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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地理实体的名称，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它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不断交更。

我县地名也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更替变动较大，其中存在不少问题，如重名，错名，错字、

一名多写，一地多名，图实不符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劳时期，地名“一片红黟，更加混

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
‘

为使地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我们根据国务院和省

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从一九八一年四月开始至同年十月在金县范围

内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地名普查工作。经过实地调查，史料考证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按照国+

家关于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本着尊重历史，反映地理特征和保持地名稳定的原则，’

对每条地名进行了图上定位，书写上定字，读法上定音，来历上溯源。以1：5万地图为基础，

调查核实了金县地名2435条，命新名16条，更改地名106条，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已经市和省

地名办审定。目前，我县地名基本实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黟。根据地名普查的成果资料，我

们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胜利完成了《铜陵县地名录》的编纂工作。

《铜陵县地名录》是我县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地名典籍。它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金县及各

乡，镇的地理特征，历史沿革和经济，文化、教育，交通、卫生、气象，风俗人情，社会状

况、地方特产和部分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状况，阐明了全县

现行标准地名、标准书写，标准读音和地名方位，规模、由来，合义及其行政归属，收录了

地名工作重要文件和地名标准化命名，更名资料，缉录了地名录汉字首字笔画索引，插有彩

色，黑白地图和照片。这部地名录是国家档案资料的一部分，对党政机关、企事业，科研、
’

文化，教育、财贸、交通、气象，档案馆、图书馆、史志办，方志办和卫生系统等单位均有

使用和收藏价值，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

意义。

地名工作是国家行政管理和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

强。《铜陵县地名录》收录的各类地名都作了标准化处理，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我县地

名时，均应以此录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按国家文件规定，履行报批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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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县概况

铜陵县位于长江南岸，安徽省中南部，东南与南陵县毗连，东北和繁昌县接壤，西南同

贵池、青阳县为邻，西北与枞阳，无为县隔江相望。东西自东径117。44’至118。09 7，长约31

．1公里，南北自北纬30。46 7至31。46’，宽约28．5公里，总面积886平方公里。现有耕地278728

亩，其中水田183658亩，旱地95070亩。全县73663户，323662人，主要为汉族，还有少数

回族和其他民族。全县有3个标准镇，16个乡，197个村民委员会，9个居民委员会，2841个生

产队，1555个自然村。县城驻笠帽山下城关镇，位于东径117。477，北纬30。577。

铜陵县历史悠久。据史绩记载，夏，商、周时属杨州。春秋属吴。战国属楚。秦朝属鄣

郡。西汉属丹阳郡。晋代属宣城郡春谷县(今南陵县)。唐末文德元年(即公元888年)由南陵

县划出五个乡建义安县，县址在今顺安镇。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改义安县为铜陵县，

移治于江浒(今城关镇)即古铜官镇，地隶舁州。宋、元、明、清时铜地均属池州。清朝定制

为15个耆，7个市镇。

县名“铜陵"是以铜官山产铜和境内多山丘(陵)含义而得。 。

解放前，铜陵在反动统治者残酷压榨下，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长期得不到开发，

因而经济落后，建设很差。当时的县城不仅很小，而且破烂不堪，有民谣日l“远望铜陵县，

近看破猪圈，老爷打板子，四门都听见，，。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年复一年地严重侵袭着

全县城乡各地，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

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铜陵人民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早自1933年，

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巧妙地利用山、丘、洲、圩区各种有利地形，同国民党，日寇反

动派展开了如火如茶的长期斗争，谱写了无数动人的篇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很

大力量。1949年4月20夜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梯队从铜陵境北渡江进城，21日晨解放了铜

陵。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的著名电讯中所说的矗铜陵矽“顺

安，，即在我县境内。

解放后，铜陵县城开始焕发青春，原只有一条不到一里长的狭窄小街，而今已建成高楼

林立，道路宽畅的十字大街了。县城规模已较过去扩大两倍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经过三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生活幸福美满。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经济活跃，市场繁荣，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铜陵县先后属池州，安庆专区管辖。1958年8月至1959年4月划

归铜陵市管辖，撤消县铡，划分为顺安、大通，铜官山三个市辖区。1959年4月后重新恢复县

制，隶属安庆专区。1965年再次划归池州专区。1974年改属铜陵市直辖。五十年代初设区、

乡(镇)，村(闾、选区)三级，1952年10月后全县划为9个区，80个乡，4个镇、6条街、215个

村，3430个闾。1955年组织初级农业合作社392个。1957年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33个。19

58年撤乡建社，政社合一，由生产大队，生产队代替原小乡和村。1959年市县划开后，当时

全县共有12个公社。1984年体制改革时，改为3个标准镇，16个乡。中共铜陵县委，县政府驻

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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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凌地形复杂，低山、丘陵岗地，平原约各占三分之_。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最高山

夭广了山海拔576．6米，最低处和平乡北埂村约5．7米。顺安河是全县第一大河，七十年代人工
’

开凿，全长14．7公里，直通长江。铜陵地处中亚热带，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6

．2℃，七，。八月气温较高，极端最高气温40．2。C，极端最低气温零下11．9℃，一月份平均气

温3．1℃，七月份为28．8℃。无霜期258天左右，年降水量1346毫米，多集中在六，七月间，

尤其是梅雨期多暴雨，‘雨量集中。

铜陵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素有“铜陵虽小，八宝(金，银j铜、铁、锡、生姜、蒜子，

麻)俱全之称”。现已探明和开采的矿产资源有金、铜、铁、煤、硫、锰，大理石、石灰石

等，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蔬菜、花草种类颇多，水生，野生动植物

及药材资源丰富，尤其是凤丹皮、生姜i汀豆驰名中外，声誉很高。 ·

铜陵工业，解放前是一片空白，全县只有一座私营缸窑，几户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县

委和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新建起农机、化肥、棉织，酿酒，食品，

水泥、轮窑、砂石、五金、塑料，农具，木器、竹器、铁器，服装，制鞋、雨伞，麻绳、印

刷、文具、，胶木，工艺美术、陶瓷等三十多家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工厂。形成一个门类比较齐

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的新型工业体系。其主要特点一是生产发展速度加快，19

85年底工业总产值达5590万元、乡镇企业总收入10492．75万元，是建国初期的十七倍，二是

产品质量有新的提高，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有所降低，三是经济效益近年来明显提高，

1980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亏损314，000元，1981年减亏增盈383，000元。乡镇工业发展很

快，近几年来，特别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发展更加迅速，1985年全县乡镇企业发展到

648个，总收入超过亿元，比1978年增长5．9倍。

农业。铜陵县是全省主要农业县之一，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

肥沃，适宜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盛产粮、油、棉、麻，蚕、茶。洲圩区耕地

面积14万多亩，土壤为色锈田土(即马干土)、牛潮土、沙土。丘陵区耕地面积9万亩，土壤多

为小黄土，小红土。山区面积4万亩，土壤多为马干土，白僵土。沿江一带外滩是洪江泥。山

区田冷性大，水源差。圩洲区怕涝，丘陵山区怕旱。解放前在三座大山长期压榨下，加上多

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只有5658万多斤，每亩单

产153斤。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1954年10月开始至1976

年止，全县已建大小水库39座，总库容达1824万方，塘坝6281处，治涝工程设施有机电排灌

站40处，电机110台，4190碰，1932匹马力。防洪工程设施有江、河、洲堤坝207．7公里，涵

阐67座(其中排水涵闸16座)，电力排灌站25处，拥机121台，9395豇，固定机电排灌站78处，

拥机268台，232664匹马力。治理河道7条，46．4公里，万亩以上灌区达7处，计耕地11．56万

亩，有效灌溉面积达26．7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达19．31万亩。农业机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发展较快。1985年底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46个混合台，1931匹马力，手扶拖拉机956台，

11390匹马力，各种机引农具1157台，总排灌动力机械5489台，45473匹马力，农业机械总动

力88350匹马力，改不利的自然条件为有利，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作物以水稻、小．

麦，油菜、棉花为主，次之为大豆、山芋，花生，再次之为玉米，芝麻，毛芋及其他杂粮。

经济作物除棉花外，还有茶叶、生姜、麻、蒜子等。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大搞了水利建设，

推广了先进技术，逐步实现了机械化，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5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已是1949年的近三倍，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棉花总产量翻了三番，油料产量翻了一番半。

文革前的1965年，虽然遭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农业生产还是有所发展。特别是党的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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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重新制订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

性，农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1985年粮食总产量92715．3吨，油料总产7643．3吨，棉花总产

2174．6吨，生姜总产1122．6吨，蒜子总产2373．1吨，麻类总产139．9吨。

林业s全县近50万亩山场，除石头山外，有38万亩宜林山，现有林面积达29万余亩，森

林复盖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九。用材林主要有杉、擦，松。泡桐栽培悠久，遍布全县，号称“泡

桐之乡矽，《桐谱》一书即为本县金榔陈翥所著，是一部专门论述泡桐栽培技术的科技书。

经济林有栗、柿，油桐，油茶、植皮i桃、李，梨、杏等。 t

畜牧业t本县大耳朵黑猪，具有架大肉香等特点。1985年生猪饲养量95092头，大牲畜1l

436头，各类家禽达791573只。 ，

渔业l 198年水产品总产量达 吨。

土特产。生．5姜为本县八宝之一，13历52史悠久，皮薄渣少，脆嫩可口，畅销全国各地。老蒜

瓣大皮薄，远近著称。汀豆粒大饱满，蛋白质成分高，素为豆中上陈。凤凰山丹皮是名贵药

材之一，远销国内外。同时还盛产苎麻、’檀皮、黄花菜、蚕茧、蜂蜜、茶叶、留兰香等。

名贵茶点：大通酱油干、蒲包干，质细味佳，做工讲究，太平街的酥荷饼，酥脆清香i

：油而不腻，顺安酥塘，传统配方，味香特异。
： 农业科研方面。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技术的试验i示范和推广工作，普及优

．+ 良品种，施用化肥、农药，调整作物布局，改革耕作方法，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全县开展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区划工作，为保护、利用、开发资源、发展商品生产，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现有农科，林科、棉科所各一个，各乡镇都设立了农科站、科普协会。

县农科所采取花粉单倍体育种先进技术，先后培育出水稻晚粳新品种铜花一号、铜花二号，

南花五号，南花十一号，是解放以来我县农业科研上的重要成果，目前已被全国十四个省市

示范推广。县棉科所选育的棉花062品种，质量优、产量高，深受棉农的欢迎。

交通：解放前全县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运送物资主要靠人力车和木帆船，偏僻山区必’

须肩挑背驼。现在，以县城为中心，有铜繁、铜青、铜南等干线柏油公路达70．3公里，农村

·． 支线有砂石的土公路13条，’达，65．85公里，除溯区外已乡乡通车t铜芜铁路，自西向东北方，

‘'，向，途径本县西湖、顺安、新桥、钟鸣等地；．全长30多公里。还有大通至董店的一条长12公里的

’’铁路。水路有长江大小轮长年通航。顺安河、青通河、黄浒河汛期均可通航。港口有大通、铜

， 陵，横港等处，重要渡口有大通至和悦iffl，铜陵至老洲，老洲至无为等十处以上。县直机关：j

厂，矿，乡村，农林场等拥有货运汽车1200余辆，市区公共汽车专线通往城关、狮子山。“

’。，．文教卫生；解放前，全县没有一个文化设施和文艺组织，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
一

陈出新黟文艺方针指弓l下，文化设施和文艺组织得到蓬勃发展。现有影剧院14座，电影放映，：
j 队15个，职业剧团2个，半职业剧团3个，曲艺队1个，文化馆站10个，广播遍布城乡。解放初．

’期，全县仅中学一所，小学16所，现已发展到完中7所，初中16所，在校学生由百余人发展到
、

．‘15802人，小学193所，在校学生4=2546人·与解放初期相比学校数增加12．8倍，在校学生增长

24倍。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目前，金县有各种体制的卫生机构318个，除县医院、防疫站，

血防站、妇保站外，还有大通，顺安、钟仓3个中心卫生院，17所乡卫生院，各厂矿医疗室9个，
。‘

”麻疯病医院1个，村医疗室248个，病床674张，医务人员583人。全县已基本形成医疗卫生网。

纪念地与古迹。古有八景。天井湖紧靠城关东南处，现已辟成天井湖公园，供劳动人民

游览。还有相思树，滴水崖(泼珠崖)，天台岭等风景优美，可供游人观赏。古寺有大明寺等·

革命纪念地有烈士塔、范家湾战斗二十八位烈士公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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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是铜陵县城所在地，位于铜陵县西部，东径117。477，北纬30。57’。东，南与铜陵

市接壤，西与老洲隔水相望，北靠城郊。总面积7．9平方公里。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现辖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四个居委会和城东，近城两个村委会，27个生产队，18

个自然村，3277户，1361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312人)。以汉族为主，另有少数回民。县委，

县人民政府驻人民北路。镇政府处环城南路北侧。

据《铜陵县志》记载，本地夏属杨州，战国属楚，唐朝信宗文德元年(公元888年)秋八

月，杨行密夜袭宝洲(即宣城县)，进兵铜官，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改当时的义安县为

铜陵县，设立铜官镇。镇南四里处『，据县志记载搿有一本五枝苍鳞老干青翠参天因名"故改

铜官镇为五松镇。解放初为五松镇。1950年建城关区，同年改名第三区，1952年恢复原名，

时为五松镇。1956年撤区始立城关镇。1958年市、县合并属铜官山区城关火箭公社。1959年

市、县分开，初属城关公社，同年六月恢复城关镇建制。次年撤镇与城郊公社合并成立城关

公社。1963年3月正式定名城关镇至今。
’

镇东北靠山偏高，西南临水较低，笠帽山最高海拔81．、7米，和尚圩最低海拔8．9米。境内

有天井湖、齐心圩、和尚圩，长江临境而过。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解放前仅有一条百米长的石板小街，当时称城关是“远看铜陵县，近看破猪圈，老爷打

大板，四门都听见矽。著名诗人李白“暮宿五松山，寂寞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

寒。’⋯⋯弦一诗反映了当时的凄凉景象。解放后，城关面貌换然一新，在原小街北面新辟了

一条东西纵横，南北交叉的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兴建了高楼大厦，林荫护道，已成为车水

马龙市场繁荣的新城镇。

交通便利，有通往芜湖、南陵，青阳干线及各乡，镇支线公路。市内公共汽车往来于市

区与本镇之间。内河的航运相互直通。

．工业发展迅速，有机电、运输、制线、建材，竹木器加工等20多个镇办企业，职工867

人。1985年产值502．14万元。

现有耕地1885亩，水面1015亩，荒山育林700亩。以种植水稻，小麦，蔬菜，油菜为主。

1985年粮食产量411．2吨，捕鱼620多担。1973年市县投资兴建了1600米长的江防大堤，1978

年又兴建了六台机组的城关电力排灌站。 ’

，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现有小学4所，幼儿园2所，在校学生1253人，入学率达

94．1呖。卫生院、骨髓炎医院各1所，村卫生室2个，医务人员17人。骨髓炎治疗法已成为省、

市，县科研项目。城东村孤寡五保老人已于1985年住进了村办敬老院。

风景优美的天井湖，现已辟成公园，是铜陵劳动人民节假日游览的地方，笠帽山建有雄

伟壮观的铜陵县烈士塔，每年清明节前后成千上万的人来此瞻仰和敬献花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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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铜陵县T6ng ITng×Ian

城关镇 Ch6ng guQn Zh吾n

城东居委会

城东路

Ch6ng dsng JQw备lhuT

Chang dSng L0

东街D6ng j15

东门巷

太平巷

龙山巷

横塘路

红庙

城南居委会

环城南路

Dsng m吾n Xl(ang

T61 PTng Xlclng

L6ng Shon Xlang

H百ng t6ng LLI

H6ng mlao

Chang non J0 wi5lhu7

Hu6n chang N6n 10

西街XT J18

粮站巷

拐角巷

南门巷

庙前巷

小南门巷

城关蔬菜队

城西居委会

建设路

庙后巷

荷花巷

沿江路

L16ng zhan Xlcang

GuSl j160 Xlang

N6n m6n X16ng

Hl(ao q16n X16ng

XlOon6n m否n X16ng

Chang guon Sha col

duT ．

Chang xT J口w吾I hut

Jlan sh吾L0

Hjao hSu X16ng

H否hua X16ng’

YOn J10ng L0

说 明

唐末建义安县，因产铜，南唐改铜陵县，辖3个镇，

16个乡。现有耕地7．78728亩，73663户，323662

人。 ‘

东汉称铜官镇，南唐为五松镇，现为城关镇。现有

耕地1885亩，3277户，13613人。铜陵县人民政府

驻地。 ‘

原名红旗居委会，因地处城东而得名。

位于城东，1981年命名。西自汽车站，东至棉织厂

路宽10米，全长1700米，柏油路面，铜芜公路主干

线道。

老街道东段，路宽2米，全长300米，石板路面，城

东居委会驻地。

古城东门内。

原有太平旅社，故名太平巷。

原有小山丘，现已挖平建房，名称仍沿用。

以路旁横塘得名。北自汽车站，南至市县分界处，

路宽12米，全长650米，柏油路面，三路公共汽车从

此路通往铜陵市。

因境内原有红墙庙宇，以庙得名，现是居民区．

原名胜利居委会，因地处城南而得名。

1983年命名。东自汽车站，西至余家桥，路宽9米，

全长1．53里，．柏油路面，城关镇人民政府驻地．

老街道西段，西自余家桥，东与东街接壤，路宽2

米，全长500米，石板路面，城南居委会驻地。

粮站驻此巷而得名。

工交大楼东拐进小街，故名拐角巷。，

古城南门内。

古城隍庙前段。 ·

古城小南门。

196’．年建队，37户，149人，耕地150亩。以种蔬菜为

主，故名城关蔬菜队。

原名解放居委会，因地处城西而得名。

1983年命名。西自余家桥，东至汽车站，路宽12米，

全长2公里，柏油路面。

古城神隍庙后段，城西居委会驻地。

巷内因有荷花塘而得名。

西临长江，命名沿江路。东自余家桥叉道口，西至

新小轮码头，路宽11米，全长1500米。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城北居委会

人民路

Chang b荟l Jo w否l hut

R百n rain L0

环城北路HJJ6n chang瞻I ld

城北路

公园巷

人民巷

小农场

城东村委会

史家垄

泉水冲

汪村

梅子树

菜园何

茶庵

植树咀

破塘冲

桥龙咀

张家墩

近城村委会

Chang b荟I L0

GOng Yu6n X／ang

R6n mTn Xlang

×I石o n6ng FhSng

Chang dSng COn

w各I hut

ShT JI石16ng

Qu6n，shut chSng

Wong con

．fvl5J zT sh0

Cal Yu6n h6

Ch6’Qn

T6n shd zuT

．P6 t6ng chOng

QI石o 16ng zuT

Zhong J16 don

Jin chang CSn

h时

近程 JTn cMng

上胡

上潘村

ShSng h已

Shang p石n c5n

说 明

原名东风居委会，因地处城北而得名．

1983年命名。自城关农贸市场至县气象站，路宽12

米，全长550米，柏油路面，县直机关居多；

1983年命名。东起汽车站，北至茶庵，路宽9米，垒

长700米，柏油路面。

位于城北而得名。南自气象站交叉路口，北至二冶
‘

交叉路口，路宽12米，全长500米，柏油路面。

古时巷内有公园，故名公园巷。十字街口至血防站，

路宽3米，全长800米，水泥路面，城北居委会驻

地。

1981年命名。人民电影院起至城北居委会，路宽2

米，全长500米，水泥路面。

境内1958年办过小农场。故名小农场，现是居民

区。
’

．
，

1966年为红旗大队，因地处县城东部，1981年改为

现名。现有耕地522亩，317户．1477人。

因史姓集居在山垄上，故名史家垄。现有耕地38亩、

24户，城关骨髓炎医院驻地。

此村有口泉水井，久旱不于，故名泉水冲。现有耕

地60亩，30户。 ．

以汪姓得名。现有耕地80亩，28户。

此处梅子树多，得名梅子树。现有耕地2l亩，5户，

城东村委会驻地。

以何姓得名。现有耕地133亩、33户。

以古时茶庵亭得名。现有耕地44亩、61户。

以檀树得名。现有耕地43亩，25户。

此冲有口塘被日寇炸毁，得名破塘冲。现有耕地22

亩，33户。
一

此山象龙头，取名桥龙咀。现有耕地5l亩、30户。

以张姓得名。现有耕地27亩、48户。

w若I 原为城郊乡复兴大队，因靠近县城，改名近城村。

1984年划归城关镇管辖。现有耕地1176亩，191户，

824人。

以程姓得名。现有耕地231亩，39户，近城村委会驻

地。

以胡姓得名。现有耕地105亩、12户。

以滔姓得名。现有耕地110亩，15户。

桃冲Tao ch6ng 现有耕地109亩、11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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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袁家冲 Yu6n li0 chOng

糟坊 ZOo f6ng

上方村

柯村

Shang fQng con

K百con

说 明

以袁姓得名。现有耕地164亩，28户。

过去此村有一糟坊，故名糟坊。现有耕地154亩，

22户。
’

．‘一．’

以方姓得名。+现有耕地179亩，27户· 。

以柯妊得名。现有耕地124亩，sTp．‘

。门
7



大通镇概况

大通镇位予铜陵县城南16公里，东径117。447，北纬30。48’，面积12平方公里。西沿长江，

与江北枞阳县隔江相望，东有长龙山葱笼连绵，南以青通河与贵池县为界。北靠铜陵市界。

全镇分东、西两部，鹊江以东为大通街，‘鹊江以西为和悦洲，铁板洲。

大通历史悠久，明洪武年初，设巡检司，河泊所，递运所，驿运站等机构；清咸丰始，

设参将衙、厘金局，驻水师营抗太平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招商局：7三北公司汉申线班轮

在和悦洲西江边设港停靠。英、日商船接踵而至，泊江中由“洋划"接送客货，同时安庆至

芜湖客班小轮每日对开在此过夜。1930年以和悦洲为中心，市镇发展很恢，人口增加到五万

多人，与安庆、芜湖，蚌埠齐名，并称为省内四大商埠之一。抗日战争暴发后，1938年国民

党反动派推行“焦土抗战”，和悦洲毁于川军火炬，仅存圣公会，法华庵、天主堂三处，接

着日寇轰炸大通街，幸存上段三十三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商民重整市场，然而元气大伤，

镇容难复。

1949年4月21日大通解放，建市人民政府，属皖南行署池州专区管辖，后改为区、公社，

镇均属县辖。．1958年扩建街道，铺石路面。街道长2华里，街宽近7米，两旁建筑鳞次栉比，

树木成行，市容整齐，商业繁荣。

全镇3647户，14708人(非农业人口8704人)，以汉族为主，还有回族。现辖澜溪，共和，

和悦3个居委会和渔业、永平，和悦、光荣，新一等5个村委会，35个生产队，39个自然村。

镇人民政府驻澜溪街。 ．。

交通方便，长航、省航常班和加班小轮经过此镇，通往芜湖、安庆等地。港口年吞吐量

约五十万吨，客运达232450人次。铜青公路经大通达皖南各地。董店煤矿专营铁路线抵达鹊
江边。 一．

全镇现有耕地4401亩，其中水田950亩，旱地3451亩，田地除镇东岸外，其他均落于江洲，

地势平坦，沙质土壤。解放前无堤防，周期淹没，种杂粮蔬菜，产量低，不保收．o’解放后；

大兴水利，加固江堤，现在江堤能抗洪14米长江水位。农业动力1127 7匹马力，其中有新民，

永平等处电力排灌站，装机810匹马力，灌溉面积达3200亩：1985年粮食总产742．9吨，棉花

100．5吨，油料78．7吨。养殖水面6976亩，年产鱼虾3687担。

镇办企业有加工、农机修配。养殖，建筑、饮食，运输等。1985年工业总产值387．33万

元。

县办企业有石油，木材、冶炼等58个单位座落本镇。

文教卫生：有中学2所，学生1031人，小学5所，学生1439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1呖。

-文化站，影剧院各1个。中心卫生院1所，设有门诊，住院两部。
’

古迹：羊山塔影、红庙钟声，梅冶风帆，南湖胜览，龙山夕照、鹊渚晨曦，澜溪冒缴、

新洲灯火。’尚存天主堂、圣公会已改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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