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蚌埠是安徽省第一个设市的城市（1947 年）；  

 蚌埠拥有华东地区最大的货运编组站；   

 丰原生化的柠檬酸产量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淮河上第一座桥梁在蚌埠（1911 年）；   

 安徽省最大的高速铁路客站；   

 安徽省科教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  

 导电膜玻璃产量亚洲第一；   

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产量亚洲第二；   

 安徽省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企业；   

 花鼓灯是第一批进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民间艺术；   

 中国最大的滤清器生产基地；   

 五河沱湖螃蟹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蟹；   

 中国唯一的军用级碳纤维生产线在蚌埠；  

 蚌埠海关为皖北最大的海关，管辖蚌埠、淮北、宿州等皖北三地市的进出口业务；    

中华第一美玉——和氏璧产于蚌埠荆山卞和洞；   

 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拥有世界十大古战场之一的垓下古战场；   

 蚌埠市被誉为“中国花鼓灯第一村”； 

龙湖风光为 AAAA 级旅游区； 

蚌埠花鼓灯是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冯嘴子村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中国舞协命名为“中国花鼓灯第一村”， 

安徽省怀远县素有“淮上明珠”美誉， 

禹会区还是古涂氏国，是华夏发祥地之源头，是大禹之子、华夏第一王——启的故乡，

是有史记载第一次各路诸侯集会之处，区内“中国花鼓灯第一村”冯嘴村还是中国民间文化

保护工程之一的花鼓灯策源地。 

该市有“东方芭蕾”美誉的花鼓灯。 

禹会区先后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省级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等光荣称



 

号。 
怀远县为淮河文化、大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安徽省杂交

稻制种基地、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水产品生产基地。 

怀远是安徽省第一个通过国家“两基”验收的百万人口大县，1997 年、1998 年连续获

得“全国教育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省卫生先进县”等称号。怀远花鼓灯是安徽两

花之一，被周总理誉为“东方芭蕾”，多次荣获全国大奖，曾应邀到葡萄牙、摩洛哥等国演

出，97 年怀远县被省政府命名为“全省花鼓灯艺术乡”。 

第二章 蚌埠概况 

蚌埠又名珠城，面积 5952 平方公里。位于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游，京沪、淮南铁路

交点，是安徽省重要工商业城市，皖北的商贸中心与加工制造业中心、邮电通讯指挥调度中

心、也是省内仅次于合肥的科教文化中心。 

中文名称： 蚌埠  

外文名称： Bengbu  

别名： 珠城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 龙子湖区、蚌山区、禹会区等  

政府驻地： 蚌山区东海大道  

电话区号： 0552  

邮政区码： 233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东北部  

面积： 5952 平方公里  

人口： 352.47 万  

方言： 中原官话（信蚌片）  

机场： 蚌埠机场  

市花： 月季  

市树： 雪松、中槐  

省份： 安徽省  

汽车牌照： 皖 C  



 

 

蚌埠市地处淮河流域，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处于秦岭——淮河天然气候分界线上。

蚌埠作为非省会城市拥有独立的省级气象中心——淮河流域气象中心。目前城市治安环境也

为省内最好，蚌埠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是国内唯一入选 2005 年度公安部先进基层单位的

110 指挥台。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盛产粮、油、蔬菜、肉类和水产品等。其中固镇花生产量

居龙子湖广场全国前列，怀远石榴在国内享有盛誉，五河螃蟹蜚声海内外。 

行政区划 

市辖区：   

蚌山区 面积 83 平方千米。  

辖 天桥街道、青年街道、纬二路街道、胜利街道、黄庄街道、宏业村街道、龙湖新村

街道、雪华乡、燕山乡  

龙子湖区 面积 162 平方千米。   

辖 东风街道、治淮街道、东升街道、解放街道、曹山街道、延安街道、长淮卫镇、李

楼乡 

 禹会区 面积 125 平方千米。   

 辖 大庆街道、张公山街道、纬四街道、朝阳街道、钓鱼台街道、秦集镇、长青乡  

淮上区 面积 232 平方千米。 

  辖 淮滨街道、小蚌埠镇、吴小街镇、曹老集镇、梅桥乡 

  县：   

 怀远县 面积 2400 平方千米。  

  辖 城关镇、新城区、五岔镇、双桥镇、魏庄镇、万福镇、包集镇、苏集镇、龙亢

镇、河溜镇、唐集镇、常坟镇、马城镇、孝义乡、褚城乡、古城乡、徐圩乡、兰桥乡、陈集

乡、淝河乡、淝南乡、找郢乡、荆芡乡   

 五河县 面积 1580 平方千米。 

  辖 城关镇、新集镇、沫河口镇、小溪镇、双忠庙镇、小圩镇、东刘集镇、大新镇、

头铺镇、武桥镇、浍南镇、申集镇、朱顶镇、沱湖乡、临北回族乡  

  固镇县 面积 1363 平方千米。   

辖 城关镇、王庄镇、连城镇、濠城镇、新马桥镇、刘集镇、湖沟镇、任桥镇、石湖乡、

杨庙乡、仲兴乡 

  开发区：   



 

 蚌埠新城综合开发区、蚌埠高新技术开发区 蚌埠高铁新城开发区 

第三章 历史沿革 

（一）割据   

史前时期，今蚌埠地域为淮夷族聚居区。传说大禹治水南下淮泗，在今怀远县境涂山娶

涂山氏女为妻，并生启（公元前 21 世纪，启建立夏朝，为华夏第一代帝王）。  

春秋战国时期， 今一市三县地域曾分别为徐方、鲁、宋、吴、越、楚等国的邑地。    

（二）曲阳县 钟离县 泗水郡   

 秦王朝建立后统一实行郡县制，今淮河南岸怀远、蚌埠地域属九江郡曲阳、钟离等县

分领，今淮河北岸怀远、蚌埠、固镇、五河地域为泗水郡蕲、徐等县分领。   

（三）怀远县 钟离县 泗州   

 后迭经变更，历经西汉、东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至南宋宝祐五年（1257

年），始置怀远军及荆山县，辖今怀远县及蚌埠市区西部、 固镇县一部，今蚌埠市区东部属

濠州钟离县；南宋咸淳七年（1271 年）始置淮安军及五河县。  

 南宋 、金对峙时期，今固镇县先为宿州蕲县、灵璧县及泗州虹县分领，后为宿州、

灵璧、荆山、五河等县分领。  

  元 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撤销怀远军，改荆山县为怀远县，今蚌埠市区西属怀

远县，东属钟离县；今固镇县为宿州及灵璧、五河、怀远县分领，五河县属泗州。   

 （四）凤阳府   

 明 洪武年间，钟离县先后改为中立县、临淮县，增设凤阳县；今蚌埠市区西属怀远

县，东属凤阳县；今固镇县分属宿州及怀远、灵璧、五河、凤阳县。   

 清 同治二年（1863 年），划凤阳县马村沟以西、怀远县席家沟以东、灵璧县后楼为

蚌埠独立行政区，置三县司，直属安徽省凤阳府。   

 （五）凤阳县 怀远县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废凤阳府，怀远县、五河县直属安徽省，后属安徽省淮泗道。

同时废蚌埠三县司，今蚌埠市淮河以北划属灵璧县，淮河以南划属凤阳县；今固镇县仍为宿

县、灵璧、五河、怀远等县分领。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正式废道，凤阳县、怀远县、灵璧县、五河县先后直属

安徽省。   



 

 1929 年初，蚌埠成立市政筹备处，翌年撤销，仍属凤阳县。   

 1932 年，怀远县、凤阳县先后改属安徽省第四区、第四专区，五河县先后改属第七

区、第六专区。沦陷时期，蚌埠为伪安徽省维新政府、伪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抗日战争胜利

后，怀远县改属安徽省第十专区，凤阳县先后改属安徽省第九专区、第五专区，五河县属安

徽省第四专区。    

（六）蚌埠市   

 1946 年 11 月，蚌埠成立市政筹备处，脱离凤阳县，辖原属凤阳县的淮河以南部分地

区和淮河以北小蚌埠地区。1947 年 1 月 1 日，蚌埠正式设市，直属安徽省，为安徽省第一

个设市的城市。  

 1949 年 1 月 20 日，蚌埠解放。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后，蚌埠市、怀远县、 五河县

属皖北行署，今固镇县分属宿县、五河、灵璧、怀远 4 个县。   

 1952 年 4 月，蚌埠市直属安徽省；上述 4 县改属安徽省宿县专区，1956 年 1 月改属

蚌埠专区，1961 年 4 月仍属宿县专区。   

 1964 年 10 月，析宿县、怀远县、五河县、灵璧县各一部分地区置固镇县，属宿县专

区。   

 1971 年宿县专区改为地区。   

 1983 年 7 月，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由宿县地区改划属蚌埠市至今。    

2003 年蚌埠市东市区更名为龙子湖区，中市区更名为蚌山区，西市区更名为禹会区，

郊区更名为淮上区 

建制沿革 

史前时期，蚌埠地域上居住的淮夷氏族，已过着农耕渔猎的生活。相传原始社会末期，

今蚌埠地域东部曾建立钟离古国，西部曾建立涂山古国。至春秋战国时期，先属鲁，继属吴，

再属越，后属楚地。后经历代演变，至民国 36 年（1947 年）1 月设市，直属安徽省所辖。   

 一、秦至南北朝时期   

 公元前 221 年，秦王朝实行郡县制后，今蚌埠地域分属九江、泗水两郡。其东部（今

凤阳县境内）设钟离县。   

 汉高祖四年（前 203 年），今蚌埠淮河北归属沛郡，淮河南归属淮南国。武帝元狩元

年（前 122 年）淮南国复改为九江郡，并在蚌埠西部（今怀远县境内）设置当涂县。  

王莽新政时期（公元 8—23 年。以下省略“公元”二字），今蚌埠地域淮河北更属吾符

郡，淮河以南更属延平郡，并将钟离县改为蚕富县，当涂县改为山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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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44 年），今蚌埠地域淮河以北为沛国所辖，淮河以南为九江郡

所辖；东、西部各复改为钟离县、当涂县。   

 三国时期，今蚌埠属魏地。魏文帝黄初二年（221 年），淮河以北隶于谯郡；魏明帝

青龙元年（233 年），废钟离、当涂二县，淮河以南隶于淮南郡。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 年），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制，今蚌埠淮河以南属扬州，

为淮南郡所领，并复立钟离县；淮河以北属豫州，为沛国所领。   

 东晋百余年，战乱不止，蚌埠地域建置更迭频繁。淮河成为东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

角逐的界河。淮河北于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 年），为羯族石氏所建立的后赵所控制；晋

穆帝升平三年（359 年），又为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所占据，后于晋废帝太和五年（370

年），再为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所统辖。今蚌埠西部属当涂县，于东晋成帝年间侨置于江南；

今蚌埠东部于东晋安帝年间设钟离郡，治燕县；西南设马头郡，治虞县。  

  南北朝刘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 年），淮河南岸钟离、马头两郡皆归徐州。南齐

武帝永明六年（488 年），改徐州为北徐州，辖蚌埠东部钟离郡，治燕县；辖西部马头郡，

治己吾县。南梁初期承南齐制，后期江淮州郡先后为东魏、北齐所取。东魏武定六年（548

年），蚌埠北部设连城县，为睢州所辖。武定七年（549 年），今蚌埠地域置楚州，治钟离城。

北齐控制江淮时，将楚州更名为西楚州，州、郡同治钟离县；并在西部设荆山郡，治荆山城，

领马头县。南陈宣帝太建五年（573 年），将西楚州改为北徐州，郡、县未变。至宣帝太建

十一年（579 年），今蚌埠又为北周所占，北徐州复改西楚州。  

 二、隋至两宋时期   

 隋开皇二年（582 年），西楚州改为濠州；废荆山郡，马头县改为涂山县。大业三年

（607 年），又将濠州改为钟离郡，领钟离、涂山县。今蚌埠北郊则属彭城郡谷阳县域。   

 唐武德三年（620 年），钟离郡复改濠州。武德七年（624 年），涂山县并入钟离县，

为濠州所领。至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后，今蚌埠淮河以南属淮南道监察，淮河以北属河

南道监察。天宝元年（742 年），濠州再改为钟离郡。乾元元年（758 年），钟离郡又改为濠

州。贞元四年（788 年），濠州隶属河南道监察。元和四年（809 年），置宿州，领今蚌埠淮

河以北地区。   

 五代十国时期，今蚌埠淮河以北为宿州辖地，先后为后梁（907—923 年）、后唐

（923—936 年）、后晋（936—946 年）、后汉（947—950 年）所统治；淮河以南为濠州辖地，

先后为吴（907—937 年）、南唐（937—958 年）所占据。后周显德五年（958 年），夺取今

蚌埠整个地区，淮河以北由徐州辖，淮河以南由濠州辖。   



 

 北宋元祐元年（1086 年），今蚌埠淮河北隶于新置灵璧县，为淮南东路宿州所辖；淮

河以南只存钟离县，为淮南西路濠州所辖。宣和七年（1125 年），金兵南下陷汴京，取淮北，

宿州初为山东西路领，至金大定六年（1166 年）改属南京路。   

 南宋嘉定二年（1209 年），金兵渡淮攻取濠州。嘉定十二年（1219 年），宋军收复濠

州，宋、金仍以淮河为界。今蚌埠淮河以南置钟离县，为淮南西路濠州所辖。宝祐五年（1257

年），蚌埠西部重置荆山县，为淮南西路怀远军所辖。咸淳七年（1271 年），今蚌埠东北置

五河县，为淮南东路淮安军所辖。   

  三、元至民国时期    

 元，今蚌埠属河南行省政区。至元四年（1267 年），淮河北灵璧县改隶于泗州。至元

十五年（1278 年），五河县改隶于临濠府，今蚌埠淮河以南地区尽属临濠府。至元十七年（1280

年），五河县划归泗州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临濠府改为濠州；废怀远军，改荆山

县为怀远县，今蚌埠淮河以南皆属濠州钟离、怀远县境。   

 明洪武二年（1369 年），凤阳建中都，钟离县更名中立县，翌年再改名为临淮县。洪

武六年（1373 年），撤中都设中立府。洪武七年（1374 年），中立府迁新城改名凤阳府，临

淮县亦改名凤阳县；蚌埠西部仍为怀远县，东北为五河县。三个县明初均为中书省凤阳府所

领。永乐元年（1403 年），凤阳府为南京直隶。   

 清初，凤阳府为江南省领。顺治十八年（1661 年），今蚌埠全境皆为江南左布政使凤

阳府所辖。康熙六年（1667 年），凤阳府改隶于安徽布政使凤颍六泗道。雍正二年（1724

年），今蚌埠淮河以北从凤阳府划入泗州直隶州。同治二年（1863 年），划凤阳县马村沟以

西、怀远县席家沟以东、灵璧县后楼一块属蚌埠，并首设独立行政机构三县司，脱离凤阳、

怀远、灵璧三县，直属凤阳府。   

 民国元年（1912 年），蚌埠三县司废，河南岸改属凤阳县，置二区公署；河北岸小蚌

埠属灵璧县，一直到民国 35 年。民国 3 年，恢复道制，蚌埠河南岸属安徽省淮泗道凤阳县

辖。民国 18 年，蚌埠曾成立市政筹备处，但翌年即撤销，仍属凤阳县所辖。民国 21 年，凤

阳县办自治区，蚌埠系其第七区。民国 24 年，蚌埠与三铺合为凤阳第二区。翌年，凤阳县

被安徽省第四督察区所领，蚌埠受其辖。民国 27 年，凤阳县名义上为安徽省第九行政督察

专员区所辖，因日军侵占，九区各县沦陷，凤阳由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区兼管。   

 民国 27 年 10 月，日伪在蚌埠组建伪安徽省维新政府，凤阳县直属伪省维新政府管辖，

伪县维新政府设于蚌埠。民国 29 年 3 月，伪安徽省维新政府更名伪安徽省政府，伪府仍设

于蚌埠。民国 33 年，伪安徽省政府设 8 个行政督察区，蚌埠为凤阳县辖，隶属第一行政区，



 

并为区治地。   

 民国 34 年 8 月抗战胜利，国民党军队李品仙部到蚌埠接防。11 月，成立蚌埠市政筹

备处，翌年接管市区行政。民国 36 年 1 月 1 日，蚌埠正式设市，为安徽省直辖市。   

 民国 38 年 1 月蚌埠解放，先属江淮解放区辖，4 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蚌埠遂

隶属皖北行署。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2 年 8 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撤销皖北行署，蚌埠市为安徽省直辖。1956 年，

安徽省置蚌埠专区，专员公署驻蚌。1958 年 11 月起，蚌埠市隶属省和专区双重领导。1961

年 3 月撤销蚌埠专区，此后至 1985 年，蚌埠市一直属安徽省直辖。 

   

第四章 风情文艺 

蚌埠花鼓灯  

蚌埠花鼓灯是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鼓灯是汉民族中集舞

蹈、灯歌和锣鼓音乐、情节性的双（三）人舞和情绪性集体舞完美结合于一体的民间舞种。 

简介 

  花鼓灯有着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组织，鲜明的角色，完善的表演程序，完备的艺术形式，

它集歌、舞、锣鼓为一体，有 400 多个舞蹈语汇，是蚌埠花鼓灯汉民族目前保留下来的最丰

富、系统和完整的舞蹈艺术，是安徽省流传最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最丰富多彩的

一种民间歌舞艺术。花鼓灯是我国民族民间优秀艺术。它作为中国汉民族舞蹈的杰出代表和

中国九亿农民艺术代表，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在世界舞蹈艺术中有独特地

位，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艺术资源。近年来，蚌埠市从站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的高度，进一步理清思路，采取得力措施加快花鼓灯艺术的保护步伐，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历史 

传说产生于大禹时期的夏王朝（距今 4000 多年前）。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是大禹娶

妻、治水会诸候的地方。当地涂山有建于汉代的禹王宫，两千年来香火不断。至今，当地仍

有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在禹王庙会上跳花鼓灯祭祀大禹的风俗。西汉时期淮南乐舞的风格是奔



 

家中又无藏身之所，只得钻到草山上的草木丛中躲藏。玉皇大帝的天兵天将到李家没抓着人，

就喷放天火烧李家的房子。房子接着草堆，草堆连着草山上的树木，熊熊的烈火，烧得他们

兄弟无处躲，无处藏，终于现出了原身。老爹老妈和媳妇也都悲惨地葬身在火海。见此情景，

虽经乡邻们一齐上前，奋力把这毒火扑灭，只见两条白龙的尸体，一东一西，头对头搂抱着

草山，至死都是亲密不可分的样子。此时只见山脚下也出现了一条小龙正在那里哇哇地啼叫，

人们猜想这必定是李家的孩子。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上前给他身上泼水，接着大雨之后，

这条小龙就借着雨水游到淮河里去了。在他游过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条小河，这条河就是如

今蚌埠东郊的龙子河。日久天长，那兄弟俩的龙身逐渐变成了两条石龙，至今还盘卧在山的

两边。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兄弟不畏权势、为民兴利的功劳，就把“草山”改名为“双龙山”，

并且在山前面盖起一座龙王庙。 

 

第五章 旅游景点 

蚌埠十景 

1、垓下凭吊：位于蚌埠固镇县境内。十面埋伏、霸王别姬等典故都是来自这个楚汉决

战的最后战场——垓下古战场。项羽、刘邦、韩信等历史人物曾经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惊天

地泣鬼神的历史大剧。   

 2、荆涂揽胜：位于蚌埠怀远县境内。涂山荆山风景区是蚌埠目前最大的风景区之一，

荆山上有苏东坡题词的天下第七泉——白乳泉，卞和洞（又名抱璞石，传说为楚人卞和得和

氏璧的地方），涂山上有启母石、禹王庙、山下有以及即将建设的涂山抽水蓄能电站造成的

人工湖泊。    

3、新城夜色：新蚌埠形象的代表，蚌埠城市客厅淮河文化广场为其主打景点，其规模

宏大，面积超大，达到 15.76 万 m2，尤其是夜晚，广场上亚洲第一长度（420 米）音乐喷

泉勾画的变化莫测的景象尤其令人流连忘返。   

 4、龙湖风光：涵盖龙子湖和锥子山风景区。为 AAAA 级旅游区， 国家水利风景区，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有汤和墓，珍珠桥、龙子湖大桥，以及龙湖风情园，

水上乐园，烈士陵园。位居蚌埠城市的中心，在龙子湖上泛舟、垂钓都是休闲娱乐的好去所。    

5、淮畔观柳：淮河是蚌埠的母亲河，淮河蚌埠段已经成为一条城中河。淮河两岸的风



 

启母石 

涂山之阳，启母涧之西，有巨石如慈祥的妇人端坐于山崖之上。此即传说中启母所化

之石。明代邑贤袁赋诗云：“涂山之国临淮海，山中石母几千载。苦历冰霜不事妆，任教风

雨颜无改。独坐岩头望百川，怀襄疏濬为桑田。平成底绩非无日，不恤三过实母贤······”   

 相传，禹娶涂山氏女，婚后四日便离家治水去了，一别十三年不回家园；涂山氏女每日引

领南眺，盼望丈夫归来。但是，望穿秋水，也不见禹归。由于朝思暮想，精诚所至，终于化

而为石，端坐于昔日与禹幽会之所。  

  启母石系涂山著名风景点，游人在登山凭吊大禹的同时，也必定要对这位在夏开国之初

的第一位母后礼赞、凭吊一番。 

第六章 自然资源 

地貌质地 

蚌埠市北与濉溪县、宿州市、灵璧县、泗县接壤，南与淮南市、凤阳县相连，东与明光

市和江苏省泗洪县毗邻，西与蒙城县、凤台县搭界。京沪铁路从境区中部纵贯南北，淮河自

西向东流过境南，辖区大部分处于淮北平原南端。蚌埠市区北部与固镇县、五河县交界，东

部与凤阳县毗邻，南部与凤阳县接壤，西部与怀远县相连。蚌埠地区位于中朝准地台南缘的

淮河台坳中部，次级构造单元为蚌埠台拱。该区构造轮廓是以太古代变质岩所构成近东西向

的复背斜为基础，背斜北翼为新生代断陷盆地，全区东西向和北东向断裂发育，并有北西向

线性构造。地层属华北地层区，淮河地层分区。区内地层发育不全，基岩露头零星，地表为

大面积沉积物覆盖。岩石地层除第四纪松散沉积物外，主要为侵入岩和变质岩。地貌区划以

淮河为界，分为两部分，淮河以北为淮北平原区，淮河以南为江淮丘陵区，呈现北部开阔平

坦，南部岗丘起伏之泾渭分明的地貌景观。淮北平原区区域上宏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水系

呈北西—南东流向，平行展布，地貌上处于淮北平原的南缘；江淮丘陵区区域上宏观地势相

对高起，丘陵主要分布在沿淮以南市郊，表现为北东向岗丘起伏，沟谷纵列之手掌状的地貌

景观。   

 蚌埠地区地势最高处为涂山主峰，海拔高度为 338.20 米，最低处为淮河河漫滩，海

拔高度为 15.30 米。丘陵地带最大切割深度为 280 米，一般为 30—80 米。 

水文 



 

蚌埠地区地区最大的自然地表水是淮河，自怀远县南湖村东 1 公里处入境，流经怀远县

南端、蚌埠市区北端和五河县南端，在五河县东卡村以东出境，境内全长 150.7 公里。其中，

在蚌埠市区北岸长 16.8 公里，南岸长 28 公里，河床宽 600—800 米，年平均径流量 263 亿

立方米。   

 淮河以北较大的自然地表水有沱河、浍河、北淝河、澥河、涡河、芡河等；淮河以南

较大的自然地表水仅有天河、龙子河等。人工河道有茨淮新河、怀洪新河等，均位于淮河以

北。蚌埠市区较大的自然地表水有北淝河、龙子河和天河。北淝河是淮河支流，境内长 10

公里；龙子河位于市区东南，河道长 10 公里，宽 300—500 米，正常水位时，水深约 2 米，

水面面积 6 平方公里，已开发成为天然养殖水域，兼为蓄水灌溉的湖洼水库；天河位于市区

西南，市区境内长 16 公里，宽 600—1000 米，其中湖洼长 9 公里，形成自然天河湖，水面

面积 14 平方公里，蓄水量 2000 万立方米。   

 较大的湖泊有位于五河县的香涧湖、沱湖、天井湖和位于怀远县的四方湖等，其中，

沱湖是水产养殖的重点湖泊。   

 蚌埠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埋藏浅、水质好、储量大，主要分布在淮河以北三个县区。 

气候 

  蚌埠市气候属于温带，位于南端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矿产资源 

  蚌埠地区地质构造复杂，矿化普遍，矿产资源丰富。根据地质研究和开发利用程度，已

探明的主要矿产资源以中小型矿居多，已发现矿床（点）38 处，矿种约 22 种，其中金属矿

产 5 种（金、银、铜、铁、镍）、非金属矿产 15 种（萤石、云母、钾长石、蛇纹岩、重晶石、

石棉、石灰岩、砖瓦用粘土、花岗岩、建筑用石料等），另外还有能源矿产煤和矿泉水等。 

 

第七章 饮食特产    

珍珠饴  

 蚌埠自古盛产珍珠，故有珍珠之美称。蚌埠市珍珠厂坐落在曹山脚下，龙子湖畔，有

养殖水面 4000 余亩，培育珍珠有 20 多年的历史，生产的珍珠颗大，粒壮，色泽饱满。现已

形成育珠，加工，销售为一条龙生产线。该厂注册的“龙湖牌”珍珠饰品款式新颖，种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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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鲜美而不腻，脆而不硬。 

“相思”萝卜  

 “相思”萝卜又名“穿心红”，是怀远文名远近的名特产品，尤以沙沟乡生产的品质最

佳。据传，该品种由沙沟籍清朝外交大臣孙斗南从天津引入种植。经过长期的人工栽培和选

育，加之沙沟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水果型萝卜。“相思”萝卜，外绿

内红，皮薄肉脆，味甜多汁，品质极佳，食之不忘，故为“相思”，是理想的休闲生食品种。

该产品具有消食顺气，治喘化痰，醒酒解毒，利尿止渴和补虚等保健功效，适用于消化不良，

胃脘胀满，咳嗽痰多，胸闷气喘，伤风感冒的辅助治疗。“相思”萝卜抗病力强，属无公害

绿色食品，多年来畅销上海、合肥、南京、镇江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 

 

第八章 名校展示 

安徽财经大学  

学校简介 

安徽财经大学，简称安财，[英]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学校位于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是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跨文学、理学、工

学、史学七大学科门类的多科性高等财经院校，是我国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第二批具

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是安徽省重点建设的大学。   

历史沿革 

安徽财经大学于 1959 年 5 月经安徽省委批准创建，省委财贸部主管。初名安徽财贸学

院，当时校址设在合肥市南门外原银行学校旧址（现中国科技大学东校区西院），学校规模

800 人。  

 1961 年迁至蚌埠市交通路（现老校区校址）。1965 年学校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接管，

后更名为“安徽商学院”。文革期间，同全国其他财经院校一样，一度被迫改办中专（先后

更名为“安徽省财经学校”和“安徽省供销商业学校”）。   

1978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安徽财贸学院，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安徽省共同

管理，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为主。  



 

“安徽省五河第一中学”（1956.8—1957.8）    

“安徽五河初级中学”（1957.9—1958.7）    

“安徽省五河中学”（1958.8—1975.1）    

“安徽省五河第一中学”（1975.1—现在）。    

 60 多年来，五河一中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为高校

输送了大批的合格新生，更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 

学校概况 

安徽五河县第一中学安徽省五河第一中学，坐落在五河县城关镇青年路西侧，是一所老

牌的蚌埠市属重点中学。建校于 1940 年，1975 年 1 月更名为安徽省五河第一中学。  

固镇县一中  

安徽省固镇县第一中学，始建于是 1939 年，学校位于浍河之滨，京沪铁路和 S101 省道

之间，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全校占地 220 亩。2003 年，学校被省教育厅命名为省级示范

高中，2004 年，通过省级绿色学校验收，是淮海经济区优秀学校，蚌埠市文明单位。2008

年，被安徽省文明委正式批准为省第八届文明单位。 

湖沟中学  

湖沟中学湖沟中学坐落于浍河南岸，创建于 1949 年，原为宿县地区第三初级中学，1965

年更名为安徽省固镇县湖沟中学，1969 年开设高中部，成为完全中学。  

近年来湖沟中学还多次被评为市县文明单位，获得教育教学先进单位、普法教育先进集

体、平安校园、先进科普特色学校等荣誉。 

第九章 蚌埠名人 

大禹  

简介    

禹，姒（sì）姓，名文命，古涂山氏国（今安徽怀远）人，因治水有功，后人称他为大禹，

也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夏后氏首领，传说为帝颛顼的曾孙。他的父亲名鲧，母亲为有莘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