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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一

序

弓乞夸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编

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合肥市志》编

修工作起于1982年，在市委领导、市政府主持下，经过广大修志

工作者辛勤努力，终于大功告成，可喜可贺!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一地之古今总览。古人云：“治天下者

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史修志，就是对本地有价值的

史料进行发掘、整理，撰为一著，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合肥

历来重视编修地方志，现存有明清时期的府志、县志多种。《合肥

市志》是我市首部新方志。这是我市修志工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广征博采，去伪存真，去芜存菁，依靠众人之手，历经十几

个春秋而编修的一部巨著，可钦可敬。新志洋洋千万言，上溯远古，

下迄今世，纵及天地人文事，集古今之大成，汇百科之精华，融

“资政、教化：存史”于一体，堪称一部全面、系统、翔实、准确

的市情大全。《合肥市志》的出版，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盛

事。

合肥历史悠久，其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

时期。合肥位于江淮之间，历史上属吴头楚尾，南北要冲，是较大

的商埠和兵家必争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合肥市志

合肥地处江淮分水岭之间，历史上易旱易涝，灾害频仍。然而合肥

人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在自己挚爱的土地上奋斗不息，创造了

灿烂的文化，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合肥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经过半个世纪的英勇奋斗，使古老而又年轻的合肥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合肥，山美水美，沃野平畴，物产丰富，为全

国重要的科教基地和建设中的铁路枢纽。合肥这个解放初期只有5

万人口的消费型小县城，现已成为有百万人口并初步展现现代化风

姿的大城市。今天的合肥人民，正以勤劳的双手，坚韧不拔的毅力

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进行着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的宏伟事业。展望未

来，任重道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合肥人民有信心、有能力迎

接新世纪的挑战，再创新的辉煌。

值《合肥市志》付印出版之际，市志编委会要我为新志作序，

借此机会，殷切希望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

的领导和同志们，认真读好志、用好志，努力发挥志书为现实服务

的功能，把各项工作做好，把合肥建设好，让精神文明之花，结出

丰硕的物质文明之果!

·(作者原任合肥市市长，现任中共合肥市委书记、合肥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凡 例

凡例·1·

一、《合肥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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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以来的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合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资料性、思想性和科

学性的统一。

二、《合肥市志》设总述、大事记、各类专志、人物志、附录5个部分。采取平列设

志的体式，分卷、章、节、目4级，部分内容分设子目。总述、大事记列为卷首开篇，文

献辑存、诗文辑录、后记列为附录，作卷末殿后，均不列入卷的序次。记述采用语体文，

辅以图、表、照片。
’

兰、《合肥市志》记述范围，以现行市区、郊区为主。“全市”、。合肥”等概念均指

市辖区范围。凡涉及市辖三县的内容，均随文注明。

四、《合肥市志》断限，上限原则上从事物发端记起，下限原则断至1985年。由于

完稿时间不一，故部分卷的下限按各相关单位的要求，作适当延伸。总述和照片的内容，

下限均断至1997年底。

五、《合肥市志》在记述上坚持“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不受现行行政管理

系统限制。编排按先总后分、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为序。共分装4册。

各卷首设概述或在章、节中视内容需要设无标题简述。

六、《合肥市志》遵循修志惯例，不为生人立传(包括人物简介)。已故立传人物，以

本籍为主，兼顾客籍。传主以卒年为序排列。人物表所列人物不受上述所限。

七、《合肥市志》历史记年，民国以前，从旧纪年，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解

放后”指1949年1月21日后，。建国前”、。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

八、《合肥市志》文中所及计量单位、币值等，凡文后未加括注的，均从时称。文中

涉及主要记述单位的名称，在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余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合肥市

委员会’’，简称“中共合肥市委”、。市委一，。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

“市人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肥市委员会”，简称。市民革”。余类推。

九、《合肥市志》资料来源于省、市档案馆、图书馆、报刊、旧志、有关专著及各单

位修志部门提供的资料。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汇编资料为准。依照通例，采用时一律不

注出处。



·2·合肥市志

总 卷 次

第一册

总述···⋯··················1

大事记⋯⋯⋯⋯OG O O OO⋯9

卷一 地理⋯⋯69

卷二 人口⋯⋯117

卷三 城市建设⋯．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工业

交通

邮政

电信

212

397

634

780

921

第二册

卷八 农业⋯⋯993

卷九 水利⋯1092

卷十 商贸⋯1230

卷十一 物资⋯1312

卷十二 综合经济管理
··········-·········· 1363

卷十三 财政⋯1454

卷十四 税务⋯1515

卷十五 金融⋯1607

第三册

卷十六 党派⋯1761

卷十七 社团⋯1838

卷十八 人大⋯1905

卷十九 政府⋯1933

卷二十 政协⋯1991

卷二十一人事劳动

····-·········-··-···2011

卷二十二公安⋯2041

卷二十三司法⋯2184

卷二十四民政⋯2254

卷二十五军事⋯2366

第四册

卷二十六教育⋯2535

卷二十七科技⋯2699

卷二十八文化⋯2841

卷二十九新闻⋯2942

卷三十 卫生⋯2999

卷三十一体育⋯3047

卷三十二风俗⋯3249

卷三十三方言⋯3280

卷三十四人物⋯3340

附录 文献辑存⋯
············01 0······3496

诗文辑录⋯

-··-··-··IOO·········3515

后记⋯⋯⋯⋯⋯⋯3521



目． 录

政区图

市区图

照 片

序 言

凡例

总卷次

第一册

总述⋯⋯⋯⋯⋯⋯⋯⋯⋯⋯⋯⋯⋯．1

大事记⋯⋯⋯⋯⋯⋯⋯⋯⋯⋯⋯⋯．9

卷一地理

概述⋯⋯⋯⋯⋯⋯⋯⋯⋯⋯⋯⋯⋯⋯70

第一章建置区划⋯⋯⋯⋯⋯72
第一节位置面积⋯⋯⋯⋯⋯⋯72

第二节历史沿革⋯⋯⋯⋯⋯⋯72

第三节行政区划⋯⋯⋯⋯⋯⋯74

东市区⋯⋯⋯⋯⋯⋯⋯⋯⋯⋯⋯74

中市区⋯⋯⋯⋯⋯⋯⋯⋯⋯⋯⋯74

西市区⋯⋯⋯⋯⋯⋯⋯⋯一⋯⋯75

郊区⋯⋯⋯⋯⋯⋯⋯⋯⋯⋯⋯⋯75

长丰县⋯⋯⋯⋯⋯⋯⋯⋯⋯⋯⋯76

肥东县⋯⋯⋯⋯⋯⋯⋯⋯⋯⋯⋯77

肥西县⋯⋯⋯⋯⋯⋯⋯⋯⋯⋯⋯77

第二章地质与地貌⋯。j⋯⋯．．79
．第一节地质⋯⋯⋯⋯⋯⋯⋯⋯79

地史⋯⋯⋯⋯⋯⋯⋯⋯⋯⋯⋯⋯79

地层⋯⋯⋯⋯⋯⋯⋯⋯⋯⋯⋯⋯80

构造⋯⋯⋯⋯⋯⋯⋯⋯⋯⋯⋯⋯81

工程地质问题⋯⋯⋯⋯⋯⋯⋯⋯81

第二节 地貌⋯⋯⋯⋯⋯⋯⋯⋯81

地貌概况⋯⋯⋯⋯⋯⋯⋯⋯⋯⋯81

地貌单元：⋯⋯⋯⋯⋯⋯⋯⋯⋯“83

第三章气候⋯⋯⋯。：⋯⋯⋯⋯．84
第一节气候特征⋯⋯⋯⋯⋯⋯84

了乙



·2·合肥市志

年气候特征⋯⋯⋯⋯⋯⋯⋯⋯⋯84

季气候特征⋯⋯⋯⋯⋯⋯⋯⋯⋯85

月气候特征⋯⋯⋯⋯⋯⋯⋯⋯⋯85

第二节 气温⋯⋯⋯⋯．．．⋯⋯⋯86

气温季节变化⋯⋯⋯⋯⋯⋯⋯⋯86

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87

农业指标温度⋯⋯⋯⋯⋯⋯⋯⋯87

无霜期⋯⋯⋯⋯⋯⋯⋯⋯⋯⋯⋯87

第三节降水⋯⋯⋯⋯⋯⋯⋯⋯87

降水量季节分配⋯⋯⋯⋯⋯⋯⋯87

降水量年际变化⋯⋯⋯⋯⋯⋯⋯88

降水日数与降水强度⋯⋯⋯⋯⋯88

第四节气压和风⋯⋯⋯⋯⋯⋯89

气压⋯⋯⋯⋯⋯⋯⋯⋯⋯⋯⋯⋯89

风向⋯⋯⋯⋯⋯⋯⋯⋯⋯⋯⋯⋯89

风速⋯⋯⋯⋯⋯⋯⋯⋯⋯⋯⋯⋯90

第五节 日照⋯⋯⋯⋯⋯⋯⋯⋯90

太阳辐射⋯⋯⋯⋯⋯⋯⋯⋯⋯⋯90

El照时数⋯⋯⋯⋯⋯⋯⋯⋯⋯⋯91

第四章陆地水⋯⋯⋯⋯⋯⋯⋯92

第一节地上水⋯⋯⋯⋯⋯⋯⋯92

河流⋯⋯⋯⋯⋯⋯⋯⋯⋯⋯⋯⋯92

湖泊“⋯⋯⋯·⋯⋯⋯⋯：⋯⋯⋯“95

第二节地下水⋯⋯⋯⋯⋯⋯⋯96

上层滞水和潜水⋯⋯⋯⋯⋯⋯⋯96

松散岩类孔隙水⋯⋯⋯⋯⋯⋯⋯96

1‘红层裂隙孔隙水⋯⋯⋯⋯⋯⋯⋯96

第五章土壤⋯⋯。-⋯⋯⋯⋯。98

第一节主要土类⋯⋯⋯⋯⋯⋯98

黄棕壤⋯⋯⋯⋯⋯⋯⋯⋯⋯⋯⋯98

‘水稻土⋯⋯⋯⋯⋯⋯⋯⋯⋯⋯⋯99

潮土⋯⋯⋯⋯⋯⋯⋯⋯⋯⋯⋯⋯100

第二节土壤资源保护⋯⋯⋯101

第六章植物和动物⋯⋯⋯⋯102

第一节植物⋯⋯⋯⋯⋯⋯⋯⋯102

木本植物⋯⋯⋯⋯⋯⋯⋯⋯⋯⋯102

草本植物⋯⋯⋯⋯⋯⋯⋯⋯⋯⋯103

市树和市花⋯⋯⋯⋯⋯⋯⋯⋯⋯103

第二节动物⋯⋯⋯⋯⋯·⋯⋯”103

无脊椎类⋯⋯⋯⋯⋯⋯⋯⋯⋯⋯103

鱼类⋯⋯⋯⋯“⋯⋯⋯⋯⋯”⋯“104

两栖类和爬行类⋯⋯⋯⋯⋯⋯⋯104

鸟类⋯⋯⋯⋯⋯⋯⋯⋯⋯⋯⋯⋯104

兽类⋯⋯⋯⋯⋯⋯⋯⋯⋯⋯⋯⋯105

第七章自然灾害⋯⋯⋯⋯”106
第一节旱涝⋯⋯⋯⋯⋯⋯⋯⋯106

合肥县旱涝灾害⋯⋯⋯⋯⋯⋯⋯106

合肥市旱涝灾害⋯⋯⋯⋯⋯⋯⋯110

第二节虫灾⋯⋯⋯⋯⋯⋯⋯⋯113

第三节地震⋯⋯⋯⋯⋯⋯⋯⋯114

第四节其他自然灾害⋯⋯⋯115

连阴雨⋯⋯⋯⋯⋯⋯⋯⋯⋯⋯⋯i15

寒潮⋯⋯⋯⋯⋯⋯⋯⋯⋯⋯⋯⋯116

大风⋯⋯⋯⋯“⋯⋯⋯⋯⋯⋯⋯·116

卷二 人口卺一 八U

概述⋯⋯⋯⋯⋯⋯⋯⋯⋯⋯⋯⋯117

第一章人口变动⋯⋯⋯⋯⋯119
第一节自然增长⋯⋯⋯⋯⋯⋯126

出生⋯⋯”⋯⋯⋯⋯⋯⋯⋯⋯““127

死亡⋯⋯⋯⋯⋯⋯⋯⋯⋯⋯⋯⋯128

第二节机械变动⋯⋯⋯⋯⋯⋯129

人口迁移⋯⋯⋯⋯⋯⋯⋯⋯⋯⋯131

人口划拨⋯⋯⋯⋯⋯⋯⋯⋯⋯⋯131

第二章人口密度⋯⋯⋯⋯”133

第一节合肥县人口密度⋯⋯133

第二节合肥市人口密度⋯⋯134



市区人口密度⋯⋯⋯⋯⋯⋯⋯⋯134

郊区人口密度⋯⋯⋯⋯⋯⋯⋯．．．135

人口分布特点⋯⋯⋯⋯⋯⋯⋯⋯135

第三章人口构成⋯⋯⋯⋯．136
第一节性别构成⋯⋯⋯⋯⋯⋯136

人口性别比例⋯⋯·”⋯⋯⋯⋯⋯136

0岁组性别比⋯⋯⋯⋯⋯⋯⋯⋯137

年龄组性别比⋯⋯⋯⋯⋯⋯⋯⋯138

第二节年龄构成⋯⋯⋯．．．⋯⋯143

年龄结构⋯⋯⋯⋯⋯⋯⋯⋯⋯⋯143

人口金字塔⋯⋯⋯⋯⋯⋯⋯⋯⋯144

特殊年龄人口⋯⋯⋯⋯⋯⋯⋯⋯146

高龄人口⋯⋯⋯⋯⋯⋯⋯⋯⋯⋯147

期望寿命⋯“⋯⋯⋯⋯⋯⋯⋯⋯·148

第三节文化与职业构成⋯⋯150

‘文化构成⋯⋯⋯⋯⋯⋯⋯⋯⋯⋯150

职业构成⋯⋯⋯⋯⋯⋯⋯⋯⋯⋯151

第四节民族构成⋯⋯⋯⋯⋯⋯153

第五节其他构成⋯⋯⋯⋯⋯⋯155

暂住与流动人口⋯⋯⋯⋯⋯⋯⋯155

非农业人口⋯⋯⋯⋯⋯⋯⋯⋯⋯155

第四章人口调查⋯⋯⋯⋯。156
第一节合肥县户籍调查⋯⋯156

第二节全国人口普查⋯⋯⋯156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57

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57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58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59

第三节区域人口普查⋯⋯⋯160

合肥市人口普查⋯⋯⋯⋯⋯⋯⋯160

安徽省人口普查⋯⋯⋯⋯⋯⋯⋯160

第四节人口抽样调查⋯⋯⋯161

·东风街道人口抽样调查⋯⋯⋯⋯161

全国生育率抽样调查⋯⋯⋯⋯⋯161

合肥市流动暂住人口生育情况抽样调

查 ⋯⋯·⋯⋯⋯⋯⋯⋯⋯⋯⋯··162

目录·

2％o全国人口生育、节育率抽样调查

·⋯⋯⋯⋯··⋯⋯⋯⋯⋯⋯·⋯··162

人口死因调查⋯⋯⋯⋯⋯⋯⋯⋯163

合肥市居民病伤死因统计⋯⋯⋯163

第五章婚姻、家庭与生育⋯⋯
·⋯··⋯·⋯········⋯⋯····⋯⋯·····’165

第一节婚姻⋯⋯⋯⋯⋯⋯⋯⋯165

婚姻构成⋯⋯⋯⋯⋯⋯⋯⋯⋯⋯165

未婚人口⋯⋯⋯⋯⋯⋯⋯⋯⋯⋯166

男女婚姻年龄别⋯⋯⋯⋯⋯⋯⋯166

初婚年龄及婚期月份分布⋯⋯⋯168

婚姻旧习⋯⋯⋯⋯⋯⋯⋯⋯⋯⋯170

I毙婚⋯⋯⋯⋯⋯⋯⋯⋯⋯⋯”⋯·171

第二节家庭⋯⋯⋯⋯⋯⋯⋯⋯172

’第三节生育⋯⋯⋯⋯⋯⋯⋯“174
生育率⋯⋯⋯⋯⋯⋯⋯⋯⋯⋯⋯174

人口再生产率⋯⋯⋯⋯⋯⋯⋯⋯180

生育年龄⋯⋯⋯⋯⋯⋯⋯⋯⋯⋯180

生育期月份分布⋯⋯⋯⋯⋯⋯⋯181

生育孩次⋯⋯⋯⋯⋯⋯⋯⋯⋯⋯181

生育子女存活率⋯⋯⋯⋯⋯⋯⋯187

第六章生育管理⋯⋯⋯⋯⋯190

第一节计划生育管理机构 ⋯

⋯⋯⋯⋯⋯⋯⋯⋯⋯⋯⋯⋯⋯⋯190

合肥市计划生育领导机构⋯⋯⋯190

合肥市计划生育办事机构⋯⋯⋯191

合肥市县区及基层计划生育组织

·········⋯·······⋯⋯·····⋯⋯···191

第二节生育政策⋯⋯⋯⋯⋯⋯192

第三节计划生育宣传教育⋯194

第四节生育控制⋯⋯⋯⋯⋯⋯197

计划生育率⋯⋯⋯⋯⋯⋯⋯⋯⋯197

独生子女家庭领证率⋯⋯⋯⋯⋯198

‘节育率⋯⋯⋯⋯“．．．⋯⋯⋯⋯⋯·198

第五节优生优育⋯⋯⋯⋯⋯⋯199

宣传普及优生知识⋯⋯⋯⋯⋯⋯19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