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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

青阳地处皖南，枕江襟山，隶属池州行署。方圆百余里，人口27万余。自

前汉置县以来，向以山川灵秀，人文荟革著称。境内九华山神奇秀逸，以佛教

名山及旅游胜地驰名中外。‘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青阳编修志书，自元迄清，达14

次，其间付梓问世的有8种版本。而今县内仅有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版及

清光绪二十七年(1891)版两种。旧志保留了粗略的县情资料，至今仍不失其

鉴往的实用价值。尔后百余年间县志阏如，今仅存民国22年(1933)2万余

字的《青阳风土志》，不足以窥全豹。 、

时值盛世，编纂一部贯串青阳古今的新方志：乃当务之急。1982年秋，中

共青阳县委、县人民政府组建县地方志办公室，经办县志编纂事宜。1984年

夏，复成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修志工作。此后，经过征集资料、分编

撰稿、总纂评议、修改定稿四个阶段，志书方得以付梓。《青阳县志》的出版，

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这一成果将为今人和后人了解青阳、建设青

阳提供宝贵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

在编纂新县志过程中，编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

贯串古今、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在志书中记载了大量宝贵的资料，较

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青阳自然、社会、人文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重

点记载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青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可喜成就。志书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文风朴

实，图文并茂，与旧志书相比，有很多创新之处。

作为本届政府领导之一员，我能够续接主持新县志的编纂工作，深感荣

幸。然志书得以完稿成册，全赖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与同行的支持、帮助，全

赖全体编纂人员的通力合作、辛勤耕耘。在此，我代表县政府向为编纂《青阳

县志》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这部志书虽经编纂者反复修改，但其中疏漏差错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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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力求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i

二、本志记事上限一般为1840年，《大事记》上限为西汉。各专志以事物

发端时间为上限，下限一律断于1989年。

三、本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立30个专志，专志一般设

章、节、目三级标题，少数目下增设子目。专志之前设概述、大事记，之后设

附录。

四、本志体裁为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五、本志不为生人立传，传主皆为在本县影响较大的已故人物，且以本籍

人、现代人为主。以卒年为序排列。烈士未立传者，皆入英名录。在世人物事

迹显著者，用以事系人方式在专志中记载。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引文一概保持原貌，注明出处，并适当注

释难以理解的字、词、句。古文标点为编者所加。

七、本志用称谓：旧时朝代、职官均沿史惯称，政府、机构均称原名；境

内地名统按《青阳县地名录》用称，一般一地只用一称，确需另称者括注他称；

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姓名，如有反映特定史实之需，加书职称；动、植物及器

具名称概用标准正称；货币名称，凡无特殊注明者，1934年前金额单位称

“元一的为银元，称“两一的为银两，1935至1947年为法币，1948年至解放

前为金圆券，解放后为人民币(其旧币数额按万分之一折成新币数额，个别处

需记旧人民币金额的，则予以注明)。

八、本志使用如下简称、代称和缩写：“中共青阳县委’’或“县委’’(中国

共产党青阳县委员会)；“本县”(青阳县)；“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十

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四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

五一计划时期(第×个五年计划或第×个五年计划时期)；“土改’’(土地改

革)；“镇反"(镇压反革命)；“文革一(文化大革命)。

九、本志纪年：民国元年以前，一律采用夏历，先写朝代年号，后写夏历

年月日，括注公历年份；民国期间，采用民国纪年法，括注公历年份，为避免

括注过繁，同一节目文中相近年份，只注首次；1949年起，采用公元纪年法，



星期及夏历年月日概用中文数字；世纪、年代、民国及公历年月日均用阿拉伯

数字；“建国前"、“建国后"‘系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解放前”(或“旧

时")、“解放后"系以1949年4月21日为界。

十、本志计量照顾习惯．，各个时期实际使用的计量单位，一般一仍其旧。

其中建国后部分，尽量换算成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各种数字，

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不定数，用中文数字表达；一般分数用汉字表示，百

分数、千分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温度计量一律采用公制摄氏制；文字中的计

量单位用汉字书写，公式或表格中的计量单位采用国际通用的表述形式。

十一、本志所附地图，除录自旧志外，主要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测绘局1971年版一比五万的航测图编绘。县界系按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权宜划

法，不作划界法律依据。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旧志和省、地(市)、县档案材料以及县内各单

位撰写的史志资料；建国后的各种统计资料，一般以县统计局统计资料为准，

缺项部分采用各有关单位数据。为节省篇幅，所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_■————————————————一——

L

皖新登字05号

I

囔 ·

●●I

责任编辑：宋效永

严琳

封面设计；赵素萍

， 青阳县志

安徽省青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旅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合肥煤炭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X1092 1／16印张：40插页111字致；900千

1992年12月第1舨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妒∥‘¨箔．’一譬赫0黔陛卜M卜}J

弘盼·@自



目 录

凡例⋯⋯⋯⋯⋯⋯⋯⋯g··'OIl⋯⋯D O···D O·6⋯?⋯⋯⋯⋯⋯⋯⋯⋯⋯⋯⋯··(1)

概述⋯⋯⋯⋯⋯⋯⋯⋯⋯⋯⋯⋯⋯⋯⋯⋯⋯⋯⋯⋯⋯⋯⋯⋯⋯⋯⋯⋯(1)

大事记⋯⋯⋯⋯⋯⋯⋯⋯⋯⋯⋯⋯⋯⋯⋯⋯⋯⋯⋯⋯⋯⋯⋯⋯⋯⋯⋯⋯(6)

第一章建置⋯⋯⋯⋯⋯⋯⋯⋯⋯⋯⋯⋯⋯⋯⋯⋯⋯⋯⋯⋯⋯⋯⋯(30)

第一节建置沿革⋯⋯⋯⋯⋯⋯⋯⋯⋯⋯⋯⋯⋯⋯⋯⋯⋯⋯⋯⋯⋯(30)

第二节行政区划⋯⋯⋯⋯⋯⋯⋯⋯⋯⋯⋯⋯⋯⋯⋯⋯⋯⋯⋯⋯⋯(31)

第三节县城变迁⋯⋯⋯⋯⋯⋯⋯⋯⋯⋯⋯⋯⋯⋯⋯⋯⋯⋯⋯⋯⋯(33)

第四节乡镇纪略⋯⋯⋯⋯⋯⋯⋯⋯⋯⋯⋯⋯⋯⋯⋯⋯⋯⋯⋯⋯⋯(36)

附：九华山管理处⋯⋯⋯⋯⋯⋯⋯⋯⋯⋯⋯⋯⋯⋯⋯⋯⋯⋯⋯⋯⋯(42)

第二章自然环境⋯⋯⋯⋯⋯⋯⋯⋯⋯⋯⋯⋯⋯⋯⋯⋯⋯⋯⋯⋯⋯⋯+(43)

第一节地质⋯⋯⋯⋯⋯⋯⋯⋯⋯⋯⋯⋯⋯⋯⋯⋯⋯⋯⋯⋯⋯⋯(43)

第二节地貌⋯⋯⋯’⋯⋯⋯⋯⋯⋯⋯⋯⋯⋯⋯⋯⋯⋯⋯⋯⋯⋯⋯(47)

第三节气候物候⋯⋯⋯⋯⋯I m Q·g O 0 00 O ral⋯⋯⋯⋯⋯⋯⋯⋯⋯⋯⋯⋯(52)

第四节水文⋯⋯⋯⋯⋯⋯⋯⋯⋯⋯⋯⋯⋯⋯⋯⋯⋯⋯⋯⋯⋯⋯(57)

第五节土壤植被⋯⋯⋯⋯⋯⋯⋯⋯⋯⋯⋯⋯⋯⋯⋯⋯⋯⋯⋯⋯⋯(60)

第六节自然资源⋯⋯⋯⋯⋯⋯⋯⋯⋯⋯⋯⋯⋯⋯⋯⋯⋯⋯⋯⋯⋯(65)

第七节自然灾害⋯⋯⋯⋯⋯⋯⋯⋯⋯⋯⋯⋯⋯⋯⋯⋯⋯⋯⋯⋯⋯(69)



第三章人口⋯⋯⋯⋯⋯⋯⋯⋯⋯⋯⋯·?⋯⋯⋯⋯⋯⋯⋯⋯⋯⋯⋯·(74)

第一节人口来源与变动⋯⋯⋯⋯⋯⋯⋯⋯⋯⋯⋯⋯⋯⋯⋯⋯⋯⋯(74)

第二节人口分布与密度⋯⋯⋯⋯⋯⋯⋯⋯⋯⋯⋯⋯⋯⋯⋯⋯⋯⋯(77)

第三节人口构成⋯⋯⋯⋯⋯⋯⋯⋯⋯⋯⋯⋯⋯⋯⋯⋯⋯⋯⋯⋯⋯(79)

第四节人口寿限⋯⋯⋯⋯⋯⋯⋯⋯⋯⋯⋯⋯⋯⋯⋯⋯⋯⋯⋯⋯⋯(80)

第五节婚姻家庭⋯⋯⋯⋯⋯⋯⋯⋯⋯⋯⋯⋯⋯⋯⋯⋯⋯⋯⋯⋯⋯(81)

第六节人口控制⋯⋯⋯⋯⋯⋯⋯⋯⋯⋯⋯⋯⋯⋯⋯⋯⋯⋯⋯⋯⋯(82)

第七节姓氏⋯⋯⋯⋯⋯⋯⋯⋯⋯⋯⋯⋯⋯⋯⋯⋯⋯⋯⋯⋯⋯⋯(85)

第八节人民生活⋯⋯⋯⋯⋯⋯⋯⋯⋯⋯⋯⋯⋯⋯⋯⋯⋯⋯⋯⋯⋯(87)

第四章农业⋯⋯⋯⋯⋯⋯⋯⋯⋯⋯⋯⋯⋯⋯⋯⋯⋯⋯⋯⋯⋯⋯⋯(89)

第一节生产关系⋯⋯Io o o·ollo⋯⋯⋯⋯⋯⋯⋯⋯⋯⋯⋯⋯⋯⋯⋯⋯(90)

第二节农业区划⋯⋯⋯⋯⋯⋯⋯⋯⋯⋯⋯⋯⋯⋯⋯⋯⋯⋯⋯⋯⋯(96)

第三节作物生产⋯⋯⋯⋯⋯⋯⋯⋯⋯⋯⋯⋯⋯⋯⋯⋯⋯⋯⋯⋯⋯(9$)

第四节农技农艺⋯⋯⋯⋯⋯⋯⋯⋯⋯⋯⋯⋯⋯⋯⋯⋯⋯⋯⋯⋯⋯(107)

第五节农业机具⋯⋯⋯⋯⋯⋯⋯⋯⋯⋯⋯⋯⋯⋯⋯⋯⋯⋯⋯⋯⋯(114)

第六节禽畜饲养⋯⋯⋯⋯⋯⋯⋯⋯⋯⋯⋯⋯⋯⋯⋯⋯⋯⋯⋯⋯⋯(115)

．第七节水产养殖⋯⋯⋯⋯⋯⋯⋯⋯⋯⋯⋯⋯⋯⋯⋯⋯⋯⋯⋯⋯⋯(118)

第五章林业⋯⋯⋯⋯⋯⋯⋯⋯⋯⋯⋯⋯⋯⋯⋯⋯⋯⋯⋯⋯⋯⋯⋯(122)

第一节林权变革⋯⋯⋯⋯⋯⋯⋯⋯⋯⋯⋯⋯⋯⋯⋯⋯⋯⋯⋯⋯⋯(122)

第二节森林资源⋯⋯⋯⋯⋯⋯⋯⋯⋯⋯⋯⋯⋯⋯⋯⋯⋯⋯⋯⋯⋯(124)

第三节育苗⋯⋯⋯⋯⋯⋯⋯⋯⋯⋯⋯⋯⋯⋯⋯⋯⋯⋯⋯⋯⋯⋯(126)

。第四节造林⋯⋯⋯⋯⋯⋯⋯⋯⋯⋯⋯⋯⋯⋯⋯⋯⋯⋯⋯⋯⋯⋯(128)

第五节护林⋯⋯⋯⋯⋯⋯⋯⋯⋯⋯⋯⋯⋯⋯⋯⋯⋯⋯⋯⋯⋯⋯(129)

2



第六节用’材⋯⋯⋯⋯⋯⋯⋯⋯⋯⋯000 000⋯⋯⋯⋯⋯⋯⋯“⋯⋯(132)

第七节主要林场简介⋯⋯⋯⋯⋯⋯一⋯⋯⋯⋯·⋯⋯⋯⋯⋯⋯⋯⋯(133)

第六章水利⋯⋯⋯⋯⋯⋯⋯⋯⋯⋯⋯⋯⋯⋯⋯⋯⋯⋯⋯⋯．-．⋯⋯(136)

第一节河道治理⋯⋯⋯⋯⋯⋯⋯⋯⋯⋯⋯⋯⋯⋯⋯⋯⋯⋯⋯⋯⋯(136)

第二节防洪排涝⋯⋯⋯⋯⋯⋯⋯⋯⋯⋯⋯⋯⋯⋯⋯⋯⋯⋯⋯⋯⋯(138)

第三节灌溉⋯⋯⋯⋯⋯⋯⋯⋯⋯⋯⋯⋯⋯⋯⋯⋯⋯⋯⋯⋯⋯⋯(141)

。第四节。工程管理⋯⋯⋯⋯⋯⋯⋯⋯⋯⋯⋯⋯⋯⋯⋯⋯⋯⋯⋯⋯⋯(147)

第七章工业⋯⋯⋯⋯⋯⋯⋯⋯⋯⋯⋯⋯”⋯⋯⋯⋯⋯⋯⋯⋯⋯⋯·(149)

、第一节工业规模⋯⋯⋯⋯⋯⋯“⋯⋯⋯⋯⋯⋯⋯⋯⋯⋯⋯⋯⋯⋯·(149)

第二节工业生产⋯⋯⋯⋯⋯⋯⋯⋯⋯一⋯⋯⋯⋯⋯⋯⋯⋯⋯⋯⋯·(153)

第三节厂矿简介⋯⋯⋯⋯⋯⋯⋯⋯⋯⋯⋯⋯⋯⋯⋯⋯?⋯⋯⋯⋯”(161)

第四节经营管理⋯⋯⋯⋯⋯⋯⋯⋯⋯：⋯⋯⋯⋯⋯⋯⋯⋯⋯⋯⋯”(164)

第八章交通⋯⋯⋯⋯一⋯⋯⋯⋯⋯⋯⋯⋯⋯⋯⋯⋯⋯⋯⋯⋯⋯⋯·(166)

第一节陆路运输⋯⋯⋯⋯⋯⋯⋯⋯⋯⋯⋯⋯⋯⋯⋯⋯⋯⋯⋯⋯⋯(166)

第二节水上运输⋯⋯⋯⋯⋯⋯⋯⋯⋯⋯⋯⋯⋯⋯⋯⋯⋯⋯⋯⋯⋯(178)

第三节。搬运装卸⋯⋯⋯⋯⋯⋯⋯⋯⋯⋯⋯⋯⋯⋯⋯⋯⋯⋯⋯⋯⋯(181)

第四节交通管理⋯⋯⋯⋯⋯⋯⋯⋯⋯⋯⋯⋯⋯⋯⋯⋯⋯⋯⋯⋯⋯。(182)

第九章邮政电信⋯⋯⋯⋯⋯⋯⋯⋯⋯⋯⋯⋯⋯⋯⋯⋯⋯⋯⋯⋯⋯⋯(186)

第一节机构队伍⋯⋯⋯⋯⋯⋯⋯⋯⋯⋯⋯⋯·o o o ol⋯⋯⋯⋯⋯⋯⋯(186)

．第二节邮政⋯⋯⋯⋯⋯⋯⋯⋯⋯⋯⋯⋯⋯⋯⋯⋯⋯⋯⋯⋯⋯⋯(187)

，第三节电信⋯⋯⋯⋯⋯⋯⋯⋯⋯⋯⋯⋯⋯⋯⋯⋯⋯⋯⋯⋯⋯⋯(191)

第十章电力⋯⋯⋯⋯⋯⋯⋯⋯⋯⋯⋯⋯⋯⋯⋯⋯⋯·：⋯⋯⋯⋯⋯·(195)

第一节发电⋯⋯⋯⋯⋯⋯⋯⋯⋯⋯⋯⋯⋯⋯⋯⋯⋯⋯⋯⋯⋯⋯(195)



第二节输配电⋯⋯⋯⋯⋯⋯⋯⋯⋯⋯⋯⋯⋯⋯⋯⋯⋯⋯⋯⋯⋯⋯(197)

第三节，用电⋯⋯⋯⋯⋯⋯⋯⋯⋯⋯⋯⋯⋯⋯⋯⋯⋯⋯·oa g o⋯⋯(200)

第四节电力管理⋯⋯⋯⋯⋯⋯⋯⋯⋯⋯⋯⋯⋯⋯⋯⋯⋯⋯⋯⋯⋯(202)

第十一章城乡建设⋯⋯⋯⋯⋯⋯⋯⋯⋯⋯⋯⋯⋯⋯⋯⋯⋯⋯⋯⋯⋯(206)

第一节

i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四章

第一节

4

县城建设⋯⋯⋯⋯⋯⋯⋯⋯⋯⋯⋯⋯⋯⋯⋯⋯⋯⋯⋯Uo g DO·(206)

村镇建设⋯⋯⋯⋯⋯⋯⋯⋯⋯⋯⋯⋯⋯⋯⋯⋯⋯⋯⋯⋯⋯(212)

建筑业⋯⋯⋯⋯⋯⋯⋯⋯⋯⋯⋯⋯⋯⋯⋯⋯⋯⋯⋯⋯⋯⋯(214)

房产管理⋯⋯⋯⋯_⋯⋯⋯⋯⋯⋯⋯⋯⋯⋯⋯⋯⋯⋯⋯⋯(217)

土地管理⋯⋯”⋯⋯⋯⋯⋯⋯⋯⋯⋯⋯⋯⋯⋯⋯⋯⋯⋯⋯·(219)

环境保护⋯⋯⋯⋯⋯⋯⋯⋯⋯⋯⋯⋯⋯⋯⋯⋯⋯⋯⋯⋯⋯(220)

商业⋯⋯⋯⋯⋯⋯⋯⋯⋯⋯⋯⋯⋯⋯⋯··⋯⋯··⋯⋯⋯··(222)

商业成份⋯⋯⋯⋯⋯⋯⋯⋯⋯⋯⋯⋯⋯⋯⋯⋯⋯⋯⋯⋯⋯(222)

商品购销⋯⋯⋯⋯⋯⋯⋯⋯⋯⋯⋯⋯⋯⋯⋯⋯⋯⋯⋯⋯⋯(229)

集市贸易⋯⋯⋯⋯⋯⋯⋯⋯⋯⋯⋯⋯⋯⋯⋯⋯⋯⋯⋯⋯⋯(238)

饮食服务⋯⋯⋯⋯⋯⋯⋯⋯⋯⋯⋯⋯⋯⋯⋯⋯⋯⋯⋯⋯⋯(240)

对外贸易⋯⋯⋯⋯⋯⋯⋯⋯⋯⋯⋯⋯⋯⋯⋯⋯⋯⋯⋯⋯⋯(243)

粮油⋯⋯⋯⋯⋯⋯⋯⋯⋯⋯⋯⋯⋯⋯⋯000·00·⋯⋯⋯·(244)

粮油市场⋯⋯⋯⋯⋯⋯⋯⋯⋯⋯⋯⋯⋯⋯⋯⋯⋯⋯⋯⋯⋯(244)

粮油收购⋯⋯⋯⋯⋯⋯⋯⋯⋯⋯⋯⋯⋯⋯⋯⋯⋯⋯⋯⋯⋯(245)

粮油销售⋯⋯⋯⋯⋯⋯⋯⋯⋯⋯⋯⋯⋯⋯⋯⋯t⋯⋯⋯⋯一(249)

粮油储运⋯⋯⋯⋯⋯⋯⋯⋯⋯⋯⋯⋯⋯⋯⋯⋯⋯⋯⋯⋯⋯(256)

工商管理⋯⋯⋯⋯⋯⋯⋯⋯⋯⋯⋯⋯⋯⋯⋯⋯⋯⋯⋯⋯⋯(258)

改造私营工商业⋯⋯⋯⋯⋯⋯⋯⋯⋯⋯⋯⋯⋯⋯⋯⋯⋯⋯(258)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九章

市场管理⋯⋯⋯⋯⋯⋯⋯⋯⋯⋯⋯⋯⋯⋯⋯⋯⋯⋯⋯⋯⋯(259)。

执照商标合同管理⋯⋯⋯⋯⋯⋯⋯⋯⋯⋯⋯⋯⋯⋯⋯⋯⋯(260)

物价计量标准化管理⋯⋯⋯⋯⋯⋯⋯⋯⋯⋯⋯⋯⋯⋯⋯⋯(262)

财税金融⋯⋯⋯⋯⋯⋯⋯⋯⋯⋯．．．⋯⋯⋯⋯⋯⋯⋯⋯⋯⋯(270)

财j吱⋯⋯⋯⋯⋯⋯⋯⋯⋯⋯⋯⋯⋯⋯⋯⋯⋯⋯⋯⋯⋯⋯(270)

税。务⋯⋯⋯⋯⋯⋯⋯⋯⋯⋯⋯⋯⋯⋯⋯⋯⋯⋯⋯⋯⋯⋯(276)

金融⋯⋯⋯⋯⋯⋯·i gO·⋯·⋯⋯⋯⋯⋯⋯⋯⋯⋯⋯⋯⋯·(292)

党派群团⋯⋯IQi OoO⋯⋯⋯⋯⋯⋯⋯⋯⋯⋯⋯⋯⋯⋯⋯⋯⋯(310)

中国共产党⋯⋯⋯⋯⋯⋯⋯⋯⋯⋯⋯⋯⋯⋯⋯⋯⋯⋯⋯⋯(310)

中国国民党⋯⋯⋯⋯⋯⋯⋯⋯⋯⋯⋯⋯⋯⋯⋯⋯⋯⋯⋯⋯(320)

其他党派⋯⋯⋯⋯⋯⋯⋯⋯⋯⋯⋯⋯⋯⋯⋯⋯⋯⋯⋯⋯⋯(323)

群众团体⋯⋯⋯⋯⋯⋯⋯⋯⋯⋯⋯⋯⋯⋯⋯⋯⋯⋯⋯⋯⋯(323)

人大政府政协⋯⋯⋯⋯⋯⋯⋯⋯oom mo o QQO o gI⋯⋯⋯⋯⋯⋯⋯(331)

人民代表大会tool D g·⋯⋯⋯⋯⋯⋯⋯⋯⋯⋯⋯⋯⋯⋯⋯⋯⋯(331)

政府⋯⋯⋯⋯⋯⋯⋯⋯⋯⋯⋯⋯⋯⋯⋯⋯⋯⋯⋯⋯⋯⋯(337)

人民政协⋯⋯⋯⋯⋯⋯⋯⋯⋯⋯⋯⋯⋯⋯⋯⋯⋯⋯⋯⋯⋯(349)

公安司法⋯⋯⋯⋯⋯⋯⋯、⋯⋯⋯⋯⋯⋯⋯⋯⋯⋯⋯⋯⋯”(355)

公安⋯⋯⋯⋯⋯⋯⋯⋯⋯⋯⋯⋯⋯⋯⋯⋯⋯⋯⋯⋯⋯⋯(355)

检察⋯⋯⋯⋯⋯⋯⋯一⋯⋯⋯⋯⋯⋯⋯⋯⋯⋯⋯⋯⋯⋯·(363)

审判⋯⋯⋯⋯⋯⋯⋯⋯⋯⋯⋯⋯⋯⋯⋯⋯⋯⋯⋯⋯⋯⋯(368)

司法行政⋯⋯⋯⋯⋯⋯⋯⋯⋯⋯⋯⋯⋯⋯⋯⋯000 0 QQ O·g o re·⋯(370)

民政⋯⋯OOO Oii mOO⋯⋯⋯⋯⋯⋯⋯⋯⋯⋯⋯⋯⋯⋯⋯⋯⋯(373)

第一节乡镇选举⋯⋯⋯⋯⋯⋯一⋯⋯⋯⋯⋯⋯⋯⋯⋯⋯⋯⋯⋯⋯．(373)

5

、IllIl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优抚安置··：⋯⋯⋯⋯⋯⋯⋯⋯⋯⋯⋯⋯⋯⋯⋯⋯⋯⋯⋯(374)

第三节救灾救济⋯⋯．．．⋯⋯⋯⋯⋯⋯⋯一⋯⋯⋯⋯⋯⋯⋯⋯⋯⋯(378)

第四节社会福利⋯⋯⋯⋯⋯⋯⋯⋯⋯⋯⋯⋯⋯⋯⋯⋯⋯⋯⋯⋯⋯(385)

第五节婚姻登记⋯⋯⋯⋯⋯⋯⋯⋯⋯⋯⋯⋯⋯⋯⋯⋯⋯⋯⋯⋯⋯(387)

第六节殡葬改革⋯⋯⋯⋯⋯⋯⋯⋯⋯⋯⋯⋯⋯⋯⋯⋯⋯⋯⋯⋯⋯(387)

第七节其他民政事务⋯⋯⋯⋯⋯⋯．．．⋯⋯⋯⋯⋯⋯⋯⋯⋯⋯⋯⋯(388)

第八节信访⋯⋯⋯⋯⋯⋯⋯⋯⋯⋯⋯⋯⋯⋯⋯⋯⋯⋯⋯⋯⋯⋯(389)

第二十章劳动人事⋯⋯⋯⋯⋯⋯⋯⋯⋯⋯⋯⋯⋯⋯⋯⋯⋯⋯⋯⋯⋯(390)
、

第一节劳动⋯⋯⋯⋯⋯⋯⋯⋯⋯⋯⋯⋯⋯⋯⋯⋯⋯⋯⋯⋯⋯⋯(390)

第二节人事⋯⋯⋯⋯⋯⋯⋯⋯⋯⋯⋯⋯⋯⋯⋯⋯⋯⋯⋯⋯⋯⋯(398)

第二十一章军事⋯⋯⋯⋯⋯⋯⋯⋯⋯⋯⋯⋯⋯⋯⋯⋯⋯⋯⋯⋯⋯(406)

第一节’兵役⋯⋯⋯⋯⋯⋯⋯⋯⋯⋯⋯⋯⋯⋯⋯⋯⋯⋯⋯⋯⋯⋯(406)

第二节驻军⋯⋯⋯⋯⋯⋯⋯⋯⋯⋯⋯⋯⋯⋯⋯⋯⋯⋯⋯⋯⋯⋯(408)

第三节地方武装⋯⋯⋯⋯⋯⋯⋯-⋯⋯⋯⋯⋯⋯⋯⋯⋯⋯⋯·．⋯⋯(410)

第四节民兵⋯⋯⋯⋯⋯⋯⋯⋯⋯⋯⋯⋯⋯⋯⋯⋯⋯⋯⋯⋯⋯⋯(412)

第五节兵事纪要⋯⋯⋯⋯⋯⋯⋯⋯⋯⋯⋯⋯⋯⋯⋯⋯⋯⋯⋯⋯⋯(415)

第二十二章文化⋯⋯⋯⋯⋯⋯⋯⋯⋯⋯⋯⋯⋯⋯⋯⋯⋯·⋯⋯⋯”(423)

第一节群众文化⋯⋯⋯⋯⋯⋯⋯⋯⋯⋯⋯⋯⋯⋯⋯⋯⋯⋯⋯⋯⋯(423)

第二节戏剧⋯⋯⋯⋯⋯⋯⋯⋯⋯⋯⋯⋯⋯⋯⋯⋯⋯⋯⋯⋯⋯⋯(428)

第三节电影⋯⋯⋯⋯⋯⋯⋯⋯⋯⋯⋯⋯⋯⋯⋯⋯⋯⋯⋯⋯⋯⋯(431)

第四节文艺创作⋯⋯⋯⋯⋯⋯⋯⋯⋯⋯⋯⋯⋯⋯⋯⋯⋯⋯⋯⋯⋯(433)

第五节图书档案⋯⋯⋯⋯⋯⋯⋯⋯⋯⋯⋯⋯⋯⋯⋯⋯⋯⋯⋯⋯⋯(438)

第六节新闻广播⋯⋯⋯⋯⋯⋯⋯⋯⋯⋯⋯⋯⋯⋯⋯⋯⋯⋯⋯⋯⋯(441)

6



第七节文物古迹⋯⋯⋯⋯⋯⋯⋯⋯⋯⋯⋯⋯⋯⋯⋯⋯⋯00@@OI OO·⋯(443)

第二+三章教育⋯⋯⋯⋯⋯⋯⋯⋯⋯⋯⋯⋯⋯⋯⋯⋯⋯⋯⋯⋯⋯(451)

第一节县学书院义学私塾⋯⋯⋯⋯⋯⋯⋯⋯⋯⋯⋯”．⋯⋯⋯·(451)

第二节幼儿园(班)⋯⋯⋯⋯⋯⋯⋯⋯⋯⋯⋯⋯⋯⋯⋯⋯⋯⋯⋯⋯(453)

，第三节小学⋯⋯⋯⋯⋯⋯⋯⋯⋯⋯⋯⋯⋯⋯⋯⋯⋯⋯⋯⋯⋯⋯(454)

第四节中学⋯⋯⋯⋯⋯⋯⋯⋯⋯⋯⋯⋯⋯⋯⋯⋯⋯⋯⋯⋯⋯⋯(459)

第五节中等专业学校⋯⋯⋯⋯⋯⋯⋯⋯⋯⋯⋯⋯⋯⋯⋯⋯⋯⋯⋯(464)

第六节成人教育⋯⋯⋯⋯⋯⋯⋯⋯⋯．．⋯⋯⋯⋯⋯．．．⋯”⋯⋯⋯··(467)

第七节教师⋯⋯⋯⋯⋯⋯⋯⋯⋯⋯⋯⋯⋯⋯⋯⋯⋯⋯⋯⋯⋯⋯(470)

第八节教育经费⋯⋯⋯⋯⋯⋯⋯⋯⋯⋯⋯⋯⋯⋯⋯⋯⋯⋯⋯⋯⋯(473)

第二十四章医药卫生⋯⋯⋯⋯⋯⋯⋯⋯⋯⋯⋯⋯⋯⋯⋯小⋯⋯⋯⋯(477)

第一节卫生防疫⋯⋯⋯⋯⋯⋯⋯⋯⋯⋯⋯@g g 00 0 000 gI O⋯⋯⋯⋯⋯⋯(477)

第二节血吸虫病防治⋯⋯⋯⋯⋯⋯⋯⋯⋯⋯⋯⋯⋯⋯⋯⋯⋯⋯⋯(483)

第三节医疗⋯⋯⋯⋯⋯⋯⋯⋯⋯⋯⋯⋯⋯⋯⋯⋯⋯⋯⋯⋯⋯⋯(485)

第四节医药⋯⋯⋯⋯⋯⋯⋯⋯⋯⋯⋯⋯⋯⋯⋯⋯⋯⋯⋯⋯⋯⋯(493)

第五节妇幼保健⋯⋯@g g o oo g o o⋯⋯⋯⋯⋯⋯⋯⋯⋯⋯⋯⋯⋯⋯⋯⋯(496)

第二十五章体育⋯⋯⋯⋯⋯⋯⋯⋯⋯⋯⋯⋯⋯⋯⋯⋯OO@O OO@@Q⋯⋯(499)

第一节群众体育⋯⋯⋯⋯⋯⋯⋯⋯⋯⋯⋯⋯⋯⋯⋯⋯OQmi ra·0 0 0I OO⋯(499)

第二节学校体育⋯⋯⋯⋯⋯⋯⋯⋯⋯⋯⋯⋯⋯⋯⋯⋯⋯⋯o⋯⋯(502)

第三节体育队伍及场地设施⋯⋯⋯⋯⋯⋯⋯⋯⋯⋯⋯⋯⋯⋯⋯⋯(505)

第四节历届运动会⋯⋯⋯⋯⋯⋯⋯⋯⋯⋯⋯⋯⋯⋯⋯⋯⋯⋯⋯⋯(506)

第二+六章科技⋯⋯⋯⋯⋯⋯⋯⋯．．．⋯⋯⋯⋯⋯⋯⋯⋯⋯⋯⋯⋯(513)

第一节科技机构⋯⋯⋯⋯⋯⋯⋯⋯⋯⋯⋯⋯⋯⋯⋯⋯⋯⋯⋯⋯⋯(513)



第二节科技队伍⋯⋯⋯⋯⋯⋯⋯⋯⋯⋯⋯⋯⋯⋯⋯⋯⋯⋯⋯⋯⋯(516)

第三节科技普及⋯⋯⋯⋯⋯⋯⋯⋯⋯⋯⋯⋯⋯⋯⋯⋯⋯⋯⋯⋯⋯(517)

第四节科研活动⋯⋯⋯⋯⋯⋯⋯⋯⋯⋯⋯⋯⋯⋯⋯⋯⋯⋯⋯⋯⋯(518)

第五节科研成果⋯⋯⋯⋯⋯⋯⋯⋯⋯⋯⋯⋯⋯⋯⋯⋯⋯⋯⋯⋯⋯(522)

第二十七章旅游⋯⋯⋯⋯⋯⋯⋯⋯⋯⋯⋯⋯⋯⋯⋯⋯⋯⋯⋯⋯⋯(524)

第一节旅游景点⋯⋯⋯⋯⋯⋯⋯⋯⋯⋯⋯⋯⋯⋯⋯⋯⋯⋯⋯⋯⋯(524)

第二节旅游服务⋯⋯⋯⋯⋯⋯⋯⋯⋯⋯⋯⋯⋯⋯⋯⋯⋯-⋯⋯⋯(532)

第二十八章宗教⋯⋯⋯⋯⋯⋯⋯⋯⋯⋯⋯⋯⋯⋯⋯⋯⋯⋯⋯⋯⋯(535)

第一节佛教⋯⋯⋯⋯⋯⋯⋯⋯⋯⋯⋯⋯⋯⋯⋯⋯⋯⋯⋯⋯⋯⋯(535)

第二节其他宗教⋯⋯⋯⋯⋯⋯⋯⋯⋯⋯⋯“⋯⋯⋯⋯⋯⋯⋯⋯⋯·(543)

第二十九章风俗方言⋯⋯⋯⋯⋯⋯⋯⋯⋯⋯⋯⋯⋯⋯⋯⋯⋯⋯·⋯”(547)

第一节风俗⋯⋯⋯⋯⋯⋯⋯⋯⋯⋯⋯⋯⋯⋯⋯⋯⋯⋯⋯⋯⋯⋯(547)

第二节方言⋯⋯⋯⋯⋯⋯⋯⋯⋯⋯⋯OI OI otaIO a⋯⋯⋯⋯⋯⋯⋯⋯(556)

第三十章人物⋯⋯⋯⋯⋯⋯⋯⋯⋯⋯⋯⋯⋯⋯⋯⋯⋯⋯⋯⋯⋯⋯(575)

第一节人物传⋯⋯⋯⋯⋯⋯⋯⋯⋯⋯⋯⋯⋯⋯⋯⋯⋯⋯⋯⋯⋯⋯(575)

第二节人物表⋯⋯⋯⋯⋯⋯⋯⋯⋯⋯⋯⋯⋯⋯⋯⋯⋯⋯⋯⋯⋯⋯(598)

第三节烈士英名录⋯⋯⋯⋯⋯⋯⋯⋯⋯⋯⋯⋯⋯⋯⋯⋯⋯⋯⋯⋯(600)

9付录⋯⋯·⋯⋯⋯⋯⋯⋯⋯⋯⋯⋯⋯⋯⋯⋯⋯⋯⋯⋯⋯⋯⋯⋯⋯⋯”(610)

修志人员名单⋯⋯⋯⋯⋯⋯⋯⋯⋯⋯⋯⋯⋯⋯⋯⋯⋯⋯⋯⋯⋯⋯⋯⋯(626)

8



概 述

青阳县位于皖南北部，今属安徽省池州地区。县境东接南陵、泾县，南邻石台、黄

山，西连贵池，北交铜陵。总面积1180．6平方公里，中低山和丘陵居多，俗称。七山

一水二分田”。现有人口27．2万。县治蓉城镇位于县境中部偏西。佛教名山、旅游胜地



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汉、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代有迁入，东晋年间移民尤

多。他们带着比较先进的中原文化而来，与土著山越族杂居共处，繁衍生息，开发土地，

原本地广人稀的面貌渐有改观。据出土文物证实，当时，县境除西南山区外，绝大多数

地区都已开发成耕地，农业生产具有相当规模。以道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化已有影响。但

军阀争城，士族夺地的祸患常有发生。三国吴将徐盛剿击临城“南阿山贼”，南朝军阀亦

多次荡除“山越”，致使大批县民或死于兵祸，或沦为佃客；大片良田或毁于战火，．或掠

为庄园。南齐萧子良还曾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采樵渔猎。

唐贞观年间，始得休养生息，人口日增，农垦日盛。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县

已有4700多户，2万多人。境内丘陵多垦为耕地，山林渐被蓄养，蚕桑、茶叶、苎麻生

产驰誉江南。尤其是九华佛教的兴起，刺激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开创了旅游业的先

河。唐代，九华茶叶和天竺竹筷已畅销南洋f及宋，已有“天台云雾”、“九华龙眼”等

名茶及精美的工艺竹编问世。蓉城、陵阳、慕善、金山、吴潭、铜埠、管埠等7个商品

集散点，均已形成初具规模的集镇。涉足县境的名僧，达官、显士历代不绝，唐有李白，

刘禹锡、杜牧、杜苟鹤；宋有王安石、苏辙、周必大、杨万里、滕子京、岳飞、文天祥、

僧希坦；元有萨都剌。他们或游山题咏，或聚徒讲学，对青阳文化影响颇大。境内名臣、

文士代不乏人'唐有诗人费冠卿，五代有翰林学士、宰相殷文圭、殷崇义父子，宋有抗

击秦桧的御史章贲以及诰封青阳开国公、同知枢密院事的程九万及其子程松，元有隐居

不仕的陈岩。但是，青阳发展历受“官市”、“漕运”之扰，强取豪夺之侵，征战兵争之

祸，数度出现“桑柘废空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的惨景。元至正十六年至二十年

(1356—1360)，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池州府境的四年兵争，对青阳的破坏尤为惨重。至元

末，全县只有3100多户，1．2万多人，较唐开元时减少五分之二。

至明初，明太祖曾视皖南为“兴王之地”，施政较宽，青阳农业又得以复兴，其他各

业也逐渐发展。至万历二十年(1592)，兴修圩、塘、堰、坝数十处，从而。水至不为害，

小旱亦庶可支”。其时，九华佛教鼎盛，全县手工业和商业亦空前兴盛，陵阳一带，出现

一些富商大贾，致有“富贵陵阳镇，风流谢家村”的美誉。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洪

武年间创立县学，万历年间，王阳明书院、湛若水书院先后建成，理学家王阳明、湛若

水及本邑名流施宗道、施学曾等均亲临讲学，从而书院大兴，讲学风行。及清，义学林

立，凡集镇及较大村庄皆设有私塾。自明迄清，科举中试者多达百人以上，明代的柯乔、

方新均累官御史；清代的王懿修、王宗诚、吴襄均累官尚书。有学术著作行世者数十人，

明代陆仲远的《千金圣惠方》、清代陈坡的《天文集解》、曹笙南的《蚕桑清课》及袁瑛

的《医学知源》等都很有影响。但因明有“计丁齐马”之政，所征马草、马银繁重；清

代迎送上司游山耗费人力财力甚巨，致使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同时，战祸、天灾多次发

生。清咸丰六年(1856)大旱，几无收获；同治元年(1862)瘟疫流行，死者十之六七；

咸丰三年至同治二年的十一年间，清军在县境内镇压太平军，致使出现“家随兵尽屋空

存”的惨景，全县人口降至5100多人，田园大片荒芜。

辛亥革命后一段时期，由于倡行新政，各项事业均有发展。民国17年(1928)，全

县人口增至14万多人，粮食自给有余，蚕茧年产1．6万余担，为全省之冠。民国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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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后，茶、麻生产以及造林、采矿、筑路等实绩可观。商业形成了以蓉城、木镇、庙前、
． 陵阳4大集镇为中·L-的网络。蓉城、陵阳商家还在上海、芜湖、蚌埠等大、中城市兴办

实业，拥有纺织、造纸、竹木加工等26个行业。民国26年日军侵华后，青阳遭受日军

蹂躏长达8年之久。抗日战争期闻至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多次“清剿”县境内的新四

军、游击队及民兵，城乡一片白色恐怖。新办的诸多实业被摧残殆尽，方兴的城乡经济

被洗劫一空。其间，青阳人民反独裁、反内战、反外侮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宁坤山、吴

家元、洪广、熊筱春等数以百计的青阳优秀儿女英勇献身。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及其

领导的革命武装，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日益壮大。1949年4月21日，青阳人民终于获得

了解放，·于23日成立了县人民政府。

． 建国40年来，青阳的国民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较快。至1989年。，工农业总产

值17605万元，比1949年增长6．9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647万元，财政收入1179

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452元，职工人均年工资1283元。这40年的历程，大体可分三

个阶段： 一．
．；

．1949～1956年，为除旧布新阶段。通过土地改革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了生

产关系。农业生产有突破性发展，至1956年，粮食总产64954吨。同时建立起棉纺和铁

木业为主体的生产合作社和工厂，工业总产值已达634万元。此期，先后建立了木镇、庙

前、陵阳、九华、丁桥、蓉城等乡镇文化站，城乡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教育事业开

始普及，中小学生数成倍增长，城乡人民的脱盲识字教育也卓有成效。

1957"---1978年，为瞳折发展阶段。．通过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农业生产条件有显著

改善，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强，农业机械化程度大有提高，科学种田开始实施。为实

现农业机械化，发展了一批工厂，使工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社队(乡村)工业开始发

展。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景象，文艺队伍不断壮大，“青阳农民画”曾荣获国家奖励。教

育实现了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工农业余教育也不断加强。但由于左倾干扰和“文

革”动乱，国民经济未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农业生产中。大呼隆”干活方式和。大寨

式”的政治评工，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农业总产值几度升降。工业盲目发展，一

哄而上，之后大多数企业下马。197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仅1878万元。“文革”期间，文

教事业倍受摧残，。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取代了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活动I教

学秩序遭到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

7，，

1978年以后，为开拓前进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革”失误，青阳

县的国民经济开始沿着“改革、开放”的轨道向前发展。 ．

农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在注重粮、棉生产的同时，发展以蚕桑、

苎麻、茶叶为主的经济作物，重视植树造林、水产养殖及禽畜饲养，农业生产得到全面

发展。至1989年，农业总产值达7568万元，比1949年增长2．6倍。其内部各业的比

率也发生了变化，不少地方形成了具有地区性商品生产的专业村和专业户：朝华、花园、

沙堤、庙前、新中等村被称为“蚕桑之乡”，五星、六泉等村被称为“苎麻之乡”；新丰、

桥庵等村被称为“茶叶之乡”；童埠乡被称为。养鱼之乡”。同时，大批农民进入城镇办

工业、搞运输、经营商业和服务业。迄今从事工交商贸的专业户已有756户，新经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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