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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江淮》

前言

潘小平同志的新作《坐拥江淮：合肥》，介绍了合肥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城市变迁、时代风貌，
涵括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信息。透过这本书，你可以感知合肥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
体悟古城庐州沧桑厚重的历史积淀，领略富有时代气息的科技人文，聆听今日合肥志在崛起的心声。
合肥，一座负载千年历史的古城，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在悠远的岁月长河中，总是在战
事与繁荣之间，在“破”与“立”之中，书写一页又一页厚重的城市实录。战事纷扰中，她为“江南
唇齿，淮右襟喉”，乃兵家必争之地；太平盛世时，她是舟车商贾云集之所，远在汉代即为商贸都会
之一。历经岁月的磨砺，古老的合肥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合肥之“变”，看经济。建国以来，在党
的领导下，一座5平方公里、5万人口的江淮小邑，已阔步成长为250平方公里、250万人口的中心城市
。合肥之“特”，看科技。高校众多，院所林立，人才荟萃，人均科技人才资源名列前茅，是全国重
要的科教基地、首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世界科技城市联盟会员城市。合肥之“美”，看园林。
城在园中，园在城中，环城皆绿，四季飞花，是全国首批园林城市之一。合肥之“真”，看民风。合
肥人诚信质朴、不事张扬，却又敢走新路、敢破难题。肥西小井庄农民的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改革
开放的序幕，显示出合肥人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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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江淮》

内容概要

《坐拥江淮：合肥》介绍了合肥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城市变迁、时代风貌，涵括了经济、科技、
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信息。透过这本书，你可以感知合肥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体悟古城庐州沧桑厚
重的历史积淀，领略富有时代气息的科技人文，聆听今日合肥志在崛起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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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江淮》

书籍目录

序／孙金龙在“破”与“立”中崛起写在前面背景资料（一）开篇一条路和它的前世与今生一、风雨
前大街二、安徽第一路三、正在进行时四、消失的风景五、二十四街坊六、红枫大道口述实录：1．
牛耘（合肥民俗专家）2．杜平太（合肥市委常委、滨湖新区建设指挥部主任）3．张长淮（合肥市建
委主任）附录：1．“安徽第一路”明起正式改造2．市民出行建议3．“141”空间发展战略4．不是官
话5．民间语文背景资料（二）第一章老城厢：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施合于肥，居皖之中二
、三国古战场三、包河上的风四、李、段两合肥五、千年古城墙六、环城皆翡翠七、诗意地栖居在大
地上八、三河——后花园的风景口述实录：1．李广涛（合肥市第三任市委书记）2．戴小盈（合肥市
政工程管理处主任）附录：1．李鸿章言论摘抄2．彭拜：电灯3．历史档案：路灯4．潘小平：倾听流
水的声音背景资料（三）第二章忆往昔：有多少“第一”可以骄傲一、家电巨鳄，合肥“双雄”二、
中国底盘三、江淮车谷四、让机器开口说话五、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六、合肥有个科学岛七、人造太
阳的光芒八、科大少年，三十而立九、比小岗更早的“包产到户”口述实录：李祖忠（原小井庄会计
，老屋主人）附录：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少年班精英名录3．神童到中年（摘录）背景资料（四）
第三章开发区：开放开发，鼎足而三一、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合肥
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四、最新最美“科学城”五、天鹅湖畔“双子楼”口述实录：1．王节（合肥市
科技局局长）2．汪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背景资料（五）第四章滨湖区：涛声夜入梦，
人家尽枕湖一、建设滨湖新区的理由二、速度最快，起点最高三、世纪金源“造城运动”四、名校整
建制搬迁五、生态滨湖，城湖共生六、标志与核心口述实录：1孙金龙（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
记）2．杜平太（合肥市委常委、滨湖新区建设指挥部主任）3．黄业堂、王本银、袁中玫（新滨湖人
）附录：1．塘西河的述说2．滨湖人的新“家园”3．决策人语：孙金龙、吴存荣4．名词解释5．点击
滨湖6．滨湖新闻大事记7．合肥50年前就有“滨湖梦”结语坐拥江淮附录：1．面孔左延安（江汽总裁
，江淮车谷缔造者）李武好（经济学博士，合肥市财政局局长）戚马可（瑞士人，合肥ABB公司总裁
）阮奶奶（以82岁高龄在全国征婚）王大成（享誉合肥的青年志愿者）燕子（17岁进入城市的美容师
）白央和雍珍（合肥三十五中藏族班学生）老周家（老周手擀鸡丝面女主人）2．潘小平：卜居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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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江淮》

章节摘录

插图：一、施合于肥，居皖之中合肥地名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但大多与淝水有关。北魏郦道元《水经
注》上说：“夏水暴涨，施合于肥，故日合肥。”这里的“施”是指“施水”，即今天的南淝河；“
肥”是指“肥水”，即今天的东淝河，因两水交汇而有合肥之名，这是古人的说法。比《水经注》更
早的典籍《尔雅》，在《释水》中用“归异出同流，（日）肥”来解释“肥水”。唐人卢潘根据《尔
雅》的解释，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淝水出鸡鸣山，其一东南流，过而入巢湖；其一西北支，二百
里出寿春入准河”。鸡鸣山，即今肥西境内的将军岭。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合肥受南北
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的记载，这也是史籍中首次出现合肥地名。司马迁说的是秦汉时期。当时
合肥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所以才能成为皮革、鲍鱼、木材的输出转运之地、全国著名的十八大
商贸都会之一。汉代合肥故址在旧城西门外二里处，今亳州路西段，紧挨着南淝河，向南可由巢湖而
入长江，向北可经瓦埠湖而入淮河。所以，淝水当之无愧是合肥的母亲河。在隋代大运河开凿之前，
合肥是由水路沟通江淮两大水系、直达河、济、汝、泗四大水运网最便捷的通道。这里的“河”，是
指黄河。虽然早在秦汉时期合肥就是舳舻相继、街市熙攘的商业都会，但随着南北水路运输改道以大
运河为主，合肥之东的运河城市扬州渐渐兴起，而合肥却渐渐衰落了。到了元代，合肥之西的武汉成
为“九省通衢”，又从合肥吸引大量的南北陆路物流和人流，进一步加速了合肥的衰落。所以，到
了1949年临解放时，合肥只是一个仅有5万人口的小县城。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的历史，开始于1952年
的秋季。是谁最早主张安徽省省会设于合肥的呢？据说是伟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420页，收录有毛泽东回复曾希圣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校名遵嘱写了
四张，请选用。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以为如何？合肥
不错，为皖之中，是否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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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江淮》

编辑推荐

《坐拥江淮:合肥》：英雄中国大型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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