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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日

皖河西来，大江东去，不知其几千年也；天柱壮耸，九华南立，又不知其几千年也。然傲立于

两水汇处、秀卧于二山之间的古城安庆，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1世纪的

母系氏族。漫漫7000年的历史长河，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父辈子孙，也孕育了淳厚多姿的古城文

化。漫步古老城区，不论是浑穆端朴的谯楼，还是波光潋滟的菱湖公园，都似一位鹤发童颜的老

者，向今人讲述着一段段灿烂辉煌的历史。

大观境内古有大观亭，登临望华楼，则有“山雄遥控北，水阔直吞角”的雄浑气势。清人沈复

的《浮生六记》中对此曾有一番精彩描述：“面临南湖，背依潜山，亭在山脊，远眺颇畅。旁有深

廓，北窗洞开，时霜叶初红，斓如桃花。”今大观区便由此亭而名之。

溶溶大观，乃古城安庆始源之地，风物灵光，为之称道。在这里，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记下

了农民起义将士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第一艘蒸气船的拔锚启航，开创了近代工业革命的先

河；受孙中山称赞的柏文蔚安庆焚烟，表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反帝反封建的坚强决心；陈

独秀的早期求学和革命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

验。

欣逢盛世，改革大潮滚滚而来。古城安庆已成为沿江改革开放重点城市之一，大观更以其

钟毓灵秀之气，得浩然“大法”之先，蒸蒸日上。大观经济现有工、商、建、运四大行业，企业800

多家，产品有针纺织品、建筑材料、矿山机械、车辆配件、塑料皮革、服装鞋帽等数百种。大观人

将立足现有基础，发挥各种优势，强化内联外拓，加快经济振兴。

洋洋大观，交通电讯四通八达。有两条国道穿境而过，铁路、民航联网，更有舟楫之利的长

江黄金水道，上游可达赣、鄂、湘、JII，下游可抵苏、浙、沪及东南沿海，且深水贴岸，水深流缓，外

运可直达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可谓难得天然良港。万门程控电话直拨世界各地，信息传递

手段先进，具有现代特色。

悠悠大观，源远流长。编此志书，虽难为时代长卷，却可作为历史真实纪录，为后人提供借

鉴，从而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凡 例

一、《安庆市大观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为一体，实事求是地记叙全区的历史和

现状，力求创修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二、本志上限不立，因事而异，力求上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95年。力求立足当代，侧

重近代，详今略古，统合古今。

三、本志以1995年行政区划为区域记叙范围。在此之前，凡隶属关系变更的，一般只以当

时区划为准，限记其在境期间。

四、本志采用条目结构，述、记、志、传、录、表、图、照片诸体并用，以志为主，表随文插入。志

体横排纵叙，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志目横排，志目下类目、条目、子目等层次也力求横排。

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为基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划分门类，按建置区划、自然、城建、经

济、政治、武装、文化、社会等顺序划分志目，平列设置。全志志目共设34个，与概述、大事记、人

物、附录等平置。

五、本志采用记叙文体，以叙述、说嘎手法为主，在述体和志体的文物名胜中适当运用议论

和描写。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均系长期在大观区内活动，且有重大影响者，不

为籍属所限，入表烈士仅限本籍，均按卒年先后顺序排列；入表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均系区内

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各主管部门、群众团体命名授奖者，不为籍属所限，按命名授奖时间先后

顺序排列。

七、本志纪年：1949年起采用公元纪年，在此之前先后采用王朝和民国纪年，后均括注公

元纪年。自然灾害中的灾情简析和人物的生卒年月采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政区、地名和机构名力求使用全称、当时称。使用简称时，遵守当时的“约定俗成”，

不作新调整；根据需要，个别当时称后括注今称。

九、本志币制采用当时通用单位，1955年3月1日前的人民币如不标注均已按新币制折

算。有关国民经济的产值、利税等数据值除标注按某年不变价计算外，余皆当年价。海拔高程

均使用吴淞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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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大观区是安庆市古老城区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水光山色，绚丽

多姿；景观荟萃，美不胜收。古往今来是安庆市的商贸中心，现为安庆市石油化工、轻纺工业、经

济开发的重要基地。

大观区地处安庆市城区西半部，南濒长江，东沿龙山路、菱湖南路、湖心路与迎江区毗邻，

西至新河口同怀宁县接壤，北抵肖坑、五里墩和郊区连接，总面积儿．30平方公里。

大观区地处中纬度地带和北亚热带南缘，属北亚热带沿江湿润区，气候湿润，季节变化明

显。全区位于龙眠山脉和皖山山脉的交错地带，丘陵起伏，凹凸不平。古称盛唐山，自迎江区的

登云坡由东向西，绵延回环于境内新义街、黄甲山、枸杞山、龙门口一带。西汉元封五年(前

106)，汉武帝刘彻南巡，曾在此处作盛唐之歌。由于傍依长江，这里逐步形成了盛唐湾古渡口。

据民国年间《怀宁县志》载，市区西部在宋、元时期尚有广照山、万松山，遗迹今已不存。在德宽

路以西、以北，旧有马山、狮子山，树木葱郁，水秀山明，解放后，由于开拓市区，兴建公房，已大

部分夷平。

安庆市区由于地势崎岖，夙有“九头十三坡”之谚，在大观区内有“五头七坡”。东北面系沼

泽地带，由于周围水道潴汇，形成大湖水面。湖心路将大湖分割两半，大观区部分称菱湖，迎江

区部分称莲湖(今仍属大观区湖滨实业总公司管理)。与怀宁县接壤的新河口，上游汇集皖河及

石门湖诸水，由此流入长江。

大观区以境内古迹名胜大观亭而得名。最早的城西区仅指安徽省会警察署(包括两个分

区)管辖的范围。民国34年(1945)至解放前夕，则以怀宁县大观镇所辖而言。1951年民主建政

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几经区划调整，几度称谓更名，辖区范围不断扩大，城区职能也不断

完善，现已形成以玉琳路、龙山路、集贤路、德宽路、沿江西路、纺织南路、市府路等为主要交通

干道和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的城区布局。全区现有8个街道办事处、57个居民委员会，人口17

万。昔日的一座座古老民宅、一条条街巷小路和明清时期徽派特色的建筑物虽然依稀可见，但

在老城改造中，已经或正在被高层楼群和宽阔路面所替代。安庆石化总厂、安庆纺织厂，安庆市

变压器总厂等一大批中央和省、市大中型骨干企业在此兴建。全市唯一的高等学府安庆师范学

院及享有盛名的安庆一中、安庆商校、安徽黄梅戏学校等均在境内。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合

九铁路安庆站也坐落在辖区内。318、206国道穿境而过，形成铁路、公路、水路等多层次的交通

运输网络。正在动工兴建的皖河公路大桥直接沿伸到境内沿江路，使大观区成为下连苏浙沪，

上通赣鄂湘的交通枢纽。

大观区是安庆市的始源之地，具有“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特殊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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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境内凤凰山、菱湖公园一带是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的战场，那里洒下了

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曾国藩于境内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内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

一艘机动船，在中华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北伐战争期

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曾在这里读书求学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姜高琦、周肇基

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在此为国捐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地方组织在此活动频繁，和日本侵略军、

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共青团怀宁县委书记俞昌准等革命烈

士由于叛徒出卖，在这里从容就义，壮烈牺牲。解放战争中，特别在解放前夕，大观儿女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为配合第二野战军3兵团lO军29师围城渡江作出了巨大贡献。解放初期，在

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围绕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

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1953至

1956年，通过学习和宣传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区基本实现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改造，初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

期。1957年后，经历了“大跃进”、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挫伤了一些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影响

了经济的发展。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观区同全国各地一样遭到空前的浩

劫，民主和法制受到践踏，党政机关一度陷入瘫痪，区街经济停滞不前，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

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观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错假案，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的

队伍建设，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为大观区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此期间，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

的进一步完善，相继建立了区人大常委会和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86至1995年，全区人民

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乔石、朱镕基、姚依林和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回良玉、省人

大主任孟富林等亲临辖区视察；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均作过多次报道。

为了加强横向联系，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大观区先后与上海市黄浦区、九江市浔阳区、南京市鼓

楼区和大厂区、芜湖市镜湖区、四平市铁山区、景德镇市珠山区、合肥市西市区等建立了友好关

系，为实现区街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解放初期到1976年，大观区区街经济几遭挫折，长期处在生产自救的水平上。1978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区街经济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区委，区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

社会工作为重点，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指导思想；坚持以工业为龙头，工贸并举，以贸促工的

发展战略；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思路；坚持准主办准管理、谁受益的发展原则；坚

持不断改革、自求繁荣的发展方向，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改革开放和发展区街经济的政策措

施，使得区街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城区面貌和人民生

活随之发生深刻可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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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区区属经济现有工、商、建、运四大行业，共有国有、集体和民营经济企业800多家。其

中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50家，主要产品有车辆配件、油毡、弹簧、棉布、色织布、针织服装、炭

衬、电脑商标、工艺画框、喷塑钢门窗等；国有和集体商业服务企业350多家，主要经营针纺织

品、糖烟酒、燃料化工、五金器材、通用机械、家用电器等。1995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3．35亿

元，其中工业产值8125万元，销售额4300万元，利税130万元；商业销售额2．54亿元，上缴税

金182．18万元。区街经济得到多层次发展，形成区、街道、居委会三轮驱动的新格局。合伙企

业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成为区街经济一支新生力量。新办合伙企业400余家，实现营业额

1亿元，创利税200万元。合资企业2家，直接引进外资22万美元，引进国内资金40多万元。

城市金融、房地产、娱乐服务等行业也发展较快。全区职工人均年收入3600元，温饱问题得到

解决。

自80年代初期开始，通过对玉琳路的规划改造，布局调整，政策引导，使之逐步发展成为

皖西南最大的纺织品专业批发市场，在省内外享有较高声誉。1992年，又筹集巨资在玉琳路黄

金地段兴建大观商城。至1995年底，一座商贾云集、货畅其流、特色鲜明、功能齐全、效益显著

的集贸市场拔地而起，同闻名遐迩的“玉琳布市”并驾齐驱。

区委、区政府把科技兴区、科技兴企摆在重要位置来抓。区街工业由过去的手工作坊向机

械化生产发展，技术装备、技术力量不断提高。企业通过积极开展“一厂一新”活动，采用先进技

术，开发出的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产品比例不断增大。SBS改性沥青油毡获安徽省新产品奖；喷

塑钢门窗列为省级星火计划；煤炭部定点的节能产品液力偶合器被列为安庆市“三高”产品；

1993年引用西德商标织机和杭州大学设计制造的电脑制版系统，中西合璧，生产出织机商标，

填补了省内空白；1994年又引用台湾工艺画框生产线，产品销售欧美地区，首次实现直接出口

创汇。全区现有3家民办科研机构和2家信息咨询公司，通过发展民营科技企业，广泛吸引人

才，努力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为企业提供科技信息、投资信息、金融信息以及国际信息等

方面的咨询服务，促进了工贸一体化产业的发展。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大观区城区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区委、区政府

全面实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狠抓“硬件”、“软件”建设，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1995年全区9所小学“两基”达标工作一举通过省级验收。学龄儿童入学率、普及率和毕业

率、巩固率均为100％。残疾人特殊教育走出了一条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机结合

的新路，被国家教委、残联和民政部命名为全国残疾人特殊教育先进区。

文化工作坚持“双百”方针和“两为”方向，广泛开展体现时代精神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

文化馆站的自身建设和文化阵地建设，发展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区委宣传部门开

展以弘扬主旋律为中心内容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普法

教育顺利实现了两个五年规划，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增强，学法、守法、执法、护法的自觉性

大大提高。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开展“扫黄”、“打非”和其它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

种犯罪活动，全区呈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卫生工作进一步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以防病除害、普及健康教育为主的群众

性爱国卫生运动。逐步完善医院内部改革配套措施，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深入开展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全面治理脏乱差，认真抓好环境卫生管理。

辖区绿化面积进一步扩大，绿化质量有所提高，涌现出一大批花园式单位和绿化先进集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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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区委五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的要求，由区人民政府制

定的经过区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安庆市大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

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对于推进全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更加崭新的姿态跨

入21世纪，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今后15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党的“抓住机遇、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发展步伐不动

摇；坚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工作为基础。

围绕中心抓基础，抓好基础促中心，全力实施科技兴区、三产富区、龙头带动、外向带动四大发

展战略，把大观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整洁有序、文明富裕的新城区，为下个世纪中

叶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今后15年，大观区发展速度将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到2000年，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职工人均年收入在1995年基础上翻一番；到2010年，在

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相应发展，人民生活更加

富裕。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

路线指引下，在中央和省、市、区委的领导下，大观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一定能够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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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西汉元封五年(前106)

汉武帝刘彻南巡，从浔阳浮江，近枞阳，登盛唐山(今登云坡一带)。

隋开皇二十年(600)

禅宗三祖在菩提庵修度10余年后隐迹山谷寺(今潜山三祖寺)，菩提庵因之改名三祖寺。

北宋熙宁八年(1075)

在舒州怀宁县(今同安桥)设同安监，铸制铜币。

南宋嘉定十年(1217)

四月，安庆知府黄干在盛唐湾宜城渡北面建城(此为安庆建城之始)，并将府治自怀宁(今

潜山)迁此。

南宋景定元年(1260)

、三月，沿江制置大使马光祖复筑安庆城。安庆府治外迁25年后再度还治，怀宁县治也自皖

口(今怀宁山口镇)迁入。

元至正十八年(1358)

正月初七，天完红巾军陈友谅、赵普胜等率军攻占安庆，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自刎身亡，安

庆路总管韩建被执。

明洪武元年(1368)

在盛唐门外建税课司，并于正观门外建递运所。

明正统十一年(1446)

兴建明伦堂。

明嘉靖四年(1525)

安庆知府陆钶主持兴建大观亭。

清顺治四年(1647) 、

夏，大水，大灾荒，米价飞涨，邻近农村灾民云集安庆城。安庆府、怀宁县在太平寺设粥厂，

施粥赈济，一些市民也纷纷出钱助赈。

清顺治九年(1652)

操江巡抚李日艽捐银在安庆府学旧魁星楼址创建培原书院。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在四顾墩以南、沙漠洲以北开挖新河。该河东下大新桥，导皖水入江。后于乾隆年问疏复

故道，在新河上口筑坝以止皖水，新河遂成为石门湖的出水口。

清咸丰三年(1853)

八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驻守安庆，筑楼设防，并在大新桥设关征税。

清咸丰十一年(1861)
‘

5月5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军与湘军激战于菱湖一带。

·5。



安庆市大观区志

9月5日，湘军炸塌西北门城墙，攻陷安庆。太平军2万余将士牺牲，陈玉成退出集贤关

外。

12月，曾国藩在南庄岭创立内军械所，以手工生产为主，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武器弹

药。次年徐寿、华蘅芳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轮船。

是年，曾国藩自集贤门至正观门外江岸筑外城，开金保、玉虹两座城门。

清光绪元年(1875)

创办怀宁官用电政局，通南京、北京等地。

火药局迁至马山，并在南庄岭建火药库。

清光绪二年(1876)

《中英烟台条约》开安庆为外国轮船停泊港口。

清光绪三年(1877)

彭广钟在丰备仓旧址创办凤鸣书院。

清光绪五年(1879)

10月9日，陈独秀诞生于北门内后营。

清光绪十年(1884)

重修蔡家桥双泉古井，俗称四眼井。该井泉清，历旱不涸。

清光绪十三年(1887)

创立制造局，初在金保门外，后移至鹭鸶桥，制造和修理军械。在大珠子巷口设军械局。

在地藏庵设立栖流所，收养孤老穷民。

清光绪十六年(1890)

在观音巷口建安仁医局，忠臣庙后街建永康安宁局。

清光绪二十年(1894)

巡抚沈秉成在金保门南边增筑同安门。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

7月，《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开安庆为停靠轮船和上下客货口岸。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春，陈独秀等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5月17日，陈独秀、潘赞化等与安徽高等学堂、武备学堂、桐怀公学等校学生及爱国人士

在藏书楼举行演说会，抗议沙俄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安徽爱国会。

清光绪三十年(1904)

3月31日，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暑期，该报编辑部由安庆迁芜湖。

是年，宋玉田、蔡静堂等在司下坡建立安庆商务总会。，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6月，陈独秀组织成立以反清为宗旨的岳王会，陈独秀任会长。次年夏，岳王会总部决议全

体(除陈独秀)加入同盟会。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7月6 Et，徐锡麟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枪杀巡抚恩铭。后遭镇压，徐锡麟被捕牺牲。

是年，在司下坡成立安庆钱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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