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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环境保护志》在本局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经过编纂人员八年来的

通力合作，辛勤劳动，今天终于出版了，这是全省环保部门的一件大事。在此谨向所有

为编纂这本志书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本志书是按照《安徽省志编纂方案》的要求，本着“干什么编什么和尊重事实，尊

重历史"的原则，按照“述往事，示来者"的要求，采取统一领导，统一篇目，分头撰写，统

一编审的方法进行的。1987年初，着手筹编工作，同年2月，经省地方志办公室同意，

拟定了环境保护志篇目，按照业务分工和管理体制，组织本局各有关部门50歙往集～j：
资料，分篇撰写，限期完成，由局地方志办公室统一编审，完成志稿(评议稿及补充本)。

并于今年4月邀请省地方志办公室专家对志稿进行评审。评审会认为：“环保志稿，篇

目清晰，结构完整，分类合理，资料丰富，文字通俗流畅，符合志书体例，具备薷郅独立‘。
的省级专业志的基本特征修。总之，这本志书是将修志工作和环保业务紧密结合的结

果，是各方配合，众手合成的结晶。
‘

，． ．

这本志书是本省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专业志。全书以翔实的资料，简洁韵文帮1、节·-：。”
求实的精神，客观地反映了我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全面、科学地记述了我省环

境污染和破坏的历史和现状。它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我省环境保护方面的历史面貌，

总结环境保护的经验教训，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加快环境保护工作改革的步伐，适应全

省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具有重要的价值。

编修方志，服务当代，福荫子孙，意义重大。它既是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又是一项新

的开拓性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水平有限，资料匮乏。虽经编纂人员广征

博采，纠讹匡误，辛勤笔耕，四易其稿，但疏漏谬误，仍难避免，敬祈读者匡正。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潘天声

恕，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据事记述，述而不论，

全面，科学地记载全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全貌，反映全

书为全省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服务。

二、断限。本志不立上限，依事物的发端和掌握的资

三、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本志由概述，大

成。概述简要叙述本业概况，总揽全书；大事记，纵贯历史，记述大事、要事}各类专志横

排门类，纵述史实；人物，设先进个人及人物传略；附录，收录重要文献。本志共8章32

节。

四、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以记述文字为主，适当采用表格、照片。

五、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本部门历年来所掌握的环境监测和调查统计资料编写的，

部分采用了其他部门的材料。 ，

六、本志着重记述全省环保系统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内容，至于系统外的诸如：水

利、农业、林业、工业、卫生等部门的环境保护事业状况未便列入，应分别归入上述部门

专业志中。至于各个部门共有的党、团、工会、妇女、计划生育、统战等工作，均未作记

述。

七、公元纪年、月、FI，计量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年代99 96‘第××次环保

会议"用汉字表示。

八、本志所列干部名单，只记单位负责人，包括党政正副职，中层干部未予收录。

‘九、人物传略中，只记述已去世的对全省环境保护事业有较大贡献的人物事迹。先

进个人只记述国家和省表彰的先进人物名单，不记述其具体事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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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安徽省的环境保护事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加强

了对这项事业的领导，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这

项事业的发展。总的讲，全省的环境保护事业大体上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萌发阶段(1949---1972年)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在领导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同

时，着手治理自然环境，努力改善环境面貌。在农村，开展了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兴

修水利，植被造林，改良土壤，进行了治理淮河的巨大工程，兴建了大别山区四大水库，

淮河流域的灌溉面积由建国前的80万亩，增加到1972年的1468万亩，使淮河沿岸改

变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局面，改善了农村的环境面貌。在城市，进行了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新建了很多工厂、住宅、下水道、道路、水厂、公园等城市公用设施，

改变了建国前，“道路泥泞，污水横流，垃圾成堆，病疫流行”的恶劣环境，使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综合利用的指示精神，全省不少工矿企业，从增产节约角度

出发，开展了以综合利用为中心的治理“三废"(废气、废水、废渣)的活动，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据各省辖市统计，1972年利用“三废"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百余种，产品产值近

5000万元。这些产品主要有：硫酸、盐酸、硫磺、磷肥、农药、矿渣水泥、煤灰砖、肥皂、包

装纸等。从省里来讲，当时，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由省革命委员会(下称省革委会)

生产指挥组领导，从省科技、化工、轻工、基建、卫生、水利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省工业

。三废”调查组，对全省的工业“三废”排放、危害和综合利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写出了

调查报告，提出了一些治理项目；二是由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领导，责成省卫生局负责

组织长江沿岸的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市和池州地区从1972年开始，按照统一要求

和项目，对长江水质进行了每年丰、枯水期的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并写出评价报告。

蚌埠、淮南、合肥市分别对淮河、南淝河、董铺水库进行了水质调查工作，初步掌握了这

些水域的水质状况。

二、起步阶段(1973"--1978年)

1973年全省计划会议上，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经济

计划组向会议印发了《安徽省消除和防止环境污染，开展综合利用的初步规划意见》指

导全省开展这项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倡导下，国家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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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委)于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第

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同年1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环境保护

会议情况的报告》，明确了全国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任务和主要对策。

为贯彻上述会议精神，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于1973年12月18日至25日，在合

肥召开了有各地、市和省直各厅、局，大型工矿企业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全省环境保护

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精神，总结和交流了全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拟定

了全省环境保护规划和措施，明确了环境保护的重点和要求。会议期间还召开了省直

机关，合肥市机关、企业等1000多人的大会，由蚌埠市和铜官山化肥厂、合肥油厂、芜

湖冶炼厂介绍开展以综合利用为中心的治理“三废一的经验。同时，还举办了“全省环境

保护展览会一。1974年9月26日，省革委会批转了《关于全省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

告》，明确了全省环境保护的重点、要求和措施，决定省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设立精干

的环保机构，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到1978年底，省和各省辖市成立了环境保护办

公室和监测站，省直有关部门配备了环保专职和兼职干部，一些大型工矿企业也成立

了环保机构。1973"-"1978年，省安排环保投资1850万元，项目186个，实际完成投资

1400万元，建成项目54个。 -

根据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74年11月9日对蚌埠市人民来信反映淮河水质污

染，自来水有恶嗅的批示精神，1975年元月中旬，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王宗杰率领轻工、燃化、水电、卫生部等组成的调查组，来安徽省调查研究淮河

污染问题，并责成省于同年上半年，编报了雠河(蚌埠、淮南段)水源污染治理规划》。
据此，国家计委每年安排了·定数量的基本建设投资，开展了淮河污染治理工作。

1975年10月30日，由省计划委员会(下称省计委)，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下称省

建委)颁发了全省环境保护四个规章制度文件。即《安徽省“三废”管理办法》、《关于环

境保护、综合利用、基本建设和生产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安徽省水质监测实施方

案》、《安徽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计划管理办法》。同时，还拟定了治理工业“三废"开展

综合利用的奖励政策。比如：企业留用的更新改造资金，应优先用于。三废"治理和综合

利用措施，其比例不得少于20％；治理“三废"，综合利用的产品，自投产之日起1～3

年内减税或免税等等。

三、发展阶段(1979-,-,1990年)

这个时期，国家和省加强了对环保工作的领导，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推动了这项

事业的发展。
‘

第一、加强监督管理。八十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国家财力

有限，不能拿出更多的钱进行环境治理。同时，许多环境问题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

只要加强监督管理，许多环境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因此，国务院领导明确提出要把加

强监督管理作为环保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个时期，国家和省多次召开重要会议，发布了

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强化监督管理工作，部署具体措施和要

求。其中：国务院召开的环保会议两次，即第二、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省人民政府(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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