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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期第一部新编《怀宁县志》，历经十年磨励，数易其稿，今总成付梓。这是我县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全县人民的一大盛事，可庆可贺。

展阅新编的县志，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怀宁这方热土确乃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不愧誉之为鱼米之乡、戏曲之乡、商贸之乡。

怀宁建县已有1500余年历史，早在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年)，晋安帝复位后，取“安抚

平宁”之意，于汉皖县故地置县日“怀宁”．县城始置梅城(今潜山县城)，南宋嘉定十年(1217

年)迁治皖口，景定元年(1260年)，与安庆府同治宜城(今安庆市)达650余年，史称“首府首

县”。1950年12月县城迁建石牌镇至今。县域地处皖西南，背龙山，跨皖水，挟长江，国土面积

1515平方公里，地下矿藏丰富，水陆交通便捷，是皖西南的咽喉要地。i

千余年的斗转星移，在怀宁这块大地上涌现的名人史事，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具有“思想界的明星”之赞。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

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兄弟俩忠于革命，矢志不移，抛头颅，洒鲜血，殉难他乡．，为中国近代史所称

著。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邓石如，终生布衣，高风亮节，饮誉海内外。他的后裔邓稼先，为研制

原子弹、氢弹，呕心沥血，“死而无憾”，被誉为中国“两弹”元勋。他们的业绩已详载志内，他们的

卓越贡献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怀宁自顺治八年(1651年)创修县志至民国4年

(1915年)，共8次修志，其中道光五年志，保存了重要史料，“以是为省志底本，而冠八郡五十

余州县之首”。是之怀宁已有300余年的修志历史。

新编《怀宁县志》在继承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广征资料，精心筛选，恪守志体，推陈出

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

行科学分类，以《概述》、《大事记》为经，纵揽各业之貌，以专志(章)为纬，细叙各业之魂，记、志、

传、图、表、录，各体皆备，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本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很好的地

情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在全面开展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新编县志必将为各级

进行施政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等积累和保存了丰富

的地方文献资料。还要谈及的，新志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立了10个经济类专章，对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的全部历史进程进行了记述，这对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事业的发展，都

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新志区别于任何旧志的显著之点。但由于本志下限原因，1986～1995年的

经济面貌未得反映，而这10年怀宁各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即将予以赓续补记。

在县志编修中，曾得到省、市修志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专家学者的评点斧正，兄弟县修志

经验的传播借鉴，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志书质量乃志书生命之所系，县志办公室克服各方面的

困难，围绕质量问题，调查研究，潜心求索，深入馆藏，博览群书，探访知情，考讹纠谬，经纬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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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宁县志

。一。————————————————————————————————————————————————————一
织，字斟旬酌，力求成为资料性的著述．他们这种甘于清苦的品质和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是可

嘉的．

本次修志，由于记述时间跨度大，民国及其前的史料，因兵燹等故，难能全面，舛误和不尽

人意处恐亦存在，有请方家贤达不吝赐教．

这次修志周期较长，现在成书，是几届县委、县政府共同接力的成果·是为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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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钱时杰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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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怀宁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与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为平行章节体结构，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概述纵述县

情，总览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各专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设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政党

群团、人大政府政协、民政、人事劳动、公安司法、军事、综合经济管理、农业、水利、工业、交通邮

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财政税务、金融、文化新闻、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宗教风俗方

言、人物等25章；附录收录重要的历史文献和资料。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例，以志为主，综合运用，图表分附于各门类之中．

四、本志上限因事不同而相应上溯；下限为1985年底，个别事物适当顺延。

五、本志坚持“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性质相同的事物均编人同一章节。解放及建国

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省、地、市、县档案馆馆藏资料，正史、旧志、谱牒、报刊、专志、回

忆录、出土文物、县直有关专志及口碑资料，经考证后人志。对未经核实的，宁可存疑，不尚臆

断。引文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对政区及机构的记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须用历史名称的外，均用下限时标

准地名．

八、本志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数据，一般用统计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的数字．

除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外，余为当年价。

九、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简称建国前)采用王朝、民国纪年，并括注公元纪

年f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后”专指1949年4月23日怀

宁解放至9月30日的特定历史时期。革命烈士、人民革命斗争活动，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

别反面人物；以本籍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动在怀宁并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只记事实，不作

评述。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对有影响和贡献的生人，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有关专志或

列表记述。

十一、本志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余为

记述文体，只记事，不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十二、本志文字，采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的《简化汉字

总表》标准字形；数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为准；标点符号以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十三、本志专用名词、术语、度量衡标准及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有关法规为准．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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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宁自东晋建县已1500余年。县境商周归扬州，春秋隶皖桐，战国属吴楚，秦隶九江郡，汉

以后为庐江郡之皖县。东晋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设晋熙郡，以皖县旧址始建怀宁县，取

永怀安宁之意。县治梅城(今潜山县)。南宋嘉定十年移治皖口(今山口镇)。景定元年(1260

年)随安庆府迁宜(今安庆市)，府县同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安徽布政使司自江宁移治安

庆府，怀宁县城亦省垣所在。抗日战争期间，县府迁石牌，抗战胜利复迁安庆。1950年底，市县

分设，从此，定治石牌镇。

怀宁地处安徽西南，长江下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前沿。跨东经116。28’～117。03’，北纬30。

20’～30。507。东以安庆市为邻，西连潜山、太湖山水，北向桐城依河为界，南与望江河湖交错，并

和东至隔江相望。版图1514．6平方公里，设7区3镇26乡，分辖360行政村。1985年人口

68·70万。除汉族外，有回壮苗布衣等13个民族1千多人。地貌属长江平原区低山丘陵岗地平

原湖泊亚区，四周环水，长江在东，沙河在北，皖河绕西南东流。大别山南麓余脉分两支入县。潜

山公盖山平岗逶迤，至独秀山一峰拔地，再向东南延伸，构成大雄、黄梅、百子和大龙山一片浅

山丘陵。望江香茗山来自西南，由王居山、龙王山脉形成丘陵岗地。县内地势，中间高两翼低，

东北高西南低。东部大龙山三乡尖为最高点，海拔697米。南方低地，海拔仅10米左右。丘陵

岗地占82％。红壤和黄棕壤酸性土占90％以上。沿江河洲地冲积潮土，呈碱性反应。生物气

候为亚热带季风湿润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热同期，降水适中，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农耕

条件优越。而且地处淮阴山字构造前弧东翼，地质构造运动活跃，郯庐大断裂和扬子凹陷，成矿

条件好，矿科多，储量大，矿点密集。

地形变化紧促，生态环境多样。虽无名山大岳之奇，亦有波光帆影之美。“龙山晓黛”，“石

镜涵空”，“百子晴岚”，“石门秋泛”，骚人赋诗，墨客作画，游人留连忘返。“高河大米”以优质载

人史册。“海螺春花”以名药畅销南洋。端午鲥鱼，重阳螃蟹，以盛产鱼米名世。且历史悠久，人

文荟萃。小吏港留《孔雀东南飞》陈迹。杨家嘴有戏神“金鸡碑”出土。山口古要塞，猫山石牌城，

为历代兵家重地。月山夫子岗，洪镇子贡岭，传古圣贤行踪。王来聘会武试雄踞榜首。刘若宰

中状元蜚声海内。“三庆”徽班进京献艺，开国剧先河。采茶调流传石碑，创黄梅戏新种。完白

山人书法绝代，“千年一人”(康有为语)。文风武备，源远流长，本文化之乡。

七百年来，怀宁居府、省政治文化中心；怀宁人眼观历史风云，心联时局变换。



怀宁县志

舒州，保南宋半壁山河。太平军安庆保卫战，两万将士英勇垂范。徐锡麟刺杀恩铭，敲响清王朝

丧钟。熊成基率马炮营起义，“其功表见于天下”．柏文蔚宜城销烟，大长人民志气。陈独秀宣

传“马列”，广播革命火种。北伐凯歌中“三·二三”惨案，蒋介石在安庆初试屠刀。郭沫若拍案

挥毫，飞檄讨蒋。人民创造历史，历史教育人民。怀宁人在血与火中觉醒。

早在1903年，陈独秀即于安庆建立爱国会，翌年创办《俗话报》，宣传民主思想．1917年，

《共产党宣言》已在安庆秘密流传。“五·四”运动消息传来，群情激奋。5月8日，3千学生示威，

声讨国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192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创，恽代英应邀来安

庆讲演。反帝爱国浪潮风起云涌。反动派的镇压，激起更坚决的反抗，斗争矛头直指军阀官僚。

“驱倪(道娘)拒李(兆珍)”和反贿选斗争取得巨大胜利，而学生姜高琦则奉献了年轻的生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怀宁人喜见革命的曙光。柯庆施来安庆建党，1923年于万安局成立

第一个支部。在党的领导下，“工运”、“农运”、。学运”别开局面，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而反

动派并未放下武器，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执委书记杨兆成，惨死在军阀陈调元的屠刀之下．这

怀宁之精英，成为全省为革命捐躯的第一位共产党员．蒋介石离宜赴沪，旋即发动震惊中外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五大”中央委员、陈独秀之子延年、乔年兄弟，亦先后壮烈牺牲。

大革命失败，怀宁复陷入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之下．

党的“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927年10月，中共怀宁临委在安

庆成立，王步文首任书记。按“八·七”会议精神，县临委作出“组织工农夺取敌人武器，开展游

击战争，创造农村根据地”的决定。1928年5月，临委改为中共怀宁中心县委，工作重心又转向

广大农村，领导安庆、桐城、潜山、太湖、庐江党组织，投入新的战斗。在海口洲出版《新生活》，向

党员和工农群众宣传党的方针。安庆造币厂工人操球，革命低潮入党．1928年春，在家乡高河

埠，秘密发展25位农民入党，建立高河区委。同时组建高河“农协”，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打倒土

豪劣绅，开展抗租抗债斗争．1930年春荒，操球领导“高河暴动”，为怀宁农民武装斗争树立了

光辉典范。

芦沟桥事变，日寇疯狂侵华。1938年6月12日安庆失守，17日石牌沦陷．翌年春，中共怀

宁区委成立，查化群任书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党组织地方抗日武装，联合“九游”和

国民党176师，5月首袭安庆城，抗日声威大震。徐维益、徐维兴兄弟，举菜刀砍杀轮奸妇女3

日寇，沉尸石门湖。洪镇陈季狗、陈来狗，趁为日军做饭，药杀敌人1个班．在民族抗战怒涛激

励下，国民党军176师526团，于四棵松至黄泥墩一线，与来犯日军激战3日，歼敌4百余名，

击落敌机1架，使其不敢西顾。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党坚持独立自主的

抗日战争。1944年2月派王进臣、姚奎甲到百子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首先处决当地汉

奸、特务，并在余家岭石壁凿刻“杀尽汉奸”4个大字，鼓舞人民斗志。根据地发展迅速，抗日游

击队扩大到150多人；长短枪120多枝；同时，发展党员180多人；并为大江南北革命主力，开

辟了一条秘密交通线。怀宁党和人民，为守土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一五”日本投降，安庆收复。怀宁县政府由石牌迁回安庆。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李品

仙，派接收团来安庆抢夺胜利果实。调48军所部挤占安庆各县，青年军202师进驻安庆城区·

迅速完成内战部署。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怀宁人民，面对反动派的汹汹气势，坚

持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党在怀宁中学、怀宁简师建立“读书会”、“同乡会”、“法律学会”和“菱

湖学社”，以群众组织掩护革命活动，组织学生、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多次掀起反内战、反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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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革命威风。

为支援渡江战役，1949年2月，中共怀宁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桐城成立。何杰之任书记兼

县长。3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解放怀宁农村。从集贤关、海口洲、广济圩三面包

围安庆。同日，县委、县政府在安庆北郊总铺，颁发第一号布告，宣告怀宁解放，号召人民安居乐

业，积极支援大军渡江。4月初，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率员进驻洪镇，亲临前线指挥渡江作战。

21日，十一军和十六军，从怀宁鸭儿沟、五股头和望江沟口强渡长江，胜利突破长江天堑。翌

日，十军向安庆发起总攻，守敌午夜弃城溃逃。23日凌晨，安庆宣告解放。

怀宁人民，为支援渡江和解放安庆，筹粮4．59万担，银洋1．52万元，军鞋1．01万双和大

批木料、方板、布匹；动员船泊1033艘，水手2146人，担架队1．69万人；抢修公路57．5公里，

桥63座，参加运输、开河民工10万余人。回民船工马吉荣、丁宪良光荣牺牲，五兵团司令部、政

治部特授予“伊斯兰英雄”锦旗，以表彰支前功绩。

“三座大山”既倒，人民作主当家。怀宁大地阳光普照，怀宁人民志壮情豪。在党和人民政

府领导下，开展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进行农业、手

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在农业生产增产运动中，龙泉乡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怀宁的社会主义农业，以水稻改双

季、旱地改水田、低产改高产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改革，收到了很大的增产效果，1957年粮食总

产量，是1949年的2．4倍，农业总产值增长124％。同时，治旱除涝，大兴农田水利，挑堤筑坝，

广修当家塘。1 958年一鼓作气新建水库76座。继之，渠站机电配套，扩大灌排效益。先后动员

民工10万人，进行皖河下游治理、皖水中游改道，提高防洪排涝能力。全县旱涝保收面积达

70％以上。
’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给县内人民生产、生活造成

严重困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民族传统遭到破坏。怀宁人跟着党，积极进行政治上拨乱反

正，经济上整顿调整，走上新的征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重重束缚

一朝尽解，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科学种田热潮。以扩种杂交稻为主的新技术

全面推广，粮食产量又上新台阶。1984年产粮4．95亿公斤，为1949年的4．3倍。晚杂超过20

万亩，亩均330多公斤，晚稻超早稻的梦想终成现实j收购粮超过1亿公斤，商品率33．8％。农

民摆脱了“买粮难”的困境，又遇上了“卖粮难”的“苦恼”。 一

粮食增，百业兴，多种经营蓬勃发展。消灭荒山的同时，近山经果林、圩畈用材林悄然兴起。

以名传中外的“望春花”为县花，四季常青的“香樟树”为县树，在全县城乡广为种植。以猪禽为

主的农家牧业则不断壮大，养猪达40万头。渔业从天然捕捞为主，转向人工繁殖放养为主，并

开创了螃蟹、甲鱼等特种水产养殖。家庭“五小”(园、场、塘、坊、圃)灿若群星。庭院经济收入一

般占农家收入4至5成，成为农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农业，百业兴旺，生机勃勃。和1978年比，1985年的产值增长58．8％。

其中：种植业增45．1％，林业增2．5倍，牧业增68．7％，渔业增5．2倍，副业增2．7倍。多种经

营的比重从26．7％上升到38．7％，农民净收人人均306元，比1978年增长2．7倍。杂交稻的

推广，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圩畈区植树造林，均为全省先进，以现场会的
·3。



怀宁县志

式传播了怀宁的经验。 ’

农民温饱，心思致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涌来，智士能人率先奋进，乡镇企业异军突

。从本地资源着手，乡办村办为骨干，内联外引，很快形成规模。兴办了万吨级水泥厂54个，

门轮窑46座，建筑安装公司52家。建材建筑是龙头，采矿挖煤、服装纺织、化工电子、罐头

料、制药造纸、石雕工艺、竹编草编、印刷运输、农产品加工等相继发展。工、商、建、运、服行业

全。乡镇企业产值曾为全省县级之冠，有“北有怀宁，南有当涂”之誉。1985年总产值(按1980

不变价)19903万元，比10年前增长11．5倍。实现利润656．25万元。入库税金426．53万

，占财政收入31．1％。从业8．75万人，占农村劳力30．8％。工资总额2012．69万元，农村人

平均31元。乡镇企业为农业投入资金累计达3305万元。充分显示以工补农的优越性。

石牌本非县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之初，仅39个手工作坊，产值189万元。在历史

程中，几经兴废，曲折前进。1985年工业产值6853万元，比改革前增长1．7倍。有采矿、机

、硫酸、磷肥、水泥、棉织、食品、大理石、铜版纸和农产品加工，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30多个

品，由于加强管理，效益逐年提高。

商业改革，搞活流通，市场繁荣。1985年，社会收购总额6136万元，销售11092万元，比

78年分别增长67．8％和87％，购销两旺。同时，增加零售网点，发展集市贸易，提倡个体运

，货畅其流。建成集市41处，成交额逐年上升。石牌农贸市场，日上市商品15大类，上万个

种，曾评为全国先进。个体运销约两万来人，足迹几遍全国。1985年，外贸产值137万元，是

革前的36倍，创汇折合人民币187万元。

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加。1985年总收入1370万元，比1978年增64．7％。对农业的投入

断增加。银行贷款余额10962万元，是1978年的3．1倍。

社会财力的壮大，加速了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建成110千伏变电所1处，35千伏

电站8座，总容量47070千伏安。架设输电线983．8公里。1985年由华东电网供电2506万

，为10年前的42倍。县内生产原煤1z．60万吨，比1978年增长67．7％。建成一级油路1条，

级油路3条，三级以下砂石路11条，公路总长337公里。内河航道43公里，外江航道22．5

里，水陆畅通。邮路总长1575公里。已办学校458所，从幼儿园到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形

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在校学生12．49万人，约占总人口六分之一。恢复高考以来，九年向

国高等院校输送新生3298人，加上中专、技校计4719人。录取率列全省先进。从根本上改

了缺医少药状况，县区乡均有医院，基层单位有医务室。54个专业医疗机构，有病床1194

。计划生育成绩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1‰左右，一孩率达到60％。文化程度在不

提高。1982年，每万人中，大学生由1964年7人上升到13人，高中由79人上升到249人，初

由361人上升到1150人。1985年文教事业费854万元，占县财政支出48．2％，而教育经费

则占总支出的1／3以上。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普法教育步步深人，社会治安逐年好转。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前进。

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23092万元(1980年不变价)，比1978年增长1．05倍，人均338

元，提前实现党中央第一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吃穿烧住用都有显著变化。居民储

蓄余额2946万元，其中农民存款1923万元，分别增长8．3倍和10．7倍。综观全县，部分人已

进入小康，多数人解决温饱，还有少数村户，经济发展缓慢，需继续大力扶持。怀宁人正意气风

’发，竞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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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史是光荣的过去，成绩是发展的基础。未来发展经济的优势何在?分析县情，可数有五：

地理、资源、人才、人文和信息。善于发展优势，则能以长补短，稳操胜券。

从发展经济，看地理优势。怀宁在安庆北郊，南有长江“黄金水道”，东有石门湖航道出江。

合(肥)安(庆)、高(河)界(子墩)、月(山)北(门坦)公路干线纵横其问。合(肥)九(江)铁路穿县

境31．5公里。皖河疏浚可使石牌安庆常年通航。大龙山下的安庆机场，从空中联通四面八方。

水陆空交通便利，城镇乡紧密相联。从安庆到高河，工业走廊规模初具。皖河两岸，大可建城郊

鱼菜之乡。滨江大埠安庆，曾是现代工业发端之地。得天独厚，怀宁社会主义建设当领风骚。

从深化利用，看资源优势。县境矿种多，储量大，深化利用后劲足，尤以非金属矿七彩纷呈。

水泥石灰石，几乎遍布全县。普通水泥年产量已达60万吨，但须进行规范化生产，以稳定质量，

保证标号。针对建筑档次不断提高，应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增加水泥品种，以广开销路。重晶石

能烧制高密度建筑材料，可代铝板，用于科学研究和原子能工业。大理石储量近4亿立方米，36

个品种，板材工艺加工，会有更大的发展。硅灰石国际市场紧俏，可扩大出口批量。白云石、天

然水磨石、玻璃石英石应扩大开采规模，轻质碳酸钙、无水氯化钙、建筑材料和彩包喷沙，应向

多品种、高档次发展。耐火材料硅灰石、白水泥石灰石、花岗石、石绵、石膏、石墨均有待开探利

用。矿泉通过普查选样，经省地矿局化验鉴定，有3处符合饮用矿泉标准，唯月山1处在批量生

产。非金属矿的深化利用，投资少，能耗小，外贸换汇成本低，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原煤开采，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石煤和泥炭储量颇丰，亦是重要的生财之道。金属矿

以铜为主，由铜陵、安庆两市以国家投资开采，也该成为一项地方优势，掘铁采金，还有待形成

规模。铝锌钨钼银钴钾和硫磷碘，都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特别是化学工业原料，就地取材，发展

化工，大有作为。

光热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较高，这是发展经济的基础。优质米基地县的建设，又向农业

现代化迈进一步。“海螺望春花”列入国家“星火计划”，将大放异彩。新长洲的意大利杨树，已

成为联合国的实验项目。广植薪材花果，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子孙，本是长期任务。可养殖水面

10万余亩，应完善承包，科学养殖，尽快提高产量。同时，积极扩大优质鱼类比重，发展特种水

产养殖。螃蟹、河鳗、甲鱼日益稀缺，人工养殖，既可创造社会财富，又有利于保护野生资源。发

展家庭“五小”经济，能充分使用剩余劳力，且点多面广，本微利厚，可作大块文章。现代的农业，

当是精细耕作的传统和先进的科技成果相结合，向生态、立体和高效发展。

从科技兴业，看人才优势。怀宁广有科技人才。传统的能工巧匠，技精人众。尤以建筑行

业，蓬勃兴起!熟练工人在两万以上。安庆的高楼，江南的石桥和园林工艺，多为怀宁工匠创作。

桐城文庙石刻，则出自石镜艺人之手。乡镇企业的突起，造就出～大批技术行家和管理人才，将

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叱咤风云。在商品大潮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流通能手，走南闯北，运济有

无，既传布信息，又汇聚财富，为发展家乡经济将起重要作用。国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

技术培训、tl学成才和实践锻炼的各业人才，已在数千之众，且门类广阔，层次威备。无论从空

间和时间看，这些人才，都是一批珍贵的财富，蕴藏着巨大的科技潜力，是科技兴县的灿烂希

望。

从广联远引，采人文优势。怀宁踞长江中下游之问，长期为一方政治经济之要冲，地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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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文彩风流。《孔雀东南飞》千年传诵，太平天国遗迹万人景仰。既为京剧之源流，又是黄梅戏

故乡。“铁砚山房”情系海内外，杨月楼演艺世代之楷模。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开天辟地，邓稼先

主核科研成“两弹”元勋。怀宁之荣光，国家之瑰宝，国际之向往。剧作大师曹禺，戏曲名家马彦

祥，曾来戏剧之乡朝圣。美利坚近代汉史学家不远万里，专程求谒陈独秀之墓。

人文优势，既是繁荣地方文化之基础，又为发展经济桥梁。怀宁有海外游子上千，乡情切

切；在东南亚有侨资万亿，有向国内发展之用心。怀宁占地理、资源之雄，若以精心运筹，发挥人

文优势，深化改革开放，则加快现代化进程-定在意料之中。

从放眼未来，采信息优势。无论是现在和将来，经济技术信息都是一项重要资源。怀宁在

全国各类大专院校和中专的毕业生几近万人，从国家各级和全省各种岗位，接触大量经济技术

信息，上有计划指导，下有市场动态，十分宝贵。收集、整理、筛选，传播这些经济技术信息，是个

大的系统工程，但这宗投入，定会给发展怀宁的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效益。

多种优势具备，经济腾飞指日。怀宁精粹群星在天，《概述》之篇岂可尽列。一时一事之见，

意在引人遐思；万家万众之志，方成辉煌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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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东晋

义熙年间(405～418年)

安帝司马德宗于汉皖县故地置晋熙郡，改置怀宁县，又分置新冶县(今望

分怀宁县立太湖左县．

南北朝

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年)

宝志和尚在渌水乡建石山寺。

侯景在皖口(今山口镇)屯兵。

南朝梁天监四年(505年)

南朝梁太清元年(547年)

北朝齐天宝六年(555年)

二月，北齐夺取南梁晋熙郡，改名江州．

南朝陈永定三年(559年)

临川王陈茜在南皖口(今山口镇)置城栅，以钱道戢驻守．

· 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年)

四月，陈吴明彻率兵攻北齐，夺取江北数郡，县乃归属于陈。

南朝陈太建十一年(579年)

北周夺取陈江北地，县归属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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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开皇二十年(600年)

--yJ，行军总管张衡率步骑兵5万人镇压熙州(州治怀宁县城)李英林义兵，义兵败。

大业三年(607年)

改熙州置同安郡，郡治怀宁县城。

义宁元年(617年) 。

殷恭邃据同安郡。．唐武德五年(622年)降唐。

唐

武德四年(621年)

改同安郡为舒州，州治怀宁县城。

武德五年(622年)

析怀宁县置皖城、安乐、梅城、皖阳4县。武德七年废，仍为怀宁县。

天宝元年(742年)

改舒州为同安郡。

至德二年(757年)

改同安郡为盛唐郡，仍治怀宁县城。

乾元元年(．758年)

改盛唐郡为舒州，州治依旧。

上元元年(760年)

江淮都统反唐，攻占舒州。

宝应元年(762年)

舒人杨昭反唐，杀死舒州刺史刘秋子。

大历三年(768年)

陈庄破舒州，代理舒州刺史张万福统率淮南诸气：．对所谓“盗贼”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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