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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太和县委书记 王长运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卷帙浩繁，纂述丰富，历代不绝。既为后人留下一份

珍贵遗产，也形成一种优良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太和县建置于元朝大德八年

(1304年．)。历史上曾有过多次修志。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编印出太和第一

部县志。清朝顺治、乾隆年间，先后编印两部县志。民国13年(1924年)，又编

印出第四部县志。另外，在清朝同治七年(1868年)和民国34年(1945年)，都

有过修志之举，但未能成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已两次倡导

修志。1959年，太和曾编印出一部县志稿，因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未能付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格局，新

编《太和县志》应运而生。

这次修志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创举。它继承前人修志的优良传统，并运用新

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开创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道路。新编太和县志，

采取横排纵写，章节结构。以概述，大事记冠首，附录殿后，志为主体，平列30

章。基本做到大类不缺，要事不漏。全书共约60余万字。

志书为一方之通览，有存史、资政、教化之功能。新编《太和县志》遵循详今

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重大成就，反映了太和县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记述

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造成的挫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全县

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从这部志书中吸取经验，铭记教训，扬善

承优，奋发图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太和的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太和这次修志，起步于1983年，成书于1992年。参加编写县志和部门志

的同志达一百余人。他们不畏寒暑，辛勤笔耕，数易其稿，终于在困难的条件

下，完成了此项大业。我代表中共太和县委，向他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

感谢I

新时代里首次修志，新的方志学理论及实践经验不足，当属自然。这就决

定了本志很难尽善尽美。尽管编纂者不乏求好之志，但书中间或尚有疏忽、缺

l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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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以为一部志书，只要观点正确，结构合理，资料翔实，文风

端正，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便可称为成功之作。至于缺点，可以在以后

的修志实践中不断纠正，求得日臻完善。希望方志工作者再接再励，不断创新，

使中华中族的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继续弘扬光大。

1985年，我在涡阳任职，亲见涡阳县志成书，并为之序。今来太和，又见太

和志书告竣，数年之内，得序两志；堪称幸事。故不揣浅陋，聊记数语于卷首。
19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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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县县长 王心云

欣逢中共十四大胜利召开，改革开放之盛时，得读新编《太和县志》，喜幸

心情，难以言表。我来太和不久，急需了解县情。通读新志，太和县的古今状况，

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风俗、民情，要有尽有，一揽眼底。掩卷品

味，受益良多。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注重研究历史。新编县志

再现了旧社会太和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展示了新中国太和人民的翻身解放和

当家做主。这是一个极为鲜明的新旧对比。它揭示出一个历史的结论：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新县志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太和县改革开放，

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各方面蓬勃兴盛、迅猛发展的新局面。

较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多次的曲折和多年的徘徊，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它

向人们又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结论：只有改革开放，才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
‘

翻阅新编《太和县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1959年“大跃

进’’严重受挫折，“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十年浩劫，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防右，又须防“左’’，当以防“左”为主。“左’’的东西急功

近利，往往以教条面目出现，比右的东西更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对革命和建

设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防“左"防右的根本之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

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这是新县志给予我们的一条深刻的历史

经验教训。

我看了《太和县志》，以为地方志有别于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它是独立

的一门科学。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外国都没有，唯在中

国有。要说中国特色，地方志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在共产党领导下编纂

社会主义的地方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举。搞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两手一齐抓；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建设。两手都

要硬，偏废一手是不行的。明正德《颍州志·序>>-Z-：“凡君子著作纂述，盖必其

可以培植人心，维持教化，而关世道之轻重。”古人尚且知道修志“关世道之轻

重’’，我们共产党人当然就更要搞好修志工作，使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光

大，以促进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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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太和县志》即将付梓问世，我写了以上体会，是以为序。借此机会，谨

向为新编县志付出艰辛劳动的修志工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1
19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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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一县之通览。力求门类不缺，要事不漏。由于篇幅限制，亦不能

巨细兼收，面面俱到。对少数当收未收之资料，多属屡征不到，只好暂付阙如。

二、采用小编结构，横排竖写。全书分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部分。志

为主体，平列30章，以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教科、社会、人物为序排列，不受

现行部门隶属关系所限。

三、本志上限起于民国元年(1911年)，下限止于1985年。其中大事记、沿

革、人物、灾害等项，适当向上追溯。

四、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

发展情况，尤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重点。并注重详异略同，突
‘

～出地方特色。

五、全书采用记述体。新编材料一律使用语体文。收录前人材料，只加标

点，不作翻译。引用前人言论，只加引号，不注出处。

六、图表运用，除卷首设行政图、交通图、县城图及少量照片外，一般分设

于有关章节，达到以表补文、文图相济之目的。

．七、本志按朝代历史纪年。民国以前加注公元。人物中有一生系两三年朝

代者，一律用公历。

八、建国后常用的机构名称，政治术语，如“中共太和县委员会"、“文化大

革命’’、“土地改革”等，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县委"、。文革"、“土

改’’等。
’

九、行文中使用数字，按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规定，几可使用阿拉

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用阿拉伯数字。遇特殊情况，可以灵活运用。

十、按国家计量法规定，文中计量单位采用公制单位。 ，’

十一、坚持生不立传。凡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活动地区。人物排列以
11

卒年为序。烈士名录由民政部门提供。

十二、本书记述范围以现行管辖区域为限，凡建国后划归外县市管辖区内

的历史事件，人物等，一般不再收入。

十三、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其次为史籍、口述、回忆录等。为节省

篇幅，均不注明出处。 ’

· 十四、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此前简称建国前，

此后简称建国后。

#。．‰f{f{，，∞簟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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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_—目％—————{—-——自—∞—=——自—；=—_％≈—≈——目≈一-
十五、本志所用建国后的各种数字，以统计局数字为准。，
十六、本志采用第三人称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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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宋始建泰和县。元初省入颍州，大德八年(1304年)复置县，改泰为太。

太和，吉祥语，古人以阴阳会和为之太和，《易·乾·象辞》：“保合太和，利乃

贞"。

太和位于安徽省西北边沿。四周与阜阳、界首、亳州、涡阳、利辛为邻，西北

与河南之郸城接壤。总面积1826平方公里，耕地210万亩，人口120余万。辖

14区、1镇、80个乡(镇)、872个行政村。

境内地势平坦，沟渠纵横。颍河横贯境南，西肥河逶迤东北。茨河为本县主

要河流，贯穿南北，长71．5公里，流域面积占全县面积70％。年平均气温14．9

度，雨量800毫米，无霜期214天。

太和物产丰富。农产品有小麦、大豆、玉米、红芋。经济作物有棉花、芝麻、

薄荷、烟叶、药材。土特产有香椿芽、樱桃、粉丝等。工业产品有酒精、饴糖、色织

布、丝绸、油毡、原纸、薄荷脑、化工产品等。近年获得省优、部优称号的有康乐

饴软糖、果汁软糖、贡椿芽、国畅呢、油毡原纸、皮革加脂剂、碳铵、镜湖白酒等。

已探明的地下矿藏有石油。

’太和交通便利。公路四通八达，每日有班车开往南京、合肥、蚌埠、宿州、徐

州、开封、郑州、漯河、武汉等地。漯阜铁路、商阜铁路穿境而过，水路有颍河、茨

河通航。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广大农民受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无力发

展生产，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粮食每亩产量仅为百斤左右。抗日战争时期，黄水

夺淮，太和为皖省第一重灾县，滔滔黄流，连续八年，沟河淤平，林木淹死，房屋

倒塌，村庄荡平，每年有20万灾民流离失所。1948年全县解放以后，太和人民

才在党的领导下重建家园，发展生产。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1952

年，全县粮食产量达2亿公斤。以后经过合作化运动和“三改’’、“八字宪法"等

技术改革，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自1958年以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错误地

开展了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加上1958年至1960年

的三年自然灾害，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全县粮食产量一直在2．5亿公

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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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左右徘徊。 ／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

的积极性，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新局面。198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4．33亿公斤。1985年，因调整作物种植结构，扩大经济作物面积，粮食总产为

3．9亿公斤，烟叶8551吨，棉花2059吨，油料12018吨，麻21562吨，农业总产

值3．33亿元。是1980年3倍。林业生产获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称号。1985年

林木覆盖率为14．7％，立木积蓄量105万立方米。畜牧业发展较快，1985年

底，大牲畜存栏16．67万头，生猪存栏23．93万头，羊，4．99万只，兔40万只。

年禽蛋产量2974吨，肉类16245吨，成鱼1400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由于八年黄泛的淤塞，解放后太和人民开展了浩大的

治水工程，疏竣了茨河、谷河、i名河、西淝河、开挖了界洪新河、太临河、泉河、

茨淮新河。治理了45条大沟和几百条中小沟。兴建大小涵闸83座，建桥1000

多座，打机井1万多眼，建电灌站49座。累计动用劳力千万人次，国家投资亿

元以上。全县有农用汽车132辆，大中型拖拉机154台，手扶拖拉机7562台，

小四轮800台’。打面机3376台，榨油机769台，水泵4923台，喷灌机893套。

太和工业起步迟。建国前，境内只有几家手工作坊，没有现代工业。1959

年兴建750千瓦发电厂，1969年开始使用淮南电，现代工业才逐步发展起来。

从1958年至1966年，先后建立起化工、机械、建材、酿酒、食品、纺织、服装、造

纸、印刷、粮油饲料加工等现代工业体系。“文革”期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

对工业生产管得多，统得死，造成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1980年以前，工业年

总值一直滞留在3000万元左右。三中全会以来，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 打破了铁饭碗，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和主人翁精神，全县工业获得了长足的

进展。1985年乡以上工业总产值7084万元，是1980年的2．08倍。年产合成

铵7780吨。塑料制品186吨，配合饲料7751吨，棉布146万米，丝织品40．34

万米，饮料酒6800吨，机制纸2205吨，罐头513吨，皮鞋9000双，麻袋40．5

万条。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成果。三中全会以来，境内

各种专业村、专业片、经济联合体蓬勃兴起，1985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5

亿元，其中乡镇企业产值3000万元，村办、联办和家庭企业产值1．2亿元，在

全县经济领域里占有重要地位。 、

三中全会以来，太和交通电信事业也获得较大的发展。目前，全县有干线

公路6条，长172公里，其中油渣路面157公里。区、乡晴雨通车公路39条，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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