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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巢湖“楼船官”
今合肥市域在汉代分属于九江、

庐江二郡，而巢湖正位于二郡之间并

被分辖。汉代于二郡内水域并置“楼

船官”。所谓“楼船”，即指建有楼层的

大船（战舰），巨者高十余丈，“载坐直

之士三千人”。楼船早在战国时代即

有建造和使用，多用于战争。汉代“楼

船”是水军代名词，兵士称“楼船士”，

军官称“楼船官”，最高统领为“楼船将

军”。

有学者考论，汉代“庐江郡（安徽）

有一个船厂——楼船官建造战船。”

（《华夏春秋志》）楼船官即使主职于水

师或造船，但也会对湖域具有特别的管

理功用。

历史一周

11月13日
明代政治家海瑞逝世

海瑞是我国明代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清

官。他于 1514 年出生在广东琼州（今海南岛海

口市），1587年11月13日因病逝世，终年87岁。

11月14日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1860年11月14日，钦差大臣奕訢与俄国公

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趁火打劫，兵不血

刃，掠夺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1月15日
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 年 11 月 15 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

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1976年清明节

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

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6日
中国女排首次获世界冠军

1981年11月6～16日，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

球赛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女排经过激烈争夺，

以七战七捷的成绩首次获得世界冠军，为祖国赢

得了荣誉。当天，国务院电贺中国女排。

11月17日
著名作家路遥逝世

1992年11月17日，以小说《人生》、《平凡的

世界》而享誉文坛的作家路遥被无情的病魔夺

去了年轻的生命。长期艰辛的创作使他积劳成

疾，终因肝硬化、腹水引起肝功能衰竭，在西安

西京医院猝然离世。

11月18日
俄飞船发射失败

1996 年 11 月 18 日，俄罗斯“火星—96”探

测飞船发射失败，俄罗斯航天局副局长米洛

夫透露，俄方遭受的损失总计达 1.22 亿美元，

飞船坠毁对俄罗斯宇航业是一个“非常沉重

的打击”。

11月19日
诗人徐志摩空难丧生

193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8 时，诗人徐志摩乘

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飞机由南京飞往北平。

飞机上除运载了40 余磅邮件外，乘客仅徐志摩

一人。在党家庄一带忽遇漫天大雾，飞机师为

寻觅航线，降低飞行高度，不慎误触开山山顶，

机油四溢，机身起火，坠落于山脚。

巢湖历代管理的变化与延续
古代交通、客运和商贸多赖水运，而巢湖正是长江、淮河二大动脉的中介湖泊和中枢水道，所以历代政府

都十分重视对巢湖的管理，或设置管理机构，或制订规章、条例和公约，由军由政，五花八门，难以尽述。这里

仅就管理史上那些带有特色并曾发挥过效应的“机构”做些简介，以供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宁业高

游奕（弋）船，代指一种用于军事治

安的舰船及其军政机关，主责是巡游水

道以监视那些军政事件多发地域，并应

对突发事件。

唐宋经济繁荣，巢湖和江淮水运贸

易旺盛。同时也最为匪盗关注。唐李

德舆任淮南节度使时曾向朝廷上《请淮

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求准置游奕船，

并筹集壮丁编训水上治安巡警队伍。

唐中后期，凡兵多地广者，朝廷还增设

“游奕使”，来瑱就曾以御史中丞身份兼

任淮南游奕使，是位专巡淮南境内和巢

湖水系治安的特命大臣。

如果说唐代“游奕船”是水上治安

警察部队，那么宋代“游奕军”则是正规

水师编制。宋代设有游奕军，与强勇前

军、强勇右军、武定军、忠义军、雄边军、

全年军并称，庐州府游奕军驻于巢湖。

唐宋时期：巢湖“游奕船”

巡检为武官职名，始于宋代，主要

设于关隘湖泊险要之地，以防范民众聚

集起事。金、元、明、清皆承袭宋制，设

司巡检。

明代为加强对巢湖的治安管理而

特设巢湖巡检司，又称“焦湖司”，始置

巡检官员，机关设在巢城，司公所位于

巢城的西南隅，即临近东湖口的湖滨，

便于直管巢湖和应急管理。

清代续设焦湖巡司。乾隆三十五

年（1770 年），司所曾一度移驻柘皋镇。

史料记载，寿州人江凯、夏锦荣，都于乾

隆年间出任柘皋司巡检。据《巢县志》

记载，巢湖司巡检员俸工银与驿丞员相

同，可见属一般吏员。

明清时期：巢湖巡检司

“汛营”为地方军营。清代兵制，凡

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营兵均称

“汛”，其驻巡的地区称汛地。陆军称

“旱汛”，水军称“湖汛”、“河汛”、“塘

汛”，一般都驻营于水陆交通要道和军

政要地周围的集镇，既是军营，又是练

兵场。

清末朝政黑暗，官员腐败，巢湖居

民常聚义举事，同时也有湖匪出没，“焦

湖司”对此无能为力，清政府即于中庙、

柘皋等处建汛屯兵。光绪十年（1883

年），安徽巡抚裕禄奏准，特设巢湖水师

营，负责搜巡水域。水师营编制115人，

辖有炮船16艘，首任管带为许桂林，下

属船长称哨官。营部驻巢城，下辖各炮

船分驻巢湖水系各港口码头，如薛宫

殿、三河镇、花塘河、中庙等。光绪三十

一年，再度扩大编制，并改进装备。

清末：巢湖“汛营”

民国初建，安徽省府撤销清巢湖

水师营而改置巢湖水上警察专局，归

属省水陆警察厅，袭用水师营装备，

负责湖上治安管理。那些炮船枪械，

年久失修，不能使用，警察专局形同

虚设，湖匪日益猖獗，甚至将炮船缴

械。

民国十六年，改为巢湖水上公安

局，归属省民政厅，管辖巢湖水面及流

域内巢县、合肥、舒城、庐江等县境方圆

300余里区域。日寇占据巢湖后，水上

公安局自行解散。

1912年：巢湖水上警察专局

1954年 6月成立巢县巢湖管理区，

简称“巢湖区”。是巢湖有史以来，第一

个直接而专门管理巢湖的副县级政府职

能机构，归巢县人民政府领导，区政府机

关驻巢城。

1955年 6月，成立巢湖水上工作委

员会，定期在巢湖区办公。

1959年6月，重建巢湖区，归属合肥

市管辖，区政府设在中庙镇。由于巢湖

区属于以管为主的行政机构，管理效果

不理想，故于1962年撤销。

1971年 1月，巢湖、六安两个专区联

合成立巢湖湖泊管理处，简称“湖管处”，

驻中庙镇办公。

1979年9月，在原湖管处基础上，由

省航运、水产、环保、公安等管理委员会

部门和单位，及环湖县市共建安徽省巢

湖管理委员会，简称“湖管会”，下设办事

机构，简称“湖管办”。

今天，巢湖迎来新的历史时期。我

们深信，巢湖将会迎来它美好的未来。

解放后：管理几度变化

历史上的巢湖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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