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宿州，是著名的“中国酥梨之乡”， 

宿州，是著名的“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宿州，是著名的“中国书法艺术之乡”， 

宿州，是著名的“中国马戏之乡”， 

宿州，是著名的“中国民间艺术（钟馗画）之乡”， 

宿州，是著名的“中国观赏石之乡”， 

宿州，是著名的“泗州戏之乡”， 

2006 年，获得“全国绿化先进市”， 

1994—2007年，连续五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灵璧县素有“虞姬、奇石、钟馗画，灵璧三绝甲天下”之誉。  

灵璧县被评为“中国观赏石之乡”、 

灵璧县被评为“中国民间艺术（钟馗画）之乡”。 

砀山县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酥梨第一县。 

灵璧石居全国四大奇石之首， 

灵璧石享有“灵璧一石天下奇，声如青铜色碧玉”之美称。 

在 99 昆明世博会上，灵璧石荣获金奖 3 枚，银奖 6 枚，获奖总数名列全国第一。    

灵璧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钟馗画)之乡”称号。 

灵璧画也被称为画中“活化石”。    

皇藏峪自然保护区于 1992 年被国家林业部审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皇藏峪自然保护区于 2000 年被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授予“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称号， 

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遗址蔡洼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遗址蔡洼是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精品点之一， 

“萧泗铜灵”抗日战争纪念馆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萧泗铜灵”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精品点之一。 

萧县自古有“文献之邦”之美誉， 

萧县为文化部命名的“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2007 年，泗县被省文化厅授予“民间文艺之乡”。    

 



 

 

第二章 宿州概况 

简介 

宿州位于安徽省最北部，与苏、鲁、豫 3 省 11 个市县接壤，是淮海经济协作区的核心

城市之一，也是安徽省距离出海口最近的城市。 宿州为“舟车会聚，九州通衢之地”，“扼

汴控淮，当南北冲要”，“跨汴阻淮，信江北一要地”，是著名的“中国酥梨之乡”、“中国书

画艺术之乡”、“中国书法艺术之乡”、“中国马戏之乡”、“中国民间艺术（钟馗画）之乡”、

“中国观赏石之乡”、“泗州戏之乡”。2006 年，获得“全国绿化先进市”，1994—2007 年，

连续五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中文名称： 宿州  

外文名称： Suzhou  

别名： 埇桥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 埇桥等 1 区 4 县  

政府驻地：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胜利路  

电话区号： 0557（+86）  

邮政区码： 234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北部  

 面积： 9787 平方公里  

人口： 617 万（截至 2007 年末）  

方言： 中原官话（洛徐片） 

气候条件： 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皇藏峪风景区等  

机场： 徐州观音机场  

火车站： 宿州站等  

车牌代码： 皖 L  

市花： 月季  



 

市树： 银杏  

行政区划 
市辖区 
埇桥区  

面积 2868 平方千米，人口 178.5 万。辖 11 个街道、15 个镇、9 个乡：埇桥街道、沱河

街道、道东街道、东关街道、三里湾街道、南关街道、西关街道、北关街道、汴河街道、三

八街道、城东街道、符离集镇、芦岭镇、朱仙庄镇、褚兰镇、曹村镇、夹沟镇、栏杆镇、时

村镇、永安镇、灰古镇、大店镇、西寺坡镇、桃园镇、蕲县镇、大营镇、杨庄乡、支河乡、

解集乡、桃沟乡、顺河乡、蒿沟乡、苗庵乡、永镇乡、西二铺乡。区政府驻埇桥街道。 

行政县 

砀山县  

面积 1193 平方千米，人口 95 万。辖 13 个镇：砀城镇、赵屯镇、李庄镇、唐寨镇、葛

集镇、周寨镇、玄庙镇、官庄坝镇、曹庄镇、关帝庙镇、朱楼镇、良梨镇、程庄镇。    

萧 县  

面积 1871 平方千米，人口 130 万。县人民政府驻龙城镇。镇 18 个、乡 5 个：龙城镇、

黄口镇、杨楼镇、阎集镇、新庄镇、刘套镇、马井镇、大屯镇、赵庄镇、杜楼镇、丁里镇、

王寨镇、祖楼镇、青龙集镇、张庄寨镇、永堌镇、白土镇、官桥镇、酒店乡、圣泉乡、庄里

乡、孙圩子乡。    

灵璧县  

面积 2054 平方千米，人口 118.3 万。县人民政府驻灵城镇。镇 13 个、乡 6 个：灵城镇、

韦集镇、黄湾镇、娄庄镇、杨疃镇、尹集镇、浍沟镇、尤集镇、下楼镇、朝阳镇、渔沟镇、

高楼镇、冯庙镇、向阳乡、朱集乡、大路乡、大庙乡、禅堂乡、虞姬乡。    

泗 县  

面积 1787 平方千米，人口 87.2 万。县人民政府驻泗城镇。镇 12 个、乡 3 个：泗城镇、

黄圩镇、大庄镇、山头镇、刘圩镇、黑塔镇、屏山镇、草庙镇、长沟镇、墩集镇、丁湖镇、

草沟镇、大杨乡、瓦坊乡、大路口乡。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历史文化 

早在五千年前就有徐夷、淮夷等部落在这里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宿国、萧国、

徐国等小诸侯国、秦汉设立。隋大业年间，通济渠（汴水）开通，古城宿州随着汴水漕运的



 

兴盛逐步发展起来。唐宪宗元和四年始置宿州，千余年间，宿州一直是历代州府的治所。披

揽前踪，历史似情有独钟，重笔浓墨，在这块土地上写下了许多悲壮激越的诗篇。自古以来，

这里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史称这里“扼汴水咽喉，当南北要冲”为“百战之道”。秦

末，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楚汉相争，垓下决战，霸王别姬的旷古悲剧成

为这里的绝唱。唐代中叶，宿人庞勋率戎云南的淮北卒起义，回师故里，兵困宿城，鏖战数

旬，史卷上留下斑斑血迹。南宋时期，这里又是张浚、韩世忠抵御外侮、抗击金兵的“戎马

之郊”。清末张乐行的捻军起义，席卷宿州大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在这里拉据。抗日战

争时期，新四军四师的抗日健儿又在这片土地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解放战争时

期，刘、邓、陈、粟指挥的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在这里开辟了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打胜

了埋葬蒋家王朝的战略决战中关键的皇藏峪·天王殿一役。正因为如此，雄壮的历史又赋予

了这块土地灿烂的胜迹。这里曾是老（子）、庄（子）出入论道之地，也曾留下孔子游说的

轮迹。鄢陵季子挂剑徐公墓以践“心许”的掌故誉贯古今，“鞭打芦花车牛返”作为道德文

章的典范，使闵子骞成为孔子高足“七十二贤”之端，闵墓闵祠为读书人膜拜了两千五百多

年。当年陈涉筑台誓盟的大泽乡涉故台，如今仍高台岿然游人纷至；缘刘邦藏身避祸而得名

的皇藏峪，现已辟为国家森林公园，方园 50 里内山峦叠翠，霞蔚云蒸，千年古刹——瑞云

寺掩映在群山林海之中，宛如镶嵌在千里平原上的一颗明珠。楚汉相争的垓下古战场；掩香

埋玉的虞姬冢；李白饮酒放歌的宴嬉台；白居易留连寓居的东林草堂；苏轼留下墨宝扶疏亭。

宿州市境内的五柳风景区，青山、碧水、珠泉、翠竹相映成趣，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登临怀

古，令人壮心不已。砀山县被国家命名为生态县，境内的百里黄河故道，经过多年改造，已

经建成果海绿州，春日梨花似雪，秋天硕果飘香，徜徉其间，令人眷恋忘返。    

所谓地灵人杰。丰厚的文化底蕴，美丽的自然风光，必然会孕育出一代代叱咤风云的威

王猛将和“峨冠博雅”的饱学之士。闵子骞、子张、赵孝、桓潭、陈胜及追随其起义的骁将

葛婴、朱鸡石，“竹林七贤”中的两位文学家巨子刘伶、嵇康、勇贯三军“鹤立鸡群”的嵇

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戴逵、戴禺页、、薛综、恭莹等，唐代伟大的诗人白居易，五代后

梁开国皇帝朱温、被唐明皇封为辟邪将军的钟馗、明朝开国贤后马秀英、严军爱民的胡大海，

忠肝秉直的傅友德，勇略冠军的薛显，段祺瑞的文胆智囊徐树诤、倾向革命坚持进步的国民

党将领李明扬等各领一代风骚。今天的宿州市依然人才辈出，一代巨匠刘开渠为中华雕塑之

泰斗；画家萧龙士为白石大师之高足，吴燃、卓然、梅纯一、欧阳龙、孙淮滨、薛志耘、郑

正等丹青高手为世人所注目。著名书法家刘惠民、尉天池、李百忍、孟凡青也是艺声远播。

著名哲学家孙叔平；社会学家邓伟志；作家刘亚洲；著名新闻工作者郑重；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炳淑；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杨在葆、刘士龙、欧阳儒秋也都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卓有建树，

使桑梓生辉父老自豪。今天灵璧县已为“灵璧石之乡”和“钟馗画之乡”，萧县已成为我国

著名的“国画之乡”，砀山为“武术之乡”，宿州市被誉为“书法之乡”和“马戏之乡”。 

诞生于中国《大地》的诺贝尔文学奖 1938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位女士——

获奖作品是中国题材的《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东风·西风》。这位“对中国农民生

活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为中国题材小说作出了开拓性贡献”的获奖者赛珍珠，17 岁回

美国进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攻读心理学，

毕业后又来中国。1917 年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从事传教工作。婚后随丈夫迁

居宿州市，在此期间的生活经历成为日后闻名世界的获诺贝尔奖《大地》的素材。1921 年

秋她的母亲去世后，全家迁至南京。 

建制沿革 

据《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载，为保卫汴河航运，防止淮西藩镇叛乱，于唐宪

宗元和四年建置宿州，拨徐州的苻离县、蕲县、亳州的临涣县和泗州的虹县来辖，属河南道，

治埇桥。州依春秋时期宋闵公迁宿入境的史实而得名。后来，“寰宇无虞，封圻罢警”（《太

平寰宇记》），文宗太和三年（829）废宿州，七年复置。州治仍定于埇桥。    

五代时期，后梁太祖朱温把宿州、徐州统辖于武宁军，宿州仍辖原 4 县。后唐、后晋、

后汉、后周基本上沿袭未变。  

宋改唐的道为路，下辖府（州、军、监）。宿州初属淮南路，后属淮南东路。太祖建隆

元年（960），宿州升为上州，设防御使。开宝五年（972）。设保靖军节度使，总揽宿、泗等

州军事。神宗熙宁五年（1072），又改为州，辖苻离、蕲、临涣 3 县，仍属淮南东路。哲宗

元祐七年（1092），以虹县的灵璧镇置灵璧县，归宿州辖。高宗建炎二年（1128），宿州为金

兵所占。绍兴九年（1139），金人按议和条约归还黄河以南宋地。次年五月，金人毁约，复

占宿州。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金人在宿州置保靖军节度使。    

元初，宿州属河南归德府（今商丘市）、辖临涣、苻离、灵璧、蕲 4 县。元世祖至元二

年（1265），临涣、苻离、蕲撤县制并入州，灵璧改属泗州。至元十七年，灵璧复归宿州所

辖。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宿州改属江南临淮府，下辖灵璧县。次年，临濠府改成中立

府。洪武七年，中立府改称凤阳府，宿州仍属之。    

清朝承明制不变。初，宿州上下隶属关系同于明末。康熙六年（1667）。设安徽省，宿

州仍属凤阳府，其所辖灵璧县改为凤阳府直辖，此后宿州不再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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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废府、州，宿州改为宿县，属安徽省。3 年置道，宿县属安徽省淮泗道。16

年废道，宿县直属安徽省，21 年属第六专员公署，后改属第四专员公署。原驻泗县之专员

公署迁驻宿城。汪伪时期，宿县属安徽省维新政府（省府驻蚌埠），后属苏淮特别行政区。

民国 30 年属淮海省。抗日战争胜利后，宿县属安徽省。    

春秋时期，周王室曾封风姓后裔为男爵，居于宿（位于今山东省东平县东部），建宿国，

属于宋国营辖。宿国和鲁国相邻，彼此交往颇多，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 684），宋闵公以

宿男属宋而亲鲁为借口，强令宿国迁于宋国内地，以为附庸。其迁居之地，约在今淮北地区

中部。宿州即以古宿国而命名。另有宿国迁至今江苏省宿迁县境一说，录以备考。 

第四章 风情文艺 

方言风俗 

宿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原官话的宿州——徐州片区，天津话也源于宿州方言。赛珍

珠虽然从小生活在江南的镇江，但是她学习的是北方方言，所以 1917 到宿州的时候，她很

容易听懂本地的方言，还为她的丈夫农学家 Buck 做翻译。她在作品里面称呼宿县为“南徐

州”，是因为按照宿县方言的读音，宿州和徐州几乎一样，所以宿县人都自称宿县为南徐州

（1911 年民国开始，使用了 1100 多年的宿州才改称宿县，所以 1920 年代的成年人应该会

自称宿州，也就是南徐州）。宿州方言中，宿州人大多将“宿州”称为“许县”（宿县）。    

宿州的风俗一概同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午饭吃米饭。只有夹沟一带的少数丘陵中产

大米，名为“香稻米”，曾经是贡米。米制品通常只有端午节的粽子。春节期间几乎只吃面

食。元宵节做杂面油灯，置于门前、鸡圈等处辟邪。    

大年三十早上贴春联，忙活做饭炒菜，全家团圆的正餐是午餐，一般是 12 点整放鞭炮

开饭，晚上至初一通常以饺子为主，初一早上一大早要带第一锅饺子上坟祭祖且这顿饺子必

须是素馅的不沾荤且饺子汤里要放入各种粮食，以喻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点心有油炸丸子、

焦叶子（面片，当地叫“猫耳朵儿”）、蚂蚱腿（细小不长的形似蚂蚱的拐弯的腿一样的面制

品，加糖和姜末），这些点心都要在腊月二十九之前做好。年夜饭不是正餐（通常是吃饺子

（这个风俗似乎其他地方未见），现在晚餐也是正餐，通常准备各种菜品，比较丰盛，当然

饺子是必不可少的。大年初一挨家拜年，以及进城逛街赶集，初二接姑、姨等亲戚。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鼓”或“安徽大鼓”。唱词为韵文，基本为七字句或十字句。唱腔分南口、北口、花口 3 个

流派，唱法有立嗓、卧嗓两种；书目有段子话（书帽）、蔓子话（长篇）两种。内容以历史

公案和武侠故事为主，如《东周列国志》、《包公案》、《杨家将》等。 

琴书 因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故又称“扬琴”，灵壁县通称“淮北琴书”或“安徽琴

书”。有 1 人立唱、两人或多人坐唱和走唱，也有分角拆唱。伴奏乐器除扬琴外也兼用三弦、

二胡、坠胡等。有说有唱，以唱为主，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也吸收民间曲子、凤阳歌、上

河调为曲牌，善于抒情和叙事。书目有《水漫兰桥》、《十把穿金扇》、《打蛮船》。 

渔鼓 原名“道筒”，又名“莺歌柳”。击乐为竹筒，筒底蒙以猪或羊的护心皮，奏时，

左臂竖抱，右手击筒底，常与筒板合用，以伴奏“道情”。基本曲调有快、慢板，四平调、

大寒腔、小寒腔。节目有《古城会》、《隋唐演义》等。 

评书 也称评词、评话。说者 1 人，只说不唱。表演时以醒木作道具助气氛，有时也用

折扇、手帕，与讲故事说单口相声近似。表演者可用第一、二、三人称，或进入角色，或客

观叙述。善于模拟各类人物腔调，抒发情感。基本技巧有说、学、逗，具有“手、眼、身、

面、步”的表演功夫。  

第五章 风景名胜 

皇藏峪风景区  

  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安徽省风景名胜区、

安徽省自然保护区、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皖北萧县东南。东靠京浦铁路、206 国

道，西有连霍、合徐两高速公路可达。北临陇海铁路、310、311 国道。北距徐州市区 30 公

里，距徐州观音机场 60 公里；南距宿州市 50 公里；西南距淮北市 25 公里。是江北罕见的

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亚热带和暖温带交汇地带，为皖北地区唯一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原始次

生林。景区内有木本植物 190 多种，700 多种中草药，58 种鸟类，和野兔、刺猬、蛇、獾等

野生动物。皇藏峪古称黄桑峪，因昔日峪内长满黄桑树而得名。公元前 205 年春，项羽、刘

邦大战彭城，刘邦惨败，仅和十几名随从辗转逃进此峪藏匿才幸免于难。后来，他登基做了

汉朝开国皇帝，人们便将此峪改名为皇藏峪。皇藏峪森林总面积 34140 亩。地貌类型为山东

古老丘陵向南的延伸，最高峰平顶山海拔 389 米。公园内山涯陡峭，峰峦绚丽、洞泉百出、

山幽林茂、古木参天，可谓是“山回疑无路，径幽峰回转”。以“奇、秀、险”著称于淮海



 

区 20 公里、江苏徐州市区 30 公里。是集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景观为一体。具有深厚文化

积淀以山、水兼备为依托的平原低山型度假休闲风景旅游区。 

五柳省级风景名胜区，以五柳龙泉湖为核心，包括闵祠、马皇后故里、流沟寺、大芳寺

等游览区。总面积 46 平方公里。景区峰峦属宿北武里山区，呈南北走向，逶迤曲折，山势

起伏，山环水抱，宛如龙脉。“神龙”头北尾南，若把龙脊山（龙）凤山（凤），龟山（龟），

鱼山（麟）相连是“四灵”之山，龙山凤坡显“龙凤呈祥”。这里藏有天然生态林和灵泉。

碧湖、溶洞有史前文化遗址，先贤闵子骞故里、明马皇后故里、明朱棣屯兵（皇垫湖）之地，

有大芳寺、汉墓群。集青山绿水、茂林修竹、灵泉奇洞、宝刹名寺、古墓神木于一体。既有

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景区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树种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

80.4%，树相呈现出暖温带和亚热带过度类型，群落呈水平分布，有木本植物 46 科 160 余种，

可利用药材 200 多种。这里有二千年以上的人工栽培的银杏、柏树等“神木”古树，还有自

然古老森林的苍天大树。大芳寺周围有几十株大青檀，其中一株青檀，依山而卧，盘根错节，

干粗可十人围，树高 35 米，主干高 1.5 米，冠幅 500 平方米。呈放射壮分枝，以不同角度

直插云霄。型态各异，甚为壮观。五柳景区主要景观有 20 多处，著名的水景有湖中柳林、

珍珠灵泉、青龙吐水、马娘娘鉴池、龙泉湖面；石景有二灵戏趣、群牛卧坡、莲花拜佛、雄

鹰观景、姜太公钓鱼台、猛虎爬山、石生山杏、神劈芳崖；溶洞有：“果老洞”、“秦山洞”、

“芳崖洞”等。地方名特产有符离集烧鸡、夹沟香稻米。 

    宿州五柳龙泉风景名胜区内龙泉湖碧波荡漾、水质甘甜、岸边垂柳、龙柏、雪松相托，

景色非常秀丽；景区的盆山洞内石笋、石柱千奇百怪，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五柳矿泉丰富，

著名的有呵泉、龙泉、珍珠泉等，属优质矿泉水；优质的矿泉水润育了著名的夹沟香稻米，

宋代至明、清朝为皇宫“贡米”，素有“一家煮饭十家香，十家煮饭香满庄”之誉。五柳景

区除优美的自然景色外，还有龙泉寺、大方寺、闵祠、殷商文化遗址及古汉墓群等众多名胜

古迹和人文景观。实为皖北地区少有的旅游佳境。      

第六章 自然地理 

气候：宿州地处暖温带与北亚热带气候的过渡带，属暖温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

气温 14.2℃—14.6℃；≥0℃的生长季 310 天以上，活动积温 5200—5500 小时，≥10℃的持

续日数 215—230 天，积温在 4600—5000℃之间，适宜多种作物生长。年降雨量 860mm 上

下，夏季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50—60%。年日照时数 2200—2470 小时，年辐射总量



 

120.2—129.4 千卡/Cm2，夏半年高于冬半年，春季高于秋季，≥10℃期间的辐射量都在 90

千卡/Cm2 上下，优于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无霜期在 200 天以上。 

    水文：河流共分 6 个水系：新汴河、濉河、崇潼河、安河、南四湖、故黄河水系。新汴

河是引调外水的骨干河道，属国家南水北调供水区范围。 

    地貌地形：分为丘陵、台地、平原三大类型。平原是宿州市地貌的主体，面积为 8897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91%。 

宿州市自然资源丰富，名特产品众多。境内平原广袤、沃野千里，气候适宜，生物繁茂。

平原面积 8897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91%，耕地 997.79 万亩，占地总面积的 67.97%。

区内盛产小麦、玉米、大豆、山芋、棉花、花生、蔬菜以及苹果、梨、桃、葡萄、湖桑等。

粮食总产量 306 万吨，棉花总产量 8 万吨，油料产量 40.5 万吨，水果产量 86.5 万吨。境内

拥有 120 万亩全国最大的连片水果产区，面积和产量均占全省 70%以上。拥有 80 万亩的花

生种植基地和沿国道、省道纵向分布的 40 万亩大棚蔬菜种植带。地下矿产资源丰富，煤储

量约为 60 亿吨，是两淮煤田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口油田石油预测储量达 20 亿吨以上；宿南

煤层气已探明储量达 3000 亿立方米；大理石储量 4000 万立方，居全省之首，花色品种达

20 个以上。灵璧奇石为中国“四大奇石”之一。砀山酥梨为果中精品，为海内外顾客所青

睐。符离集烧鸡，色佳味美，为《中国名菜谱》中的一品名肴。夹沟香稻米，清香浓郁，“一

家煮饭十家香，十家煮饭香满庄”，清嘉庆年间曾作为贡米。 

 

第七章 美食特产 

符离集烧鸡  

符离集烧鸡属于安徽沿淮风味，已有千年的历史，产于安徽省宿州市北 30 里位于京沪

铁路大动脉上的符离镇。烧鸡起源有几种版本，近代版本是最早在煮熟后要抹上一层红曲，

故而过去不叫烧鸡而叫红鸡，然后在学习了道口烧鸡的基础上几经改进提高，逐渐形成现在

的符离集烧鸡。其与道口鸡所不同处，主要在于香料。这种烧鸡以管、魏、韩三家的制品最

为出名，被列入我国名肴之林。 

历史 

而被学者大众认可的起源历史是从汉代开始。    



 

大的葱、姜、蒜、川椒、樱头椒等配料烧制而成的。加上当地厨师独特的烹饪技术，做出来

的味道、无论你是吃上一口蘑菇或是鸡肉，那麻辣的香味,都会让你回味无穷。    

椐说吃蘑菇鸡有补肾养颜的功效，当地也有不吃蘑菇鸡，白到皇藏峪之说！ 

 

第八章 名校展示 

宿州学院  

概况 

坐于安徽省宿州市，有 50 多年的办学历史，1978 年开始举办高等专科教育，1983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为三年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宿州师范专科学校，2004 年 5 月经教育部

批准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 

学院简介 

宿州学院是省属普通高校，前身是 1949 年创办的宿县地区师范学校，1978 年开设大专

班，1983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为三年制高等师范专科学校，2004 年 5 月经教育部批准改建

为本科院校。学校占地 906 亩。    

所获荣誉 

1996 年被省三委一厅授予“高校治安综合治理与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称号；1997、

1999 年、2001 年被省委宣传部、省教委、团省委授予“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称

号；    

1996 年至 2001 年在中国数学建模比赛中连续获得安徽赛区一、二、三等奖，在 1999

年还获得中国二等奖；1998 年、2001 年先后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民健身宣传周先进单

位”、“中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1999 年被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团中央授予首届大学生艺术节优秀组织奖，两个

项目获得三等奖；    

1999 年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教委、团省委授予大学生艺术节优秀组织奖，两

个项目获得一等奖，一个项目获得二等奖；    

1998 年以来，连续多年被宿县地区行署、宿州市授予“文明单位”称号。2003 年被省

教育厅评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被省政府评为“安徽省人才工作先进单位”。 



 

“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突出进步奖”、“高中毕业会考工作先进单位”、“普通高中学科竞赛优秀

奖”、“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校团委被评为“五·四红旗团委”。 

安徽省泗县第三中学  

学校简介 

 安徽省泗县第三中学简称泗县三中，学校坐落在安徽省泗县泗城镇北关村。是一所现

代化完全中学属市重点学校。其前身为泗县姚盘中学，1999 年更名为泗县第三中学，并开

始招收第一届高中生。其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泗城 104 国道东侧，交通便利。学校占地两百

亩，学校各种教学设施齐全，仪器配置完善。校园环境整洁美丽幽雅宜人，是学生学习 成

长 成才的摇篮。   

泗县第二中学  

学校简介 

  泗县二中前身是泗城初级中学，始建于 1959 年，重建于 1978 年，1986 年始招高中班。

1997 年 5 月被原宿地行署批准为地区重点中学。2002 年 10 月正式启动省级示范高中创建程

序，实施“加强初中、扩大高中”战略，重视教育教学质量，积极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新形

势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新要求，实施初、高中分部管理，实现了初中、高中互促互进，协

调发展的格局。2007 年 12 月顺利通过省级验收， 2008 年 6 月被批准为省级示范高中。目

前，我校是泗县规模最大的完全中学。 

第九章 历史名人 

葛婴  

人物简介 

  葛婴（？－前 209），符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是陈胜

手下数一数二的将领，曾在攻取陈、蕲二县中立下汗马功劳。陈胜建张楚国，册封葛婴为征

南将军，因葛婴南征九江，不知陈胜称王，私立楚国后裔为楚王，为陈胜设计杀害，英年早

逝，以故在楚汉史中没有留下什么可圈可点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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