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1990 年，淮北市被国家建设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节约

用水先进城市”，   

 1992 年，淮北市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会基层工作先进市”，   

 1996 年，淮北市被国家列为全国三大土地复垦示范区，   

 1997 年，淮北市被国家环保局批准为“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第二批试点地区”，   

 1999 年，淮北市被全国爱卫会授予“全国卫生先进城市”，   

 1999 年，淮北市被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协调小组授予“第二届全国五好文明

家庭、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暨先进协调组织”称号，   

 2002 年，淮北市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城市”，   

 2002 年，淮北市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

城市，    

2003 年，淮北市被国家科技部授予“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  

 2005 年，淮北市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称号，   

 2006 年 9 月，淮北市被建设部正式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成为第二批 14 个国家园林

城市之一，   

 2010 年，淮北市被全国妇联、民政部、环境保护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授

予“全国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城市”称号，  

2010 年，淮北市南湖公园被国家建设部批准为首批“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2010 年，淮北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淮北市荣获全国卫生城市称号。 

淮北市荣获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淮北市荣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和安徽省首届文明城市称号。 

相山区是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相山区是全国文明卫生城市， 

相山区是国家级园林城市， 

相山区被列为全国 14 个文明城市先进单位之列。 

杜集区环境管理名列全省第一， 

杜集区被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为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 



 

杜集区是驰名中外的“葡萄之乡”， 

杜集区是安徽省最大的优质干果林基地。 

 

 

 

 

第二章	淮北概况	 	

淮北市是安徽省的省辖市，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淮海经济区腹心，市中心位于东

经 116 度 23 分——117 度 02 分，北纬 33 度 16 分——34 度 14 分之间，市辖一县三区：濉

溪县、相山区、杜集区和烈山区，总面积 2741 平方公里。形成了以煤炭、电力、纺织、酿

酒、建材等为支柱的产业格局，年产原煤 3000多万吨，电力装机容量 210 万千瓦，是中国

能源基地、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全国塌陷土地复垦示范区。淮北矿产颇丰、品种繁多，其中

以煤为最，远景储量 350 亿吨，工业储量 80 亿吨；气候宜人、光照充足，是国家和安徽省

重要的粮、棉、畜禽、蚕桑等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中文名称：  淮北   

外文名称：  Huaibei   

别名：  相城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  相山区等 3区 1 县   

政府驻地：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路 208 号   

电话区号：  0561   

邮政区码：  235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北部   

  面积：  2741 平方公里   

方言：  中原官话（洛徐片） 

气候条件：  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龙脊山风景区等   



 

机场：  徐州观音机场   

火车站：  淮北站等   

车牌代码：  皖 F   

市花：  梅花、月季   

市树：  银杏、国槐   

 

 淮北市，山水相依、风光迷人，相山森林公园、老龙脊森林公园以及奇石、古树、繁

花、古刹和塌陷淮北市体育馆湖泊，让人们在碧水青山新城之间领略着一份诗情画意的和谐。

淮北市以原煤为动力的坑口发电，是华东电网的主力军之一。    

 淮北市现有 24 对大型现代化矿井，年产原煤 2000 多万吨，年洗原煤能力 1100 万吨，

出口 15 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的五大煤炭基地之一。    

 淮北市是安徽省的省辖市，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淮海经济区腹心，市辖三区一县：

相山区、杜集区、烈山区和濉溪县，总面积 2741 平方公里，人口 213.7 万人。城市规划区

面积 420 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已达 80 平方公里，先后荣获全国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和安徽省首届文明城市称号。    

 淮北，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底蕴丰厚的城市。四千多年前商汤十一世祖相土，建城相

山脚下，发文明桓谭像之滥觞，此后历代王朝在此设郡置县。蹇叔、桓谭、嵇康与刘伶等先

贤圣哲，现代雕塑大师刘开渠，皆生于此或长于斯；临涣古城墙、汉画像石、隋唐古运河柳

孜码头遗址，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烈士陵园等，传递着凝重、久远的文化信息，展示着一

段历史的辉煌。    

淮北，是一座资源丰集而又景观美丽的城市。这里矿产颇丰、品种繁多，其中以煤为最，

远景储量 350 亿吨，工业储量 80 亿吨；这里气候宜人、光照充足，是国家和安徽省重要的

粮、棉、畜禽、蚕桑等农副产品生产基地；这里山水相依、风光迷人，相山森林公园、老龙

脊森林公园以及奇石、古树、繁花、古刹和塌陷湖泊，让人们在碧水青山新城之间领略着一

份诗情画意的和谐。    

淮北，是一座基础设施完善而又文明开放的城市。京沪、陇海、符夹等铁路纵横东西南

北，6 条国淮北市博物馆夜景道、省道以及京福、连霍高速公路穿境而过，离徐州观音机场

60 公里，至连云港港口 280 公里，是安徽省距深水港口最近的城市。城市规划区面积 420

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已达 80 平方公里，先后荣获全国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和安徽省首届文明城市称号。   



 

 淮北，是一座以煤电为主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形成了以煤炭、电力、纺织、酿酒、

建材等为支柱的产业格局，年产原煤 4000 多万吨，电力装机容量 500万千瓦，是中国能源

基地、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全国塌陷土地复垦示范区。随着临涣、南坪两大煤化工等一批具

有牵动作用的产业基地和重点项目取得重大进展，煤化工产业、煤矿装备制造业和淮北经济

开发区等工业园区的不断发展壮大，淮北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将进一步增强。2009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75 亿元。     

淮北，是一座投资成本较低而又环境优越的城市。现有 20 多万亩采煤塌陷地自主开发，

20 多万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一批批外商纷至沓来。     

行政区划 

相山区  

下辖 10 个街道办事处，1 个镇：相山东街道、相山西街道、东山街道、三堤口街道、

相南街道、刘桥街道、人民路街道、任圩街道、南黎街道、曲阳街道、渠沟镇；    

杜集区 

下辖 2 个街道办事处、3个镇：矿山集街道、高岳街道、朔里镇、石台镇、段圆镇；     

烈山区  

下辖 4 个街道办事处、3 个镇：杨庄街道、百善街道、临海童街道、任楼街道、烈山镇、

宋疃镇、古饶镇； 

濉溪县  

下辖 10 个镇、1 个乡：濉溪镇、临涣镇、南坪镇、百善镇、铁佛镇、刘桥镇、孙疃镇、

韩村镇、双堆集镇、五沟镇、四铺乡； 

气候特征 

  淮北市地处北温带，属北方型大陆性气候与湿润性气候之间的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无

霜期 202 天。 

第三章	历史沿革	

淮北市有着悠久的文明史。   

春秋（公元前 699 年）冬 11 月，鲁庄公与宋公、卫候、陈候会盟于袤（今渠沟镇），共

商攻打郑国，未克而返。这是该市历史有明确纪年的开始。    

春秋（公元前 588—576年）宋国共公为避水患，经睢阳迁都于相。   



 

战国（公元前 268 年）宋国被齐、楚、魏所灭，相属楚地。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秦统一中国，置相县，属泗水郡，郡治相县。同时，

置轾县（今濉溪临涣），亦属泗水郡。    

汉高帝四年（公元前 203 年）改泗水郡为沛郡，辖 37 县，治所在相县。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沛郡改称沛国。宣帝地节九年（公元前 69 年）  曾改

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复称沛郡。并置竹县，    

三国（220—265 年）曹操分沛国置谯郡，铚县属谯郡。曹丕分沛国置汝阴郡。相县初

属沛国，后属汝阴郡。    

西晋（265—316 年）复置沛国，国都在相县。    

东晋（317—420 年）晋室南渡后，相县先后入后赵、前燕，相县一带屡有战事发生，

为戎马兵革之地，所属屡有更易。    

南北朝（421—528 年）  相县归刘宋，属徐州沛郡（郡治在萧县），不久相县、铚县相

继入北魏。    

北齐天保七年（556 年）废相县为相城乡  ，并入符离县。此后，相城无县以上建置。    

隋开皇九年（589 年）相城随符离县属彭城郡。   

唐元和三年（808 年）在相地筑城，发现“投火可燃”的石墨（即煤炭，时未开采）。   

唐元和四年（809 年）割徐州所属的符离县、蕲县，亳州所属的临涣县，泗州之虹县建

宿州。    

宋元丰元年（1078 年）苏轼（东坡）任徐州知州时，派员在萧县白土镇北孤山一带“访

获”煤炭，因作《石炭歌》咏之。   

元至元二年（1265 年）撤符离、蕲县、临涣 3县并入宿州。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烈山一带农民发现露头煤，并开始凿挖。    

清顺治七年（1650 年）清朝廷封闭徐（濉）溪、宋瞳、烈山等地煤窑，遣散数千名工

人。     

乾隆十年（1745 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安徽巡抚魏定国奏请清廷重开徐溪（烈山）煤

矿，11 月经工部审议得到批准。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高宗皇帝御赐“惠我南黎”匾额，悬于相山庙.     

咸丰五年（1855 年）秋，濉溪任集人夏白在南坪集，为捻军蓝旗首领，屡败清军。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山东、亳州、宿城等地富商集股成立烈山煤矿合股公司，试

用新法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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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宿城秀才周绍棠领得清廷的开矿权，开采烈山煤矿，改矿名

为烈山煤矿合众公司。    

宣统二年（1910 年）烈山矿工江思运因作歌谣抨击矿主、工头，被毒打致死，引发矿

工群起反抗。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市境分属安徽省宿县和萧县。    

1948 年 11 月，市境解放。    

1949 年 6 月，市境分属华东局皖北行政公署宿县专区之宿县和萧县。    

1953 年 2 月，市境分属濉溪县和萧县。    

1958年 5 月，淮北煤矿筹备处成立。     

1960年 4 月，建立濉溪市。     

1971 年 4 月，更为淮北市。    

1977年 2 月，宿县地区所辖濉溪县划归淮北市管辖。 

历史文化 

淮北源远流长，早在 7000 年前新石器早期，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约 4000年前原始社

会末期，中国柳孜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在现淮北市市府所在地相山

建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商汤十一世祖相土曾迁都于此。2500 多年前，宋共公将宋国国

都由河南睢阳（商丘南）迁此，历 90年。在此后的 1000 多年间，历代王朝先后在此设郡或

县，为古相城繁荣时期。   

据初步考察，全市计有 200 余处文物点，重要的文化遗址有石山孜、临涣土城、柳孜隋

唐大运河码头遗址等 14 处。始建于约公元前 200 年的临涣土城为全国唯一现存的镇级土城

墙。在百善镇柳孜隋唐大运河故道南侧、现宿永公路北侧，发现 8 艘唐代沉船和宋代石建筑

码头一座以及 8 个朝代的 20 多个窑口的大量瓷器，为 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淮

北市出土文物中，汉画像石的品位之高，数量之多，为中国少有的几个城市之一。柳孜隋唐

大运河码头遗址、临涣城址、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等为淮北市仅有的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淮北自古人杰地灵，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秦相蹇叔（约公元前 628‐

前 560 年）；两汉之交的大哲学家、经学家桓谭（公元前 24‐公元 56 年）；三国时期的文学

家、音乐家，史称“竹林七贤”之首稽康（公元 223—262 年）；中国现代雕塑大师刘开渠（公

元 1904—1993 年）等。 



 

第四章	风情文艺	

淮北梆子戏   

淮北梆子戏，原名沙河调或沙河梆子。流行于淮北地区，当地人俗称“高梆”。   

淮北梆子在声腔上属梆子腔系。与河南梆子、上党梆子、蒲州梆子、莱芜梆子有一定的

血缘关系。主要流行在皖北、豫东和苏北的一些地区。鼎盛时几乎县县都有专业剧团。成立

较早而影响较大的剧团，主要有抗战时期的翻身剧团、拂晓剧团等。    

淮北梆子定名为 1960 年。并正式成立安徽省淮北梆子戏剧团。挖掘传统剧目七百余出；

经常上演的有五百余出。旦行戏有《断机》、《劝夫》、《妲己》、《陈妙常》等二十多出；小生

戏有《提寇》、《换龙》、《扬八郎》、《拜师》等十多出；丑行戏有《花子拾金》、《双推磨》《小

秃闹房》等十几出；红脸戏有《跪坡》、《临潼关》、《斩子》、《过五关》等十数出；黑脸戏有

《铡美案》、《王莽篡位》等。同时还改编、创作了一大批剧目，如《寇准背靴》、《孟姜女》、

《桑园会》、《穆桂英》、《楚宫恨》、《临潼关》和现代戏《两块花布》、《重要一课》、《大树参

天》等。    

 淮北梆子早期名演员有顾锡轩（名群），六十年代曾拍摄淮北梆子戏艺术影片《寇准

背靴》、朱秀林（艺名朱大鼻子）、主登科（艺名王大眼）。沙河两岸曾流传民谣“朱大鼻子

王大眼，还有个顾群唱红脸”。丑行演员王君敬、文武生演员朱琴、老旦朱昆云也都是在淮

北梆子中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著名演员张福兰当推为梆子戏的表演艺术家 

泗洲戏   

泗洲戏原称“拉魂腔”，源于苏北鲁南地区，传入淮北，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建国前

基本上是由民间小班社在农村演出。这种班社多以家族、家庭成员、师承关系为核心组成。

建国后才逐步进入城市登上舞台。泗洲戏的唱腔具有加快、爽朗、委婉的特色。在农村中流

传有这样的歌谣：“拉魂腔，拉魂腔，不怕你不来，就怕我不唱。”由于它的唱腔优美动人，

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深受淮北地区人民的喜爱。又因为泗洲戏的老一辈艺人多数生长

在泗县一带，所以这一剧种在语言运用上又具有泗县一带语言粗犷、幽默的特色。   

泗洲戏的剧目：传统大戏约有 80 多出；传统小戏和折子戏约有 60 个左右。除此，还有

二百个“篇子”。优秀的生活小戏如《拾棉花》、《走娘家》、《借水瓢》、《钓水鸡》、《野姑娘》



 

第五章	风景名胜	

相山公园   

相山公园座落在淮北市相山南麓。相山山脉自徐州蜿蜒而来，主峰为皖北地区至高点，

方园诸山之宗；有奇峰、云洞、林海、苍柏、古寺、汉碑。人文景点有乾隆皇帝题词“惠我

南黎”、水牛墓、奏鸣台、饮马池和藏经洞等数十处。 

地标概况 

相山公园坐落在淮北市相山南麓，是淮北市唯一的大型综合性风景名胜公园，以“相山

十景”而闻名。相山山脉自徐州蜿蜒而来，主峰为皖北地区至高点，方圆诸山之宗；有奇峰、

云洞、林海、苍柏、古寺、汉碑。人文景点有乾隆皇帝题词“惠我南黎”、水牛墓、奏鸣台、

饮马池和藏经洞等数十处。山顶云洞吞吐云树、顷刻万端；香炉峰形势惟峭；叠翠峰翠色诱

人。显通寺（习称相山庙）建于晋朝。新建儿童乐园、相山天池集古今中外文化于一体，是

人们游乐休息的好地方。 

景点介绍 

显通寺 

显通寺显通寺，相山庙，又称显济王庙。位于龙山、虎山两峰之峪，三面环山，林木葱

茏，环境优美。登寺山门奎楼眺望，市区尽收眼底。显通寺建筑规模宏伟，布局疏朗。四进

大院，院内古柏、银杏参天。1973年，市政府投资维修显通寺。1976年辟为市博物馆馆址。

1980 至 1985 年再次拨款维修。1992 年，在大殿的东侧配房设相王殿。2006 年 4 月，在大

殿北面建大雄宝殿，设计风格集南北古寺于一体，气势宏大，庄严肃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

貌，为淮北市增添新的人文景观。    

 显通寺位于相山龙山、虎山两峰之峪。俗称相山庙，又称显济王庙。三面环山，周围

林木葱笼，环境幽美。登寺山门奎楼眺望，市区尽收眼底。据清同治八年碑文载：西晋太康

五年诏诸侯记界内山川，沛国人郭卿建庙，刻铭曰：“巍巍相山，盘郁穹崇，上应房心，与

天灵冲，兴云播雨，稼穑以丰”。唐永徽元年重建。清乾隆二十四年安徽巡抚高晋奏请发帑

重修祠宇。民国年间又重修。寺内至今犹存宋、元、明、清历代庙宇的碑刻 22 方，其中以

乾隆皇帝的御书“惠我南黎”恭摹碑和高晋书“渗水崖”碑刻最引人注目。显通寺建筑规模

宏伟，布局疏朗。四进大院，院内古柏、银杏参天。有房屋 52 间，其中山门奎楼 3 间，宝

藏室  3 间，走廊 14 间，东西配房各 7 间，大殿 5间，后殿 3间，戏台  1座，六角亭 1 座，



 

相通，大青砖铺底。墓砖有 3 种规格以上，纹饰有 3 种。二号墓则是另一风格，石梁柜架结

构，其上用砖做拱顶，同为番顶，墓道西向，10 面画像石刻，石刻内容如上所述。该墓的

发掘，对研究我国汉代古墓葬的建筑和习俗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化家湖遗址   

        一面明镜化家湖，四面翠柳欲滴露。   

        湖光山色映白帆，西天王母瑶池处。 

        湖底曾是砚墨城，遗址传说凝灵秀。   

        青山不解游归迟，淼烟斜阳飞白鹭。 

        化家湖为新石器时期遗址，原为蔡里湖、化家湖、土型湖。民间传说是王母娘娘瑶池、

行宫处，据《山海经》载：西海（青海）王母娘娘在九州设有多处行宫。另据《濉溪县志》

载：湖底是春秋战国古砚墨城遗址。 

        如今的化家湖已经成为淮北市城市用水备用水库，水面 20 多平方公里，深 10米，水容

量 1330 万立方米。湖三面青山环绕，四周杨柳拥翠，湖面碧波荡漾，白帆点点，岸边曲径

通幽，桃红绿柳，为生态旅游胜地。 

第六章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淮北市土地总面积 2741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135988 公顷，林地面积 23266.67

公顷，水域面积 10000 公顷，养殖水面 8333 公顷，荒沙、荒漠 1466.67 公顷。再生土地资

源优势独特，综合复垦治理后的采煤塌陷区土地已成为该市独特的资源优势。多年来，淮北

不断加强采煤塌陷地复垦工作，土地复垦率达到 54%以上，位于全国前列。   

矿产资源    

淮北矿产资源蕴藏量较为丰富。目前，已发现矿产 56 种，矿产地 488 处，其中大型矿

产地 20 处，中型矿产地 13 处，小型矿点 455 处。在查明储量的 16 种矿产中，煤、铁、铜、

金、水泥用灰岩、高岭土储量分别居全省第 2、4、6、2、6、1、位。其中，煤炭资源最具

优势，远景储量 350 亿吨，工业储量 80 亿吨。据科学测定，在二迭纪时期，这里气候温和，

四季如春，花草繁茂，古木林立。到了石灰纪，地壳下陷，这里变成了汪洋大海。淮北矿区

储量丰富、煤种齐全、煤质优良、分布广泛、矿床规模较大、综合效益凸现，已成为我国重



 

要的煤炭和精煤生产基地。    

生物资源    

林业资源：现有树种 300 多个，分属 66 个科，147 个属，其中乔木 118 种，灌木 177

种，藤木 14 种，竹类 8 种。古稀珍贵树木有古柏、古槐、银杏等。果树主要有杏、桃、核

桃、石榴、蜜枣等。    

农作物资源 

农作物有粮、棉、油、果、菜、药、麻、丝等，品种有 400 多个，其中粮食作物主要有

小麦、稻谷、薯类、玉米、高梁、谷子、大豆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麻类、烟叶等，油

料作物有花生、油菜、芝麻。    

水产资源 

鱼类资源以草鱼、鲫鱼、鲤鱼、鲢鱼为优势种群，水生经济动物有虾、鳖、牛蛙、泥鳅

等，经济植物有池藕、芦苇、蒲草等。   

畜禽品种资源 

畜禽品种丰富，有牛、马、驴、骡、猪、羊、兔、鸡、鸭、鹅等。畜禽生产以资源开发

和资源利用为中心，各品种畜禽的饲养都已形成规模生产。    

野生动物资源 

野生动物主要有鸟类、兽类两大类。现有鸟类 29 科 50 多种。其中具有经济价值的食用

或羽用狩猎类 18 种，具有观赏价值的 4 种，保护农林作物的食虫益鸟 25种，主要有鸭雁类、

鹰类、雕类、燕类、啄木鸟、黄鼬、狐狸、刺猬、野猫、野兔、蝙蝠、蛇、蝎、蜥蜴等。   

中药材资源 

中药材资源共 213 科，672 种，总蕴藏量约 28 万担。其中植物类药材 140 科，571 种，

蕴藏量 26 万担，矿物类药材有 6 种。 

第七章	美食特产	

口子酒 

口子酒，产于淮北市濉溪县，系浓香型白酒。口子酒酿造历史悠久。据传，战国时期，

宋国迁都相山，就大量酿造。口子酒历时千年，素有“名驰冀北三千里，昧占江南第一家”

之誉。口子酒入口昧道甘美，酒后心悦神恰，素有“隔壁千家醉，开坛十里香”的美誉。 



 

第八章	名校展示	

淮北师范大学 

学校简介 

淮北师范大学位于国家能源基地、国家园林城市安徽省淮北市，是安徽省具有较长本科

办学历史的一所普通高等师范院校。1974 年建校，时为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1978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定名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隶属原煤炭工业部，面向全国招生。1981 年

获准为学士学位授权单位。1998 年 9 月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安徽省管理为主”的管

理体制。2000 年学校以优异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03 年获得硕士学位

授予权。2007 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等名次。2009 年新增为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省级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后岗位设置单位。现更名

为“淮北师范大学”。    

 校园依山而建，芳草茵茵，花木扶疏，景色怡人，优美的校园环境充满了浓厚的人文

气息，被安徽省建设厅首批授予“安徽省园林式单位”称号。学校占地面积 2100 余亩，建

筑面积 46.26万平方米，纸质图书 152 万册，电子文献折合总量 103 万册，科研仪器设备总

值 1.03 亿元，各类教室和实验室功能齐全、设备先进，满足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需要。    

建设中的新校区 

新校名的由来 

淮北师范大学历经淮北煤炭师范大学到淮北师范大学，多余年来倾注了煤师院人多少领

导、教师和学生的心血。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校名系启功先生所题。新校名则是出自毛泽东

的手笔。    

左侧第一版为淮北师范大学现用字体。第二、三、四版分别为笔者使用网上流行草檀毛

体、繁启体、简启体制作出来的。    

下边右侧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名。将之对比淮北师范大学新校名可以发现其实新的淮北师

范大学校名是以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名为基础，在去掉京字再拼上一个淮字得到的。其实是

PS的结果。     

所授荣誉 

长期以来，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办学理念，逐步积淀形成了“博学慎思，励

志敦行”的校训，“敬业、奉献”的校风，“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教风，“知行合一、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安徽省淮北卫生学校   

安徽省淮北卫生学校是省政府批准成立的普通中专学校，始建于一九五八年，属公办

全民所有制学校，二○○五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也是

皖北地区唯一的一所卫生类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校址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溪河岸边，环境幽

雅，萧淮公路从门前经过，交通便利，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理想场所。 

近年来，学校先后被评为市级“花园式学校”、市级“文明单位”、省级“安全文明小区

示范点”、省“职教先进单位”等。 

第九章	历史名人	

华元   

简介 

华元（生卒年不详）：子姓，华氏，名元。安徽濉溪人。春秋宋国右师。 

  公元前 596 年楚国派出申屈出使齐国，楚庄王特意嘱咐不要从宋国经过。宋国执政华元

听说了，觉得这是对宋国的莫大侮辱，就设伏击杀死楚国使者。楚庄王为此“投袂而起”，

出动大军包围宋国国都整整 9 个月。宋国派出使者到晋国告急，晋国上一年刚被楚军打败，

不敢冒与楚国全面冲突的危险，只是派解扬为使者劝宋国坚守，不要投降。解扬经过郑国，

被郑国抓起来交给楚国。楚庄王亲自接见解扬，企图买通他，要他向宋军喊话，说晋军不再

提供救援，断绝宋军的希望，解扬不同意。经楚庄王几次威逼利诱，解扬才答应下来。可是

当解扬来到了望城中的楼车上，就大声疾呼，说晋国援军不日就到，请宋国无论如何要坚持

下去。楚庄王大怒，解扬说：“我答应你的条件只是为了实现使命，现在使命实现了，请立

刻处死我。”楚庄王无话可说，反而释放他回晋国。长期围困而无战果，楚庄王打算退兵，

可申屈的父亲拦在车前，说：“我儿子不惜生命以完成国王的使命，难道国王要食言了吗？”

楚庄王无言以对。申屈父亲建议在宋国建造住房、耕种土地，表示要长期占领宋国，宋国就

会表示屈服。宋国见楚军不肯撤退，就派华元为使者来谈判。华元半夜里潜入楚军大营，劫

持了楚军统帅子反，说：“我的国君要我为使者来谈判，现在城内确实已是‘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但是如果订立城下之盟则情愿举国牺牲。贵军退到三十里外，我国唯命是听。”子

反就在睡床上保证做到。第二天报告了楚庄王，楚军真的退 30 里外，和宋国停战，双方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