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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鸣镇志》在中共铜陵县委，铜陵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

在县修志办公室的直接帮助下，镇志编纂组的全体同志和有关志士历经

三载，数亭其稿，终于编纂成书，并作为初版交付印刷，这乃是全镇人

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乡镇修志尚无先例，我们试图以新的观

点、新的材料，新的体系和新的方法编纂镇志，为钟鸣各界人士施政决

策，振兴经济提供科学依据，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钟鸣镇，地处黄山山脉、九华山系北麓，属沿江浅山，丘陵河畔地

带，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是镶嵌在祖国东南大好河山中的

一颗名珠。钟鸣镇渊源久远，两宋年间就以“九井十三街"闻名于世。

且紧依长江，背靠黄山，历来为兵家所重。唐末黄巢军、清末太平军都

曾兵进钟鸣，扎寨狮子山。革命战争年代，本镇为皖南地下党根据地之

一，钟鸣人民曾用鲜血和生命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而载入史册。

建国后，三十八年一挥间，钟鸣人民用勤劳的双手铲除贫困，给山

河增添锦绣，使人情、地情、风情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镇人民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把工作

重点转入经济建设的轨道，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加

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双丰收。现在全镇

人民正沿着党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锐意改革，勇于

奋进，总结经验，扬长避短，谱写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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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钟鸣镇志》初版之际，谨向付出心血的领导、编纂人员和

提供史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时间仓促，尚是首次，

志书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教．

查良楼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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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钟鸣镇志》，编纂组织原则，是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编写

工作筹备于1987年9月，1988年9月正式组建好编写班子，开始广泛征

集资料，艰巨地编纂工作，1990年4月编写成30余万字的初稿，装订成

册，呈送镇党委审阅。在审查阶段，党委、政府十分重视，组织了专门

班子，对志稿作了核实，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并请县直有关部门帮助

审阅，把好政治关。‘历时三年，几易其稿，改定为20余万字，报送县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终审．批准印刷出版。

这是我们镇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无疑在存史、资治、教化、兴

利，为全镇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诸方面均会作出有

益贡献；也一定能服务于现今，惠及于后代· +．

√志书上限l 91 1年，下限1 987年终·除正编之前的题词、序言、凡

例、大亭记、概述，正编之后的第九篇《编外大事记载》、跋，后记

外，正编分为：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社会，人物，其

它，计9篇29章，I I 9节，231目，并有42附表，8附图，90附记、附录，

教学系统，平实、真实地记载了本镇70余年中的史实。． t‘o

在地理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本镇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在政治篇，

军事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本镇人民是如何地追求真理，不畏强暴，敢

于斗争，无比热爱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建设过程中作出

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成就l在经济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农业，从体

制到耕作方面的革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工业又是如何从无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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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小到大发展壮大起来；水利如何从易旱易涝、多灾低产、毫无抵

御自然灾害能力，到兴修水利，旱涝保收，山、丘、圩同熟!在文教

卫生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足迹，卫生事业，尤其

是血防工作的成就l读过人物篇的有关节目后，合而思之，便能使人觉

得，钟鸣这个地方，实在是钟灵毓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l在此我们

的心更会被革命英烈献身于入民解放事业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精神深深

打动．， 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贡献成为先进和模范人物的精

神所鼓舞；社会篇中的风土人情，不仅同样会让人有所见识，还可以看

到全镇人民破除迷信，破除陈规陋习，解放思想的过程． ，．i

志书还如实记载了“我们自己，，曾经出现过的失误、挫折，但重点

放在对错误的克服和纠正方面，目的是以戒今后，正象毛主席曾经说过

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会

办得好得多。

总之，全志书坚持肯定和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人民民

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了人文思想即人定胜天的思想，突出了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所取得的各项胜利。 。

．

但由于编写者水平．志书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祈请读者批评指

正，以便今后纠谬补遗。在此付印成书之际，我乐以为之序；．并借此机

会，向编者，向为本志书提供资料，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的所有人士，

深表谢忱1 ． ，。

’
’

何有庆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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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钟鸣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按照《中国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进行编纂。宗旨是。存史，

资治、教化、兴利，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断限：上限自辛亥革命(公元I 91 1年1o月)；(上溯可以

不限)下限截止1 987年l 2月。但有据可信的历史，间或也追溯到唐．

宋·古代纪年用帝王年号汉字书写，括号加注公元纪年；民国用民年国

号，阿拉伯数字，括号加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系统地记录钟鸣镇现行管辖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

状。

四、本志以志、记、传、图、表，录，结成志体，以年事，横排竖

写·设：篇、章，节、目4个层次；由篇统章，由章统节，由节统日．

正编之前列：题词，序言、凡例、大事记、概述；正编之后列：编外大

事记载及编后记；正编分：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卫、社会、人

物、其他8篇，共分为29章，每章根据类别而析节目，无处归附者记入

附录。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史志、谱牒，文书档案．耆宿口碑等，经过广

泛深入采访、细心调查研究、严谨鉴别真伪，筛选、深化而编纂成书．

选用资料，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六，本志为使语言规范化，普通化，采用现代汉语写作。但有关古

体诗文，碑刻等，仍按原文照录。风俗章中的“方言"，依据本地方

言，方音而用汉语拼音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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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大事记，尽力做到：大亭突出，要事不漏，新事不丢。

八、本志人物篇，只记在本地出生或长期落户居住本地的突出人物

之事迹。生不立传。本籍健在及外籍在钟鸣工作过的成绩突出者作简要

介绍或随事记述。

九，本意均用阿拉伯数字表时间、成表格；叙述中数词一般亦用阿

拉伯数字表示。为叙述方便，一般仍沿用习惯计量单位称谓；镇、村等

行政单位名称除大事记外，多用今名。

十、本志所记地名，系用《安徽省铜陵县地名录》统一名称，必要

时，旧地名用括号附注于后。

钟鸣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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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镇，位予铜陵县东，地处东经118。597，北纬40。047。全镇南北长距16．8公里，东西

最宽距9公里，总面积88．5平方公里。东与繁昌县毗邻，东南与本县金榔乡接{鹱，西、西南

连接流潭，新桥2乡，北邻永丰乡。钟鸣街系镇政府所在地，东距南陵、西距铜陵，北距繁

昌3县城均30公里。 ‘

．’ 本镇地处黄山山脉，九华山山系北麓，居沿江浅山、丘陵河畔地带。

本镇处北亚热带湿润型季风区。年平均气温16．2℃，极端最高气温40．2℃，极端最低气

温零下11．9"13。山顶与峡谷昼夜温差约4—5℃，山区与圩逸温差约1-1．5℃。盛夏7月气温

最高，平均为28．8Cl冬季1月气温最低，平均为3．2℃。全年无霜期230一265天左右。日照

年平均总时数约2067．7小时。年平均降雨量1380毫米，6—9月多雨，雨量集中成汛期。每

年风向大多是，夏季为东南和正南风，其余季节一般主导风向为北与西北风，春季亦多东

风。

本镇自然资源丰富。土壤总面积133474．29，土壤共分四个土类，8个亚类，25个土

属，40个土种。查明的植物资源1500余种；山区主产杉、松、株、椽、毛竹，桃，李、茶叶

和中草药，中部低丘和北部圩区为水稻，小麦、油菜籽和水产品的主产区。矿藏资源有铁，

硫、金，银，铅锌、膨润土，石灰石、砩石，煤、石英石，紫砂土、方解石，大理石、珍珠

岩、玛瑙矿等。

本镇渊源久远，历史可追溯至春秋。宋代，钟鸣是达官显贵的故土，佛教盛行的名地，

有。九井十三街”之称。北宋徽宗时代前后，钟鸣建置为“贵上辔”。其后，改称“钟鸣

者”，隶属铜陵，定置至清末民初。民国17年(1928年)，钟鸣改耆为“联保办事处”。比

国27年(t938年)底，钟呜改。联保”为“乡公所”。1949年4月2 l H钢陵解放，钟呜先后

属风凰区，第六区，钟鸣区。1957年2月撤区成立钟鸣乡。1958年9 Jj市、县合并，成立钟

鸣钢铁人民公社。1959年4月市、县分治、为钟鸣人民公社。1983年3月恢复乡制。经安徽

省人民政府批准。1987年3月1日撤乡建镇，实行以镇带村体制，辖16个行政村1个居委

会，有162个自然．丰,1282个村民小组，7442户，29677人，其巾男15429人，女14248人，城镇

户口(含自理口粮)1613人。民族有汉，壮、回族。

本镇耕地面积24892亩，其中水田23034卣，早地1858亩。：j!产水稻，小麦、油菜籽。年

粮食总产12659吨，油料676吨，全年农税610．75吨，粮，油合Ifd定购分别为1550吨、250吨。

现有山场47125亩，林业用地471251亩．年采伐木材80立方米，毛竹15200根。水面22244亩，

年水产总虽131吨。 ．．

本镇党组织是在艰难曲折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民国18年(1929年)即有进步学生秘密

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3年(1934年)钟鸣地区始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民国24年(1935年)

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员，钟鸣地区党组织被破坏。抗H战争爆发后，钟呜



沦为敌占区。为了抗日救亡，中共钟鸣乡中心支部建立，积极发魂农抗会、青抗会、妇抗
会、儿童团等一系列抗敌民众组织，同日寇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民国30年(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后，钟鸣地区党组织和地方武装遭到严重破坏。1944年9月，皖南沿江地区较早

的抗日县级民主政权一铜陵县民主政腑在泉栏舒家店建立，区、乡政权先后建立；10月
至次年9月建立中共凤凰区委会，下设钟鸣、狮峰两乡党支部。民国34年(1945年)9月20

日，皖南新四军奉命北撤后，国民党政府组织还乡团、自卫队，行动队、中心组等敌特组织，

共产党组织又遭严重破坏。同年10月铜陵中心县委成立，仅有8名党员的钟鸣地区唯一党支

部一白牡岭牧家党支部仍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直至1949年4月铜陵解放。建国后，本
镇党的组织活动蓬勃开展起来。自1957至1987年，全镇共召开7届党代会，6届团代会，4

届妇代会，6届人代会。
。

．

军事上，本镇易守难攻，且多次成为激战场，系沿江地区一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所

重。唐末黄巢兵进钟鸣，曾驻扎于狮子山。《安徽通志》还载有洪杨太平军行经本镇事。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本镇更是屯兵交战之所在。民国33年(1944年)9月，皖南地委机

关和皖南支队司令部由无为白茆州迁至铜陵，先驻泉水坑(泉栏)后驻(东陵)上山缪等地

创办。皖江第二联立中学”， “皖南电讯”、 。皖南日报。，建立新闻电台，代印。大江

币”，办起兵工厂。这一抗战时期的钟鸣已发展成为皖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

心。特别是许多英雄健儿，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巧妙地

利用本镇山、丘、圩区各种有利地形，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斗争，用鲜

血和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本镇1950年12月至1951年9月全面完成土改。1952年9月始组互织助组，1954年9月成

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次年底至1956年初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对个体农业私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9月成立人民公社，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

式。1979年以后，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1983年3月恢复乡制，农业生产责任

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耕作制度方面，1956年后实行变革，变1956年前的水田一熟为二

熟和三熟。年农作物播种面积57815．4亩，化肥用量1935吨。建国前，本镇山丘区塘坝沟渠

失修，圩区河网紊乱，长期易涝易早，农业生产得不到保障。建国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

大搞了农田基本建设。圩区进行了串圩并圩工程，加高加固了圩堤；山丘区，兴建了大中小

型水库和万立方米以上当家塘坝，完成了部分村队的沟渠、路、林、桥、闸配套、及治河灭

螺，疏道理水工程；并根据河、库、沟、坝等水源条件，兴建丫涵闸科门，机电排涝站及

一、二、三级抗旱站。全镇抗洪、排涝、防早标准显著提高，有效灌溉面积达20644．26亩，

正常年景90％耕地旱涝保收。农业机械也发展很快，目前农田排灌、农村运输、农副产品加

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全镇农业机械总动力9054．8马力，农村年用电量108万度。农业科

研、试验，·示范推广、也取得较好的效果。镇先后建立了农科站、农研委员会，农场，科普

协会。据统计。1987年本镇农业总产值1424万元；其中种植业682万元，林业43万元，牧业

350万元，副业产值306万元，渔业53万元。
： 本镇乡镇工业起步于70年代初，时年产值200—300万元．利润17一18万元左右。党的十一

届-7'全会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82年，全镇乡镇氽业总收入1．189万元，上交税

金90多万元，纯利润500万元，除发展农业及其他各业列支外，银行还有存款loo万元，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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