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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家乡的几句话
’

官峻亭

欣闻颖上《城郊区志》问世，请允许——一个在他乡工作的老

战士，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城郊的父老兄弟们致以最诚挚的问

颍上，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她滨临淮河，中贯颍水，具有

水乡的独特风光；她有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千多年的光辉历史，人文

会萃，诸侯涉足于此；她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家乡人民提供了开

展农业：手工业的良好条件；她产生了灿烂的文化，是风靡全国的

花鼓灯：推剧的起源地；她有一部革命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

为长淮清颍增辉添彩。颍上美，城郊佳，可谓人拣地灵，色彩斑

烂，编史修志，大有可为。

我离开颍上五十多年了。但我始终热爱颖上，怀念家乡，因为

她是寻根问视的地方。多少年来，我一直注意报刊上报道家乡的消

息，哪怕是只言片语，都感到非常亲留。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

后，家乡的工业蒸蒸日上，农业打了翻身仗，文教事业蓬勃发展，

市场繁荣兴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有这一切，怎能不令人心旷

神怡，‘热血沸腾! ．

． 愿家乡象鹛鹏展翅腾飞，恭喜家乡人民发财致富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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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区地处颍上县城近郊。北邻颍河、南靠八里河i南、北、西三面环抱县城，

水陆交通运输十分方便，是颖上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比较活跃的一个

区。境内地势平坦。沟渠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小麦、大米、黄豆、红芋

等五谷杂粮俱全，经济作物红麻，杞柳、芦苇、薄荷、油菜等品名繁多。班草湖的芦

苇产量高、质量好，苇圈芦席畅销省内外，保丰乡的冬大白菜色鲜味美，驰名淮河两

岸，四里湾的柳编物品美观精巧，出口新加坡，日本，美国十三个国家和地区，三八

村盛产青竹，竹编筐镓远销三省五县。

然而，这物阜民丰的城郊区过去却是穷乡僻壤，民不聊生。战争的摧残，天灾人

祸的折磨，使城郊人民不见天日，不得自由，世代受穷。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

党和政府领导城郊人民进行了改造旧城郊建设新农村的伟大战斗。在大规模地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城郊区人民付出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Et城郊

区大地呈彩，五业俱兴，值得史笔大书。为了总结历史，利于四化、教育后代，中共

城郊区委根据县委、县政府的要求，组织力量编写了这部《城郊区志》o
《城郊区志》分概述、政治、经济，文卫，军事，社会六篇约九万言。断限上起

I 9 1 2年下迄l 9 8 6年底，分篇记事。(个别史料例外)。

由于时问仓促和部分资料无从查找，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这部区志难免有漏

错之处，敬希批评，以待补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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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述

第一章区划沿革

第一节区域地理

城郊区位于颍上县城之挥，颍水右侧，东径l l 6．5。北纬3 2．5。。全区

疆域象一只斜放着的蔷薇花叶，西大，。东南小，东西长五十二华里，南北宽三十华

‘壁，面积约一百五十平方公里。西北至化坡村与新集区接壤，北、．东两面以颍水为界

与江口区，夏桥区隔河相望，东南至三道冲与王岗毗连，南至八里河北岸，与八里河

区搭界，西南沿柳沟分域，与耿棚区，润河区互邻。近城之区与颍上城关，县直居

民，机关、：商店，厂，社杂居交错，形成地址属城郊区辖，人属县直机关，或城关镇

管的特殊状况。全区地形西高东低，平均海拔2 4．3米，自然比降为O．4 l 3％，

区内有耕地十五万六千八百亩，并有阜颍公路，颍凤公路、颖半公路，颍王公路、颍

润公路起于这里，如车轮形状幅射四方。

第二节 区划沿革

一九一二年，本区现在的七个乡，当时属三个区辖治．万台乡，颍河乡属当时的

东十八里铺，划归王岗区，淮颍乡、保丰属莲花乡，归江口区治，潘郢乡，花园乡、

西十八里铺分归耿棚区管。一九三二年实行联保制，撤乡建联保，区域未变动。一九

三九年撤联保又建乡。本区的七个乡仍分属三个区管辖。， ‘

一九四九年颍上解放我区初建黄花区，一九四九年五月建城关区，辖城关镇，下

谩牛七个乡一镇。(新庙，长林划来)。一九五二年建颍滨区，新庙，城关划出。一

九五五年建城关区与城关镇，新庙区合并。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建城郊区，城关，新庙

划出．东十八铺划来·一九五七年撤区建大乡，建长林、四里湾，陈屯、杨圩、潘郢五

乡直属县管。一九五七年夏建城郊区西十里铺划来。一九五八年成立城、邛人民公社，

下设六片，六十二个大队。一九六一年建区划社，又设城郊区下设八个公社。一九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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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建下元，西十八里铺，建颍三个公社革委会撤了区。一九七九年重设乡，村。撤

销公社、大队。

第二章 自然概貌

第一节气候、’物候

我区位于南北气候的会合地带，其特点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

l 5．5。c左右。每年公历一月最冷，最低气温为一2 2．8
9

C，七月中旬至八月

中旬最热最高气温为4 1．2。C。年平均雨量为9 0 7．4 rnn't。一般集中在六、

七、八七个月份，往往出现夏涝。历年平均霜期t初霜在公历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

旬，终霜在三月中旬至四月下旬。每年平均无霜2 2 4天。随着气候的变化，我区农

事习惯是。春种棉花、高梁、瓜类，夏种大豆，红芋，芝麻、水稻，红麻，秋季种小

麦，蚕豆、油菜。

第二节土壤

根据一九八四年土壤普查及土壤化验，我区共有四个土类，四个亚类，十一个士

j墨。四个土类为：砂姜黑土，棕壤，水稻土，潮士。四个亚类：砂姜黑士，澎橡壤，

潴育型水稻土，黄潮士。十一个层为。黄土，青自土，淤黑土，坡黄土，白黄土，淤

坡黄土，潮棕壤水稻田，砂姜黑土田，沙土，淤土，两合土。

第三节水文情况

我区年总降雨量平均为9 0 7 mm，但据资料记载l 9 7 6年降水量为
l 3 l 3．5 mm，l 9 6 6年总降水量只有3 8 9．8锄m，我区历年降水量见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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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5 9—1 9 8年城邡区降水量统计 单位术姗

套麓 二月 四 月 六月 八月 十月 、十二月 全年降水总量

l 9 5 9年 68．4 53．8 77．1 82．I 43．7 66．3 774．9ram

‘

l 9 6 3 lO．1 83 52．6 372．4 6．6 12．3 1221．1mm

-9 6 4{87·8}23··6』93·4l 74·2{，39·9{9·-{1066．5
-9 6 6 { ，2．3 { 42．3 47．9 6．9 6．8 {‘ 19．4 389．8。 ：

!竺二三L!!l一45．1}一25：?，竺L竺L：：b?：∑～一
1 9 7 5 l 31．8}89．0{309．2：258．5}136．4}38．9；1313．57 ．8 ． ．2 ；258． ．4 ． ·

⋯．一一⋯—_L————————．i．。——．．．，—．．．．．．．—．．1——．—．——．．．．．．．．。．．．』。．．．．．．．．．．．．．．．．．．．i．．．．．．一————．j．—．．．．一．．—L一——

’

第四节地形水系

本区地形复杂，岗湾交镨，自然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十八里铺以西地面

沿拔高度2 8米，东面万台乡东部沿颍河一带洼地，地面海拔为2 2米，，距离3 0

公里地面高差6米，全区地面坡降为万分之二左右。本区境内有柳沟，五里湖沟，红

建沟、建南沟，保丰沟、曹池沟，颍正公路沟，阜颍书路沟，八条大沟，总长为

7 6．5公里。湖泊有班草湖，陈屯湖，三里湖，荆家湖、宋家湖，肖家湖，老岗

湖、邵家湖、烂泥湖十个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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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自然资源

我区自然资源丰富，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农产：农作物有小麦，水稻，黄豆，红芋、高梁，豌豆，蚕豆、绿豆、豇

豆。经济作物s棉花、花生、芝麻，油菜，烟叶．红麻、紫穗槐，荆条、芦苇，薄
荷。

’

(二)蔬菜。白菜、萝卜，胡萝卜、辣椒、葱，大蒜，茄子，芹菜、韭菜、蕃

茄·菠菜、豆角、南瓜、冬瓜，丝瓜，绞瓜，笋瓜，扁豆，葫芦，瓠子、马铃薯，洋

葱，旱藕(义名毛玉头)腊菜，苋菜。瓜类：黄瓜、甜瓜、酥瓜，菜瓜，西瓜。果
类：樱桃、桃、杏、梨，柿、石馏、葡萄，李子，苹果。

(三)水产：鱼类；鲤鱼，媲鱼、继鱼、鲫鱼，鲂鱼，童占鱼、墨、草鱼、甲鱼、

鳝鱼、泥瞅、虾。水产植物：藕、茭瓜，欠实(义名鸡头子)菱角。

(四)树木；泡桐，楝树、槐树、椿树、柳树，榆树，桑树、-法国梧桐。

第三章民族户籍

第一节本区的民族与宗教

本区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回民只有6 5 7户8 g 7 8人。保丰乡尚有近年迁

来的苗族1人，维吾尔族1人，少数民族占全区总人El的百分为三点七。回民何时迁

入本区尚无可靠文字记载。汉民对回民基本上还是和平共处的也有些不大尊重的地

方。比如，本区人都爱叫回民为“回子弦，汉人的心目中总认为回民是凶顽横蛮的民
族，人们平时谈话常说s “你属回子的，翻脸不认人。一本区的回民都常到县城南关

的清真寺里搞自己族事的活动。他们有自己的教长。阿訇劳。

城郊区东十八里铺集的东岳庙，下元的火神庙，周花园的高王庙，都是本区佛教

徒做佛事的场所。全区的佛教瘫人数无详细统计，他们平日素食、忌食大五荤，小五

荤，(鸡鱼肉蛋，葱韭芥蒜)。他们供奉如来，观音、地藏王，佛像，吃斋念佛．

天主教：清咸丰年间天主教传颖上，当时城郊区西十八里铺集、张泊渡两处设有

礼拜’造，．归县城天主堂辖。天主教相信上天主宰一切，也相信人死亡后有灵魂存在，

提倡修身养性。本区当时有教建数百人。1 9 7 6年以前由于没有落实党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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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政策，。本区的天主教徒都不敢再公开活动了，西十八里铺教堂也于五十年代被私

人占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区认真贯彻了党盼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天主

教徒才恢复了他们的信教自由。区成立三自爱国领导小组，由十一名有威望的教徒组

成，老中医天主教徒童家庆担任组长·天主教谨自筹资金5 0 0 O元，建天主教堂一

座。地址在淮上公园沟外，建房七间，租赁四间，自成小院。教徒现有3 5 0 0人左

右。

第二节户籍变化

建国以前(即一九四九年前)我区人口仅四万多人，由于农民深受剥削压迫之
7

苦，衣食不得温饱，人口增长也十分缓慢，一九五。年统计我区实有人口4 l 2 3 5

人，其中在外地逃荒，要饭，佣工的就有8 4 0 0多人。

建国以后，本区曾於一九五三年，一九六三年进行两次入口普查，因资料保管不

慎均难考查。现将一九八三年人甲普查情况列表说明。通过几个典型年份的人口对照

表，可反映出本区人口变化状况·

城郊区行政概况表

人 口 统 计 总 户 自

年 份 可耕部 然

总人口数 农业人口bE农业人口 数 村

!竺兰!兰l竺叫竺一竺L!!咀一竺一oL∑
l 9 8 2年 121457 119825 1632 156858 27810 858

l 9 8 3年 122375 120691 1684 156821 28026 793

l 9 8 4年 123041 121091 1950 156805 27：。1 f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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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人口变动统计表

第四章人民生活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区人民世世代代受封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的压榨剥削。加

上自然灾害频繁，广大劳动人民干的牛马活，吃的糠菜饭，衣不遮体，屋不避雨，生

活极端贫困。
，

建国以来，本区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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