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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县历史悠久，物阜民丰。辖12区，70乡，8

镇。人口123．78万，其中农业人口116．95万。耕地

158．35万亩。总面积1，770平方公里。现有集镇66个。

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特编印了《阜阳县

集镇小志》。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与人

们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它对人类社会文明和历史

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本书是阜阳县集镇地

名遗产的总结。

《阜阳县集镇小志》采用简志形式编写。它反映

了阜阳县现有集镇的历史、地理、民族、经济．文化

和交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为进一步开发阜阳县提供

可靠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全书是按区编序。书中数字均截至1989年底。

由于受水平、资料限制，缺点在所难免，欢迎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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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插花区
(插花镇、赵店孜集、冉庙集、新建集、

杨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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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镇

历史悠久的插花镇，在阜阳城东17．3公里处。

北纬33000 7，东经115057’。它是中共插花区委，区公

所，插花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是插花区，镇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是沟通城乡经济的主要渠道；是农

副产品集散地和以畜牧养殖、蔬菜种植业、手工业制

造为主的全县较大的城镇之一。面积2．9平方公里。人

口约22，300，其中非农业人口5，240，均系汉族。刘、

张，吕。李，董，王六姓居多(镇区南部多为刘姓)。

据相传，历史上此处原名吕家铺子(曾名插花

里)，是一个有lO多户人家的过路店。当年王莽篡权

以后，刘秀起兵反抗王莽。在一次战斗中，刘秀所率

的军队遭到王莽官兵的袭击而战败，他单骑逃命。中

午时分，路过吕家铺子，天气炎热，口千舌燥，实在

难忍。他忽然看到村前有一口水井，一位头插鲜花的

姑娘在打水，便上前施礼求喝。姑娘看到面前这位过



客，仪表非凡，顿生同情之感，便提了一桶水放在刘

秀面前。刘秀喝好后，又饮了战马，说道：“我若有出

头之日，一定厚报!”便策马而去。这姑娘非常贤慧，

时常引起她嫂子的嫉妒，刚才发生的这一切，被她嫂

子偷看到了，便散布流言蜚语。姑娘听后，难以忍受，

一气之下，悬梁自尽。

刘秀当了皇帝后，便派人到此寻找这位村姑，准

备接到京都，加以重赏。当刘秀得知村姑已死，感到

十分悲痛。为了纪念这位头插鲜花的姑娘，刘秀下诏

在此兴建了插花庙，给姑娘塑个像，并赐金花插在她

头上，以表彰这位插花姑娘的功德。清乾隆时，此处

兴集，称为插花庙。1979年设镇，镇因插花庙而名。

该镇地处平原，地面高程29．4米。历年最高气温

410C，最低一20。C，平均气温14．5。C。年降水量最大

值1618．7毫米，最小值440．3毫米，平均降水量914毫

米。主导风向为东风、东南风。地面水丰富，地下水

充沛。总干渠自西南向东北斜穿中部，阜蒙河由西南

向东北流贯西北部，四干渠从西向东流经南部边界。

街道纵横交错，如同棋盘，居民为有规则的块状

聚落。人民路西起吕庄路，东至胜利路，对外交通，

长：850米，宽30米。迎新街西起吕庄路，东至迎春街，

运输路，长700米，宽25米。中心街西起新园街，东至



胜利路，商业街，长900米，宽18米。插胡路西起阜蚌

路，东至胜利路，对外交通，长1，125米，宽20米。新

河街北起迎新街，南至镇南沟，生活街，长1，750米，

宽25米。新园街北起迎新街，南至插胡路，运输路，

长1，400米，宽25米。迎春街北起迎新街，南至镇南沟，

运输路，长1，750米，宽25米。吕庄路北起迎新街，南

至人民路，生产、交通路，长700米，宽18米。胜利路北

起人民路，南至插胡路，对外交通，长．700米，宽20米。

迎春街、人民路、新河街系柏油路面，其余街道是砂

礓路面。街道两侧架起了高压线路，安装了路灯，修

了下水道，进行了绿化。全镇有楼房40余座，砖瓦房

约300多间，建筑面积51，000平方米。

解放前，该镇有大小商行店铺102家，门面栈房303

间。解放后，先后组建和恢复了酱菜组、缝纫社、综

合厂，铁木业社，联营商店、供销社、浴池、理发店

等行业。由单纯的商业性消费集镇逐步变为社会主义

的为农业服务的生产性集镇。 ．

十年动乱期间，本镇5个工交企业倒闭4个。商

业、服务业8个倒闭5个。职工人数由451人下降到

303人。损失最严重的是集体商业、服务业。印刷厂、

综合厂，缝纫社、铁木业社4个单位原有职工290人，

合并成一个门市部，只剩T20人。理发、浴池、饭店
3



原有职工l 10人，只留下13人。交易所26人全部下放。

生产较好的酱园厂只留下4人，被迫关闭。镇上仅有

的几家国营，集体行业，在“五天一逢集”的极左政

策影响下，晚开门，早关门，不逢集不营业。逢集时

最多上市人数不足千人。背集时各个街口有专人看守，

不准农民进入集镇。镇蔬菜大队的劳动日值在玖分至

壹角壹分之间，人均年收入不到50元。该大队587户全

部是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镇焕发了青春，得

到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全镇工交企业发展到28个，

主要有面粉加工厂，油厂，酱品厂、食品厂、印刷厂i

服装厂、种兔厂、兔毛加工厂、玻璃厂、机械厂，水

泥厂，磷肥厂、预制构件厂，石棉瓦厂等。不少产品

畅销省内外。

镇有个体工商业267户，其中工业26户，交通运输

业l户，商业15l户，饮食业45户，服务业30户，修理

业14户。从业人员613人。还有548个商业、服务业网

点。并有县商业部门设立的百货，石油、五金、医药、

物资、烟酒等分销处或分公司。

本镇设有邮电支局、税务所，工商所，派出所、

法庭、粮站、食品站、公路站、搬运站、农水站、农

机站、兽医站、林业站、变电所，石油库．煤炭中转



站、农业技术推广站。

集市贸易活跃。隔日逢集(每年农历正月初六首

集)。上市人数一般为3万，高潮时多达6万余人。

年成交额达4，500万元。群众说：“买不到的东西到插花

能买到，卖不掉的东西到插花能卖掉”。

镇周围粮食作物以小麦、大豆、红芋较多，经济

作物有棉花、油料、药材等。该镇是西德长毛兔的养

殖基地，被誉为西德兔第二故乡。

水陆交通发达。濉(溪)阜(阳)铁路斜贯南北

部，并设有火车站。阜(阳)蚌(埠)公路斜穿中部，

晴雨畅通，还设有汽车站。镇北茨淮新河可通500吨货

轮。

文教卫生事业：镇设有县属完全中学1所，初级

中学I所，完全小学2所，幼儿园1所。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98％以上。并有文化分馆，业余剧团各1个，

图书室、阅览室3个，影剧院1个，书店1个。还有’

中心卫生院1所，集体诊所1个，个体诊所2个。

镇北有县种牛场，南有县种猪繁殖场。

古老的插花镇以崭新的面貌和风姿呈现在人们面

前，象一朵绚丽的花开放在淮北大地上。

S



赵店孜集．
、 ：

赵店孜集在阜阳城东北19．4公里处。北纬32。58 7，

东经116。01’。它是中共赵店乡党委、乡人民政府所在

地；是赵店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是农副

产品集散地和以商品贸易、副食品加工、饮食服务、

手工业为主的集镇。面积0．3平方公里。人口约800，

其中农业人口730，非农业人1：170，均属汉族。集市南

部赵姓居多。

民国时期；赵姓在此开饭店，1938年黄泛时兴集，

遂名赵店孜。曾名仲兴集。

主街呈十字相交。振兴街是一条新建东西主干大

街，东起集东十字路口，西至西桥口，长700米，宽25

米。富民街是一条新建南北大街，北从兽医站，南至

前赵东十字路，长400米，宽20米。众兴街属老街，东

起粮站，西至畜牧交易所，长450米，宽15米。三条街

道均系砂礓路面。街道两旁多为砖瓦房，间有二层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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