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    

池州市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种类多。迄今已发现矿种：40 多种，有探明储量的矿产 32

种。矿山：300 多处。主要矿种：铅、锌、铜、锰、银、金、硫铁、钼、钨、石灰石、白云

石、方解石、花岗岩等。    

生物资源    

⑴森林植物    

池州地处亚热湿润气候，亚热带典型植物群落类型在这里都很齐全，且生长发育得很好，

是常绿阔叶林向落叶林过渡地带，常绿树与落叶树混生，有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竹林等，还有一些栽培的亚热带经济林木。全市境内有高等种子植

物 153 科 676 属 1557 种（含种及其以下等级，其中野生 1430 种，栽培 127 种），其中国家

和省重点保护的有 26 种。组成森林植被的主要种子植物有杉科、松科、柏科、杨柳科、胡

桃科、桦木科、壳斗科、榆科、桑科、木兰科、樟科、山茶科、金缕梅科、漆树科、楝科、

茜草科、木犀科、蔷薇科、冬青科、豆科、毛茛科、山茱萸科、虎耳草科、柿树科、大戟科、

蝶形花科、忍冬科、山矾科等千余种。山区丘陵，竹类资源广泛分布，主要有毛竹、桂竹等

十余种，其中毛竹资源最多，且大片成林。重点保护树种有连香树、红豆杉，永瓣藤、香果

树、金钱松、黄山木兰、香榧、银鹊树、猬实、青钱柳等。    

⑵林业概况    

池州复建以来，林业建设先后经历了“五八”造林绿化规划、林业二次创业和森林生态

网络体系建设三个阶段，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撤

地建市以来，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强市”的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实施了退耕还林、长防林、德援项目、绿色长廊等林业重点工程，

全市五年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59.8 万亩，其中退耕还林 37.6 万亩，长江防护林工程建设

5.2 万亩，中德合作皖南生态扶贫项目造林 3.2 万亩。新建国省道线路绿化 237 公里，林带

112 公里，农田林网 4 万亩，城镇绿化 8481 亩，村庄绿化 13278 亩，封山育林 84.1 万亩，

实现了全市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持续增长。    



 

中该市有 40 个，仅“橡胶园”、“改良草地”、“盐田”、“铁路”、“冰川永久积雪”、“盐碱地”

等六个二级地类没有。土地利用类型的多样性为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全市土

地资源总面积 839173.00 公顷，其中农用地 675740.00 公顷，建设用地 45231.00 公顷，未利

用地 118202.00 公顷。    

旅游资源    

池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是理想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

全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九华山不仅自然景色秀美，是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区，而且佛教文

化博大精深，寺庙百座，僧尼千人，是著名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境内拥有被称为“华东动植

物基因库”的国家级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古木参天、千沟万壑、山水相映，

素有“第二黄山”之称，还有被誉为“中国鹤湖”的亚洲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升金湖，

湖水清澈如镜，沿湖烟树迷蒙，一派江南水乡好风光。池州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是安徽

省历史文化名城。设州置府始于唐武德四年，迄今已有近 1400 年的历史。晚唐杜牧、北宋

包拯等历史名人曾先后任池州刺史、知府，李白、苏轼等众多文人雅士都曾驻足寻芳，留下

了千余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为池州赢得了“千载诗人地”的美誉，始于母系社会的池州

傩戏更被誉为“戏曲活化石”。池州市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达 57%以上。 

 

第七章 美食特产 

黄石溪名茶 

产于佛教胜地九华山山腰的青阳县陵阳镇黄石村，这里土壤深厚而肥沃，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无霜期长（210—240 天），且春夏多雾，秋季多雨，为茶叶生长提供了很好的自然

条件。这里出产的茶叶因色、香、味、形俱佳，1915 年容或巴拿马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国

家外交部从 1958 年起，每年定购 500 公斤作为“礼品茶”招待外宾，从此黄石名茶远销德

国、日本、香港、澳门等国际市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合肥等大中城市，均设点定

量销售。从 1990 年起，国务院行政司每年订购 25 公斤，供重要会议使用。 近几年，又开

发出“道僧天云”、“天台云蕊”、“天台翠尖”、“黄石旗枪”、系列精品，1993 年在常德全国

星火计划成果展销洽谈会上又获金奖。 



 

第八章 名校展示 

池州学院  

学院概况 

池州学院，（英文:Chizhou University, C.Z.U ）。是安徽省省属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坐落于

安徽省池州市东南教育园区大学城。    

是一所以人文学科、理学为主干，同时发展社会科学、管理学、工学的应用型、师范性

的多科性教学型本科院校。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全徽派建筑风格的高校。简称“池院”。  

校史沿革 

学院最早追溯于 1917 年创办的“池州师范学校” （1920 年，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见

1985 年《安徽高等院校概况》，安徽师范大学出版，池州学院图书馆 G6492.5）    

1977 年，文革后为贯彻安徽省 1977 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技工）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精神，恢复升学考试制度。政府与池州师范学校合署成立“安徽劳动大学池州专科”。故校

史上学院创办于 1977 年。    

1979 年，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池州专科”。    

1980 年，池州师范学校（部分）、安徽师范大学池州专科合并升格为“池州师范专科学

校”。    

1999 年，池州工业学校并入池州师范专科学校    

2002 年，安徽省经贸学校并入池州师范专科学校，“池州师范学校（部分）”与其他学

校合并。    

2004 年 8 月，安徽省教育厅与池州市政府签订了《安徽省教育厅、池州市人民政府共

建池州师专、筹建池州学院协议》。    

2006 年底，安徽省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以高票通过池州师专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池

州学院”。    

2007 年 1 月，校庆 30 周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池州学院”。（ 高等院校招生“二

本批次”）    

2008 年 9 月，学校部分搬迁到池州市东南教育园区大学城。    

2010 年 3 月，信息传媒系、物理与机电工程系迁入新校区，老校区还有化学与食品科

学系。 



 

是一部勤俭办学史艰苦奋斗史。    

木中创建于 1959 年秋，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它的开办纯属白手起家，一切都

是从零开始，加之仓促上马，经费拮据。    

1959 年全县暑假初中招生以后才“边搭台，边唱戏”，陆续配备教行人员进行筹备，定

校名为"木镇中学"，临时校舍是暂借地质队的七幢空房。第一届招收初一新生三个班，160 余

人。那时学校的教学设施缺乏，教室光线阴暗，宿舍潮湿拥挤，学生睡长统铺，教师二、三

人一间宿舍，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还要打起背包赴邻近社队支援春耕，并利用课余自力更生

烧砖，挖土增补自己破烂不堪的校舍。1965 年下一步半年，学校取得了县领导的关怀和同

情，拨款在木镇镇河北村建设了一幢厨房和饭厅，兼做会堂及游艺室开挖了一口手压机井，

新建了四间职工宿舍及一幢教学楼，此时木镇中学才算真正落成。    

刚刚落成的新学校却又遭到了十年动乱狂风的席卷，但木中校领导及大多数教职工一直

坚守岗位，抵制恶流平稳渡过了思想最为混乱的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驱除了"四人帮"的阴霾，呼唤了改革的春风，高考制度的恢复鼓舞

了学校的上进，尊师重教、勤奋读书之风大兴，师生团结一心，要为四化流汗，为学校争光，

在高考中争取年年红。在县邻导的重视和关怀下，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   

第九章 历史名人 

杜荀鹤  

杜荀鹤（846—904），唐代诗人，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

出身寒微。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当黄巢起义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时，他又从长

安回家。从此“一入烟萝十五年”（《乱后出山逢高员外》），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

（《乱后山中作》）的生活。后游大梁（今河南开封），献《时世行》10 首于朱温，希望他省

徭役，薄赋敛，不合温意。他旅寄僧寺中，朱温部下敬翔，劝说他“稍削古风，即可进身”，

因此上颂德诗三十章取悦于温。温为他送名礼部，得中大顺二年（891）第八名进士（《鉴诫

录》）。得第后次年，因政局动乱，复还旧山，田頵在宣州，很重视他，用为从事。天复三年

（903），田頵起兵叛杨行密，派他到大梁与朱温联络。田頵败死，朱温表荐他，授翰林学士、

主客员外郎，患重疾，旬日而卒。其诗语言通俗、风格清新，后人称“杜荀鹤体”。部分作

品反映唐末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较突出，宫词也很有名。    



 

胡元龙为人急公好义，主持公道，济困扶危，威望很高。戊戌维新后，科举废止，但祁

门山区风气闭塞，无人兴办学校。他乃大力倡导，邀聚南乡人士，于光绪 30 年（1904）在

平里创立梅南学校，开祁门办新学之先河。次年，祁门县高等小学校，在其影响之下，亦筹

创成立。贵溪村四境皆山，胡元龙认为要改善群众生活，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当

时荒山皆为祠会占有，他打破封禁条规，集合村中百姓，宣传垦荒的益处，签具公约。并自

己带头，垦山千余亩，种植茶叶、茶籽、毛竹、杉树，村人群起仿效，收入大增，生活改善。

以后祁门各地也都援例开垦，造成自垦自产自得之风，促进了生产发展。    

胡元龙曾对子孙说：“书可读，官不可做”，并撰厅联一对曰：“做一等人忠臣孝子，为

两件事读书耕田”，可见其轻视功名、注重生产的思想，后人尊其为“祁红鼻祖”。 

第十章 隶属县市 

贵池区  

概况 

贵池区是安徽池州市市辖区，位于安徽省南部，北临长江，东径 117°06′—117°50′、

北纬 30°15′—30°48′。东北与铜陵接壤，南连黄山、九华山，西北与安庆隔江相望。

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中低山地，中部多丘陵，北部为沿江洲圩区。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杜牧诗中的“牧童遥指杏花村”中的杏花村也位于贵池区秀山门外。 

基本介绍 

贵池区位于安徽省南部，北临长江，东径 117°06′—117°50′、北纬 30°15′—30°

48′。东北与铜陵接壤，南连黄山、九华山，西北与安庆隔江相望。总面积 2432 平方千米。

总人口 65 万人（2007 年末）。    

全区辖 8 个街道、9 个镇：池阳街道、秋浦街道、里山街道、江口街道、梅龙街道、马

衙街道、墩上街道、秋江街道、殷汇镇、牛头山镇、涓桥镇、梅街镇、梅村镇、唐田镇、牌

楼镇、乌沙镇、棠溪镇。区政府驻池阳街道长江南路。    

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中低山地，中部多丘陵，北部为沿江洲圩区。长江横贯全区 76

多千米，黄湓河、秋浦河、龙舒河、白洋河、九华河、青通河等北流入长江。属亚热季风性

湿润气候区，年均气温 16.1℃，年降水量在 1400—1700 毫米。矿藏有煤、金、银、铜 、

锰、铅锌等。铜九铁路、沿江高速、318 国道、221 省道、321 省道过境。池州港为长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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