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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江启新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由来已久。岳西县建于民国25年(1936年)，建县时间虽

然不长，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这一地域不乏出类拔草的人物及足资借鉴的珍

贵史料。建国前，有识之士曾多次酝酿修志，但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终未竟修志

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岳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盛世修志一，是中华民族历

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为了真实反映50年来的巨大变化，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的

指示，于1982年9月做出了修志决定，成立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几

年来，由于全县各级各部门大力支持，积极提供各种资料；全体编写人员辛勤耕

耘，精心著述；上级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精心指导，终于使我县第一部志书出版

问世，这是岳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部，是全国著名的鄂豫皖革命老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王步文烈士的故乡。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岳西

人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牺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

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各行各业取得了辉煌成

就。但由于“左’’的错误干扰和影响，在山区生产和发展指导方针上，也出现过一些

偏差。政策上的失误，加上环境上的闭塞，以致岳西成为全国重点贫困县之一。

要振兴岳西，就必须了解岳西县情。“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力。《岳西县志》以翔实、系统的资料，比较全面准确地记述了岳西自然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记载了岳西革命与建设的光辉成就、曲折历程和经验教训，是一部具

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县情书。它将使全县人民对既往的艰辛开拓得到比较全面的了

解；它将有助于广大干群掌握本地情况，以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加快脱贫步伐；它

将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使人鉴往开来，不仅有益当代，而且惠及子孙。这是我们的

期望，也是编写《岳西县志》的目的。

值此第一部《岳西县志》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岳西县委、岳西县人民政府，向

为《岳西县志》的编纂和出版付出了心血的各位领导、有关部门及全体编纂人员，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I

一九九。年五月
●

注：作者时任中共岳西县委书记、岳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汪泽和

我县终于有了第一部“辅治之

书’’。此书编纂过程中，我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批读者和参与商讨人之一，读后印

象颇深，获益匪浅。“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清人龚自珍的话，于此尤觉可信。

《岳西县志》以较完整的结构和丰富的内容，展示了岳西这个革命老区可歌可

泣的光荣历史。它真实地再现了老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斗争史，详细地记叙

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教训；它从一个地区告诉人们：

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重道远。它是我们大力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社会主

义”的新风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一代新人的生动教材，它是

老区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一切热爱岳西、有志于改变岳西面貌的干部和群众，都

必将珍视它，并从中汲取营养。

几十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上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无愧于历

史的业绩，也有过使人痛心的失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很大程度上的闪失就在于

对县情的不够透彻了解。历史这面镜子告诉我们：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

规律，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决策。决策是以

研究为前提的，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岳西县志》就是一个浓缩的资料库，其

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各方面资料，经过认真考证和反

复核实，熔知识性、权威性于一炉，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可以说是一部“小百

科全书"。在今后的工作中，无论是制定全县的大政方针，还是拟订一行一业的规

划，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找出决策依据。

在《岳西县志》出版之际，编者嘱写序文，我即欣然命笔。但与其说是作序，倒

不如说是谈点初读志稿的感想，并借此机会，代表县委、县政府向编者和出版者表

示由衷的谢意!

一九九四年五月

注：作者时任中共岳西县委书记、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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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I

古代知县交接有两件事，一是交大印，二是交县志。大印是权力的象征，而县

志是辅治之书，尤受新任者的重视。清人编著的《吏治悬镜》一书就曾记载，新知县

走马上任要奉行二十三项“莅位初规’’，其中第三项就是“览志书”。

岳西建县时间不长，原无县志。新编县志起步较早，经过前几任领导的精心组

织和编者的辛勤笔耕，1989年就完稿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志稿未及时付印，所

以在我到任之际，县志还在筹备出版之中。。为掌握岳西县情，我调阅了县志稿。其

内容之广博，体例之完备，文字之严谨，都是令人十分满意的。翻开这一页页生动

j 的历史画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地理、风俗民情⋯⋯方方面面，应有尽

有，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岳西形象。

岳西是革命老区县。1924年境内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伴随着我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步伐，岳西人民用鲜血写下了红色的篇章。我为岳西有这样为国史增

．辉的光荣历史感到自豪。《岳西县志》将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乡土教材。

，岳西是山区县。广阔的山场蕴藏着丰富的物产资源。志稿中大量的历史信息

告诉我们，山场是我们发展经济的主战场。从山场走向市场，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

势，带动各产业腾飞，这将是岳西经济发展、人民迈向小康社会的潜力之所在，出

岳西是贫困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历届县委、县政府坚持不懈的努

力，经过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而与发展快的

县相比，岳西还是全国重点贫困县之一。这无疑加重了我们所肩负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带领岳西人民脱贫致富，是摆在全县各级党政组织面前一个特别重大而又

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深信，有党中央的好政策，有省市组织上的关怀，有岳西

四十万人民的共同努力，前途是光明的。

读过《岳西县志》稿，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编史修志工作的认识。不了解一方之

《志》，安为一方之政?我衷心感谢前几任领导重视修志工作，成就了岳西有史以来的首

部志稿。我们有责任而且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出版发行好《岳西县志》，以飨更多的读

者，让更多的人了解岳西，支持岳西，为岳西的两个文明建设献计出力。

一九九四年八月

注：作者时任岳西县人民政府县长、岳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凡例

一，宗旨：《岳西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客观记述岳西古今各个方面情况，为了解县情、

建设岳西提供科学依据和地方教材。

二、断限：本志上起建县的民国25年(1936年)，下讫1985年，部分内容因事上溯和下

延。

三、体例：本志为章节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大事记分置编年体的大事

年表和纪事本末体的大事纪略；各专志按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实际平列

35章176节，节下条目式排列；图、表分章编号，随文附排；重要文献资料辑为

附录。

四、资料：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地、县档案馆，县直有关单位提供的专业志稿、党史资

料、统计资料以及本室社会调查征集的资料，除少量引文外，志中一般不注明

资料出处。

五、人物：生不立传，本籍为主，着重于有社会影响的人物，按卒年时序分类编排；烈士名

录分乡编排。 ～～～ 一、

六、简称：为节省篇幅，较长的词句除标题和第一次出现的外，本志通常采用简称，如“建

国前”、“建国后”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县委”或“中共岳西县

委”指中国共产党岳西县委员会；“县府”指民国时期的岳西县政府；“县政府”

指建国后岳西县人民政府；各部、委、办、局、区、乡机构名称、历次政治运动中

出现的名词，均相应采用约定俗成的简称。

七、数字：本志执行1987年2月1日试行的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制定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夏历和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同时用阿拉伯数字夹注公历纪

年。用于表示起讫或对比意义的。以上”、。以下”、“前”、“以前”、。后”、“以后”．

均含基数。 ．。

一7八、计量：本志使用国际单位制，用旧计量单位时，一般进行换算或夹注国际计量单位；

距离使用1985年交通里程。

九、价格：志中产值统计除注明者外，1949年至1970年以1957年不变价格计；1971年

至1979年以1970年不变价格计；1980年至1985年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

十、地名：本志使用地名和区、乡(公社)、村(大队)行政区划名称时，一般按当时称谓书

写，使用旧地名时夹注新地名。

十一、交叉：本志为避免记载重复，相同的事物统而不分，确需交叉出现的条目一般将内容

移入联系密切的章节中记载，在另一章条目下注明参见章节。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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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岳西县建于民国25年(1936年)，位于大别山东南、皖西南边境，与霍山、舒城、潜山、太

湖、英山(届湖北省)等5县接壤。总面积2398平方公里。1985年末，全县设8区l镇6l乡，辖

374个村民委员会4356个村民组。总户数76445户，总人口369103人。民族有汉、回、满、壮、

侗、瑶等族和越南侨民。县城天堂镇，位于县东南部，东距安庆市117公里，北距省城合肥市

197公里。

岳西是山区。

境内冈峦起伏，千峰竞秀，万壑争流。最高处县北明山乡天鹅尖，海拔1755米；最低处县南

撞钟乡袁家渡，海拔90米。天羊山脉为县境西北屏障，青四山脉为大别山南坡小分水岭，多丛

山脉为大别山东段主分水岭，三条山脉纵横县境，构成海拔千米以上的斜“大”字形山脊，自西

北向东南倾斜下降。主分水岭多丛山脉的西北部属淮河流域淠河水系，东北、东、南部地区属长

江流域巢湖、菜子湖、皖河水系，两大流域四条水系共有十条主要河流。

岳西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凉。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四季分明。由于地形

复杂，小区域气候差异大。县城年平均气温14．46C，7月平均气温26．3。C，1月平均气温2℃。

年平均无霜期213天，降雨量1445．8毫米，日照2070．5小时。

岳西物产资源丰富。全县耕地面积23．19万亩，山场面积248万亩。因山地自然带垂直分

布所致，森林植被为北亚热带落叶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温带针叶，阔叶混交林。植物种类两

千余种，其中林木600余种，南北树种兼而有之，大别山五针松、多枝杜鹃、金钱松为独特珍贵

树种。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次为小麦、玉米、山芋、豆类。经济作物主要有茶、桑、漆树、油桐、板

栗、乌桕、猕猴桃，其中茶叶、蚕桑生产历史悠久，“岳西翠兰”属于全国名茶；产茧量居安庆地区

之首。药物干余种，盛产茯苓、天麻、厚朴、杜仲、灵芝等中药材，是全国茯苓生产基地县之一。动

物除人工饲养的外，还有大鲵、白冠长尾雉、水獭、杜鹃、猫头鹰等稀有野生动物。境内河流绝大

部分属于源头河，落差大，水能理论蕴藏量20．7万千瓦，可供开发10万千瓦以上。迄今探明的

矿产18种，矿产地51处，其中花岗岩、石英石等非金属储量丰富，品质优良。

岳西景观资源广为分布。东晋咸和年间，佛教传入，法云寺塔卓立金山。南北朝时期，禅宗

二祖慧可大师传法于司空山。唐至德二年(757年)大诗人李白慕名卜居，咏诗言怀，至今山上

仍存二祖禅刹、传衣石、无相寺山门和“太白仙踪”石刻等古迹。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

会长赵朴初曾为“司空山”、。二祖寺”题名赋诗。此外，妙道山丽景天成，明堂山气势雄伟，锁口

山别具佳趣，鹞落坪自然保护区正在筹建。久负盛名的天堂盆地，南有县城天堂镇，中有用途广

泛的汤池温泉，北有避暑胜地涓水湾，省老干部局行政处招待所、省教师疗养院坐落其间，下榻

者无不赞誉：山青水秀，气候宜人，此乃。天堂E的天堂!” ，

·1·



岳西县志

岳西是革命老区。

自占以来，境内就是农民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宋末安抚使张德兴与潜山农民义军领袖刘源

筑寨司空山，聚兵抗元。明隆庆三年(1569年)，王国祯率家丁子侄与官兵追歼倭寇于羊角尖；

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转战天堂寨，积谷造屋，斩将搴旗，大战飞旗寨。清咸丰六年至十

一年(1856--1861年)，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拥兵十数万，金戈铁马，纵横驰骋大别山⋯⋯司空

山、飞旗、桃园、白云、请水等遗留至今的古寨址，在青山绿水之间刻下古代战争虎踞龙盘的脚

印。

民国13年(1924年)，中共党员王步文在家乡天堂一带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秘密发

展党员。16年开始建立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18年9月，共青团员乇仕斌领导厂包家河农

民暴动。19年春，王效亭、陈履谦等共产党员领导了请水寨农民暴动，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四大主力之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4师，成立苏维埃政府——潜山县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胡

祥仁、蔡世钊等共产党员先后在家乡领导头陀河、黄尾河暴动，分别成立区乡苏维埃政府和赤

卫队，形成以天堂为中心的拥有15万人口1500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24年2月，高敬亭在

凉亭坳重建红28军，国民党数次霞兵压境，围追堵截，大肆“清剿”，红28军在苏区人民支持

下，以鹞落坪为中心，坚持鄂豫皖边区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取得一次又一次反“围剿”胜

利，革命红旗依然飘扬在大别山上。国民党当局深感这两省五县交界之地鞭长莫及，难以统治，

遂于25年拨划潜山、太湖、霍山、舒城四县边区设立新县治，因地处“潜岳之西”，即以岳西名

县。

岳西县诞生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民国26年7月，高敬亭、何耀榜为中共代表，在青天畈汪

氏宗祠与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共”督办代表刘刚夫举行鄂豫皖边区国共双方“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的和平谈判。

抗口J挂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民国36年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

进大别山，9月19日，解放岳两县城。紧接着中共岳西县委恢复成立，县爱国民主政府诞生，中

共皖西区委和皖西军区机关进驻汤池畈。37年春，国民政府军第25师、第48师和还乡队疯狂

反扑，国共之间展开拉锯战。中共岳西县委、县民主政府撤出县北，分成岳北、岳南两片活动；中

共皖西区委决定在太岳和岳霍英边界成立太岳、太平两县委、县政府，岳南、岳北、太岳、太平四

支力量，八方游击。民国37年12月20日，沙岭头一战将国民党军政人员驱逐出境，岳西宣告

解放。从此，结束了风雨飘摇的民国县政府对岳西的13年统治。

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岳西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全县有38720人献出宝贵的生

命。县革命烈士陵园中高高耸立着朱德题字的纪念塔，历史在这里划下巨大的惊叹号。1985

年，中共岳西县委、县政府在当年举义旗闹红军的请水寨和重建红28军的凉亭坳革命旧址上

立起不朽的丰碑。“中国红军中央独立第2师司令部”和“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重建会议”的旧

址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度风流，几多人物，在这老区的土地上，先辈的足迹永存，

先烈的精神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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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岳西是贫困地区。

民国时期，境内交通闭塞，兵燹连年，经济萧条。全县无一条公路，无一辆机动车，无一座电

站，无一家象样的工厂，仅有4所中学，179所小学，1所民众教育馆，1所卫生院；人民过着“斗

米换斤盐”、“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建县13年，山河依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岳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发展生产，努力改变贫穷

落后的面貌，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巨大发展。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048．4

万元。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实施，迅速完成农工商社会主

义改造任务，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277．9万元，比1949年增长1倍多。由于“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中的政策失误，1958年至1970年，经济发展缓慢，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徘徊在

2200万元左右，其中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经济衰退，农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

4．1％，工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1．1％；“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农业有所回升，总产

值年平均增长9．7％，而工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13．8％；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

年)，农业萎缩，总产值年平均下降1．1％，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9．7％。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1971--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2．5％，工农业总产值年平

均增长21．5％。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5610．9万元，农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63元。．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实现了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转折，工作重

点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化建设上。本县重新制定山区生产建设方针，在不放松粮食生

产的前提下，调整产业结构，改革林业政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打破自然经济和小

商品经济的封闭状态，扩大横向经济联系，促进山区资源开发利用，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

品经济优势。特别是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81--1985年)，在中共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指导下，逐步实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商企业经济承包和厂长经理负

责制等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给岳西国民经济带来了蓬勃生机。1985年，全县拥有：

公路32条，总里程525公里；各种机动车辆831辆；山川通大道，汽车云中跑，形成49乡

通车的公路网。

中型水库1座，小水库67座；高峡出平湖，银河落人间，中、小型水力发电站150座，年发

电量3872万千瓦时。

． 冶金、机械、电力、纺织、化工、建材、森工、食品、酿酒、缝纫、皮革、造纸等工业企业106个，

山鹰牌S195缸套畅销全国，获部优产品称号；结晶硅出口免检，享誉国际市场；全县工业总产

值2902万元。

商业机构2212个，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135万元。 ．

各级各类学校792所，在校学生65429人，儿童入学率97％；山沟里走出了博士生和飘洋

过海的学子。

文化机构116个，其中县办黄梅戏专业剧团和电影院各1个，电影放映队92个，文化馆站

22个，全国性报刊和梨园中也绽开了山区的文艺花朵。

广播站59个，电视差转台7座，“顺风耳”、“千里眼”再也不是农家古老的传说。

卫生机构76所，病床位643张，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820人，地方病防治工作得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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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县志

强，同年被评为全国计划免疫先进县。

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全县总产值6751万元，比1978年增长63％，是

1949年的7．3倍。工农业总产值9653万元，比1978年增长72％，是1949年的9．2倍。社会

总产值19778万元。国民生产总值11120万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3元。国民收入10017万

元，人均国民收入273元。农民人均收入187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六七十年代的自行

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已成为城镇滞销商晶。八十年代收录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高

档家用电器的消费与日俱增。农村新瓦劳}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县城钢筋混凝_{：建筑的楼房层

出不穷，人均住宅面积高达15平方米。衣食住行今非昔比，山ILI水水旧貌换新颜。

岳两发生J，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人口素质、地理环境、政策失误等凶素的影响，与全省

全国的，己弟县相比，岳西耕地少、底子薄、人均收入低，贫困依然存在。1984年5月，中共安徽

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扶持岳两县发展经济问题会议纪要》，给予岳西多项优惠政策，全部免

除粮食征购任务。1985年，岳西被列为全国重点贫困县之一。连年来，图家年补助岳西财政经

费逾千万元，年发放社会救济款约20万元，年提供扶贫贷款近百万元，年调入原粮约3万吨。

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都向岳西伸出援助之手，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岳两是山区，青山绿水给人以衣食之源；岳西是老区，革命传统给人以精神支柱；岳四是

贫困地区，穷则思变，勤劳纯朴的岳西人民将以崭新的姿态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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