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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门区地处涡亳交界，古为县西屏藩。涡水横贯其间，似如：

银蛇，境内蜿蜒三十余里。两岸壤沃田肥，物产丰富，长期聚居着

汉、回两族人民。历经沧桑，建置屡变。早在春秋战国、群雄角

逐时代，义门属楚要塞，隶归城父县辖。唐天宝十年(公元七五

一年)，设真源县。后因明亳州知州张廷在此建“泣杖祠”而得

“伯俞故里”别称。清同治三年(公元--／＼六四年)，义门拨属

涡阳县治。

义门乃膏腴之地，世代哺育经济之花。除盛产小麦和五谷杂

粮外，苔千、白芍特产远近遐迩，名负湖海。义门镇当居水陆要

冲，历来生齿繁衍，物华人杰，引来商贾云集，政客盈门。昔日

镇内庙宇林立、名胜如画。玄帝庙、龙兴寺、千佛阁、泣杖祠

等各领神奇，游人无数。

义门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轰烈伟岸的捻军和战功赫赫

的新四军第四师都曾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以义门等地为舞台，

演出过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戏剧。解放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

人民战天斗地，披荆斩棘，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今日义门乾坤呈

彩，河山壮观，另有一番蓬勃兴旺景象。

义门多娇，值得史笔大书。遗憾的是千百年浩繁人事， 竟

罕见经传。所喜建国后，本区曾编纂过一部《义门乡志》存史，

方补空白。然该志良莠并存，错漏甚多，读之常为慨叹。且岁月

摹



不居，：时问又隔三十余年，董编新志卖感紧迫。手是，区委组织

力量，经年苦作，遂有此篇。全志共分《概述》、《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六编，计三十九章一百

一十五节。以清末至一九八一年为上下限，勾出此时期的义门风

云。建制沿革、风俗等部分涉古较多，不在此限。

‘．由于水平和条件制肘，《义门区志》定有谬误，敬希读者批

评，以待再版补正。

一九八三年三月

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目录

照片

目 录

第一编概 述

第一章 历史沿革⋯⋯⋯⋯⋯⋯⋯⋯⋯⋯⋯⋯⋯⋯⋯(1)

第一节地理位置⋯⋯⋯⋯⋯⋯⋯⋯⋯⋯⋯⋯⋯(1)

第二节管辖范围⋯⋯⋯⋯⋯⋯⋯⋯⋯⋯⋯⋯⋯(1)

第三节 镇名沿革考⋯⋯⋯⋯⋯⋯⋯⋯⋯⋯⋯⋯(1)

第四节 区域范围考⋯⋯⋯⋯⋯⋯⋯⋯⋯⋯⋯⋯(7)

第五节古镇城廓考⋯⋯⋯⋯⋯⋯⋯⋯⋯⋯⋯⋯(12)

第二章 民族户籍⋯⋯⋯⋯⋯⋯⋯⋯⋯⋯⋯⋯⋯⋯⋯(15)

第一节 民族与宗教信仰⋯⋯⋯⋯⋯⋯⋯⋯⋯⋯(15)

第二节户籍变化⋯⋯⋯⋯⋯⋯⋯⋯⋯⋯⋯⋯⋯(18)

第三章 自然概貌⋯⋯⋯⋯⋯⋯⋯⋯⋯⋯⋯⋯⋯⋯⋯(23)

第一节地形与土壤⋯⋯⋯⋯⋯⋯⋯⋯⋯⋯⋯⋯(23)

第二节气候特点⋯⋯⋯⋯⋯⋯⋯⋯⋯⋯⋯⋯⋯(23)

第三节水系河流⋯⋯⋯⋯⋯⋯⋯⋯⋯⋯⋯⋯⋯(23)

第四节 自然资源⋯⋯⋯⋯⋯⋯⋯⋯⋯⋯⋯⋯⋯(25)
：

1



第四章 人民生活⋯⋯⋯⋯⋯⋯⋯⋯⋯⋯⋯⋯⋯⋯⋯(25)

第二编政 治

第五章 党的组织⋯⋯⋯⋯⋯⋯⋯⋯⋯⋯⋯⋯⋯⋯⋯(3 1)

第一节 隶属变化⋯⋯⋯⋯⋯⋯⋯⋯⋯⋯⋯⋯⋯(33)

第二节 历届党代会⋯⋯⋯⋯⋯⋯⋯⋯⋯⋯⋯⋯(34)

第三节 党组织状况⋯⋯⋯⋯⋯⋯⋯⋯⋯⋯⋯⋯(35)

第四节 主要领导成员更迭⋯⋯⋯⋯⋯⋯⋯⋯⋯(36)

第五节 党纪执行情况⋯⋯⋯j⋯⋯··0 o 0 0 00⋯⋯⋯(40)

第六节统战工作⋯⋯⋯⋯⋯⋯⋯⋯⋯⋯⋯⋯⋯(40)

第六章 行政设置⋯⋯⋯⋯⋯⋯⋯⋯‘⋯⋯⋯⋯⋯⋯⋯(41)

第一节行政隶属关系m。m⋯⋯⋯⋯⋯⋯⋯⋯··(41)

笫二节人民代表大会mm‘⋯⋯⋯⋯⋯⋯⋯⋯⋯(43)

笫三节 主要领导成员更迭“⋯⋯⋯⋯⋯⋯⋯⋯·(44)

第四节 干部编制⋯⋯⋯⋯⋯⋯⋯⋯⋯⋯⋯⋯⋯(45)

一第五节一干部受惩情况Ⅲm⋯m⋯⋯⋯⋯⋯⋯⋯(46)

第七章 群众团体⋯⋯⋯⋯⋯⋯⋯⋯⋯⋯⋯⋯⋯⋯⋯(47)

第一节 工 会⋯⋯⋯⋯⋯⋯⋯⋯⋯⋯⋯⋯⋯(47)

第二节贫 协⋯⋯⋯m⋯“⋯⋯⋯⋯⋯⋯⋯·(47)

第三节 共青团⋯⋯m m⋯．．．⋯⋯⋯⋯⋯⋯0 0·o oI(48)

第四节 妇 联⋯⋯．．．⋯⋯⋯⋯⋯⋯⋯·o 0"1 01 o ob(49)

第五节其它协会⋯⋯．．．⋯⋯⋯⋯⋯⋯⋯⋯⋯⋯(49)

第八章 司法工作⋯⋯⋯⋯⋯m⋯⋯⋯⋯⋯⋯⋯⋯⋯(50)

第一节机构设置⋯、⋯⋯⋯⋯⋯⋯⋯⋯⋯⋯”⋯(50)
2一



第二节 历年侦破案件及拘捕情况⋯⋯⋯⋯⋯⋯(52)

第三节 民事纠纷调解情况⋯⋯⋯⋯⋯⋯⋯⋯⋯(52)

第四节 重大事故⋯⋯⋯⋯⋯⋯⋯⋯⋯⋯⋯⋯⋯(52)

第九章 民政工作⋯⋯⋯⋯⋯⋯⋯⋯⋯⋯⋯⋯⋯(53)

第一节机构设置⋯⋯⋯⋯⋯⋯⋯⋯⋯⋯⋯⋯⋯(53)

第二节基层选举⋯⋯⋯⋯⋯⋯1 O O'·O 0 0 0-⋯⋯⋯⋯(53)

第三节优抚工作⋯⋯⋯⋯⋯⋯⋯⋯⋯⋯⋯⋯⋯(55)

第十章 社会变革⋯⋯⋯⋯⋯⋯⋯⋯⋯⋯⋯⋯⋯(56)

第一节 土地改革⋯⋯⋯B O O O O0⋯⋯⋯⋯⋯⋯⋯⋯(56)

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56)

第三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0 0 DII O⋯⋯⋯⋯⋯(58)

第十一章 政治运动⋯⋯⋯⋯⋯⋯⋯⋯⋯⋯⋯⋯⋯(59)

反匪反霸⋯⋯⋯⋯⋯⋯⋯⋯⋯⋯⋯⋯⋯(59)

镇压反革命⋯⋯⋯⋯⋯⋯⋯⋯⋯⋯⋯⋯(59)

三反五反⋯⋯⋯⋯⋯⋯⋯⋯⋯⋯⋯⋯⋯(59)

肃反⋯⋯⋯⋯⋯⋯⋯⋯⋯⋯⋯⋯⋯⋯⋯(59)

反右斗争⋯⋯⋯⋯⋯⋯⋯⋯⋯⋯⋯O gI O 0 0(59)

大跃进⋯⋯⋯⋯⋯⋯⋯⋯⋯⋯⋯⋯⋯⋯(60)

反右倾⋯⋯⋯⋯⋯⋯⋯⋯⋯⋯⋯⋯⋯⋯(60)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0)

文化大革命⋯⋯⋯⋯⋯⋯⋯⋯⋯⋯⋯⋯(60)

一打三反⋯⋯⋯⋯⋯⋯⋯⋯⋯⋯⋯⋯⋯(61)

审定阶级成份⋯⋯⋯⋯⋯⋯⋯⋯⋯⋯⋯(61)

批林批孔⋯⋯⋯⋯⋯⋯⋯⋯⋯⋯⋯⋯⋯(61)

3

l／。
!>



反击右倾翻案风⋯⋯⋯⋯⋯⋯⋯⋯⋯⋯(61)

揭批“四人帮”⋯⋯⋯：⋯⋯⋯⋯⋯⋯··(61)

附 录⋯⋯⋯⋯⋯⋯⋯⋯⋯⋯⋯⋯⋯(62)

第三编经 济

第十二章

第一节用一下

第二节弟一下

第三节厢二甲

第四节厢幽下

第五节席丑下

第十三章

第一节弟一下

第二节弟一下

第十四章

第一节弟一下

第二节烯一下

第三节席二]7

第四节用四下

第五节弟丑]7

第十五章

4

农业⋯⋯⋯⋯⋯⋯⋯⋯⋯⋯⋯⋯⋯⋯⋯(63)

绪论⋯⋯⋯⋯⋯⋯⋯⋯⋯⋯⋯⋯⋯⋯⋯(63)

粮棉生产⋯⋯⋯⋯⋯⋯⋯⋯⋯⋯⋯⋯⋯(64)

农业机构⋯⋯⋯⋯⋯⋯⋯⋯⋯⋯⋯⋯⋯(64)

农技推广工作⋯⋯⋯⋯⋯⋯⋯⋯⋯⋯⋯(64)

农业机械⋯⋯⋯⋯⋯⋯⋯⋯⋯⋯⋯⋯⋯(70)

林业生产⋯⋯⋯⋯⋯⋯⋯⋯⋯⋯⋯⋯⋯(70)

水利建设⋯⋯⋯⋯⋯⋯⋯⋯⋯⋯⋯⋯⋯(7 1)

副业生产⋯⋯⋯⋯⋯⋯⋯⋯⋯⋯⋯⋯⋯(79)

工业⋯⋯⋯⋯⋯⋯⋯⋯⋯⋯⋯⋯⋯⋯(84)

机构设置⋯⋯⋯⋯⋯⋯⋯⋯⋯⋯⋯⋯⋯(85)

工业生产⋯⋯⋯⋯⋯⋯⋯⋯⋯⋯⋯⋯⋯(85)

商业⋯⋯⋯⋯⋯⋯⋯⋯⋯⋯⋯⋯⋯⋯(89)

机构设置⋯⋯⋯⋯⋯⋯⋯⋯⋯⋯⋯⋯⋯(89)

集市贸易⋯⋯⋯⋯⋯⋯⋯⋯⋯⋯⋯⋯⋯(90)

物价计量⋯⋯⋯⋯⋯⋯⋯⋯⋯⋯⋯⋯⋯(95)

土特产品⋯⋯⋯⋯⋯⋯⋯⋯⋯⋯⋯⋯⋯(95)

商标注册⋯⋯⋯．．．⋯⋯⋯⋯⋯⋯⋯⋯⋯(99)

粮食⋯⋯⋯⋯⋯⋯⋯⋯⋯⋯⋯⋯⋯⋯(102)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黥一可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七章

第一节爿’一H

第二节用一lJ

第三节用一H

第十八章

第一节用一IJ

第二节弟一P

-第4三节■‘一I

第十九章

第一节／l■ ●’

解放前粮食概况⋯州一一⋯⋯⋯⋯⋯(i02)

机构设置⋯⋯⋯⋯⋯⋯⋯⋯⋯⋯⋯⋯(102)

统购统销⋯⋯⋯⋯⋯⋯⋯⋯⋯⋯⋯⋯(104)

商品粮供应⋯⋯⋯⋯⋯⋯⋯⋯⋯⋯⋯(105)

定量标准⋯⋯⋯⋯⋯⋯⋯⋯⋯⋯⋯⋯(105)

粮油关系的管理⋯⋯⋯⋯⋯⋯⋯⋯⋯(105)

粮油批核⋯⋯⋯⋯⋯⋯_⋯⋯⋯⋯⋯(105)

粮食储运⋯⋯⋯⋯⋯⋯⋯⋯⋯⋯⋯⋯(106)

交通运输⋯⋯⋯⋯⋯⋯⋯⋯⋯⋯⋯⋯(109)

机构设置⋯⋯⋯⋯⋯⋯⋯⋯⋯⋯⋯⋯(109)

陆 路⋯⋯⋯⋯⋯⋯⋯⋯⋯⋯⋯⋯(109)

航 运⋯⋯⋯⋯⋯⋯⋯⋯⋯⋯⋯⋯(1 10)

桥 梁⋯⋯⋯⋯⋯⋯⋯⋯⋯⋯⋯⋯(1 10)

渡 口⋯⋯⋯⋯⋯⋯⋯⋯⋯⋯⋯⋯(1 1 1)

邮 电⋯⋯⋯⋯⋯⋯⋯⋯⋯⋯⋯⋯(1 1 1)

机构设置⋯⋯⋯⋯⋯⋯⋯⋯⋯⋯⋯⋯(1 1 1)

线路、设备⋯⋯⋯⋯⋯⋯⋯⋯⋯⋯⋯(112)

电信邮件与报刊发行⋯⋯⋯⋯⋯⋯⋯(1 12)

电 力⋯⋯⋯⋯⋯⋯⋯⋯⋯⋯⋯⋯(1 1 4)

机构设置⋯⋯⋯⋯⋯⋯⋯⋯⋯⋯一⋯·(1 1 4)

线路设备⋯⋯⋯⋯⋯⋯⋯⋯⋯⋯⋯⋯(1 14)

电力供应⋯⋯⋯⋯⋯⋯⋯⋯⋯⋯⋯⋯(12 1)

建 筑⋯¨⋯⋯⋯⋯⋯⋯⋯⋯⋯⋯(122)

发展状况⋯⋯⋯⋯⋯⋯⋯⋯⋯⋯⋯⋯(122)

5

，

，
D



第二节

第二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十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 第三节

第二十二章

笫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编 军

集镇建设⋯⋯⋯⋯⋯⋯⋯⋯⋯⋯⋯⋯

能 源⋯⋯⋯o 0 0 0 0 0 0 0 e⋯⋯⋯⋯⋯⋯

煤草利用⋯⋯⋯⋯⋯⋯⋯⋯⋯⋯⋯⋯

沼气利用⋯⋯⋯⋯⋯⋯⋯⋯⋯⋯⋯⋯

财政⋯o O o o Q a o m g⋯⋯⋯⋯⋯⋯⋯⋯⋯

机构设置⋯⋯⋯⋯⋯⋯⋯⋯⋯⋯⋯⋯

税收．．⋯⋯一．．”．．”“一一“一“”“”“·

房地产管理⋯⋯⋯⋯⋯⋯⋯⋯⋯⋯⋯

金膨⋯⋯一一⋯””一⋯”一一⋯一“一”

机构设置⋯⋯⋯D O 01 0 0 0 Q O O·O 0 0 0 0 0 0⋯⋯⋯

信 贷⋯⋯⋯⋯⋯⋯⋯⋯⋯⋯⋯⋯⋯

乡镇储蓄⋯⋯⋯⋯⋯⋯⋯⋯⋯⋯⋯⋯

货币⋯⋯⋯⋯⋯⋯⋯⋯⋯⋯⋯⋯⋯⋯

事

⋯ 、z 序 言

第二十三章

第一节斥一p

第二节爿，一。p

第二十四章

第一节爿，一一l=『

第二节所一下

第三节用二。F

第二十五章

8

武装建制⋯⋯⋯⋯⋯⋯⋯⋯⋯⋯⋯⋯

机构设置⋯⋯⋯⋯⋯⋯⋯⋯⋯⋯⋯⋯

主要领导成员更迭⋯⋯⋯⋯⋯⋯⋯⋯

民兵⋯⋯⋯⋯⋯⋯⋯⋯⋯⋯⋯⋯⋯⋯

组建⋯一””⋯⋯⋯”“⋯．．⋯⋯⋯⋯⋯

训练⋯⋯⋯⋯⋯⋯⋯⋯⋯⋯⋯⋯⋯⋯

参战⋯⋯⋯⋯⋯⋯⋯⋯⋯．．⋯⋯⋯⋯·

兵役⋯⋯．．一⋯⋯一”一”“⋯．．⋯⋯⋯．．

(134)

(134)

)))))))))))))

2

3

3

4

4

4

5

7

8

8

8

0

O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l

1●上

1

1

1

l

1

1

1

1

1

1

／

、、’I＼，●＼、-I＼，●＼／●＼，●＼，●＼／I＼，●＼／●＼，●、，●＼

)、．、)

Cu口u

6

口u口u

Qu

1

1

1／●＼，一／，k

＼．、、一、、，，

7

8

92u口。口u●●‘■●工，l，●、／●＼，●＼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志愿兵役⋯⋯⋯⋯⋯⋯⋯⋯⋯⋯⋯⋯

第二节义务兵役⋯⋯⋯⋯⋯⋯⋯⋯⋯⋯⋯⋯

第二十六章支前⋯⋯⋯⋯⋯⋯⋯⋯⋯⋯⋯⋯⋯⋯

第二十七章 武装斗争⋯⋯⋯⋯⋯⋯⋯⋯⋯⋯⋯⋯

第一节 主要战例⋯⋯⋯⋯⋯⋯⋯⋯⋯⋯⋯⋯

清末至民国初年战例⋯⋯⋯⋯⋯⋯⋯

抗日战争时期战例⋯⋯⋯⋯⋯⋯⋯⋯

解放战争时期战例⋯⋯⋯⋯⋯“⋯⋯·

第二节土匪恶霸罪行录⋯⋯⋯⋯⋯⋯⋯⋯⋯

第五编文 化

小 序

第二十八章文艺⋯⋯⋯⋯⋯⋯⋯⋯⋯⋯⋯⋯⋯⋯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事业发展⋯⋯⋯⋯⋯⋯⋯⋯⋯⋯⋯⋯

第三节群众文艺⋯⋯⋯⋯⋯⋯⋯⋯⋯⋯⋯⋯

第四节本区文化⋯⋯⋯⋯⋯⋯⋯⋯⋯⋯⋯⋯

第二十九章教育⋯⋯⋯⋯⋯⋯⋯⋯⋯⋯⋯⋯⋯⋯

第一节机构设置⋯⋯O Q O 0 0 0·g J⋯⋯⋯⋯⋯⋯⋯

第二节 幼儿教育⋯⋯⋯⋯⋯⋯⋯⋯⋯⋯⋯⋯

第三节 全日制小学教育<包括民办>⋯⋯⋯

第四节 全日制中学教育<包括民办>⋯⋯⋯

第五节工农业余教育⋯⋯⋯⋯⋯⋯⋯⋯⋯⋯

第六节教师队伍建设⋯⋯⋯⋯⋯⋯⋯⋯⋯⋯

)、_、、．、、_、、-、)、-、))

O

0

O

4

4

4

7

8

2

4

4

4

4

4

4

4

4

5

l

l

1

1

1

1

1

l

1(((((((((

))))))))))))

5

5

6

9

0

7

7

8

8

1

3

5

5

5

5

5

6

6

6

6

6

7

7

7

7

1

1●上●王1上

1

1●工1l

1●l

1、-●＼／●＼，●一，，●＼，k，●＼／●一，／●＼、-_，／●＼，●＼、’●＼

]／



第三十章 卫 生⋯⋯⋯⋯⋯⋯⋯⋯⋯⋯⋯·‘“(181)

小 序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 医疗设备⋯⋯⋯⋯⋯。⋯’⋯⋯⋯⋯：⋯··

第三节 予防接种⋯⋯⋯⋯⋯：‘⋯_⋯⋯··0 0 0 0 O O

第四节 除害灭病i⋯⋯⋯_⋯⋯：⋯⋯⋯⋯⋯“(189)

一——一一一一一

8

第五节昂丑下

第六节席／、下

第七节席屯下

第／’＼L节席＼下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一节席一下

妇幼保健⋯。⋯⋯⋯．．：⋯⋯⋯⋯⋯⋯·

公费医疗⋯。⋯⋯⋯⋯·⋯·⋯⋯⋯⋯“

合作医疗⋯⋯⋯⋯⋯⋯⋯。⋯⋯⋯⋯·

中医验方⋯⋯⋯⋯⋯⋯⋯⋯⋯⋯⋯．．．

体育⋯⋯⋯⋯⋯⋯⋯⋯⋯⋯⋯⋯⋯⋯

防震⋯⋯⋯⋯⋯⋯⋯⋯⋯⋯·O o Q O⋯⋯

计划生育⋯⋯⋯⋯⋯⋯⋯⋯⋯⋯⋯⋯

机构设置⋯⋯⋯⋯⋯⋯⋯⋯⋯⋯⋯⋯

第二节 工作开展情况⋯⋯：⋯⋯⋯⋯⋯⋯⋯··(196)一⋯
m。 ⋯一I．⋯一‘m

9。

第三十四章 广播⋯⋯⋯⋯⋯⋯⋯⋯．．．⋯⋯⋯⋯⋯(19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编 社

第三十五章

第一节斥一下

第二节用一下

第三节席二■

机构设置⋯⋯⋯⋯⋯⋯⋯⋯⋯⋯⋯⋯

线路、设备⋯⋯⋯⋯⋯⋯⋯⋯⋯⋯⋯
●

厶
Z写

人物⋯⋯⋯⋯“⋯一”⋯一⋯⋯⋯⋯⋯·

革命烈士⋯⋯⋯⋯⋯⋯⋯⋯⋯⋯⋯⋯

烈士谱⋯⋯⋯⋯⋯⋯⋯⋯⋯⋯⋯⋯⋯

先进集体?⋯．．⋯⋯⋯⋯⋯⋯⋯⋯⋯⋯

)))

2

3

6

8

8

8●l‘l■l，_／(，k

))))))))

9

0

1

l

2

3

6

6

8

9

9

9

9

9

9

9

1l

1l

l

1

1

1l

1

1

，一，，●、，_，

(／I、，_，，●、，一／

)

)、-、、●-、、-、、●，

8

8

1

l

2

3

9

9

O

O

O

0

l

1

2

2

2

2

((

((((



第四节 知名人士⋯⋯⋯O O o o mo⋯⋯⋯⋯⋯⋯⋯(205)

第三十六章风俗⋯⋯⋯⋯⋯⋯⋯⋯⋯⋯⋯⋯⋯⋯(205)

第一节 岁时祝祭(包括回族)⋯⋯⋯⋯⋯⋯(205)

第二节 婚嫁(包括回族)⋯⋯⋯⋯⋯⋯⋯⋯(207)

第三节 丧葬(包括回族)⋯⋯⋯⋯⋯⋯⋯⋯(207)

第四节 方言、民谚⋯⋯⋯⋯⋯⋯⋯⋯⋯⋯⋯(208)

第五节食谱⋯⋯⋯⋯⋯⋯⋯⋯⋯⋯⋯⋯⋯⋯(21 1)

第三十七章 名胜古迹⋯⋯⋯⋯⋯⋯⋯⋯⋯⋯⋯⋯(212)

第三十八章 自然灾害⋯⋯⋯⋯⋯⋯⋯⋯⋯⋯⋯⋯(216)

第三十九章奇闻轶事⋯⋯⋯⋯⋯⋯⋯⋯⋯⋯⋯⋯(218)

大事记⋯⋯⋯⋯⋯⋯⋯⋯⋯⋯⋯⋯⋯(220)

资料索引⋯⋯⋯⋯⋯⋯⋯⋯⋯⋯⋯⋯(225)

后记0 0 0 0 0 0 0 00⋯⋯⋯⋯⋯⋯⋯⋯⋯⋯⋯(224)



‘

习

眷既述骗．

篷鬻蕤蒸蒸瑟藕燮熬鬻潮
l v。 ：

一一



第一编

第一章

概 述

历史沿革

第一节地理位置

义门区位于涡阳西北部，涡河之畔，东经约116。3’，北纬33。27’。政治、经济、文化

等历来均居全县重要地位。平均海拔高度32．5米。

全区呈葫芦形，东西较短，南北稍长。东至杨三官庙，与城郊接壤；西至张营，与

毫县隔沟相望I北至王店子，与牌坊相邻，南至小于庄，与标里搭界。据一九八一年统

计，全区共290个自然村，18207户，85982人，其中，农业人口79785人，非农业人口6197人。

据一九)k--年县区划办公室调查，全区面积为121．57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39856亩，

非耕地面积52399亩。

第二节管辖范围

一九八一年，全区共分五社一镇。

涡北三个公社，由西向东分别为义门公社，程楼公社，赵屯公社，涡南两个公社t

由西向东分别为邓楼公社、陈大公社。义门镇为区政府所在地，位于全区西端，横跨涡

河，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镇上，设有区镇派出所、法庭、百货公司分销

处、供销合作社，粮油管理站、食品收购站、药材收购站，煤炭供应站、手联办事处、

水利站、农技站、人民银行义门营业所、农业银行义门营业所、邮电所、烟叶收购站、

农机管理站，交通管理站、建筑社、区、镇医院等二十三个区直机关单位和中小学校，

工业方面还设有农机修配厂、轮窑厂、磷肥厂、罐头厂、冰棒厂、黄板纸厂、木器厂，制

管厂、面包厂，保温器材厂、蚊香厂、面粉加工厂等十三个区办和镇办企业(附图)。

第三节镇名沿革考

义门镇是一座古老的集镇。随着时代的演变，镇的称号及其隶属关系也有所变更。

早在“春秋"时代，该镇属楚国边地。古介豫州、徐州之交，近居毫州、蒙城之间。按

《水经》注，漳水东北流经城父县向北入涡。由此可知义门距城父东北不远，应属城父

县治。根据历史记载，楚灵王曾戎边城父，可见城父为楚国要区，本区距城父如此之

近，更证明属楚无疑。秦汉之后，本地传无所闻。

关于义门是否曾叫真源县，说法不一。据《颖州府志》记载，义门集即唐时真源

县。明朝嘉靖年间毫州知州李先芳所作《义门玄帝庙记》是《颖州府志》所考之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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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黄佩兰在一九二四年编成的《涡阳县志》中却说， “唐时县边依隋旧而错真源’’。他

认为李先芳所见到的关于口义门即唐之真源县"的说法，是“明初旧志传闻"，受了元

和《郡县志》中关于“亳州真源县，东至州五十九里一记载的影响。黄佩兰引用史料说

明唐时真源县就是现在鹿邑东面的谷阳镇(谷阳也曾称鹿邑)，说义门为真源县是没有

考据的。黄又引史说明“隋唐县域，视古多倍，犬牙绣错，今昔或殊"， “官吏时有错

驻，，的情况，认为“《颍州府志》谓有真源地，，的说法，可能是来自古时的传说．“疑

今当从之乃．

一九五八年编的《义门乡志》，引用史料首先承认真源县即古时苦县，也即现在的

鹿邑。接着《义门乡志》又引用史料证实，在义门也曾建过真源县。据史记载，唐天宝

十年(公元七五一年)，杨万里以谯郡降安禄山，逼真源县令张巡作长史向西迎敌，张巡

与城父县令姚音誓师勤王，这时真源县失陷，义门离城父很近，张巡和后令李贲侨治义

门。当安禄山部将尹子奇率大军压雎阳境时，张巡与许远为保江淮合力坚守直到失陷。

张巡殉节后，令李贲侨治义门，建立真源县衙，并集结人民和军队在此防御。后终不

免兵燹．真源县衙仅剩一仪门，所以后人又称为“仪门镇’’。隋朝时义门被命名为白龙

王庙，因为龙王偶像面自。义门俗叫“庙集"，因为古时此地庙宇林立。宋，明时

期，今已无考。到清朝末年为避宣统讳改“仪门’’为搿宜门”。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

六四年)，设涡阳县时，将义门保从毫州拨属涡阳县治。民国成立始，又复称义门，唯

将靠仪弦改写成。义一。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认为唐时的真源县就是现在鹿邑县，但义门古称真源县也是实

有其事的，并非无稽之谈。黄佩兰编《涡阳县志》和一九五八年编的《义门乡志》都承

认最早的真源县在鹿邑，但黄并不否认义门曾是真源县的说法。《义门乡志》又进一步

引史说明义门古为真源县的来历，合情合理。因此《义门乡志》的说法是可信的。

下附黄佩兰编《涡阳县志》关于口唐时县边依隋旧而错真源"的资料原文t

颖州府志义门集即唐真源县也明嘉靖时濮阳李先芳义门玄帝宙记据旧志义门即唐之

真源县先芳所见当是明初旧志传闻有自元和郡县志毫州真源县东至州五十九里鹿邑志唐

改谷阳为真源谷阳城在其东十里又谓鹿邑县东至毫州五十里唐里视今差小唐真源盖即今

鹿邑东谷阳镇他书亦无移至毫东之证谓义门为真源县盖非考宋书州郡志父阳本苦县隋志

谷阳后齐省知宋犹存新唐书志真源本谷阳亦即宋之父阳宋自张永败后始失淮西四州则元

嘉二十七年以前谷阳当然在其境内鹿邑志以通志不引谓非宋有盖误寰宇记城父县父水隋

唐县域视古多倍犬牙绣错今昔或殊义门涡滨旧为白龙王宙地方当陈宋毫水陆要衡官吏时

有错驻明中叶犹驻归德通判尝见石碣其结衔云归德府通判驻鉴白龙王宙督捕听当时地属

邻省犹得移驻况唐本同州华离错置安保必无使执今舆图谓义门有归德置吏必哗且怒事实

顾在亦无能掩上疑唐制始亦如是颖州府志谓有真源地自昔传疑今当从之。

(附同洽三年毫县拨给涡阳县十三保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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