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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志是历代文化建设的传统。五河置县于宋，迄今七百余年。其间，明代
‘‘

天顺二年开始创修县志，而后正德二年、嘉靖二十九年、四十年续修三次。年

深日久，皆散佚无存。清踵明后，一再修志。顺治十年、康熙十一年、二十四

年、嘉庆六年、同治八年和光绪二十年又续修六次。现保存下来四部，已成为、

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引自《中国．地方志》1987年

总第39期第，页)。历代政府都把志书当作治国安邦的资治之书，辅治之书。
“

、

这次修志在本县历史上已是第十一次，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部新型志 ?

书。这部志书纵涉古今，横及百科，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如实地反映了五河历

史和现状，记载了前人和我们工作中的成就和失误，以利于鉴往知来。开拓创

新，更好地前进。 ，：

这次修志，距清末最后修志已近百年。迭经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几个历史时期，物挟星移，案牍无存，耆旧凋零，见闻多缺。欲

修一部划时代的新县志，其工程之艰巨浩繁可以想见。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处于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今天，对成功者讴思慕效，对失败者痛定思痛，

争自琢磨，相与革新，均赖于修好一部新县志。所以新编县志为新时代的产

物，一方文明的体现，是经世致用的精神文明建设。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县

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和省市指示精神，毅然决定编纂出一部新县志，以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志书编纂出版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编修期间，各部

门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上级修志领导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都给以热情指导，参 ．

与修志的同志，上承前志精华，下聚各方卓见，修章订节，征文考献，取精用

弘，去芜存菁，毕其·＆血，倾其余力，终能四迁寒暑，五易其稿而襄然成书。

在此我深表谢意．

《五河县志》稿杀青之日，正是2D世纪90年代开始之时。该志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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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是五河54万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本县历史上又一块杜会

发展的新里程碑。《五河县志》是五河县人民政府的一部政书，也是对本县人

民进行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现将其作为一份厚礼奉献给立志改变五河面貌而

做出贡献的先辈们和未来的建设者，让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起到资治、

教育，存史的作用，服务当代，惠及子孙，建设五河，振兴五河!这就是我们

蝙修这部新志书的目的。谨此为序。

中共五河县委书记刘树新

1 989年1 2月1 3日

．—，习捌卅d州引一一州q捌爿H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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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了从

方面的

百科全

，各种

残酷压

里方圆

敲榨勒

了反抗

奋斗终

不惜献

国建立

以来，五河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中，又绘出了既新且美的画图。尤其是近十年的改革开放，更使五河大

地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如今，全县政治安定，经济发

展，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历史上

任何朝代所不能此拟的。这次县志的编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直世修志，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五河从宋代置县迄今七百多年。其

间，明清两代曾多次修志，民国初年也有修志之举，但浅尝辄止，了无所终．

建国初期，我们也曾组织修志，因值三年困难之际，经济条件限制，‘致半途而

废。此次修志，欣逢改革开放的锦绣年华，’盏世修志志载蛊世，将伟大变革载

诸史册，实为一项功在当代泽惠后人的壮举， ·

编史修志，使历史得以延续，应属好事．然而，+过去历代修志，由于历史

的和阶级的局限，弊端十分明显。志书编撰者或秉承旨意，为统治阶级歌功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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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树碑立传；或悖离史实，臧否人物事件失之偏颇；或隐讳避丑，重大事件

弃之不裁；或重人文轻经济，体多不备。凡此种种，皆不足取。

此次《五河县志》的编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

是、去伪存真、古为今用、详今略古的原则，运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

立足当代，放眼未来，尊重史实，客观言事，既记载了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

尤其是建国四十年来本县建设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也叙述了其间所经历的曲

折和失误，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新志书凡乃章118节348目，共约7D万字。全志设总述、大事记，作为

宏观史纲。又列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农业、·林牧渔业、水利、．工业、

交通运输、商业、粮油、城乡建设、工商管理，财税、金融、政党社团、政府

人大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育、宗教民俗方言和人物等章，从微观记述史实。从而构成一部具有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征的新志书。

在志书编修过程中，得到了各有关方面和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

们或提供史料，或参与谋划，或指正文字，或订ar-ig错，作了许多有益的事

情。现已定稿的这部新志书，虽然体例上未必周详完备，文字上未臻。行行锦

绣、字字珠玑”之境，但鳊撰诸位四度寒署，五易其稿，备极辛劳．他们。维护

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奉献精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理应

受到称赞。 ．

由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资料不全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志书的内

容难免仍有遗误，所取资料亦恐少有传讹，尚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提出宝

贵意见，以便纠谬订误，匡其不逮。

值此县志成书之际，我受编委会之托，撰写此文以为序。

五河县人民政府县长蔡善承

1 990年1 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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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县志》是一部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的新志书，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

五河的面貌和特色。其出版问世，既为五河提供县情总汇，又为新县志苑增添

一枝新葩。

五河在皖北原是一个小县。河湖纵横，素有。泽国”之称。她建立于宋，明

属风阳府。朱元璋建立政权后，从江南大量移民到凤阳府，由是五河人口增

长。移入居民大多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我们这个家族就是从苏州迁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五河由于地处淮河沿岸，水路交通方便，土地肥沃，耕

地较多，农产品丰富；商业亦较发达。县城东侧为浍河入淮处，常停泊上千只

船舶，t排列两岸，双浆小舟穿梭其间，一片繁荣景象。由于地处南北交界，小

麦大米五谷杂粮皆有生产，农产品(主要是小麦、大豆，西瓜籽)商品率较

高，每逢收获季节，上海粮商接踵而至，因而为之服务的旅馆、餐馆、商店等

行业也兴直起来，五河又是五条河流汇集之所，湖泊众多。水面广阔，因而水

产品亦多。所以，五河人常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旧社会的五河贫

富悬殊，社会不公，诸如吸毒、赌博，抢劫，嫖娼、高利贷剥削、欺行霸市等

丑恶现象比此皆是． 。

自日军侵华以后j遭到日机轰炸，繁荣街道付之一炬。蒋介石炸开花园口

后，黄河之水泛滥到淮河流域，又造成严重自然灾害．几个著名湖地原为五河

粮仓，丰收之年是一望无际的好庄稼，但淮堤一破，转瞬之间成为泽国。从

此，五河经济日益衰退。直到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恢复和发展经济，人

民生活才逐步得到改善。卯年建设，虽历经曲折，与旧社会对膨，发生了巨

大变化。特别是近JD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五河各项工

作在过去的基础上，都有了很大发展。淮河大桥的建成，沟通南北主干公路，

’加上水运的恢复，给五河经济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农业，工业、交通、

文教，体育、城镇建设等方面都取得明显的进步，许多名牌产品行销省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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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旧时代的五河所不可此拟的。

．五河人民勤劳勇敢，富有革命

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在中国共产党

等烈士，幸存者继承先烈遗志，终

步，也可以使先烈们含笑九泉了。

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正在五河大地

育倍努力勤奋工作，把温饱型发展

五河人民过上更为丰富的物质生活

改革春风吹遍五河大地，建设硕果在志书中均作了充分反映。开卷可得，

勿庸赘述。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愿五河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发扬光大前

人业绩，在社会主义新时期，谱出新的篇章。

中共安徽省顾委常委 欧远方

1 990年3月29日



书；

述、

记、志、传，图、表、录几种形式，以志为主。

二、专志按章节目三层记述。设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农业、林牧

渔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粮油、城乡建设、工商管理、财税、金

融、政党社团、政府人大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体育、宗教民俗方言、人物等26章。

三、大事记采取编年体写法。坚持详今略古，宜粗不宜细原则，以时为

经，以事为纬，横联各章，提纲挈领。政治运动列入大事记反映，、不另列专

o章。 ，

。

四、人物坚持以本籍为主原则，外籍长期居住本县并有重要业绩者亦收
‘

．录。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实事求是原则，记事不作评述。有贡献的生人，在

专志以事系人，或载入人物表。 ．

五、本志资料来源，取撷于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正史旧志报刊及有关人

士口碑，各部门提供的专业志及县统计局统计表，均经筛选核实，不再注明出

处。
·

。

’

六、本志行文称五河县为。本县”，同年为。是年”，次年为。翌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为。建国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文化大革命”(加引

号)．地理名称、政府、官职均依当时历史习惯称呼。

七，本志数字用法，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

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1986年12

月31日发出《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联合通知规定．

八、本志使用法定计量单位，长度用米，公里，重量用公斤、吨(原旧制

数适当折合)，体积用立方米，面积用平方米、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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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功率用千瓦等．除工业产品型号外，均以汉字表示。

九：本志取事一般上断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大事记、建置区划，自
、

然环境、人口、人物等部分资料适当上溯。下限原则上截至1985年。 。

十，本志内容涉及范围是以现行区划为准。原属他县现划归本县者入本

志，原属本县已划归他县者不列入本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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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县地处淮河中游，东邻洪泽，西达固蚌，南通凤嘉，北接泗灵。境内

。淮水绕东南，沱浍注西北，惟涝合于潼，汤汤准以北”。淮南丘陵起伏，淮北

一望平畴。明洪武年间境域始定，清代为蕞尔小邑，民国年间面积793平方公

里，为安徽五等小县。1965年面积稳定为1 580平方公里，居全省中等。其中

冲积平原1255．3平方公里，占79．4％；山地丘陵140平方公里，占8．9％；河

湖水面184．7平方公里，占11．7％。

明代设置1城4乡，清代编16图57堡，民国为19乡镇181个保，现划

8区1镇46乡419行政村。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全县仅7．78万人。民

国35年(1946年)。为13．7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73人。1985年达54万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为342人。人口比清末增加5．9倍，比民国时期增加2．9

倍，密度比民国时期增加98％。其中农业户50万人，占92．7％，非农业户·

3．9万人，占7．3％；少数民族7554人，占1．3％；城关常住人口2．45万人，

占4．5％。

五河位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与北亚热带湿润气候的过渡地带。年平均气，

温14．7℃，无霜期为212天，年降水量905毫米，日照2306．7小时，年太阳

辐射总量每平方米123．9千卡。其特点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较

适宜农作物生长。但亦常有灾害气候发生，尤以雨涝干旱灾害为重。

五河历史悠史。从本县发现的台子山、高台子古文化遗址证明，远在

4000年前，先民就于此生养繁衍，夏商为古徐州域，，汉唐其隶不一。宋始建

县，城五河口。元属临淮府，明属凤阳府，清属泗州。民国初期属淮泗道，废

道属第六行政督察区。抗日时期属苏皖边区，建国后先属宿县专区，现属蚌埠

市。

五河界淮泗间，居南北要冲，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在

此演出过许多壮怀激烈的战争活剧。迨至宋代，这里是宋与金元激争地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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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郭兴、郭英、耿再成、费聚最早追随朱元璋，攻城略地功业殊伟，分别被封

为陕国公、营国公、泗国公、平凉侯。清咸丰八年(1858年)，农民起义捻军

首领张乐行，纵横中原，金戈铁马，曾率部攻克县城，并在县境内活动七八年

之久。千百年来，五河古战场遗址曾吸引来一些文人雅士，过客停骖，感旧兴

怀，留下许多诗篇，为本县山川增胜。

．革命传统在发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烽火，燃遍全县。本县

成为淮北重要民主革命根据地之一。民国16年(1927年)，王亚箴即在界沟

成立中共党支部，率先组织农会运动，点起革命的火炬，使界沟变成。小延

安”。尔后，彭雪枫、邓子恢、张爱萍、吴芝圃等人组织3万淮北健儿驰骋淮

北大地，与日伪军、国民党军队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两次解放，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800名革命先烈英勇献身，留下了可歌可泣的

光辉事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万人民奋勇支援前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河亦为淮泗钟灵毓秀之区。除明代郭兴、郭英、耿再成、费聚以武功起

家彪炳史册外，还有进士李岳、沈应乾勋业表见，重望一乡。清代进士丁象鼎

官有惠政，钱世熹理学重乡党，选家奉为圭臬。郜坦所著《春秋集古传注》，

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一百第八卷，名噪一时。民国时期留英博士杨德翘

精研经济，著有《经济学史》，蜚声遐迩。建国后研究员钟家庆专攻多复变函

数论和微分几何取得杰出成就，首获“陈省身数学奖”，受到国内外同行高度赞

扬。

五河资源丰富。1985年，本县土地面积为237万亩，耕地面积116．3万

亩，垦植率49．1％，人均占有耕地2．2亩，土地资源高于全省和全国，种植业

发展潜力很大，森林覆盖率占5．9％，尚有荒坡隙地3万亩可供利用。土壤共

分7个土类16个亚类，48个土属，适合于多种作物生长，盛产小麦、水稻、

棉花、大豆、芝麻、花生、油菜等作物。饲养家畜家禽，以猪、羊、鸡、鸭、

鹅为宜。

本县总水面27．7万亩，正常水面22．3万亩，人均水域亦高于全省和全

国。地表水年平均径流量3．74亿立方米，过境水年平均流量281．9亿立方

米，地下水储量55．39亿立方米，具有水利灌溉、水产养殖、航运等综合利用

功能。县境现有鱼类60多种，虾类7种，蚌螺类18种。其中天井湖银鱼为本

县特产，属名贵鱼类，宋代曾是贡品；沱湖螃蟹个大味美，饮誉国内外。

据初步勘察，本县丘陵山区蕴藏着10多种矿产资源。朱顶、小溪等乡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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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埋藏浅，矿源较集中，易于开采。其中具有开采价值的有金矿储量2吨，铁

矿储量45．5万吨，钾长石储量28吨，重晶石储量10万吨，蛇纹岩储量1亿

吨，大理石储量144万吨，石灰石储量293万吨。大景、月环、大巩、大柏、

玉皇等山矿产资源丰富：将成为致富之源。

建国前，五邑襟淮带湖，河湖纵横，地势低洼，俗称。洪水走廊”，十常九

淹，原为安徽贫困县之一。建国后经过曲折历程，经济开发日趋好转。1949

年农业总产值仅3249万元，工业几乎是空白。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工农业总

产值年平均发展水平3287万元，递增率为7．1％。1953m1957年。一五”时期

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发展水平5286万元，递增率为3．6％。1958--1962年。二

五”时期，由于。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干扰，发展缓慢。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

发展水平5681万元，递增率为2．1％。1963m1965年经过三年调整，工农业

总产值年平均发展水平3505万元。递增率为5．7％。1966-1970年。三五”时

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发展水平5736万元，递增率为13．4％。1971—1975

年。四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发展水平8958万元，递增率为8．2％。

197卜1980年。五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发展水平1．34亿元，递增率
为6．9％。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转换了农业体制，发展了商品经济，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又有新的突破。

工业改革给工业发展增加了活力，新建和扩建一些骨干企业，大批企业更新了

设备，加强横向联系，提高了技术和工艺水平，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

业体系。1981—1985年。六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发展水平2．78亿

元，递增率为20．9％。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96亿元，社会总产值5．69亿．

元，国民生产总值3．25亿元。

五河农业在前进。建国后，本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相

信人定胜天，大搞水利建设，抗灾能力显著增强。1949年耕地面积177万

亩，粮食总产量7．35万吨，人均产量186公斤。1985年种植内部结构进一步

调整，粮食总产量达38万吨，人均产量707公斤。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

4．1倍，人均产量比1949年增长2．8倍。是年，种植业产值2．06亿元，林业

产值244万元，牧业产值3634万元，副业产值1014万元，渔业产值354万

元。农业总产值2．58亿元，比1949年增长16倍。

1984年，全县农业投资总额达8837．96万元，完成土石方2．74亿立方

米；全县有大小堤防188．5公里，排水沟1296公里，机井1749眼，水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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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库容1583万立方米；电力排灌站150座，装机2．6万千瓦；机械排灌站

38座，装机4159马力。全县100万亩低产易涝农田，有70万亩初步得到整

理。1985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05万元，承担洪泽湖蓄水影响处理工程4

处，疏浚河道3．8公里，淮北大堤除险加固24公里，圩堤岁修65公里。完成

土石方201．7万立方米。完成砌石和混凝土达3．2万立方米。新增除涝灌溉面

积1．46万亩。全县农业机械动力19．15万马力，中小型拖拉机1．16万台，农

村用电量793万度，化肥使用量1 1．2万吨。

五河现已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仍蕴藏着发展的潜力。只要进一步搞

好水利建设，实行科技兴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可更上一层楼。 ⋯

五河工业在崛起。建国后，国营工业开始起步。1984年全县共有企业

323个，职工5909人，技术人员210人，固定资产原值4563万元，净值

3486万元，流动资金年末余额904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2．94倍、2．64

倍和1．96倍。是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07亿元，全民所有制企业实现利润

554万元。机械、化工、建材，纺织、食品等行业，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拥

有一支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职工队伍，并研制出一大批适销对路的新产

品。130面粉机组、钙塑箱、丝绸被面等产品，还打入了国际市场。

在工业部门中机械工业堪称支柱。本县共有64个机械工业企业，主要生

产农业机械、生产用金属品及日用工业品。1984年机械工业企业年总产值达

2357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21．8％；食品工业企业86个，主要是粮油食

品、酿酒，年产值达1723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20．3％；以塑料为主的化

工企业13个，年产值935万元；建材工业企业132个，年产值1400万元；纺

织工业企业6个，年产值1194万元。1985年，全县315个工业企业，工业总

产值达1．37亿元，比1952年增长1056倍。是年，实现利润698万元，上缴

利税515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9242元／人。全年有10种产品产量比上年大

幅度增长。生产水泥3．11万吨，增长39．5％；植物油2120吨，增长97．9％；

饮料酒1．1万吨，增长65％；机制纸板3913吨，增长34．7％；钙塑箱1206

吨，增长48．9％。五河机械厂生产的26型面粉机组获安徽省经济委员会颁发

的优质产品奖。

1978年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4年全县有乡镇企业265个，村办企

业304个，从业人员7947人，完成产值2440万元，比1978年增长

152．9％。1985年乡镇企业发展到1．7万个，从业人员5．6万人，占农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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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总数24％。乡镇企业总产值9888万元，比上年增长1．27倍。乡镇企业中

家庭和联户企业1．65万个，产值4985万元。小溪乡建材总厂有分厂7个，生

产水泥预制件、黄金等产品，全年实现产值426万元。本县劳力资源丰富，水

陆交通发达，均为发展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矿山采掘业

和建材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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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后状况。1984年全县已建成4条公路主干线和9条公路支线，通车里程

达247公里，全是柏油路面。对外可直达合肥、南京、蚌埠、宿州、固镇、睢

宁等地；县内可达各区和大部分乡。拥有汽车343辆，其他机动车1．05万

辆。货物运输量达52．9万吨，周转量5434吨公里，内河航道135公里，拥有

各种船只300艘，1．19万吨位，3464马力。船队可达上海、南京、蚌埠、淮

南等地。1985年，开拓环城公路1．5公里，五一蚌公路干线路面由9米拓宽

到20米，完成土方15万立方米。新建区乡公路25．1公里，整修路面16公

里，全县通车里程228公里。客运量16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5．8％；客运

周转量6506人公里，增长1．1倍；货物运输量51．7万吨，减少1．2万吨；货

物周转量7277万吨公里，增长34％。全县农民拥有运输汽车169辆，其他机

动车2221辆。 ．

清末五河已设邮政机关，但邮路甚少。民国年间邮路4条，建国后逐渐扩

展。1984年共有邮电局(所)28处，其他服务网点48处，拥有交换机26

部，载波电话终端机18部，并有载波电话机、电传打字机、机械式电传机、

短波发信机多部。电路和农村投递线路总长度分别为96公里和1842．3公里，

业务总量53．95万元。1985年，邮电部门18项通信任务全部完成，邮电业务

总量达62．5万元。

五河基建投资在扩大。清末民国时期，基建投资甚微。建国初期限于经济

基础薄弱，基建投资困难亦多。以致出现一些半拉子工程，。合成氨厂烟囱、银

行楼，医院建个半截头。”后经济好转始逐步解决。1949---1985，投资总额

6580．4万元。建成机械厂、化肥厂、造纸厂、啤酒厂等一批骨干企业，以及

中小学校、电影院、图书馆、电视台等。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建项目

19个j完成基建投资l 194万元，新增固定资产433万元。集体所有制单位在

建项目20个，完成投资455万元，新增固定资产445万元。年产5000吨配合

饲料厂投产。承接国家科委“星火”计划人工成水繁殖蟹苗、成蟹暂养一条龙科

研项目1个，投资63万元，13个淡水繁殖池主体工程基本结束。建成钙塑顶

棚农贸市场3处，覆盖面积4000平方米。

建国前，五河县城建筑面积仅0．62平方公里。旧志称。元明置县令，荒城

大如斗”；俗云“衙门打板子，城外都听见”。建国后不断扩建。1984年投资、

集资4l万元，加强公共设施建设，维修新建一批道路、下水道，初步疏浚了

部分老城河。1985年，城区建筑面积已达2．7平方公里，比建国前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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