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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鲁之《春秋》已具

+有地方志的雏形。隋大业年间，国家明令修志，形成官修志书制度。明代全国上下形成普

遍修志之风。清代的康、乾、嘉三朝，一再诏令各州、府、县普遍修志，雍正规定省、府、州、县

60年修志一次。全国仅各大图书馆所保存方志就有7413种，志书浩翰。《砀山县志》现保

存下来的有崇祯十二年和乾隆三十二年两种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领导同志

重视和提倡编修新志和整理旧志工作。1960年砀山曾一度开展修志工作，但未竣草罢。今

天，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安定团结，经济繁荣，具备了“盛世修志”的

条件，新编《砀山县志》，已是当务之急。1982年砀山县委、砀山县人民政府决定编写《砀山

县志》。在全县人民的支持下，通过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又经专家学者的指导，历时十载，

新编《砀山县志》终于付梓问世，这是我县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 一

。· 新编《砀山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详近

略远”及述而不论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砀山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



序 二

序 ‘二

砀山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砀山县志》，在中共砀山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经过县志办编纂人员和各部门及有关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以崭新的内容和完备的

体例编纂出来了，可喜可贺。 ’．
．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的最北端，属淮北平原，有着悠久的历史，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置砀郡及砀县，且砀郡治所在砀县。隋开皇十八年(599)称砀山县，迄今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漫长的岁月，人民创造着历史，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史实需要记载下来，特别是现

代，砀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推翻了封建统治和外来的侵略势力，医

治了旧时代的创伤，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更是飞速发展。。适逢盛世，编修新志这件既有益当代，又惠及子孙的大事，是我

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编《砀山县志》是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而成的，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

新志书，它科学地、真实地反映我县历史和现实的面貌，将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服务，是革命建设的借鉴，是进行革命优良

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通观全志，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新，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体

例上、还是在方法和文辞上都有创新。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具有鲜明时

代特点。在内容上，体现着“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了全县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业绩，特别是重点反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旧时代的志书则是以唯心史观作指导，内容大都是宣传封建纲常名教、忠孝节烈，是

统治者的“辅治之书”、“资治之书”。本志在体例上是平列分目体，从实际出发，按概述、大

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大部类横排竖写，既守方志体例，又不拘泥传统，具有地方特色。

砀山是水果之乡，砀山酥梨驰名中外，为突出水果，而单独立章。在编志方法上，坚持走群

众路线。各部门、各单位密切合作，达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分类记载了本地的自然概貌、

历史沿革，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经济建设、军事斗争、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等，堪称“一方之

全史”。述、志、纪、传、图、表、录等体裁综合运用，图文并茂。本志采用语体文，语言简明朴

实，通俗易懂，适合当今广大干部和群众阅读。 ．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由于编纂人员受水平局限，加之历

史的原因，资料缺乏，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2

徐友智

1996年3月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为编纂

指南，实事求是地记述砀山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

和现状。
。'

二、本志由卷首、专志、卷末组成。卷首为序、凡例、概述、大事

记。专志为志书的主体，以事归类，平头设志。专志分为章、节、日三

个层次，以日为基本记述单位。排列顺序是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

政治。全书设27章122节354目。卷末为附录。

三、本志记述内容上自1840年，少数内容根据掌握的历史资料

适当向上追溯。下限定于1985年，个别章节至1 986年。

四、本志在时间表述上使用的“解放前"、“解放后"指的是1948

年10月之前之后。“建国前’’、“建国后"指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与后。

五、本志编纂体例为编年与记事本末、记传诸体相结合；述、记、

志、传、图、表、录综合运用。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表、图、照片。

六、本志立传人物，按史家通例，生不立传。立传人物原则上限

于本籍人。客籍人在本地长期活动，并有较大影响者，亦酌选入传。

在本地或外地牺牲的本籍革命烈士，一般记入烈士英名录。凡本志

收录的人物，均直书其名，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

七、本志中的各种数据，一般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漏则采

用各有关单位或县里普查的数字。 、

八、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

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

九、历史纪年：民国时期以前用旧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凡 例

夹注公元纪年(同一目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建国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

十、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

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分数

用阿拉伯字，民国以前旧纪年的年、月、El用汉字，民国纪年和公元

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字名 。

，

． 十一、本志材料来源于省内外有关档案馆及本县各部门编写的

专业志j以及有关旧志、报刊、专著、有关人士提供的文字、口碑资

料，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少部分出自旧志和其他古籍的资

+料，一般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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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的最北端，介于东经116。09’至116。38’、北纬

34。16’至34。39’之间，东距江苏省徐州市84公里，总面积1192．92平

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0．85％。

砀山县是个文明古县，春秋时为宋国砀邑，战国时属楚。秦王政+

二十六年(前221年)置砀郡及砀县，且砀郡治所在砀县。北齐天保

六年(555)废砀郡、砀县、置安阳县。隋开皇十八年(559)改安阳县为7

砀山县。唐属宋州，宋属单州，元属济宁路，明清属江苏省徐州，辛亥

革命后，仍属江苏省，1955年由江苏省划归安徽省。1 985年，全县设

11个区、1个镇、63个乡、638个行政村，人口682236人，其中农业

人口643255人，有汉、回、满、蒙、藏、苗、壮、朝鲜、锡伯9个民族，其

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9．2％。 ·‘

砀山县地势平坦，属黄河冲积平原。县境偏北部狭长的故黄河

高滩地横贯东西，平均海拔50米。故黄河高滩地以北，平均海拔

47．8米。以南，平均海拔44米。县西北部最高点海拔54．8米，东南

部最低处海拔40．4米。土质以黄河故道为中心线，两边基本对称。

河涯多泡沙，大堤以内为淤土，以外多为盐碱地，再往外为沙质土

壤。县境南部小神湖一带，地势低洼，土质为板淤。河流以故黄河北

大堤为界，北属南四湖流域，南属新汴河流域。

砀山县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1955年至1 980年，年

平均气温14"(2。日照时数年平均2481小时。年平均降雨量为773．6

毫米，无霜期199天。其地理条件，适宜多种农作物和果树林木的生

长，盛产小麦、棉花、玉米、大豆、花生、芝麻i油菜、甘薯、水果、蔬菜

等。其中小麦、棉花、水果、蔬菜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小麦以产量

丰、质量优，被国家定为小麦商品粮基地；棉花总产量达941万公

M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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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国家定为优质棉出口县；塑料大棚菜的生产，发展快，量大质优，

被国家列为“全国塑料大棚菜生产技术示范推广基地"；1985年的

水果产量1．3亿斤，占全省水果产量的45％，有水果之乡的美誉。

砀山酥梨，早已闻名遐尔，远销国内外。花生、麻油、金针菜、桑权、芦
笋罐头为本地特产，驰名一方。

‘
．

砀山历史悠久，著名历史人物、俊才名士，代不乏人。汉高祖刘

邦崛起于芒砀，申屠嘉少时就从砀山跟随刘邦打项籍，后为丞相。后
梁太祖朱温砀山午沟里人，其子朱友圭、朱友贞，后梁小王朝延朝

16年。明代开国名将傅友德，先后率师转战江淮，北征山西、陕西，

战西蜀，讨云南，屡建战功，洪武年间晋封颖国公，后追封丽江王。明．

朝大将薛显，骁勇善战，他的足迹南达海南岛，北至山海关，西至甘

肃新疆一带，朱元璋称薛显“勇略冠军，可当一面”。汉朝善作赋的枚

皋，才华出众。刘贞甫制造铜器具有精巧绝技。孝女刘姑，令人敬慕。

田世英、尉天池是当今的学者名流。

砀山人民勇敢坚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清光绪二十二年，
(1 896)，人们为反抗封建压迫和教会侵略势力，砀山大刀会的首领

庞圣选，邀集山东曹、单等县大刀会的首领率千余人在焚毁刘堤头

教堂之后，乘势攻打了侯集教堂，单县的李集，黄娄、伊庄、侯庄、李

河滩等十几处教堂。大刀会所到之处，传教士四处逃窜。中国共产

党诞生后，砀山一批在外地读书的进步学生，比较早的接受了马列

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蒋嘉宾、陈从文、张文进、訾景辰、汪子

固等相继返回家乡，民国16年(1 927)秋，成立砀山县第·个党支

部，翌年10月，成立中共砀山县委员会。同年12月发动200多名教

职员-9国民党教育科长许树梅进行斗争，迫使其退还贪污克扣的教

育经费。抗日战争爆发后，砀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孟宪

琛、朱秀章、史晓昭、王次清、怀盛德、王志惠等人为首，先后建立了

抗日武装、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县境内进行数次

战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象民国28年10日怀盛德率五

区常备队在胡屯与日军交战，打死打伤日伪军百余人。蒋李庄对日

军进行伏击的战斗，夏彭楼打败日伪夜侵的战斗，大房庄摧毁日伪

军据点的战斗，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于汤楼进行反扫荡的斗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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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吸取了

冀中经验，进行了有名的贾庄地道战。县地方武装配合野战部队在
砀山境内进行过多次战斗，三次解放砀城。淮海战役期间，砀山设立

三个支前兵站，参加支前的民工7．8万多人，筹粮580多万斤，做鞋

24万多双。淮海战役结束后，县地方人民武装和砀北党政全体人

员，随军南下，为解放全中国英勇战斗。砀山人民为创建新中国和保

卫社会主义祖国，先后有541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砀山为农业县，建国前，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加

之水利失修，荒沙盐碱得不到改造，灾害频繁，粮棉产量低下，好年

成粮食亩产不过百斤，棉花单产一、二十斤。建国后，人民当家作主，

变革了生产关系，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5年粮食总产

达2．2亿斤，棉花656万斤，油料1137万斤，与1 949年相比，粮食

增加7000万斤，棉花增加498万斤，油料增加147万斤。1958年人

民公社化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接着又

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生产急剧下降，1962年粮食总产只有

1．1亿斤，比1 955年下降了一半，棉花总产240万斤，占1955年的
36．6％。1 966年后，农业虽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广大农民排

除干扰，坚持生产，改进生产技术，使农林牧渔各业逐年有所发展。
1 976年和1965年相比，粮食产量由1．7亿斤增至3．8亿斤，棉花

由494万斤增至734万斤，油料由．321万斤增至399万斤。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推行了家庭承包生产责任

制，促进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1985年粮食总产4．4亿斤，棉花

1882万斤，分别比1978年增长0．86倍和4倍。砀山是全国平原绿

化先进县之一，全县有林地面积43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4％，木

材蓄积量56．6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13．7％(不包括果树覆盖

率)。1 985年底，大牲畜存栏10万多头，生猪存栏12．8万头，家禽

饲养量75．9万只。砀山是著名的水果之乡，果树有梨、苹果：桃、葡

萄、杏、李、樱桃、柿、石榴、沙果、核桃等，多达277个品种，以苹果、

梨为大宗。1 985年，全县有果树14．5万亩，砀山梨5．62万亩，苹果

7．5万亩，年产水果1．36亿斤，占全省水果产量的45％，其中砀山

酥梨栽培历史悠久，畅销国内20多个省市，出口远销亚、欧、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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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年产量达亿斤，并进行了贮藏保鲜，使

砀山酥梨常年飘香。
‘

砀山县过去水灾频繁。建国后，全县人民积极兴修水利，努力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建国35年来，全县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

12303．83万元，建成排灌站24处，竖井8866眼，节制闸12座；设

计蓄水3550万立米，有效灌溉面积30．44万亩i占耕地总面积的

31．8％。1985年拥有机械灌溉动力3100马力，农村用电量426．28

万度。 、

．砀山县工业基础薄弱。1951年，始建城关轧花厂、新宿烟厂。

1957年，企业发展为23个，总产值735万元。1958年，掀起“大跃进

运动"，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盲目发展，企业增至8512个，其中

集体企业8431个，但经济效益极差，工业总产值下降到419．3万

元。1962年以后，贯彻了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工业
开始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业生产下降，徘徊。1971年

后，工业逐渐发展。1978年至今，持续发展。1985年全县企业135

个，总产值17260万元，其中区、乡以上工业总值1 3514万元，乡镇

工业产值3746万元，形成了以纺织、建材、化学、机械、食品和水果

加工为主体的工业结构。尤其是电力工业，从无到有，1958年始用

汽油发电机发电，1 959年电厂建成，改用20马力柴油机拖动发电，
1 970年停止自行发电，开始用电网供电，1 978年淮(北)砀(山)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送电。1985年，63个乡中已有47个乡用电，用

电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5％，工农业总装机容量6万千瓦，用电量

6100万度。工业产品中，“古黄"牌芦笋丹参酒、“宴喜台"牌三杯美

酒，“宴喜台"牌美思香酒、陈酿红葡萄酒，“梅林”牌糖水黄桃罐头，

获国家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奖。 ，

陇海铁路在县境内全长42．5公里，跨越6个区(镇)，有6个车

站，和铁路并行的310国道由县境中部穿过，砀萧、砀丰、砀单、砀

永、李永等5条干线公路，皆为柏油路面，还有通往各区、乡驻地的

1l条支线公路，联络较大集市、村庄的9条乡村大道，组成了四通

八达的公路交通网。1984年全县拥有各种运输车辆346部，总运输

量2078吨，汽车日客运量3138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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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砀山商业发展很快，在放宽政策，搞活

经济的方针指导下，商业经营由封闭式变成开放式，国营、集体、私

营商业一齐发展，市场是一片繁荣景象。1 985年全县商业机构3482

个，人员7706人；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4054．个，从业人员

6340人。个体有证商贩2688个，人员3075人。全县国营商业商品

购进总额11399万元，其中农副产品收购总额7851万元。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3595万元。商品出口总额210．67万元，出口产品主要有

砀山酥梨、金针菜、蜂蜜、香菜籽、罐头、皮张、兔毛、毛笔、大蒜、羊苦

胆等。7- ’，

r’

砀山教育在清朝时期，城乡只有不同形式的学馆(亦称私塾)。
民国35年(1 946)，有初、高级小学327所，在校学生8343人。县立

初级中学1所，在校学生840人。私立中学2所，在校学生737人。

．县立乡村师范1，所，在校学生219人i建国后，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1983年全县普及了初等教育，陇海区、城关镇普及了九年义务教

育。1985年，全县有中等师范1所，普通初级中学80所，高级中学1

所，完全中学3所，农职业中学7所，小学375所，聋哑学校1所，幼

儿园181所。合计在校学生143964人，教职工6080人，其中专任教

师5108人，还有广播电视大学高等院校函授班、教师进修学校和其

，他各种专业培训班：另外还推行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从而形

成了小学、中学到中专、大专的教育体系o-基本扫除了文盲，被国家

评为扫除文盲工作的先进县。 、

7． 砀山县民间文艺丰富多彩，有戏剧、曲艺、狮舞、高跷、竹马、旱

船、唢呐、泥塑、剪纸等艺术形式，颇具地方特色。1 949年和1963年

分别成立县梆子剧团、四平调剧团。1 973年，全县乡(社)都设有文

化站，队有文艺宣传队和图书室，多处办起泥塑展览馆，全省群众文

化工作现场会在本县召开。1985年，县城有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

司、电影院、剧场、广播站、电视差转台、工人俱乐部、新华书店、曲艺

厅等文化设施。区文化站15个，电影管理站6个，乡文化站63个。

建国前，砀山缺医少药现象非常普遍。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更

是无人问津，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流行猖獗。人口平均寿
命不足40岁。建国后，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爱国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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