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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圆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在我县，传世的《蒙城县志》有明万

历十年(1582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十五年(1676年)、同治十年

(1871年)和民国4年(1915年)等朝代编修的五部。这些县志，对蒙城历史上

的舆地沿革、学校教育、典章制度、风俗民情、金石艺文、著名人物等。都作了较

为详尽的记载，是了解蒙城历史十分珍贵的资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仍具有借鉴作用。当然，旧志书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其

内容有不少封建糟粕，其形式亦多有缺陷，对此，我们须持批判态度。

． ‘从民国4年至今已75年：在这期间，蒙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涌现出许许

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建置沿革、政治经济、风土人情亦发生了很大变

化。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蒙城历史的变化更是

日新月异。为了．忠实地记录蒙城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历史，也为了．

使当代和后代人对蒙城的历史和现状有清晰的认识，为发展蒙城经济和文化 。

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1982年5月，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中

共蒙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社会主义时代的蒙

城县志。从筹备至今年出版，历十年之久，参加征集资料和编修的人员逾千人

之众。县志编写人员，顶酷暑，冒严寒，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埋头笔耕，其艰辛，

非亲历其事者恐实难体味。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为编纂新县志，有几位编辑耗

尽心血，在志书尚未问世之前而相继谢世，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但是，可以

告慰他们的是，新编《蒙城县志》而今已经付梓．它无疑是凝聚修志者心血的丰

碑。
●

·通观新编《蒙城县志》，我认为无论在观点上、资料上，还是语言文字上，其 ·

建树都是前述五部志书所不可比拟的。新编《蒙城县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真理，思想性较强。在内容上，资料全

面、丰富、真实、准确、可信，客观地反映了蒙城县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过程

和古今面貌，富有较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布局谋篇上，横排门类，纵记史实，横

不缺项．纵不断线，’体现事物的前因后果，符合逻辑。志书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结构严谨!体例完备。在行文上，文字简炼，语言朴实，通俗流畅，合乎规范。可

行≯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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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_≈_；———≮——————；—#；—————一_ ：

以这样说，这是一部闪现着时代风采的成功的志书。它的出版问世，必将大有
益于蒙城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我们期望若干年后，能有更完美的县志来继承它。

2

一：

一 譬
‘

■

(注)刘玉书，原任蒙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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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周田

值此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之际．新编《蒙城县志》出版问世了，可喜可贺!·

修志人员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广收博采，披沙拣金，焚膏继晷，潜心著述，

历十余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80余万字的宏篇巨制。这里，谨向他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7蒙城历史悠久，其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夏氏族在淝河流域繁

衍生息。战国时期，伟大思想家庄周曾在蒙漆园为吏，这里又是近代史上捻军

起义的发祥地。淝芡上下。涡河南北，沃野平畴，人才辈出，文苑武功，代不绝

书。

我是第二次来蒙城工作，踏上故地，旧貌换新颜。由于工作需要，急需了解

县情。通读县志，蒙城古今，尽收眼底。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一卷在握，获益良

多。县志为了解县情，研究本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与思路，提供了较为系

统和翔实的资料，对建设蒙城，振兴蒙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治天下者以史为签，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修志记史不

是单纯为了记载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指导现实。新编《蒙城县志》上起远古，

下迄现代，翔实地记载了蒙城县上下几千年，纵横百余里的自然、经济和社会

的历‘史和现状，集古今之大成，汇百科之精华，融“资政、教化、存史’’三大功能

子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县情大

全，是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是各级领导机关决

策的重要借鉴和依据。为此，我希望全县人民重视它、珍惜它、研究它．更加深

入地了解蒙城，热爱蒙城，发展蒙城，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加快改革开放的步

伐，为再创蒙城的辉煌作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注]周田，现任蒙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3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结构采用章节体。首设序、概述、大事记，中列35章，末置附录。各

节下目不列序号，而以黑体字表示。

三、本志上限因事而异，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85年。

1986m1990年发生的大事，略记于附录中。 ．

四、体裁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记、志、传、图、表、录综合运用。

五、记时、记数与计量，遵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各朝代和中华民国时的年号、旧制计量，在各目首

次记述时，于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公制计量。 ．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建国。20世纪的年代，不冠世纪．只标年

代。

七、立传人物是本县人或外县人在本县长期定居，且有重大业绩或重大影

响的已故人物。在世人物不立传。 ，

八、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省、县档案馆、图书馆，县直部门和区镇志书以及

当事人物的回忆鉴证资料，记述时不一一注明出处。 ‘

九：统计表符号使用：“⋯”表示数据不足表内最小单位数或资料未征集

’到；“一"表示无该项统计数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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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城县位于淮北平原中南部，北纬32。56’一33。297，东经116。15’roll6。．

49’．东邻怀远，西靠利辛、涡阳，南接风台．北连濉溪。1985年．全县总面积

2091平方公里，4425个自然庄，总人口90．1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3万人．

蒙城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热资源丰富，无

霜期较长，雨量适中，但时空分布不均，灾害性天气时有出现．据县气象站

1957--1985年观测资料记录测算，年均气温为14．8℃．历年极端温度为一

23．3"C至40．3"C，年均无霜期211天．降雨量821．5mm．日照时数2341．2小

时。占全年可照时数的53％．太阳辐射地面每平方厘米124．8千卡． ·

蒙城县地处华北平原与江淮丘陵的过渡地带，其中北淝河、芡河流域为河

间浸蚀平原，沿涡为黄泛冲击平原。境内分布着约万亩以上的碟状封闭型湖洼
地42处，岛状山丘12座。自北向南有湃河、北淝河、涡河、芡河、茨淮新河等5

条东西流向的河流过境，总属淮河水系。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坡降为1／

8500。平均海拔25米。 ·

蒙城县物产丰富。粮食作物以小麦、山芋为主，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经济

作物以棉花、大豆、油菜、芝麻、花生为主，中药材有538种，其中半夏、蝉蜕品

质优异，远近闻名：家养畜禽品种繁多，黄牛、生猪、山羊．、鸡鸭饲养量较大，

1985年统计资料表明，黄牛饲养量居全省首位。在全国也名列前茅，是全国黄

牛改良试验基地县。主要矿藏有煤、石灰石，许疃煤田探明储量为4．5亿吨．

蒙城县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人类巴在这里繁衍生息．夏朝·境西北汐有
虞氏，东南为涂山氏，商朝建嵇方国。战国时属楚，先后建有瑕城(今鸟集)、漆

园(今香山乡)，古代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庄周就出生在这里，并曾在漆园做官
l

’．． ＼?7，



概述

治事。西汉始设山桑县。南北朝以来，先后设涡阳县、蒙郡、涡州、西徐州、北新

安郡、马头郡，至唐天宝元年(742年)改称蒙城县。以后蒙城县名一直沿用。民

国37年(1948年)6月28日全境解放后，蒙城县属安徽省阜阳地区。县人民政

府驻地城关镇。1985年，全县设11区和1个区级镇．49个乡和2个乡级镇．
●

573个行政村。

‘蒙城县境内，历史上战争频繁，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公元前21

世纪，夏氏族就在这里同过氏族发生过战争。东周襄王五十四年(公元前638

年)这里发生过楚宋泓水之战。秦朝末年，这里是农民大起义和楚汉相争的重

要战场。东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督捕虏将军马武围攻垂惠聚(今小涧r

镇红城)，打败王莽统辖的粱王刘纡军队。魏晋南北朝时，这里发生8次较大战

争，南朝宋太尉檀道济。唱筹量沙"智退魏兵。即发生在县北境的坛城。南宋绍
兴十年(1140年)。岳家军曾在县西境驼涧击败金兵。明崇祯八年(1641年)，闯

王军在蒙城和明朝军发生过战斗。晚清，这里是捻军鲁王任柱的家乡和捻军活

动的根据地。清末至民国初年，这里曾发生过李大治、黄二诚、孟兆贵等领导的

‘多次农民起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蒙城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进

行了顽强的斗争。民国8年(1919年)5月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蒙籍学生，

在县城成立旅外学生会。民国17年，中共皖北特委派刘贯一来蒙组织成立首。

届中共蒙城县委。民国27年i国民党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率一。三三团来蒙

抗日．浴血奋战，2000余名将士壮烈殉国。民国29年。杨子仪、辛季臣、尚志

中、卢锡璜等共产党员为革命英勇献身。建国后．蒙城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经济建设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50年代和80年代又为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

反击战献出许多英雄儿女。

蒙城县是平原农业县。大约5000年煎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了各种农事活

动。但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关系的制约，加之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影响，农业生产

发展缓慢。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全县垦植面积约8．4万亩，仅占当时

总面积的1．8％，亩产粮食不过百斤。民国4年(1915年)，耕地250万亩。粮食

憾产1．02亿斤，亩产仅40斤。人均产粮300斤。1949年．农业总产值9794万

元(折合人民币，1980年不变价)，其中种植业占85．26％。粮食总产3．82亿

斤，平均亩产1"28斤，人均产粮636斤．1951年，土地改革后，农民成了土地的

主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加上政府提倡互助合作．实行有利于促进农业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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