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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李耀才

新编《凤阳县志》历时十数载，经过编修人员的辛苦劳作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数易其稿，终于成书问世，可喜可贺。

凤阳地处淮河中游南岸，扼江淮之要，自春秋以降，英才辈出，

历尽沧桑，成一代帝王之故乡，为中国改革之源头。钟离城头，中都

城下，．残砖剩瓦是古老历史的见证；山岗平原，田间陌上，犹闻金戈

铁马、兴衰更替的历史蛩音；明皇陵神道的翁仲们历六百载风雨仍

炫示着一代天子之显赫；“坚持凤阳山”红旗不倒，英雄事迹口碑相

传；首创农业“大包干”，掀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在中国历史上留下

光辉的一页，使凤阳再次名扬四海。新编《凤阳县志》钩沉史料，广征

博采，纵涉古今，横及百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略古详今的手

法，忠实地记载了凤阳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的荣辱兴衰、沧海桑田，特

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凤阳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创业的艰难

历程和伟大成就。篇章翔实，条目清晰，直书成败，诚为信史。它的

问世，利于我们鉴往知来，把握现在，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自南宋嘉泰年

间修《濠梁志》始，凤阳历史上曾十七次修志，但历经兵燹战乱，天灾

人祸，朝代更替，物换星移，旧志多已散失湮佚，所存无多。1 982年，

中共凤阳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指示精神，决定新

修县志。编修期间，各部门提供了大量资料，上级有关部门和专家学

者给予了热情指导，参与修志的同志艰苦努力，辑访耆旧，广闻贤

达，征考文献，校正讹误，去芜存菁，取精用弘，秉前志之精华，聚各

方之卓见，毕其心血，倾其心智，历十数载寒暑而裒然成集，终铸此

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资治存史，教化民众，服务当代，惠及

子孙，功莫大焉!在此，我深表敬意与感谢。

以史为鉴以治天下，以志为鉴以治郡国。翻阅此志，粲然知先贤



大。值此世纪交替之际，我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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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记述凤阳县境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

现状，力求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

二、本志由卷首、专业志、附录三部分组成。卷首设概述、大事

记，总揽全书；中设各类专业志，分章设节，共34章163节；附录殿

后。为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将农业生产“大包干”责任制、明中

都单独立章，详加记述。

三、本志立足当代，略古详今。对事物的记述，上溯发端，下迄

1985年底(人口章、照片例外)。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85年凤阳县行政区域为界。

五、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语体文、记述体。大

事记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六、专业志正文前是否冠无标题简述，视其需要，不强求一律。

七、人物生不立传。入志者不受级别、职务限制，据其推动历史

所起的作用大小及社会影响程度而定，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人物；

依卒年为序排列。凤阳籍名人列入人物简表，革命英烈收入英名录。

八、本志纪年，清代以前用帝王年号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年、月、日书写，清代

前用汉字，系指农历，民国后用阿拉伯数字，系指公历。历代王朝纪

年和民国纪年，在同一部分文字中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省去

“公元”。

九、本志所称“解放”，系指民国38年(1949年)1月凤阳全境解

放；“建国"，系指1 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称“×

×年代”，凡未冠世纪的，均为20世纪；所称“一五"、“二五”⋯⋯“七

五"时期，系指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分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十、本志使用规范简化字。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7单位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建国后数据，

用县统计部门公布的资料，缺者或与史实有明显出入的，酌用各部。

门统计数字。其中，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及

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产值均按1 980年不变价折算，社会总产

值、国民收入等均为当年价。计量单位，建国前依历史惯例，本志原

则上不作换算，因特殊需要，少量予以换算；建国后采用1984年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计量法》中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为便于记述，将解放前共产党政权称为“民主(抗日民主)

政府”；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权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在南

京设立的中央政府称为“国民政府”。日伪政权时期涉及的政权机

构，均冠“伪"字。此外，行政区域、党政机构、职官、会议、地名等，均

用当时称谓，地名酌注今名。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政治运动

等，各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酌用简称。如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简称为“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简称为“中共

××(省、地、县)委”。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历代正史、旧志、报刊、专著及县内

各部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引文忠实于原文，对溢美或滥贬之词

略而不书，脱漏、无法辨认的字用口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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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是全国农业“大包干"的

发源地，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县。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游南岸，北纬32。377—33。037、

东径117。197—117。57’之间，北濒淮河与五河县相望，东、南部与嘉

山县、定远县毗连，西部和西北部与淮南市、蚌埠市接壤。东西长

74．64公里，南北宽49．6公里，面积1949．5平方公里。

．1985年，全县共辖7个区、3个镇、44个乡(镇)，总人口56．65

万。境内有汉、回、满、苗等22个民族。县人民政府驻地府城镇。

凤阳县境古为淮夷之地，春秋时为钟离子国，后有钟离、蚕富、

燕(yan)、中立等县名。明洪武三年(1370年)改中立县为临淮县。洪

武七年，割临淮县四个乡设置凤阳县。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临淮

县并人凤阳县。

凤阳地形南高北低，南部为山区，中部为倾降平缓的岗丘，北部

为沿淮冲积平原。海拔一般为15—17米。境内最大湖泊是花园湖，

正常水位下湖面约30平方公里。最高山峰为狼窝山，海拔340．3

米。淮河流经县境北部52．5公里，其它主要河流有小溪河、板桥河、

濠河、天河、窑河，均由南向北注入淮河，河网密度0．1 9公里／平方

公里。径流量为年平均3．21亿立方米。气候属北亚热带江北区亚

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4．9℃，年降雨量904．4毫米，年蒸发

量1 609．7毫米。无霜期212天，生长期220一240天，年日照时数

2248．7小时，年辐射总量为120．0千卡／平方厘米。

凤阳物产丰富，盛产稻、麦，玉米、山芋、豆类等也有大面积种

植，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经济作物有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烤烟。

烟草种植已有7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著名的三大产烟区之一。矿产

有铁、锰、铝、钛、钼，白云石、石灰石、玄武岩、石英岩、蛭石、大理石、

{名一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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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等，品类全、品位高、储量大。石英岩蕴藏量达数十亿吨。野生

动植物及常用中药材1 97种，遍布山岭和平原。水产品有鱼类59

种，以及青虾、河蟹、甲鱼、河蚌，藕、芡实、茭白、蒲、芦苇等，花园湖

螃蟹最为出名。县内素有栽培果木传统，主要品种有梨、苹果、桃、

李、柿、枣、杏、葡萄、石榴等，产量高，品质好，除自食外，销往县外。

旱、涝是凤阳历史上的主要自然灾害。18世纪初到20世纪中

叶的250年中，发生大旱涝的年份占75个。除沿淮、地势南高北低、

总倾斜度大、主要河流河身短小、雨量集中等自然因素外，水利工程

长期失修，河淤、坝矮、综合治理水平低、蓄水量小等是造成旱涝灾

害的主要原因。建国后，凤阳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淮河

综合治理，大兴水利；大搞荒山绿化，保持水土。到1 985年，全县建

成中小型水库1 38座、塘坝10667处，总蓄水量3．89亿立方米，建

成小型机电排灌站121处，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69．03万亩，旱涝

保收面积40万亩，分别占全县耕地面积(承包)108万亩的63．9％、

37．06％。累计造林53万余亩，森林覆盖率达11．3％。水土保持能

力增强，旱涝灾害减少，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保护。

古往今来，凤阳发生两件对中国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一是600多年前出了个朱元璋，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大明王朝。二是

在本世纪70年代末首创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序幕。

朱元璋，少时家贫，为财主放过牛，出家当过和尚，倍尝生活艰

辛。他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独具雄才大略，艰苦转战十

数载，翦灭群雄，统一中国，建立了大明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农民皇帝。在明朝的开国功臣91人中，凤阳籍的有41人。他们

的事迹至今为乡人所津津乐道，广为传说。凤阳还因此留下了丰厚

的文化遗产——中都皇城、皇陵、龙兴寺、鼓楼等。中都皇城遗址和

皇陵石刻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陵、龙兴寺、钟离城址为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和韭山洞、禅窟寺、玉蟹泉、卧牛湖等自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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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景观交相辉映，是凤阳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1 978年12月，小岗人不堪忍受“人民公社”体制带来的贫穷，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实行农业大包干责任制，1 979

年就实现粮油产量8．3万公斤，人均720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

22元增加到400元，摆脱贫困。星星之火迅成燎原之势，“大包干"

被迅速推广到全县、全省、全国，被介绍到国外。“大包干”使凤阳农

业年年增产，农、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彻底改变了建国以来农业生

产徘徊不前的局面。“大包干’’充分调动了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

农村中“冒尖户”、“专业户’’、“经济联合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县

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对“两户一联"进行大力扶持，并每年召开“冒

尖户”、“专业户”表彰大会，奖售化肥、缝纫机、自行车等紧俏物品。

至1985年，全县有各类专业户29000个。“专业户”的代表人物吴凤

启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大包干”带来大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农业生产。1985年，

全县粮食总产达45万吨，农业总产值达2992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438元，分别是1978年14．8万吨、8391万元、91元的3倍、

3．6倍、4．8倍。农民丰衣足食，全县农村兴起建房热、购农机热、办

电热、修路热、科学种田热。手表、缝纫机、电风扇、电视机、洗衣机等

大量进入农家。

建国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凤阳的工业建设加

快步伐，商业空前活跃，交通运输、邮电、供电、金融保险等基础产业

突飞猛进，城镇建设成绩斐然，职工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工业。建国前，县内工业有陈子衡的淮上火柴公司和英美资本

家的颐中烟草公司，其他手工业主要是铁匠铺、木匠铺、磨坊、豆腐

坊、油坊、酱菜坊等。建国初，县内手工业仍沿袭落后的生产方式。县

内现代工业起步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具规模

拥有机械、冶金、化工、建材、轻纺、印刷、食品、服装

业行业，能生产几十个系列近百种产品，有12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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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全县有工业企业320家，固定资产5836万元，产值达1．3l亿

元，利润11 81万元。 ．

商业。凤阳商业贸易因地利之便，自明、清至民国时期都较为活

跃。建国初期，县内商业以私营为主。1953年至1956年通过对私营

工商业的改造，全县建成公私合营合作组8个，合作商店34个，门

市部289个，共有从业人员467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商

业体制几经变革，最后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1979年后，

改革商业经营体制，确立以国家商业为主，积极扶持发展集体商业 ／

和个体商业的方针，开放集市贸易，使城乡市场逐步繁荣。1 985年，

全县共有商业网点6265个，从业人员15821人，商业网点密度为每

千人11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5074万元。

交通运输业。凤阳交通，北有淮河水道，秦时有楚汉战道，明时

有从南京到北京的驿道穿境。民国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成为横

贯县境北部的交通动脉。淮南铁路建成后成为县境西部的交通动

脉。建国前，境内能通机动车的道路6条，总长128公里。建国初期，

凤阳公路建设缓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路建设突飞猛进。
1985年，境内有4条省道穿过，县道1 6条，乡道11条，总长度

485．6公里。交通便利促进汽车运输业快速发展。1985年，全县拥

有客车44辆、1581个座位，货车425辆，年运量56万吨，年周转量，

950万吨公里。1 985年，淮河I晦淮关港仅国营轮船客、货运量就达

116700人、4910吨。

邮电。清光绪二十二年(1 896年)，凤阳始办邮政。民国3年，府

城、临淮关始设电报局和电报支局，当时的县政府也架设电话线，通

往各乡镇。抗El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凤阳邮电业没有发展。建国

后，凤阳邮电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85年，县邮电局下属支局8个、

邮电所5个、代办所9个。邮路总长度1 964公里，函件业务量达

1 35．45万件，包件1．4万件。长途电话电路14条，电报电路4条。

市内电话为自动交换式，总数800 f-I。年末电话装机1038部，杆路

总长度474．6公里，明线1051对公里。

电业。凤阳电业始于民国4年，淮上火柴公司建一座小电厂，即

光华电灯公司。1961年，凤阳始用高压电。1 961年至1978年，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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