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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翥怂鬈轰霍王怀忠阜阳市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一”惴

，’

1991年春，我为《阜阳地区历史人物》一书作序时写过：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必须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一齐抓，都

要过得硬。同年秋，我在阜阳县志稿评议会上又讲：编纂现时代的新方志，是列

入我区文化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是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优良传统、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大壮举，务必真抓实干，抓紧抓好。现在，随着

10部县市志书相继问世，《阜阳地区志》又将出版。可谓志苑花齐放，修志大丰

收。确实令人欢欣鼓舞!

我看了新编的《阜阳地区志》，更深刻地体会到修志工作的重要意义。新志

作为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资料性地情著述，真实地反映了阜阳地区的历史和

现状，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科学记录。它对于各级领导和社会

各界进行科学决策；对于向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向港

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介绍祖国成就，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对于开展多学科

的科学研究等，都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而且可以传之后世，具有长久的认

识价值和科研价值。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

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从《阜阳地区志》所载资料可以看出，阜阳地区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

优势；第一，阜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史籍称之为“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

洛之道’’，“淮海内屏，东南枢辖"，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现在，阜阳已初步建成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俱全的立体交通网络，特别是京九铁路的贯通和阜阳大

型枢纽站、大机场的兴建，使阜阳成为皖西北四通八达的交通中心，其战略地

位更加突出。第二，阜阳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区。其面积、耕地和人口均占全

国的百分之一。这里气候温和，土沃水丰，地势平舒，物产富美。亳州出土的小

麦化石和蒙城尉迟寺遗址，分别被中国社科院命名为“中国古小麦’’和“中国第



“十望"之州。从三国至清代，本地有白

卜、柿子、苔干、陶瓷等十数种土特产成

仅是国家的粮食生产基地，还是国家的

黄牛、山羊、长毛兔等畜牧业养殖基地及全国平原绿化达标区。第三，阜阳文化

灿烂，人文荟萃。我国先秦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思想家老子、庄子，汉末著名的

医学家华佗，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才高八斗"的诗星曹植，魏国

的5个皇帝，元末红巾军领袖刘福通，清末捻军领袖张乐行、张宗禹等，皆出生

本地：亳州是建安文学的故乡，颍州倡导州级办学是全国第一，在我国文学史

和教育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宋史》称本地“人备文武全才’’；苏轼赞本地“士

风备于南北，人物推于古今"。现在阜阳已建有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完整的

教育体系和比较完备的文化、卫生、体育设施。振兴教育以培养人才、振兴科技

以发展阜阳的战略思想正在付诸实施。第四，阜阳人民具有反抗压迫和侵略的

革命传统和艰苦创业的勤劳本色。秦末发生过邓宗农民起义；宋代名将刘锖在

此大破金兵，取得顺昌大捷}元末红巾军起义的烽火首先在颍州点燃；清末捻

军起义的发祥地在涡阳，1928年，中共皖北特委发动和领导了阜阳“四·九"

革命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彭雪枫、张震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以涡北新兴集为

中心基地，转战黄淮，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解放

战争时期，本地人民大力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支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解放后，阜阳人民不仅把优秀儿女送上抗美援朝和历次自卫反击战前线，而且

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为顾全大局，听从党和政府的号令，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我们为阜阳人民深感骄傲!我们坚信，阜阳人民不仅创

造了阜阳的历史，而且也必能开创出阜阳更加辉煌的未来。

邓小平同志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当前，京九铁路的建成和

阜阳撤地设市，为阜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要紧紧抓住大好机

遇，大胆深入改革，大举对外开放，依托大京九，建立大市场，搞活大流通，促进

两个文明建设大进步，带领阜阳人民早日实现小康目标。这是我们必须做好、

并且一定能够做好的一篇大文章。《阜阳地区志》恰好在此时出版问世，为我们
总结历史经验，发挥本市优势，扬长避短，制订规划，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此，我

代表中共阜阳市委、谨向为编纂《阜阳地区志》多年来忘我工作、做出贡献的同

志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l

2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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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善殳妄委嚣霉霎李和中阜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

正值国家九五计划开局之年，恰逢阜阳撤地建市庆典之时，纵贯千年、横

展百业的《阜阳地区志》编纂告捷，即将付梓问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阜

阳人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我作为市长和原行

署主管修志工作的负责人，由衷地感到可喜可贺。特借地区志编者托我作序之

机，代表市政府向10余年不辞辛劳、默默笔耕的方志工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阜阳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据我所知，本区

仅明代以来现存的州、府、县志共有70多部，达3百多卷。具有中国特色的地

方志在世界上独树一枝，占有重要地位。阜阳人民为拥有如此丰厚宝贵的历史

遗产值得扬眉自豪。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从毛泽东主席到江泽民总书

记，都十分看重修志工作。早在1958年，本区各县曾大举修志，可惜因“大跃

进"造成的经济挫折而中途断废。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创立的

盛世出现，地区及各县市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格局，全面开展了

新编地方志工作。其规模之大，声势之浩，涉及的范围之广，投入的人力、财力

之多，堪称历史空前。此次修志历时15载，已有10部县市志陆续出版发行。

《阜阳地区志》的出版，标志着本区社会主义时代第一届修志取得了基本的胜

利。

总结十多年来的修志工作，基本的经验有两条：其一，领导要切实重视。现

代修志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必须由党委领导、政府主持。正如江泽民同志指

出的：“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一。其二，

要有一支素质过得硬的专业队伍。李铁映同志指出，地方志是做学问的地方，

修志工作是具有学术特点的专业劳动，要甄选合乎做学问条件的具有真才实

学并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专门人才承担修志重任。实践证明，领导重视的程度和

专业队伍的素质是决定修志工作快慢乃至成败的关键所在。这是今后修志工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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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装蒜嚣嚣囊徐合颖阜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

按照省政府的统一规划，阜阳地区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大举修志的局

面。经过方志工作者十数年的勤奋努力，全区10部县市志已陆续问世。现在，

正当阜阳撤地设市之际，《阜阳地区志》又编纂成功。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修志传统在我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

时代得到了弘扬光大。我代表市地方志编委会，对我市第一届社会主义修志工

作取得的巨大胜利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多年来为我市修志事业默默奉献的方

志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新编地区志距清代乾隆年问《颍州府志》有250年之久，其篇幅之巨，资料

之丰，时限跨度之长，内容涵盖面之广，均为阜阳志林之最。新编地区志比之

州、府旧志，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一方面，地方志作为我国的文化传统和一门

独立的学科，新志与旧志是一脉相承的，新志是对旧志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

面，使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纂的新方志所特具的人民性、科学性、时代

性，又使新志与旧志有着本质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研究历史，为的是“古为今用"。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重

视修志工作，是因为地方志具有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社会功能。实践证明，新

方志起码可以发挥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可以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服

务。我国古代素有“志能资治"，“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之说。我们

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而且必须从国情、地情的实际出发，“不凭主观想

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

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新编地区志系统翔实

地记述了本地的历史和现状，正可为各级党政领导和各行业领导了解地情，总

结历史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制定建设规划，进行科学决策提供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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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依据。第二，可以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服务。新编地区志记载了

阜阳人民不屈不挠与自然斗争和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史实，记载了新中国建

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丰功伟业，这正是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村。第三，可以为对外开放服

务。地区志出版后，将公开发行海内外。一本志书在手，可览阜阳古今全貌。从
某种意义上讲，地区志可说是向海内外宣传阜阳、提高阜阳知名度的广告窗

口。这无疑将大大有利于“让世界了解阜阳，让阜阳走向世界"。第四，可以为祖

国统一大业服务。据我所知，在台湾的阜阳籍人士多达数千人，其中不少人过

去为祖国、为家乡做过好事，在地区志里都有记载。他们可以通过志书了解故

乡，了解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激发其乡土之情和爱国之心，有利于促
进台湾和平回归祖国。第五，可以垂鉴后世。当代之志，后世成史。地区志传之

子孙，让后代人永远铭记我们这个时代伟大变革的辉煌业绩，明白先辈革命创

业的艰难困苦，幸福来之不易，从中汲取经验，引以为鉴。随着年代的推移，地

区志必将越来越显示其珍贵的存史价值。

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

千秋大业"。由此可知，修志工作绝非可有无的小事，而是各级政府必须切实

抓紧抓好的一项重要职责；修志工作亦绝非临时性工作，而是一项不可断章的

长期任务。我们阜阳市政府一定遵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把修志工作纳入
政府的任务和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

队伍到位、条件到位。我们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的体制，认真

培养造就一批甘愿奉献、铁心修志的专门人才，以推动我市方志事业不断发

展，使阜阳志苑春色长秀，花开更艳。

一九九六年八月四日



凡侧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原则，运用

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方法，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阜阳地区的历史及现状，融

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于一体。
． 二、本志记述的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阜阳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全志力求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风

貌。 ，

三、本志的时限：唯大事记始于公元前1600年，终于1994年。其它上限因

事而异，适当远溯，不作划一规定；下限一般止于1985年，有些章节因资料关

系适当后延。 ·

四、本志记述的地理范围，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界，一般只记界内事物；必-

须涉及的界外事物，则尽量略记。

五、本志的体裁坚持记、述、志、传、录、图、表并用，以志文为主。图置卷首，。

表附文间，多种体裁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

六、本志从实际出发，依照现代社会分工分类编日，不受行政隶属限制。以

类系事，类为一志，横排门类，纵记史实。

七、本志总体结构以概述j大事记居前，以附录、修志始末垫后，中间根据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

层建筑之次序，平列专志章节。专志一般分章、节、日3个层次，有的章节根据

需要增设子日，均以事命题，题前不加小序。

八、本志在章法上使用语体文；只记事实，不加议论，杜绝空话，寓观点于

记实之中。力求言简义明，文风朴实。

九、本志循修志之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客籍为辅，

以卒年为序排列，凡立传者，均是在阜阳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

十、本志用字以国家颁布的《简化汉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

准；计量单位的使用，1949年10月1日前的依照历史惯例，以后一律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十一、本志的数字、纪年，均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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