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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彰往昭来。《新芜区志》是新芜区历
史上唯一的一部地方志。这次修志，从成立机构、
制定实施方案、收集资料、加工整理到修改审查，
历经三年，数易其稿，终于问世。为此，谨书片
言，权以为序。

新芜区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已有人类
活动的踪迹。长江和青弋江在这里交汇，水运码头
成就了芜湖古城。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英帝国
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把芜湖
列为通商口岸之一。次年设立芜湖租界，帝国主义
的魔爪伸进了芜湖。

1 949年芜湖解放，1 952年成立新芜区人民政
府。半个多世纪以来，勤劳、勇敢的新芜区人民战
天斗地，艰苦创业，取得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在中
共新芜区委、新芜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经济
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城市面貌巨变，人民安
居乐业。把这一辉煌的历史时期取得的业绩和宝贵
经验载入史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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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芜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新

芜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基本情
况和重要史实。它将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为
宣传新芜、了解新芜提供信息，为今后芜湖的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
科学依据，为后人编写志书提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
料。

《新芜区志》的修成，是全区各级领导、各部
门、各单位和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 ．

慧、集体劳动的结晶。适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谨
‘‘

代表中共新芜区委、新芜区人民政府向全区的方志
工作者以及为此书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人员致以崇
高的敬意，并对此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新芜区人民将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高举邓
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打造芜湖中心商务区，
实现富民强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我们一定
要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谱写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新篇章。我们深信，新芜区人民的未
来一定会更美好!

-，哆
中共新芜区委书记： 各’2’矸。

J

新芜区人民政府区长：，昏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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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芜区是芜湖市的中心城区，东接镜湖区，西濒
长江，南与马塘区隔青弋江相望，北与芜湖长江大
桥经济开发区毗邻，有6325米江岸线。辖吉和街、
北京路、滨江、银湖、长江路、汀棠、天门山7个街
道办事处，50个社区居委会。区域面积1 6．7--T---方公
里，常住人口2 5万人。

新芜区位于北纬31。22’，东经11 8。22’，东

西窄，南北长，地形成带状，地势较为平坦，平均
海拨8米，其间有零星山丘散落分布，从北至南有：
弋矶山、大官山、小官山、小赭山、大赭山、陶家
山、狮子山、土龙山、范罗山、雨耕山，其中，大 ．

赭山最高，海拨84 8米。气候为北亚热带湿；t"-J季风
’

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 6。，降
水量11 95毫米，日照2075小时，无霜期240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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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芜区风光秀美，气候宜人，文化古迹较多，旅
游资源丰富。新芜路至公安街一带曾是古代佛教
寺、庙、庵的集中地，古代文学家吴敬梓在《儒林
外史》中多次提到吉祥寺，初建于东晋时期，是芜
湖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清朝初年，本地回族人在
寺码头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此后，伊斯兰教在芜
湖逐渐盛兴起来。位于青弋江、长江汇合处江堤上
的中江塔，建于明朝万历46年(公元1 61 8年)，被

古人誉为“江上芙蓉”，是芜湖市旧八景之一。



双江塔影

新

芫
区

志

6



新

芜
区

志

7

天主教堂

广济寺



广济寺，旧时为佛教圣地，位于赭山南麓，与普
济寺、吉祥寺、能仁寺并称为芜湖四大佛寺。座落

干雨耕山麓的天主教堂由法国传教士创建于1 903

年。教堂为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依山而筑，座

东朝西，左右为两座尖塔钟楼，两塔之间的正门尖
顶上耸立着汉白玉雕塑的耶稣像，大厅内外均由花

冈岩麻石铺设，当时造价为4万两白银，其规模在当
时仅次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列华东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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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狮子山上的圣雅阁中学(现十一中学)，建
于清光绪25年(1 899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王稼祥曾经在这里领导过反对教会学校对学生进行
奴化教育的爱国学生运动，现建有王稼祥纪念园，
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王稼祥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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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家农民公园 汀棠公园。公园位于区
域的东北部，占地42 83万平方米，其中水面
32 93万平方米，由原西江公社棠桥大队于1 983年集
资兴建，1 984年国庆节建成对外开放， 以汀塘和棠

桥各取一字命名。建于公园内的玩鞭亭是仿二十里
铺已毁的古玩鞭亭，以冀恢复原芜湖八景之一的
“玩鞭春色”。园内主要景点有：长堤、拱桥、曲
桥、钟亭水榭、园艺馆等。赭山公园是区境内占地
面积最大，以山景为特色的市级公园。

汀棠水韵

感 j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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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关楼



新芜区得黄金水道之便，水陆交通发达，历史上
就是皖南重要的交通枢纽。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
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
约》，把芜湖列为通商13岸之一。第二年，英国首
先在范罗山上建起了领事馆。同年四,EJ，又同清政
府官员议定了芜湖《租界》约，设立芜湖租界。自
此，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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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9年4月24日芜湖解放，同年5月1 9日，中共芜

湖市委决定，在原第三区工作组的基础上组建第三
区人民政府，1 952年7月1 B，第三区撤销，改为新芜
区，并成立新芜区人民政府。1 9 5 6年6月9B，新芜区
人民政府更名为新芜区人民委员会。1 960年5月6日，
新芜区人民委员会更名为新芜区人民公社，1 961年

2月4B重新恢复新芜区人民委员会。1 968年8月25日
成立新芜区革命委员会，1 980年6月恢复成立新芜区
人民政府，政府机关位于新芜路来龙里。1 999年
1 2月办公地址迁至长江路35号。新建的区机关办公

楼高9层，建筑面积1 049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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