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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莽乾坤，万物纷繁复杂；茫茫人海，形态千差万别，如无统一名称，其害
}

．

：之大可想而知。《安庆市地名录》就是专为人们提供本市各类地名的专著。，它的

i出版，不仅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服务而且还将

l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可供参考的历史典籍。≮ J．

1 《安庆市地名录》的出版，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l和省地名办公室关于《安徽省地名普查有关技术问题的处理意见》进行的。1980

1年以来，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对本市地名展开了普查。搞清了各类地名

}的来历，纠正了文革期间在地名问题上造成的紊乱。对有地无名和贬义地名的现

。象，作了严肃的命名、更名工作，使之符合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

本地名录的资料收集了：市、区、乡，农场，工厂、街道办事处、人工建筑、

． 自然实体，名胜古迹等文字概况65篇，本市和各乡地名图16幅，各种照片40张，

。地名正文2696条。另外还有：古寺，庙、庵79处，古桥45处，古会馆19处，古祠

54处，古石坊15处，古亭、楼，阁43处，古塘30处，公用水井56处以及九头十三

j。坡等。 ．”

●

地名录的全部地名图，均以1982年出版的1：25000的《安庆市地名图》为

模本。图中的地名均按地名普查成果填写，图中的市、区、乡、水域和山脉的分

界线，只起地名图的示意作用，不作实际划界的依据。地名录中的各种数据均以

1984年终为准。

根据安徽省政府办公厅(1984)64号文件精神，成立了“安庆市地名委员会”，

其目的就在于加强对地名工作的统一管理。各项工作都有法规．地名工作亦不例
。

外。今后地名要保持稳定，不得任意更改。遇有地名与本地名录不一致时．一律

以本地名录为准；遇有特殊原因需要命名或更名时，一定要按《安徽省地名管理

暂行办法》严格履行批准手续。 ，

．

。。{；聱i鏊嚣罄豫嚣}。≮■，移，礼



喜

垒

安 庆 市

强



、

w
，

融
孽

博
∑

j京

：
：

●
●

—
；

i蚌
t： 篓 慧

津
丘
忑

茸
赢
剐
棼

茁
嘁
*

·
虹 k №

两冱
。≯

荔瀵
!

两
、

俭
一

∥
孽

；
：

：
冬

{=

蔟

赫

‘
墨 羹

愿

*

‘
赫

(：

审
v≤

：赋

越鞋裸
_

弘

咏闻
攀氟

巢葶

*强慕蒜^．j晕权孟舟泌刮—
—⋯i_酬剐

这
●／‘

臻

}2

嘲茹

．彳意
№

滕
器

萋

0薹缸§缸婪酋

一赛．灰嘻商h黼孙吟～嘲d叫州川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前 言
、

， ’

，

，

。一、安庆市地名图 ，

。

： 安庆市地名图
‘

1 安庆市区地名图

l 安庆市1949年地名图

：二、安庆市概况⋯⋯⋯⋯⋯⋯⋯⋯⋯⋯⋯⋯“B D O O．O 0 O O O O O a O O O．D O O OI⋯⋯⋯⋯⋯⋯一1

。三、行政区划和居民地 ．

1 市、区、街道办事处名称⋯⋯⋯⋯⋯⋯⋯⋯⋯⋯⋯⋯⋯⋯⋯⋯⋯⋯⋯⋯7，

?+ 迎江区 ·’

。迎江区概况⋯⋯⋯·：⋯⋯⋯⋯⋯⋯⋯⋯⋯⋯⋯⋯O O Q O D OJ ml⋯⋯⋯⋯⋯⋯⋯·9

孝肃路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1l

、宜城路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13：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一⋯⋯⋯15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17

大观区

大观区概况⋯⋯⋯⋯⋯⋯⋯⋯⋯⋯⋯⋯⋯⋯⋯⋯⋯⋯⋯⋯⋯⋯小⋯⋯⋯19

龙山路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21．

玉琳路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23

’-德宽路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J[．．⋯⋯⋯⋯⋯⋯⋯⋯⋯⋯⋯·2辱

．集贤路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27

。 菱湖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29

高花亭街道办事处概况及居民委员会名称⋯⋯⋯⋯⋯⋯⋯⋯⋯·厶⋯⋯⋯31

路、街、巷、居民区，一 1．，．、．7

路，街、巷、居民区名称⋯⋯．．．⋯··?⋯⋯⋯⋯⋯⋯⋯⋯⋯⋯⋯⋯⋯．．．⋯33
’

郊区 ： ‘i一。。
。

郊区概况⋯⋯．．．⋯⋯⋯·i：⋯¨?⋯··1 0 0·Q O 0 0．．．．．．⋯⋯⋯．．．⋯⋯¨。⋯⋯j⋯⋯·5i
一。

0}。々gI董嚣甏罄鬈弘，^》：弘鏊瓢¨

-



郊区、乡名称¨⋯⋯_⋯⋯⋯⋯⋯⋯⋯-⋯⋯⋯⋯⋯⋯⋯⋯⋯⋯⋯⋯··54

龙狮桥办事处地名图 ．

龙狮桥办事处概况⋯⋯⋯⋯．．．⋯⋯⋯⋯⋯⋯⋯⋯⋯⋯⋯⋯⋯⋯⋯⋯⋯⋯55

龙狮桥办事处村民居委会、‘．自然村名称⋯⋯⋯⋯⋯⋯⋯⋯⋯⋯⋯⋯⋯⋯57

一十里铺乡地名图

十里铺乡概况⋯⋯⋯⋯⋯．．．⋯⋯⋯⋯⋯⋯⋯⋯⋯⋯⋯⋯_⋯⋯⋯⋯⋯⋯61

十里铺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63

肖坑乡地名图 ·

肖坑乡概况⋯⋯⋯⋯⋯⋯⋯⋯⋯⋯⋯⋯。⋯⋯⋯⋯⋯⋯⋯．⋯⋯⋯⋯⋯．．69

肖坑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礼

凤凰乡地名图’· ．

凤凰乡概况⋯⋯⋯⋯⋯⋯⋯⋯⋯⋯⋯⋯⋯⋯⋯⋯⋯⋯⋯⋯⋯⋯⋯⋯⋯⋯75

凤凰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w

老峰乡地名图

老峰乡概况⋯⋯⋯⋯⋯⋯⋯⋯⋯⋯⋯⋯⋯⋯⋯⋯⋯⋯⋯⋯⋯⋯⋯⋯⋯⋯79『

老峰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j⋯⋯⋯⋯⋯⋯⋯⋯⋯．．81

长风乡地名图

长风乡概况⋯⋯⋯⋯⋯⋯⋯⋯⋯⋯⋯⋯⋯⋯⋯⋯⋯⋯一．．．．⋯⋯⋯⋯⋯⋯87

长风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89

白泽湖乡地名图

白泽湖乡概况⋯⋯⋯⋯⋯⋯··：⋯⋯⋯⋯⋯⋯⋯⋯⋯⋯⋯⋯⋯⋯⋯⋯⋯⋯95

白泽湖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一1“Q⋯⋯⋯⋯⋯⋯⋯⋯⋯⋯⋯··97

一新洲乡地名图

新洲乡概况⋯⋯⋯⋯⋯⋯⋯⋯⋯⋯⋯⋯⋯⋯·?⋯⋯⋯⋯。⋯⋯⋯⋯⋯⋯⋯105

新洲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一107

杨桥乡地名图 ·

’

杨桥乡概况⋯⋯⋯⋯⋯⋯⋯“⋯⋯⋯⋯⋯⋯⋯⋯⋯⋯⋯⋯⋯⋯⋯一．．⋯⋯111

杨桥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1 O O e O O O O O O 0 0 0 0 0 O O 0⋯⋯⋯_⋯⋯⋯⋯⋯⋯·113

蠡影女垂器；．

彝P



大枫乡地名图

大枫乡概况⋯⋯⋯⋯⋯⋯⋯⋯⋯⋯⋯⋯⋯⋯⋯⋯⋯⋯⋯⋯⋯⋯⋯⋯⋯⋯119

大枫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121

花山乡地名图 ，

花山乡概况⋯⋯⋯⋯⋯⋯⋯⋯⋯⋯⋯⋯⋯⋯⋯⋯⋯⋯⋯⋯⋯⋯⋯⋯⋯⋯127

花山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1 0 0 0 0 01 0⋯⋯⋯⋯⋯⋯⋯⋯⋯⋯⋯·：⋯．．．、··129

罗塘乡地名图 ：

罗塘乡概况⋯⋯⋯⋯⋯⋯⋯⋯⋯⋯⋯⋯⋯⋯⋯⋯⋯⋯⋯⋯⋯⋯⋯⋯⋯⋯133

罗塘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名称⋯⋯⋯⋯⋯⋯⋯⋯⋯⋯⋯⋯⋯⋯⋯⋯⋯135

皖河农场地名图 ．。

皖河农场概况?⋯⋯⋯⋯⋯⋯⋯⋯⋯⋯⋯⋯⋯⋯⋯⋯⋯⋯⋯⋯⋯⋯⋯⋯·137’

皖河农场大队、自然村名称⋯⋯⋯⋯⋯⋯⋯⋯⋯⋯⋯⋯⋯⋯⋯⋯⋯⋯“139

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概况、名称⋯⋯⋯⋯⋯⋯⋯⋯⋯⋯⋯⋯⋯．．：⋯⋯．．147·
’

人工建筑物概况、名称⋯⋯⋯⋯⋯⋯⋯⋯⋯⋯⋯⋯⋯⋯⋯⋯⋯⋯⋯⋯⋯”19 7

自然地理实体概况、名称⋯⋯⋯⋯⋯：⋯⋯⋯⋯⋯⋯⋯⋯⋯⋯⋯⋯⋯⋯⋯⋯⋯”203

纪念地和名胜古迹概况、名称⋯⋯⋯⋯⋯⋯⋯⋯⋯⋯⋯⋯⋯⋯⋯⋯⋯⋯”2 1．5

地名照片⋯⋯⋯⋯⋯⋯⋯⋯⋯⋯⋯⋯⋯⋯⋯⋯⋯⋯⋯⋯⋯⋯⋯⋯⋯⋯⋯⋯小⋯”24 l

有关地名工作的重要文件-⋯⋯⋯⋯⋯⋯⋯⋯⋯⋯⋯⋯⋯⋯⋯⋯⋯⋯⋯⋯一⋯·261

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261’

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262

安徽省人民政府批转《安徽省地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65

安徽省地名管理暂行办法⋯⋯⋯⋯⋯⋯⋯⋯⋯⋯⋯⋯⋯⋯⋯⋯⋯⋯⋯··266

安庆市人民政府批转地名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地名普查工作

意见的报告》的通知⋯⋯⋯⋯⋯⋯⋯⋯⋯⋯⋯⋯⋯⋯：⋯⋯⋯⋯⋯⋯⋯一269 ／／

关于开展地名普查工作意见的报告⋯⋯⋯⋯⋯·：o o o o ml O o B o o o o D o o o o o o：⋯⋯··乏70

安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对街道办事处，人民公社和几条道路、

部分居民区地名更名、命名的补充通知(附表)⋯⋯⋯⋯。⋯⋯⋯⋯⋯273

安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新增湖滨新村等五个居民委员会的通知⋯⋯⋯⋯··-,276

，

，

、

、

，

，

，

，。．，四五六七八九

；



十、附录’ 。

盛唐山考⋯⋯⋯⋯⋯⋯⋯⋯⋯?：⋯⋯⋯⋯⋯⋯⋯·：⋯⋯⋯⋯⋯⋯⋯⋯⋯．．277

黄梅戏简介⋯⋯⋯⋯⋯⋯⋯⋯⋯⋯⋯⋯⋯·j⋯⋯⋯：⋯⋯⋯⋯⋯⋯。⋯⋯2|78

‘古寺、庙、庵、桥、馆、祠、坊，亭，楼、阁、塘、

井及九头十三坡名称⋯⋯⋯⋯⋯⋯⋯⋯⋯⋯⋯⋯⋯⋯⋯⋯⋯⋯⋯⋯⋯．．280

十一，安庆市地名委员会成员及办公室成员名单⋯⋯⋯⋯．．．．⋯⋯⋯⋯⋯⋯⋯⋯”285

． 十二、地名录汉字首字笔画索引⋯⋯⋯⋯⋯⋯⋯⋯⋯⋯⋯⋯⋯⋯⋯⋯⋯⋯"⋯⋯287

编后记
一

赣蒜蒋黪：，



■

■

●

、 安庆市概况

●

二

￡，≮i#§l§

t敷罄嚣孽纛嚣☆§，§§#≠；



秭

安庆市概况

。安庆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大龙山南麓，扬子江北岸。地处东经117。02’，北

纬30。307。东南紧靠长江；东北依长河与枞阳县接壤；西、西北以大龙山分水为 。

界与桐城、怀宁两县毗邻；西南与石门湖相连。辖三个区。代管皖河农场-十二

个街道办事处，十二个乡(包括龙狮桥办事处)，一百。四个村民委员会。面积

541．3平方公里(含皖河农场72平方公里)，人口418，773人，其中：市区197，376人，

郊区221，397人，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回、壮．蒙，彝、苗，土、傣、畲、白、

朝鲜、布依，高山、达斡尔等十七个，计八千余人。安庆市政府驻孝肃路162号。

安庆市开发较早，远古时代属薛家岗文化。市郊张四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

现，说明四千年前已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汉末三国时期，安庆已形成一个宜城

古渡，相传东晋诗人郭璞曾登盛唐山，谓“此地宜城"’，故安庆又名“宜城”。

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在同安郡、德庆军中各取一字改为“安庆军"，这

是安庆得名之始。宋宁宗元年(1195年)升为安庆府。嘉定十年(1217年)，知

府黄干为抗金兵，在此筑城，此为建府城之始。至景定元年(1260年)’，马光祖

复建竣工，怀宁县才由皖口(今怀宁县山口镇)迁来附郭。元代余阙驻守安庆时

曾加以修茸；明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命常遇春修缮加固；崇祯八年(1635

年)，史可法驻守安庆又予修整。康熙六年(1667年)，裁江南省分设江苏、安

徽二省，改江南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

政使司自江宁移治安庆，开始了省、府、、县同城而治。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安庆自嘉定十年建城至今有767年的历史(1217—1984年)；自设府治到。

民国废府治有717年之久(1195—1912年)。作为省会也有178年的历史(i76．0_，．‘

a938年)．o ，’

建国初，安庆市的面积只有13．45平方公里，经过多次行政区划的变更，才

有今天的幅员和概貌。 ，，

安庆地处长江下游，形势险要。它可以譬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

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元末，红巾军领袖

赵普胜和陈友谅在此大败元军，夺取城池，迫使元将余阙投西门清水塘自杀；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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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曾数攻安庆；安庆巡抚史可法驻军安庆时，不仅修葺了城

池，同时还树立了“宜城天堑”四个大字的纪念碑；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守安庆

时，曾访贫问苦，安定人心，使安徽成为太平天国军事、政治最巩固地区，为天

京西部屏障；英王陈玉成领导的安庆保卫战历时两年，留下了大量遗迹；辛亥革

命时期，革命党光复会首领徐锡麟剌杀安徽巡抚恩铭；熊成基、范传甲的炮马营

起义，震撼了清廷；1912年孙中山先生过安庆时曾发表演说，支持安庆入民的焚

烟斗争；建国后，毛泽东、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曾亲I临安庆视察，给安庆人民以

极大的鼓舞。

安庆市地形复杂，老城区座落在一片西北高、东南低的丘陵上，背山面水，

素有“半是山城半水城”之称。城内街道起伏，故又有九头十三坡之称。郊区有

山有水有洲有圩，风景秀丽，最据山水之胜。大龙山主峰海拔693．4米，市区海

拔在12至1J60米之间，耕地海拔在9到14米左右。这里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

分明，气候温和。最高气温为40．2。C，七月份最热，月平均温度为28．8。C；最低

温度为负12．5。C；一月份最冷，月平均温度为3．5。C；年平均温度为16．5。C。年

平均降雨量1，300—1，400毫米之间，年日照2，030小时左右，无霜期248天。

五、六月份进入梅雨季节，七、八月份常有暴雨，江河出现洪峰，农田易受涝灾。

郊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星罗棋布的十三万亩湖泊，盛产鱼、虾、菱、藕；绵延

起伏的七万亩山场，不仅有森林，并且还蕴藏着数百万吨煤炭、二亿多立方米大

理石，还有铜、铁、铅、锌、铝、重晶石、白水泥原料、石棉、大理石、花岗石、

石英石、石灰石等建筑材料。市东北郊的杨桥，花山一带，群山环抱着湖泊，形

成了有利于水果生长的特殊气候，是省内重点柑桔产区之一，现有柑桔三万棵左

右，其它果树五万余株；野生植物有120个科，800多个品种，其中属国家和省

重点保护的有：五针松、金钱松、香樟、鹅掌楸、银杏、水杉、山核桃、猕猴桃

等；野生动物有70多种，其中的长尾雉(山鸡)，小灵猫(香狸)，均属珍贵动

物；鱼类约有52种，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有18种，如鲥鱼、刀鱼，蟹、甲鱼等、长

江安庆段还有受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白鳍豚、鲟鱼等。

1984年，我市工农业总产值为132，008．53万元。财政总收入13，018．51万元，

比上年增长9．87％；财政支出3，328万元，比上年增长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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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建国前是个消费城市，工业方面仅有酱油、碾米、榨油、面粉、民生

织布厂、水厂和电厂，共有职工100余人。建国后，已发展成一座以石油化工和

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共有工业企业单位405个，其中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

389个(全民84个、集体305个)；非独立性核算生产单位16个(全民、集体各

8个)。1984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4，915万元(含石油化工厂59，279万元)，

超过年计划的9．38％，比上年增长10．87％。

为了确保我市郊区125，618亩耕地上的农业丰收，市人民政府狠抓了广济圩

大堤的增高培厚工程，兴建了梅林东闸、破罡湖闸、新金家闸、金家闸，相应还

兴建了近百座电力排灌站，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87．85％；使机耕面积达到40％。

同时，各乡还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因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4

年，农业实现总产值7，093．53万元，比上年增长73．82％。播种粮食大豆172，665

亩，年产1，154，675担，比上年增长75．86％；种棉花29，701亩，年产皮棉46，383

担，比上年增长96．36％；种油料作物31，654亩，年产60，902担，比上年增长

33．36％。茶叶，猪肉、牛肉，牛奶，’禽蛋多种经营也都比上年有所增长。

1984年，全市商业贸易非常活跃：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纯购进总额20，005万

元，比上年增长4 4．02％；外贸商品国内纯购进总额11，634万元 ，比上年增长

57．2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4，647万元，比上年增长15．84％；集体所有制商

业零售额9，895万元，比上年增长19．22％；个体商业零售额549万元，比上年

增长16．56％；农副产品成交额1，656万元，比上年增长23．49％0许多传统产

品都以更加光彩夺目的丰润出现于市：胡玉美的蚕豆酱、迎江寺的素菜、麦陇香

的糕点、江万春的水饺、萧家桥的油酥饼、韦家巷的汤团以及京津和新兴两餐厅

等都深受群众欢迎。
‘

安庆市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我省西南部的交通枢纽。水路：在我市长达

47公里的江岸线上，有码头44个，泊位57个，其中最大的泊位可以停靠万吨级的

客货轮。重件专用码头可装卸50吨的单件货物。每天上下水大小客轮十余班次，

上抵武汉，下达上海。长江支流一皖河等内河航运也很发达。1984年，安庆港全

年客运量117万人，比上年下降13．91％，客运周转量25，398万人公里，比上年

增长3．03％；安庆港及市属交通局系统全年共完成货运量461万吨，比上年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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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货运周转量11 6，231万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4．17％。陆路：有直通

合肥、岳西、潜山、太湖⋯⋯等县市和著名风景区九华山、黄山的公潞干线。长

江中有人渡、车渡，郊区各乡均有公路相通，市内有五路公共汽车，‘交通方便。

建国后，安庆市的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市区的建成面积已由三个多平方公里

扩大到17个多平方公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象宜城饭店、状元府宾馆、

青少年宫、工业品贸易中心大楼和新建的宿舍楼群如雨后春笋，使古宜城平添秀 *

色，倏然生辉。新建和扩建25--40米宽的道路14条，总长50多公里。市内建排灌 ．

站四座，减轻了污染，改善了城市卫生。自来水厂从日产几十吨扩大到日产37，000

吨，并且第二水厂又在着手兴建。为了让人们享受更好的休息场所，菱湖公园已

日臻完美，沿街花园不断增多，狮子山公园又列入筹建之中，一个风景优美，空

气新鲜的宜城，给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欢乐。

安庆市的文化教育渊远流长：元有青阳书院；明有山谷书院、龙山书院；清

有敬敷书院，凤鸣书院。清末停科举，办新学，首创求是学堂，旋改为高等学堂，

法政学堂，师范学校及中小学等相继建立。桐城中学最初也开办在我市鹭鸶桥。 ．

建国初，安庆市只有大学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二所，普通中学八所，小学二十所，

在校学生不满5，000人。现有各种学校208所，学生81，076人。教职员工5，153

人。安庆师范学院是安庆的最高学府，建于1980年，设有中文、外语、数学、物

理、化学五个系，现正在规划发展之中。

全市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现有文艺团体七个，电影院15座(市区9座，

郊区6座)，放映单位41个j电视发射台一座，广播电台一座。《安庆新闻报》，

《安庆报》、《振风》杂志、图书馆(藏书21万册)，博物馆、群众艺术馆、青 。．

少年官等，都在为培养我市人民的崇高理想和激发旺盛的革命斗志实现四化建设

服务。黄梅戏是安庆的地方戏；现已发展成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为了更好地发

展这一剧种，安庆已成立了“安庆黄梅戏剧院”和“黄梅戏研究所”，并创办了刊 l

物《黄梅戏艺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出生成长于安庆，她短暂 鬟

的一生，为黄梅戏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继誉满海内外的《天仙配》，

《女驸马》、《槐荫记》、《牛郎织女》登上银幕之后，近年来，又拍摄了彩色

艺术片《杜鹃女》、《龙女情》等。《包公误》、《包公错斩狄龙案》、《双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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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王熙凤与尤二姐》、《杨门女将》、《新婚配》、《赵桂英责夫》、《打

豆腐》、《郑小姣》等已拍成电视。其它被录音的磁带和唱片则更多，深受国内

外观众和听众的赞誉。

·‘ 建国以来，我市的卫生事业获得迅速发展。1950年，我市只有七个门诊部(所)，

91名卫生技术人员，设备简陋，技术低下。。现在全市共有卫生医疗单位203个，

‘其中城市190个，农村13个。县以上医院八个，其中城市七个，农村一个。共有

病床1，563张，卫生技术人员2，523名。中、西医科齐全，大部分常见病、多发

病、疑难病，都能进行有效的治疗。消灭了鼠疫、天花，有效的控制了血吸虫病，

人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

我市的科技事业也日趋兴旺。现有市级科技机构三所(石油化工研究院、科

技情报研究所、化工研究所)；局、公司和企业办的科研所23个；各种科协和学

会39个。出版不定期专刊三种，全市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135人。1984年，

完成科研项目25项。创国优银牌产品一个(第--$Jl药厂的牛黄解毒丸)，，创部优

产品五个(纺织厂的21S棉纱、针织厂的21S弹力印花长短袖无领女衫，余良卿的

麝香镇痛膏、麦陇香的中式蛋糕，清真加工厂的五香牛肉脯)等创省优产品32项

(略)。

随着我市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根据我市职

工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表明，1984年，我市职工年平均人生活费收入517．50元，比上

年增长i0．44％。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l全年平均每人消耗粮比上年下降3．43％，肉

类比上年增长5．62％，食用植物油，家禽，鲜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吃、穿，

用、玩的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城镇居民储蓄年末余额6，752万元，比上年增

长37．18％；农村农民储蓄年末余额910万元，比上年增长50．91％。

我市的名胜古迹较多，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振风塔，迎江寺、张四

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熊成基起义旧址；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陈独秀墓。

另外，还有许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名胜古迹和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地：吴越

街，锡麟街、德宽路、丰琳路、程良路等都是以辛亥革命先烈命名的；高琦小学

是为纪念lff21年“6·2”学潮中牺牲的学生姜高琦命名的；菱湖公园内有安庆

’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旧址。马山宾馆内有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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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青团怀宁县委书记俞昌准烈士墓，太平寺11号有怀宁中心县委旧址等。自然

景观方面，旧有十二景脍灸人口，杨桥乡有龙山十八景、花山乡有花山等，这两

乡都是具有极大风景旅游开发前途的地方。

安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富饶的物资资源和勤劳

勇敢聪明的人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必将以更快的步伐向着高度的物质文明

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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