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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地区地方志办公室

关于对《阜阳地区计划志》的审查意见

行署计委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

《阜阳地区计划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风朴实，语

言简炼，专业特色突出，是一部较成功的专业志稿。

，此志编写不易，十分宝贵。建议铅印成书，以发挥其社会

多方面的功能，并传之后世。

安徽省阜阳地区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3年9i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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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纂《阜阳地区计划志》，是按照行署领导关于做好修志的部

署和在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从1992年6月开始

组织人员搜集资料，翻阅历史档案，调查走访知情人士，继而整理

编写，历经一年，于今年6月完成初稿。全书共5章，17节，约7

万多字。比较全面、客观地综述了阜阳地区建国以来36年间(截

止1985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计划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教

训，记述了各个经济计划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向、方针、政策、任

务、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计划完成的情况，简述了计委的机构沿革和

领导人的更迭。 。

《阜阳地区计划志》以大量的数据和丰富史料表明，在阜阳地

区经济发展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后的36年，是阜阳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经济建设发展最快，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36年；

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的36年；也是不断克

服困难，纠正错误，艰难曲折中发展前进的36年；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人民精神振奋，各行各业都在改革、开放

的方针指引下，开拓新的局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阜阳经济

作出了贡献。
‘

。

《阜阳地区计划志》，是根据阜阳地区历史发展状况，尤其是建

国以后的发展现实，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

究、叙述、综合对比，编写而成的。它立足当代，略溯近代和古

代，做到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点，力求起到“求实存史”和供领导

决策提供依据的作用。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编纂新方志!是一项认

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还可以



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总书记的指示，精辟地阐明

了编志工作的宗旨和重大意义。我们这部计划志，是编志工作者辛

勤耕耘的结果，愿同志们珍惜它，运用它，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阜阳地区计划志》是建国以后新编纂第一代计划志书，因资

料缺乏，经验不足，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漏编之处难免，欢迎

批评指正。 一

燕广义J、、、， ／、

1 993年6．月1 7日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记述阜阳地区建国后36年间经济建设和发

展的历史过程和主要经验。有些章节简要记述了建国前区内经济发

展的有关情况。

二、本志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纵写事实。按章、节、．目编

次。文体采用白话文语体文。章法上只记史实，_般不加议论，寓

褒贬于记实之中。

三、本志时限：上限一般始于民国时期，下限一般止于1985

年(个别数字与内容记述到，1992年)，有些内容追溯至明、清。

四、本志纪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

和民国的年号，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数字书写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颁布的《关于正式出版

物数字书写的暂行规定》。

六、本志计量单位的使用，在新中国成立前按历史习惯用法，

建国后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有关规定。 ．

七、本志书资料来源主要是地委、行署和本委历史文书档案材，

料，以及老同志回忆录等。所用建国后的各种数字来源于地区统计

局。 ．

八、价值指标，除注明外均按1980年不变价格。

九、本志记述的区域范围，以现行管辖区域为限，建国后划出

管辖区的历史事件，除个别引用已注明外一般不再收入。

十、本志采用第三人称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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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阜阳地区位于安徽省西北部，黄淮海平原的南端，区内地势平

坦，．气候兼有南北所长，温度、降水比北方优越，光照比南方强，

光、温、水配合比较协调，．自然条件宜农宜耕，盛产粮、棉、油、

烟、麻等多种农副产品，又是安徽省西：llci'-I户，为豫、。’皖、苏、鲁

四省和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优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阜

阳地区是中华民族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一自

古以来，。勤劳j勇敢、朴实的阜阳人民就生活、繁衍、奋斗在这块

土地上，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历史文化。新中国成立

后，全区人民在中共阜阳地委和专员公署领导下，一团结奋斗j艰苦

创业，使阜阳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党

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_

系列方针、政策，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立足于改革开放，努力振兴

经济，．使全区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以及各项社会事业；i都呈现

出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经济实力、财政收入逐年增加◆．：火民生活

普遍得到改善；‘．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0 i．≯、

．：。

． ．‘ ?一 ． 。．一j 、 ：
．． ¨-’ ? -

， 一

：二、．建国前的国民经济状况，
一。

一：! ’’-一 o、。
’．：l-。．：’j ··’，

一 ．．’-。 ：．．+． 一．一，?、

一 ’|’，’‘． ’，‘J’

：

‘～

阜阳地区历史上：。颍、毫两州，南北相望。随着封建政权的更

迭而隶属不二，’先后形成两个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到了明朝洪武六年(1372年)颍、，毫两州首次并入

统÷版图，“省谯人毫州，寻降亳州为毫县属颍州”。弘治九年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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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年)毫县复升为州，与颍州同属凤阳府，r清雍正十三年

(1735年)升颍州为颍州府，又降亳州为毫县，正式纳入颍州府管

辖之内，形成东西200公里，南北350公里的广大地域，今阜阳地

区全境，均系颍，毫两州属地。

区内历史上的经济状况，因地处平原，气候条件、地理环境较

好，降水量丰富，温度适中，有利于多种农作物生长，适宜发展农

业生产。。?毫州在考古发掘中，就曾发现原始社会的陶纺轮，商代的

碳化小麦和战国时期的锄，说明在上古时期，毫州就有了粮食生产

和纺织技术。《汉书·地理志妒在记载古代豫州(包括阜阳全境)．

天时地理时说，此地“畜以六扰(即：牛、马、羊、犬、豕、鸡)

谷以五种(黍、稷!菽、麦、稻)。描绘了当时五谷丰登，六畜兴

旺的景象。

唐朝和北宋初期，颍毫两州社会梧对稳定，’经济得到较快发

展。《宋吏·食物上三》载：“江湖有米、宿毫有麦，”可见当时毫州

已是闻名全国的粮产区。唐宋时，亳州与宋州、定州、益州又是全

国四大丝织中心，《新唐书》、《宋吏》都有毫州绢、、纱为贡品的记

载。大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ii2>>中称赞：亳州出轻纱，举之若

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宋会要辑稿》记述“毫州绉纱设有专市

买卖”。说明当时毫州商品丰富，产销两旺，大宗批发的买卖很兴

盛。‘ ： 一
，‘ ．。 一． 。

元朝末年，连年战争，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明朝初期，区

内人户稀少，据志书记述：颍、亳两州官府对农业生产推行“与民

休息”政策，减免赋税、救荒赈济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自明洪

武二年至嘉靖二十一年，颍州(不包括毫州)有耕地二十七万一千

一百亩；经过六十年，到万历九年耕地增加到一百八十七万九千三

百亩；人口由六千多人，至万历三十六年增加至五万八千二百五十
●

二人。



明末清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人，

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民族工商业因之逐步发展起

来。区内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开始出现新式工业的萌芽。

清光绪三十三年(1 907年)，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及其儿子程晓川

在阜阳创办榨油厂和两淮织布厂，生产豆油和棉布，远销上海、南

京等地；1909年，上海资本家陈春英，投资3万元(银元)，．在毫

州开办同茂顺蛋厂，生产蛋粉。从此，近代工业在阜阳地区境内逐

见端倪。

清末民初，因战火不断，兵连祸结，区内农业生产下降，城市

工商业也受到摧残。但自1915年以后，社会较为稳定，加上沿海

城市资本家来区内办企业和。洋货”的输入，促使了阜阳地区工商业

的发展。颍、毫两地城市还出现一些专门经销外国商品的商店和一

些外国人办的企业。如亳州“十五号货栈”，专门推销英美烟草公司

的纸烟。“元东生煤油栈”，专门经销美国美孚牌的煤油。1917年镇

江资本家刘子臣与英国商人合资在阜阳开办大同打蛋厂，1921年至

1922年，毫州继外地商人开办裕源蛋厂和织布厂之后，又兴办了福

华烟厂和荣记电灯公司。新式工厂采用机器生产，产量大，盈利

多，工厂越办越多，后来，毫州织布厂发展到17家，烟厂发展到

2l家。

．这时，‘商业、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据阜阳旧商会统计，当时

建立商业工会的有绸布、京广纸糖、汽车、．国药、粮业、盐业、皮

货、酱园、。成衣、竹木、船行、菜馆、估衣等1 5个组织，．394户，

资金102万(银)元；县商会直属会员有钱庄、当铺、轮船、打蛋

厂、纸烟厂、皮箱、丝行、茶叶行j杂货行、颜料行、浴业、剧院

等13食行业28户，530。万(银)元；小型商业和前店后厂手工业

有印刷，针织、鞋业、笔墨、．煤炭、竹木、：鞭炮、酒油、’梳篦、+西

药、金银、’首饰业、．铜铁器业、鲜肉j杂货等l 2个行业，计400



户，总资金137万(银)元。服务行业则有旅社、照像、理发、酒

楼、茶社等。 ；

由于阜阳地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农副产品丰富，水路航运便

利，也促进了工商贸易的发展。阜阳位于颍河。泉河的汇流处，颍

河是淮河的最大支流，上至河南省周口，下至蚌埠，可终年通航

500吨轮船，涨水季节，2000吨大轮通行Y；IN；北部涡河，上达惠

济河至开封，下注淮人江，航船可经蚌埠、镇江、芜锡，苏州直达

上海。由于航运的方便，外地巨商豪富纷纷前来经营工商业，开商

行、办货栈j搞联营、办商店，、更促进了区内经济的发展。据颍、‘

毫两州志书记载，‘从乾隆年间以后，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

苏、浙江、省内安庆、徽州、t不宁等地商人，先后来阜阳建立有苏

．浙会馆i两湖会馆、’山西会馆、安庆会馆等4处，在毫州建立的同

乡会馆更多，共有30多处。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大部，区内北部、东部先后沦陷，+日本

侵略军实行经济封锁，商品流通不畅，特别是1938年国民党扒开

郑州花园口，妄图以黄河水阻止日军顺沙河南下，造成区内几百万

亩良田被淹没，农民百姓流离失所，逃荒外地，农村田园荒芜，农

业生产更加落后。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国民党大量发行纸币，

造成通货膨胀，加上官僚与资本家互相勾结，囤积聚奇使物价一涨

再涨，纸币“20元，仅换l块银元，以后纸币贬值更甚，又出蔓关金

票”、“金元券”，开始20元纸币换l元“关金票”，50元“关金票”换

l元“金元券”，到1947年底，1万元“关金票”只能换1块“金元

券”，而1 O元“金元券”也换不到1块银元。10年中，国民党统治区

货币贬值21 6倍，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有的商店歇业，有的外

迁，有的倾家荡产，有的流离失所，‘广大农民群众经常处：于食不裹

：腹j衣不蔽体的半饥饿状况。．·：。 。，‘-．：0i， 、。，_0 o≯j． ，‘ 、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阜阳地区的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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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价格计算，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仅有89419万元，其中：工业总

产值为423l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4．73％；农业总产值为85188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5。27％。

农业生产，因国民党时期农田水利的长期失修，水旱灾害频

繁，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粮食产量不及战前高，人民生活贫困。

1949年，全区粮食产量，172．46万吨，平均每亩年产仅有54公斤，

油料总产3．01万吨，平均每亩产28公斤，棉花总产量5385吨，平

均每亩年产仅有8公斤。 ．
、

工业生产建国以前，全区仅有一些简陋的小型手工烟厂，酒厂

和从事铁、木、竹等生产的个体手工业。1949年，在工业企业

中，国营企业6个，公私合营企业2个，私营企业76个。

交通运输方面，当时全区仅1条从蚌埠到阜阳土路便桥通车的

公路，全长172公里。陆上运输只有3辆烧木炭的私营运输汽车和

数以千计的太平车、独轮车；水上运输共计3575余艘破烂不堪的

木帆船，货运量很低。，
’

‘ ’

商业贸易方面，由于商品流通不畅，货源不足，致使生意萧

条。1949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281万元。

二、建国后的国民经济发展

、

阜阳地区从1949年初全境解放起，到1985年，已经走过了36

年历程，在这36年里，阜阳地区的人民在党中央的路线、方针、

政策指引下j在省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

强，艰苦创业，进行了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尽管曾经遭到多次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建国前从来没有达到

过的巨大进步，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国初期，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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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署针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生产萎缩、农村灾荒严重、

城乡交流阻塞。物价飞涨的困境，领导全区人民卓有成效地开展了

生产救灾、治理淮河、兴修水利、生产互助、发展副业和城市工商

业调整等项工作。

经过建国初期三年的经济恢复，区内工农业生产很快达到或超

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195i年至．1952年在农村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全区320多万贫雇农分得了土地，极大

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开展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三反”

“五反。斗争，对打击投机倒把、平抑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等，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一系列工作，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任务。并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一五”计划刚开始执行时，正值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实

施，地委、专署及时引导个体农民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

形式，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并对城乡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了社

会主义改造。由于“一五”时期，方针、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制定的

比较符合实际，各项生产计划指标安排的比较合理，发展速度、比

例关系比较协调，因此，国民经济发展很快。进入“二五”计划时

期，按照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精神，区内制定了“二五”时期的基本

任务和工农业等各项计划指标，但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由于经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盲目追求高速

度、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生产大幅度

下降，经济遭到严重挫折。1961年，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区内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6年开始文

化大革命，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10年间，阜阳地区的经济再

次遭到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刮起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邪风，’揪斗所谓。走资派”、批“资产阶级．

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使经济运行造成严重紊乱，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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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在

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和生产，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1976年，粉粹“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通过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对国民经

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阜阳地区的国民经济又

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工农业等各项生产走上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的轨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建国36年来，阜阳地

j区经济建设的主要成就表现在： 一

，，

-。

：

、

’(_)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

1

‘

1949=198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由8．94亿元：．增加到51．5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以下同)增长4。77倍，平均每年增长

5．1 3％。农业总产值由8．52亿元，增加到3 1．1 7亿元，增长．2．66

’倍，平均每年增长2．78％；工业总产值由423l万元，增加到20．41

亿元，增长47．6倍，平均每年增长1 1．73％，(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

。值平均每年增长10。46％)，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之

和)由3．56亿元，增加到47。．94亿元，增长12．47倍，平均每年增

长7，49％，财政收入(地方预算内)由3047万元，增力西到27477

万元，增长8．0i‘倍，平均每年增长5．49％。 ’、

经济结构，也从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为主，逐步转入农、工、

商、建运(输)、服(务)门类齐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比较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重由1 949年75．61％，下降至U 1 98 5年的63．33％，第二

产业比重由1949年7．78％，上升到1985年的1 7．5％，第三产业的

比重由1949年16．6％上升到1985年19．{2％。同时产品结构，技

术结构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提高，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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