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阜阳六大名片之一：人力资源大市， 

阜阳六大名片之一：百亿江淮粮仓， 

阜阳六大名片之一：滨水园林城市， 

阜阳六大名片之一：综合交通枢纽， 

阜阳六大名片之一：商贸物流中心， 

阜阳六大名片之一：煤电能源新城， 

颍上县是全国生态示范区，     

颍上县是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     

颍上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颍上县是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     

颍上县是全国劳务输出示范县，     

颍上县是全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先进县，     

颍上县是全国政务公开先进县，     

颍上县是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     

颍上县是数字安徽建设先进县，     

颍上县是全省畜牧水产十强县，     

颍上县是首批安徽省旅游强县，     

颍上县是全省扶贫开发先进县， 

颍上县是全国生态示范区， 

颍上县是平原旅游县， 

颍上县是煤电能源城， 

2008 年，界首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剪纸之乡”， 

阜阳市是仅次于省会合肥、芜湖、  蚌埠位居省内第三， 

阜阳市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比较大的地级市之一，   

颍上县小张庄和八里河南湖公园先后被联合国环境保护署命名为泉河之畔外滩国际城“全球

500 佳”， 

太和县素有“椿樱之乡”之美誉， 

太和县荣获“田径之乡”、“书画之乡”等光荣称号。 

 



 

阜阳市 

 

第二章	阜阳概况	 	

阜阳介绍 

阜阳，地理位置优越，承东接西，呼南应北，是皖西北重要的门户，位于黄淮海平原南

端、淮北平原魅力颍州的西部，是淮海经济区要组成部分。西部与河南省周口市、驻马店市

相邻，西南部与河南省信阳市接壤，北部、东北部与亳州市毗邻，东部与淮南市相连，南部

紧靠淮河与六安市隔河相望。市中心位于东经 114°52′—116°30′，北纬 32°24′—33

°55′之间。阜阳市面积约占安徽省的 7%。阜阳市人口约占安徽省的 15%，城市建成区面

积已达 90 平方公里（2007 不含三县、一市），预计 2010 年底可达 120 平方公里，仅次于省

会合肥、芜湖、  蚌埠位居省内第三。市口 960万  ，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比

较大的地级市之一。   

中文名称：  阜阳   

外文名称：  FiuYong   

别名：  颍州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安徽省   

下辖地区：  颍州区、颍东区、颍泉区等   

政府驻地：  颍州区清河东路   

电话区号：  0558(+86)   

邮政区码：  236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西北部   

面积：  9775平方公里   

人口：  2007年，974.3 万   

方言：  阜阳话   

气候条件：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   

著名景点：  阜阳生态园、颍州西湖、颍上八里河等   

机场：  阜阳西关机场   



 

火车站：  阜阳火车站，阜阳南站、北站   

车牌代码：  皖 K   

汉语拼音：  fùyáng   

简称：  阜   

市花：  月季   

建成区面积：  90 平方公里（2008 年数据）   

汽车站：  汽车南站、北站、东站、西站   

   

史志上曾这样描述这片土地：“襟带长淮，东连三吴，南引荆汝，其水洄曲，其地平舒，

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淮南内屏，东南枢辖。”泉河、颍河穿市而过阜阳。这里曾

是管仲、鲍叔牙、稽康的故里，宋代诗人晏殊、欧阳修、苏轼都曾在此为官，并留下了“大

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等千年传唱的诗篇。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目前，阜阳

市辖界首市和太和、临泉、颍上、阜南四县及颍州、颍泉、颍东三区。颍上县小张庄和八里

河南湖公园先后被联合国环境保护署命名为泉河之畔外滩国际城“全球 500 佳”。       

行政区划 

阜阳市辖 3个市辖区（颍州区、颍东区、颍泉区）、4 个县（太和县、临泉县、颍上县、

阜南县）、1个县级市（界首市）、10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阜阳行政区域划分市辖区：     

颍州区 面积  496 平方千米，人口 60 万。邮政编码 236001。区人民政府驻一道河路。      

颍东区 面积  685 平方千米，人口 59 万。邮政编码 236058。区人民政府驻北京东路。     

颍泉区 面积  648 平方千米，人口 66 万。邮政编码 2360 45。区人民政府驻界首路。     

县：      

临泉县 面积 1818 平方千米，人口 201 万。邮政编码 2364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太和县 面积 1882 平方千米，人口 156.3 万。邮政编码 2366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阜南县 积 1929 平方千米，人口 155.3万。邮政编码 236300。县人民政府驻鹿城镇。     

颍上县 面积 1859 平方千米，人口 160 万。邮政编码 236200。县人民政府驻慎城镇。     

县级市：     

界首市  面积 667.3 平方千米，人口 73万。邮政编码 236500。市人民政府驻人民东路。      

经济技术开发区：      

省级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省级太和经济开发区  省级阜阳工业园区  颍州区工业园区 



 

颍东工业集中区阜阳循环经济园区  安徽颍上工业园区  安徽阜南工业园区  安徽临泉工业园

区  界首市田营循环经济工业区 

第三章	历史沿革	 	

阜阳市历史悠久，人文蔚盛。历史上以颍州（今阜阳市区）为中心的南部开发较早。西

周以后，在今阜阳境内即建立了妫姓的胡子国，临泉境内的沈子国，颍上境内的慎等。春秋

战国时，又出现了太和原墙的原阳，倪邱的新，临泉的寝等县邑。由此地域概念逐渐形成。

秦代始置汝阴县，汉属汝南郡。三国魏置汝阴郡。北魏孝昌四年（公元５３２年）置颍州，

隋设汝阴郡，唐设颍州，宋设顺昌府，元属汝宁府，明属凤阳府。清为颍州府。清雍正十三

年，颍州更名阜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阜阳地区专员公署，下辖八县一个行政办

事处。北部以亳州市为中心的区域，同样经历了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商代为都城，“汤

始居亳，从先王居”。春秋置焦邑、秦置谯县、领有今亳州境内的谯、城父，属泗水郡，汉

属沛郡，东汉属沛国，三国设谯都，东晋属谯郡，北周始置亳州，隋复置谯郡，唐置谯郡，

宋归淮南东路，元置归德府，明降州为县，后复升为州，清属颍州府。1998 年 2 月，亳州

市从阜阳市划出，由省直辖。2000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亳州市、涡阳、蒙城、利

辛三县划归亳州市管辖。目前，阜阳市辖界首市和太和、临泉、颍上、阜南四县及颍州、颍

泉、颍东三区。目前，阜阳市辖界首市和太和、临泉、颍上、阜南四县及颍州、颍泉、颍东

三区。 

历史足迹 

  阜阳历史文化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

代文化。阜阳位于中原文化区的边缘，在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辐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影

响。春秋战国时期，这里长期属于楚国，楚文化成了当时主流文化。先秦时代百家争鸣，杂

说横流，阜阳大地上生成了诸多文化现象，并孕育了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和穷则独善其

身的处世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阜阳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历史

上的兵家必争之地。翻开历史的画卷不难看出，古代的阜阳战事连连，硝烟不断，战争的洗

礼，使阜阳留下了戎马文化的烙印。一部阜阳名人史，那几乎就是一部灿烂的戎马文化史。

阜阳文化既有热情、奔放、浪漫、飘逸的一面，又有冷峻、深沉、朴实、厚重的一面。随着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阜阳文化将更加茁壮成长，成为中华文化园林中一朵璀璨的奇葩。 

 



 

第四章	风情文艺	

嗨子戏   

阜南文化底蕴深厚，被万里同志誉为“天下独一戏”的嗨子戏，就是在这块热土上成长

起来的一朵绚丽艺术奇葩。一百多年来，嗨子戏以优美的唱腔，动听的旋律，唱响淮河两岸。

嗨子戏以其起腔多用“嗨”字而得名，大概形成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主要活跃在淮河中上游

一带。在嗨子戏形成初期，艺人采取“围鼓坐唱”形式，演唱一些带有故事情节的“花腔小

调”。表演简单朴实。 

简介 

历史 

解放后，嗨子戏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58 年阜南嗨剧团成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年平均演出 280 余场。1978—1981 年，年演出场次高达 300 余场，极大的满足了群众对文

化生活的渴求。     

由于多种原因，阜南嗨剧团于 1982 年撤消，民间班社活动也迅速萎缩，且后继乏人。

阜南嗨子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进入 21 世纪，县委县政府加大了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力度，阜南嗨子戏得到了重点

关注。 

流行 

  因演唱行以“海”字音起腔而得名。流行于安徽西北部阜南、颍上、临泉及河南淮滨、

固始、商城、息县等地。清嘉庆、道光年间形成。唱腔分为主调和花调两大类：主调有老生

调、喜娃子、苦娃子三种；花调有“下陕西”、“放鹦哥”、“打货”、“祭塔调”等六、七十个。

传统嗨子戏剧目有本戏、折子戏、三小戏一百多出，比较流行的有《打桃花》、《站花墙》、 《王

员外休妻》等。解放前用锣鼓伴奏，解放后增加了丝竹乐器。嗨子戏又称咳子戏、嘿子戏、

哈子戏，因其唱段开头用“咳”或“哎嘛”起腔，唱句间也用“咳”作虚词甩腔而得名。同

时，因其道具、服装比较简单，一副花筐即可装完全部行头，走村串巷，画地为“台”即可

开锣演唱，因而又称为花篮戏、地扑笼子、灯扭子戏、地出溜子、山歌班子等，息县等地还

有称“娘当妖”的，流行于潢、商、固、息、淮各县和安徽的阜阳、六安一带。最先起源于

固始、商城一带，以民间地灯小戏为基础，吸收兄弟剧种的表演艺术发展演变而来，约形成

于清朝中叶，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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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风景名胜	 	

文峰塔 

位于阜阳城中心干道颍州路附近。据史志记载，因奎星楼不高，文星不太显露，所以当

地文风不振，功名不多。康熙三十五年（1796 年）于此建文峰塔，以振兴阜阳文风。塔为

全砖结构，七层八边形，高 31.8 米。各层有塔心室，一层独为一室，北门为阶梯入口，有

盘旋梯道贯顶。一、三、五、七层四方有四券形门；二、四、六层，在南、西、东三面各有

三门。塔为密檐楼阁式，每层叠涩出桅，有仿木结构的砖雕斗拱支承挑出的密檐。顶部起脊

挑角，三叠珠式宝剑，由铁制五叉刹杆贯串攒尖，造型朴素庄严。     

文峰塔既与“文”相关又极富道教色彩，该塔一些砖雕，有表示吉祥如意的长寿鹿、灵

芝草、龙、凤，有文人祁求的鲤鱼跳龙门，还有阴阳鱼图案。这对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

审美心理和阜阳历史等方面都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宝贵资料。总之，这类塔属于旧时所谓风水

塔。 

奎星楼 

奎星楼位于阜阳旧城东南城楼拐角处，又称拐角楼。登楼可南望霍山，又叫望霍楼，俗

称“三蓬塔”。该楼为明万历二年（1574 年）知州赵世相扩建南城时所建的一座故楼。清同

治九年（1870 年）重修，全砖结构，三层六边形。通高 9.93 米，叠涩出檐，起脊翘角，结

顶饰铁制舞风，六角系铜制响铃（1981 年重修时改铁铃）。     

奎星楼三层均有室，但互不贯通。一层朝南开一半圆形券门；二层一门四圆形券窗，南

门楣砖雕有题额“文光射斗”；三层南门楣额为“奎壁联辉”。     

1980 年列入市文物保护单位。 

颍州西湖 

概述 

  颍州西湖位于阜阳城西北一公里新泉河两岸，是古代颍河、清河、小汝河、白龙沟四水

汇流处。因阜阳在北魏以后称颍州而得名，为唐、明、清历代名胜。 

古西湖 



 

年 11 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公布该遗址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 年 9 月，安徽省

人民政府重新公布该遗址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倪邱集遗址 

        倪邱集遗址位于太和县 30 公里茨河南岸，是安徽省人民政府 1981 年公布的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倪邱几十万西北上周文化遗址，上述为新石器晚期大汶口文化。倪邱集原名谷堆集，

因西汉武帝（2100 多年）御史大夫倪宽墓在谷堆前故名倪邱。 

        在倪邱集遗址上曾发掘有石斧、石凿、骨针、陶器、青铜器等文物。省博物馆藏有两件

一九五二年出土的青铜器麒麟灯和县藏 1984 年政绩的唐代瑞兽鸾鸟镜等。遗址上建有倪公

祠、经锄楼、经锄书院、课最堂等建筑，还有明代的圆柏（500 余年）等文物。 

资福寺 

    俗称大寺，是阜阳城现存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地上建筑。始建于宋仁宗嘉佑

（1056—1063）年间。该寺所藏宋代《碛沙藏经》一部数千册，铜佛像多尊，均为珍贵文物。

该寺现存山门、天王殿及藏经楼二十八间。天王殿飞檐斗枋、棂格门窗，保存着宋代建筑部

分特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六章	自然资源	

阜阳市境内为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地带，西北略高于东南，坡度为 1/7000—1/10000，平

均海拔高度约 32 米，有淮河、颍河、泉河、茨淮新河等十多条河流从境内穿过，河道布局

合理。 

阜阳市物华天宝，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主要有颍上谢桥的煤矿；颍上县淮河北岸陶坝

子一的铁矿；阜南、颍上 2 县淮河段数百万立方米的石英砂矿；界首、太和 2 县沙河流域地

下的石油矿及遍布全市的制陶器用的胶粘土等。土壤有棕壤土、砂礓黑土、潮土、水稻土。

森林资源主要是由落叶、阔叶树种组成的夏绿林，境内约有银杏、泡桐、侧柏、香椿、桑、

榆、柳、杨、槐等 51 科 160 多种树木 3 亿余株。动物资源则有陆栖脊椎动物 53 科 146 种，

如天鹅、鸳鸯、杜鹃、喜鹊、蟾蜍、黄鼬、刺猬、蛇、鳖、燕、雀、珠颈斑鸠、黄眉柳莺等。 

 



 

第七章	美食特产	

田三卷馍   

说到阜阳的特色小吃，不得不提卷馍。当地人一提田三卷馍就津津乐道，每日田三卷馍

门店的食客也是络绎不绝。有十几年历史的田三卷馍，从最初推着自行车沿街叫卖发展到如

今，已不断扩大店面，并成立餐饮公司。     

四个薄软的圆形粉子皮，摊好叠放在一起，从火锅里捞出煮好的味道鲜辣，带点卤味的

爽口蔬菜如豆芽，黄瓜，还有面筋一并放在粉皮上，卷起。另外你也可以自选加入鸡蛋，香

肠和调味料：辣椒酱和香菜．一起卷入馍皮中，一个够刺激的田三卷馍就是它了。提示：一

定要放入蒜泥，否则绝对不够过瘾。     

大口咬下去，软嫩的馍皮，清爽的豆芽菜，筋道的面筋，加上鸡蛋香肠，独特的味道这

就是阜阳田三卷馍。     

阜阳地锅鸡 

地区：阜阳，现盛行于皖北一带     

名称来历：     

旧时农村用的锅多用砖头砌起外糊泥巴，在地上添柴烧饭，所以称为地锅。地锅鸡的特

色在于烧时用木炭，大铁锅保持土菜风味，锅上贴一圈死面锅饼。起锅时鸡香饼脆。     

原料：柴鸡、茄子、面粉、调料     

作法方法：     

茄子切块并用盐稍腌并挤水。就是把鸡剁小块后打个鸡蛋并加少许面粉搅拌均匀，直到

鸡块都被面粉裹住。茄子切块并用盐稍腌并挤水。锅里油烧热后炸点葱姜和花椒辣椒，然后

把鸡块到锅里煸炒，直到炒成金黄色。这时把茄子加入并加适量的盐、酱油和水。然后面粉

加水和好，和面一定要注意不要硬，若是喜欢吃软一点的饼就不要反复揉，喜欢紧拽一点的

就多揉几下，等锅里开了，就可以揪成小块拍成饼贴在菜周围，记得饼的下部分要在菜水了。

好了。锅盖上摆个放了冷水的碗，先大火烧一会，在小火焖一会，等碗里的水热了，就可以

了。     

这么做的鸡很嫩，又保住了鸡特有的香味。 



 

太和嘛糊   

嘛糊，安徽皖北地区的一种小吃，主要流行地区在安徽省太和县，全国其它地区很少能

喝到。     

嘛糊是一种用大米粉煮制而成糊状小吃，大米粉只可煮到 7、8 成熟，煮过了或没煮到

这个程度都不好喝，单纯这样的嘛糊很难喝，要在做嘛糊的过程中放进去适量的大豆面。这

个要有很好的比例，稍微不匀称口感就不会那么好。放在一起用搅匀后放在地锅上加热做熟。

然后在吃的过程中放些咸的大豆、芝麻盐。现在做嘛糊的成本太高卖的价格很便宜芝麻盐现

在基本上看不到了。   

  

第八章	名校展示	 	

阜阳大学 

学校简介 

原名：阜阳师范学院     

阜阳大学位于安徽省西北中心城市——阜阳市，是皖西北地区唯一的省属全日制普通本

科高等学校。拥有“清河”和“西湖”两个校区，占地近 1400 亩。     

阜阳市地理位置优越。她南拥长淮，北倚中原，既是东西结合带，也是南北交通的重要

枢纽。阜阳古称颍州，春秋时期为胡子国国都，是管仲、鲍叔牙、嵇康、甘罗、吕蒙、刘福

通等历史名人的故里。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曾巩、苏轼都曾在

这里为官多年，留下许多称颂颍州的优美篇章。阜阳交通便捷，京九铁路纵贯境内，阜阳编

组站是京九线上最大的编组站，是全国 10 大重点建设铁路枢纽之一。 

学校历史 

  阜阳大学（筹）办学历史悠久，其前身是 1956 年创办的阜阳高师速成班，1978年经国

务院批准建立阜阳师范学院，是“文革”后首批获得学士学位授权的单位。2006年 10 月学

校将隆重举行建校 50 周年庆典和阜阳大学挂牌仪式。 

所授荣誉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认真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