楚汉战争时，楚霸王项羽被困垓下，四面楚

歌，败退至和县乌江，请渔人将心爱的坐骑乌骓马渡至对岸，后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

而亡。乌骓马思念主人，翻滚自戕，马鞍落地化为一山，马鞍山由此而得名。著名女词人李

清照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句，表达了对这一段可

歌可泣的史事的无限感慨。 

行政区划 

雨山区：雨山、安民、平湖、采石  向山、银塘、佳山   

花山区：霍里、沙塘、解放、湖东、桃源  无 

金家庄区：金家庄、塘西、慈湖、江东   

当涂县：姑孰、黄池、乌溪、石桥、塘南、护河、太白、丹阳、博望、新市、大陇、年

陡、江心、湖阳 

第三章	历史沿革	

马鞍山地区历史悠久。西周时属吴国。春秋战国时期先后改属越国和楚国。秦至西晋，

均属丹阳县（县治今当涂县丹阳镇）。东晋北方战乱，难民南迁。公元 329 年（成帝咸和四

年），淮河之滨的当涂县（今安徽怀远县境内）流民南徒，遂于今南陵一带侨置当涂县，江

南始有当涂县名，但非实体县。公元 345 年（永和元年），江北豫州（今河南东南部，湖北

东部）侨置牛渚（今采石）。公元 502 年（南朝梁天监元年），分丹阳县置南丹阳郡，郡治采

石。公元 589 年（隋开皇九年），将侨置于皖南一带的当涂县徒治姑孰城（今当涂城关镇），

此是姑孰为当涂县城之始，迄今相沿不变。公元 977 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设太平州，治



 

姑孰城，辖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元改太平州为太平路。公元 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

朱元璋率起义军攻占当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辖县照旧。明清府治隶属不变。民国裁府留

县，当涂县直属安徽省。公元 1914 年（民国 3 年）设芜湖道，当涂属芜湖道。公元 1928

年（民国 17 年）废道，仍直隶安徽省。1949 年 4 月当涂解放。1954 年 2 月设马鞍山镇，

隶属当涂县。1955 年 8月设马鞍山矿区政府（县级），隶属芜湖专区。1956 年 10 月 12 日，

国务院批准设立马鞍山市，为省辖市。当涂县先后马鞍山一角隶属芜马鞍山雨山新区湖专区

（地区）、宣城地区。1983 年 7 月，当涂县（除大桥公社外）划归马鞍山市。 

第四章	风土人情	

马鞍山市市名的由来   

        一直以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因为有马鞍山这座山，所以我们的城市因山命名为马鞍山市。

虽事实如此，但却并非如此简单直接。实际上马鞍山市市名的由来经历了从山名――机构

名――行政建制名三个阶段的延变。 

        马鞍山的山名来自一个凄美的传说，这一点众所周知。相传楚汉战争时，楚霸王项羽在

垓下全军覆没，败退至和县乌江，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便请渔人将心爱的坐骑乌骓马渡至

对岸后，自刎而亡。乌骓马思念主人，长嘶不已，翻滚自戕，马鞍落地化为一山，马鞍山因

此而得名。 

        在马鞍山市现有的地方史料中，最早有马鞍山山名记载的是明代《太平府志·舆地志》： 

马鞍山在府城西北慈湖港口。旧有神祠，赤乌二年所建。 

   

当涂民歌 

当涂民歌是流行于皖东长江两岸的各类民歌的统称。早在六朝时期（220－589）就有当

涂民歌的记载，刘宋皇帝刘裕主持的著名的“白歌舞”即是当涂民歌演唱之一脉。长期生活

在当涂的北宋词人李之仪的二十多首《田夫踏歌》和“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吟唱都

属于民歌范畴。清代当涂人黄钺以当地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五十多首《于湖竹枝词》代表

了当时当涂民歌的最高艺术水平。1949 年以后，当涂人民创作民歌、传唱民歌形成了热潮，

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发展至鼎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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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食特产	

马鞍山绿松石   

绿松石是马鞍山特产，又称土耳其玉，是一种含水铜铝磷酸盐矿物，其工艺名称为松

石，是最古老的玉石之一，春秋时代的稀世珍宝“和氏璧”就是由绿松石雕琢而成的。它特

有的蓝色光泽，代表着温馨和生命，是吉祥、永恒和成功的同义词。在世界珠宝习俗中，绿

松石被定为十二月生辰石，象征成功与必胜。马鞍山绿松石以世上独一无二的柱状形态令宝

玉石界人士惊叹。它用质地优良的原矿精心雕刻加工而成的各式绿松石饰品和雕件，是个人

和机构难得的收藏品和展览品。 

特产简介 

  绿松石是我国“四大名玉”之一，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历代文物中均有不少绿松石制品，

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资源的传统玉石。古人称其为“碧甸子”、“青琅秆”等等，欧洲人称

其为“土耳其玉”或“突厥玉”。土耳其并不产绿松石，据认为是由于古代波斯出产绿松石，

经土耳其运往欧洲，人们以为产于土耳其而得名。1927 年我国地质界老前辈章鸿钊先生，

在其名著《石雅》中解释说：“此（指绿松石）或形似松球，色近松绿，故以为名”，是说绿

松石因其天然产出常为结核状、球状，色如松树之绿，因而被称为“绿松石”。可以说是非

常形象的，也可简称为“松石”。 

产品特征 

  马鞍山绿松石由含铜热液交代铁矿脉中的柱状磷灰石而成，其质地纯净，从蓝绿到海蓝，

色泽艳丽丰富，摩氏硬度４－５，已采得珍贵的有十二个柱体的晶簇状原矿。质地细腻，有

不透明的天蓝色、淡蓝色、绿蓝色、绿色、带绿的苍白色等多种颜色，色彩多样，手感滑腻

温润。马鞍山绿松石以世上独一无二的柱状形态令宝玉石界人士惊叹。用这些质地优良的原

矿精心雕刻加工而成的各式绿松石饰品和雕件，是个人和机构难得的收藏品和展览品，但东

华绿松石的缺点是硬度小，性脆易碎，怕高温。 

产品分类 

1.按颜色分类：按颜色划分，可将绿松石分为天蓝色、深蓝色、浅蓝色、蓝绿色、绿色、

黄绿色、浅绿色等几个品种。    

2.按结构构造分类：    

 ①晶体绿松石    



 

折弯机、剪板机、多用切断机、建筑材料、金属屏风、包装材料等。其中，四星牌剪板机刀

片曾荣获省优质产品、省信得过产品称号；热切刀片获全国“七五”星火计划博览会金奖等。 

当涂河蟹 

当涂河蟹个大肉厚，营养丰富，是水产珍品。金秋时节的河蟹蟹黄丰满、肉质鲜美，是

品尝的最好时机。 

口袋鸭   

 据载明末清初，“八大王”张献忠率一千骑兵从湖北转战四川，进入巴蜀之地，在一

户农家中小憩，时值隆冬，蜀地阴冷潮湿，农户又无多余食物供与兵士，只得用其自家家养

的老鸭和本留着过年用的几只猪肚炖成鸭汤，炖成之后其汤白肉香，深得张献忠和兵士们的

喜爱。值此，这道不得已之下而做出来的汤在民间广泛流传，并得以保留下来。   

 抗战时期，许多下江人士为了躲避战争而来到巴蜀，将其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和方式

加入到菜中，抗战结束后，他们又将这道菜肴带回江南一带，返乡后的徽人融入徽菜的一些

特点后，逐步形成了现在口袋鸭的雏形。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鞍山市口袋鸭餐饮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程国兵先生品尝了这道

菜，俗话说“无鸭不香、无肚不白”，凭借自己多年的经商经验和敏锐的市场眼光，他经过

多次研发改良，结合了徽人立足鲜活、讲究食补、以食养生的饮食习惯，加入十几种名贵中

药材，用砂煲煨炖，使此菜更具备了滋补益阴、消肿利水、补中益气之功效，形成了现在风

靡马鞍山及周边城市的口袋鸭砂煲火锅。    

 口袋鸭，以汤鲜爽、味醇厚、开胃滋补、回味悠长等特点，以及优惠的价格，优质的

服务，深受广大顾客的欢迎。口袋鸭人致力于发展餐饮文化事业，将通过加盟连锁的形式逐

步把口袋鸭的品牌深入人心，享誉中华大地。 

第六章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 

  马鞍山矿区地处长江下游宁芜——罗河成矿带，是我国七大铁矿区之一。截止 2006 年

10 月，矿区内铁矿山有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所属南山、姑山、桃冲铁矿及待开发的罗河



 

铁矿，已探明的铁矿产地有 31 处，伴生矿产地 10 处，铁矿总储量 16.35 亿吨，占安徽全省

铁矿总储量的 57.32％，其中能满足工业开采的约 10 亿吨以上。矿床规模以大中型为主，矿

体较大，储量亿吨以上的有 5 处，矿石平均品位 36.55％，多属易选的磁铁矿石，经过选别

流程可获得精矿品位 53％—64％。马鞍山郊区的高村、陶村、和尚桥，当涂县境内的白象

山，庐江县境内的罗河是潜力很大的后备矿山。硫铁矿集中分布在马鞍山郊区的向山、马山

地区，总储量约 2.62 亿吨，约占安徽全省储量的 55.39％。伴生的磷资源储量大，品位高，

仅以南山铁矿凹山矿采场和尾矿坝中含磷计算，储量达 1427 万吨，约占安徽全省磷矿储量

的 1／3。钾长石矿主要分布于市郊葛羊山西部，储量达 100 万吨，剥离层薄，开采条件好，

是陶瓷、玻璃、造纸工业的重要原材料。制造钾肥、硫酸原料的明矾石矿，主要分布于向山

地区的大黄山，储量约 210 万吨，含明矾品位 38.7％。可作水泥工业掺料的石膏矿，分布于

市区东南向山，为中型矿床。此外，还蕴藏可供开采的金、铜等有色金属矿及高岭土、云母

等一些非金属矿。 

土地资源 

  马鞍山市土地总面积约 1686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4.82 万公顷，林地面积 2.49 万

公顷，交通用地 1403.73公顷，水域 7.64 万公顷，未利用土地 1960.8 公顷。 

自然气候 

  马鞍山市（不含当涂县）年平均降水量 1060  毫米，形成大气降水总量约 2.9 亿立方米。

河川径流总量达 1.13 亿立方米。长江流经市区西部，平均年过境径流量高达 9794 亿立方米，

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最可靠的水资源。境内长江水面达 21 平方公里左右。其他河流、湖泊、

水库总面积约 19 平方公里，其中湖泊面积 1.51平方公里，池塘面积 11.67 平方公里，河流

水面积 5.7 平方公里。地下水资源丰富，其流速约 0.525 厘米/昼夜，流量为 0.22 立方米/昼

夜。地下水一般在深度 2 米左右的含砂蓄水层中，砂层之下为含水量最高的淤泥层。另外，

地下水位还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变动幅度约在 0.2—0.5米之间。地下水的总流向，由地势

高的东部向地势低的西部流入长江。 

第七章	名胜古迹	

濮塘风景区   

位于马鞍山市东郊，面积约 20 平方公里，景区内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林木绢绣，飞



 

宅。宅前一小池，传说为谢脁所凿，人称谢公池，又名谢公井。池水翁然，水味甘冷，从未

枯竭，池中有“千年红鳞”，史称“元晖古井”。后来他冤死于狱中，当地老百姓将他的住宅

改建成纪念祠堂，李白生前曾多次前往吊祭。 

金柱塔   

 金柱塔，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姑溪河入长江口岸，为六角七层宝塔，建于明朝前期。那

时当涂常患洪灾。风水家认为，姑溪河水逆向西流，于水性地脉不宜，需建宝塔以镇水口。

县令章嘉桢在发动民众筑圩治水同时，决定建塔。限于财力三年无果。万历十七年，县城四

条巷发现宋理宗时的窖金，嘉桢请求郡守陈壁，割金之半建塔。先购得新城圩民田为塔基，

累土成阜而名之为山，所建宝塔，初名铁淋，旋改金柱塔，又因金助之功和弥补星垣所未备，

故有“非金而有金助，非柱而有柱形，非山而有山名”之说。金柱塔内有石阶，游人可拾级

而上，登临塔顶，俯窗凭眺。为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为罕见之景金柱献瑞。 

第八章	名校展示	

马鞍山广播电视大学   

马鞍山广播电视大学于 1979 年 3月成立。建校 25年来，由单纯管理型办学发展成为一

个办学实体，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等专科毕业生近万人。     

1999 年 9 月起，学校率先在全国电大系统中进行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

点”项目研究工作，2002 年 11 月试点项目接受了国家教育部专家评估组的检查，获得了好

评，在全省电大系统名列第一。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前身为隶属于原国家冶金工业部的华东冶金学院，是华东地区唯一一所

冶金行业本科层次的高等院校。1998 年 9 月起学校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安徽省管理为

主的管理体制，2000年 10 月，经国家教育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安徽工业大学。

学校坐落于华东地区，长三角西端城市一一马鞍山。 

学校介绍 



 

生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当涂一中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年年为高等院校输送数百

名优秀学生，为社会输送大量的合格人才，曾培养了省文科状元曹杰、省理科状元赵杨，每

年都有不少学生被北大、清华等名校录取。在学校历届毕业生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各

级领导、有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才。当涂一中的办学赢得了社会好评，连续几年

获得县政府的嘉奖。   

当涂二中 

简介 

当涂二中是一所完全中学，创办于 1921 年，现为市级示范高中。学校分为高中部和初

中部两个教学区，高中部占地 136 亩，初中部占地近 60 亩。为马鞍山市市级示范高中、市

绿色学校、县文明单位、安师大优秀教育实习基地学校。    

二中的历史变迁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第二中学，自 1921 年由爱国富商徐静仁创建以来，历经风雨，

走过近九十多年的历程。办学过程中随时代发展历经变迁，基本发展阶段为：   

  1921 年—1937 年名为当涂县私立静仁职业中学，    

     1937 年—1953 年名为当涂县静仁初级中学，    

     1953 年—1958 年名为当涂县第一初级中学，   

  1958年—1962年名为当涂中学，    

     1962 年—1968 年名为当涂县初级中学，    

   1968 年—1980 年名为当涂工农中学，    

     1980年至今更名为安徽省当涂第二中学。   

  2011 年为当涂二中建校 90 周年。    

第九章	历史名人	

郭祥正   

 

郭祥正，北宋诗人。生卒年不详。字功父。自号谢公山人，又号漳南浪士。当涂人（今

属安徽）。少有诗名，梅尧臣称赞他是李白的后身。举进士后，熙宁年间曾知武冈县（今湖



 

升任日伪当涂县县长，张四朗也随之升为伪警察局长。张四朗当了官以后，利用职权大肆贪

污，冒领薪饷，接受贿赂，巧取豪夺，大发横财，成了当涂城里名噪一时的暴发户。他先后

购置耕地 800 多亩，不仅在南京买了房屋，还新建了 1 幢楼房，在贡院街开设了古董店。同

时又到上海用 10 根金条在法租界巴黎新村租赁 1 幢洋楼。他家摆设富丽堂皇，红木床橱和

樟木桌椅等贵重家俱都是地道的苏州货。他还雇了 4 名男女佣人，专门侍候他和家人。张四

朗利用手中大量不义之财，派他的心腹周成德到省城和当时的安徽省长罗君强搞私下交易，

终于在民国 32 年当上了日伪时期最后一任当涂县县长。 

 张四朗对共产党和抗日武装力量怀着刻骨仇恨。他一当上县长后，马上就控制了县保

安队（自卫团），自任大队长，警保两队 2000 余人的武装由他直接调遣，全县的封建刀会等

也归他掌管。他曾多次率领警、团两部伙同日军到大官圩、湖阳、江心洲、濮塘、横山等地，

围剿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游击队，进攻抗日民主政府，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 

民国 34 年（1945）8 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流亡在宣城的当涂县县长储文朗回县接任，

委任张四朗为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展惩治汉奸活动，张四朗借治牙病

为由逃往南京。张四朗潜逃之后省高级法院发出通缉令，县政府派人查封了张公馆。张四朗

派人秘密地接走了妻子和儿子，随后逃往上海，化名张石才。在上海，通过关系认识了中共

地下党员杨帆和民革领导人李济深，摇身一变，混入苏浙皖边区司令部。然而好景不长，粟

裕发现了张石才就是张四朗。张四朗的伪装败露后，他又赶忙逃往北京，开了 1 个菜羹香饭

馆，隐居下来。时值北京解放，张混到 1950 年夏天，终被我专政机关逮捕，押回当涂监禁，

1953 年伏法，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第十章	隶属县市	

雨山区 

雨山区始建于 1976 年，因风景秀丽的雨山座落在境内而得名。现辖 1 个乡 2 个镇 4

个街道，28 个村、36 个社区，面积 173 平方公里。地理位置优越，西临长江，东与南京市

江宁区接壤，南与当涂县毗连，是马鞍山市未来城市中心区。 

多年来，雨山区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实施科教兴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雨山

区生文化体育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先后荣获

全国初级卫生保健试点区、“爱心献功臣”先进单位、全国科普示范城区，安徽省科普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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