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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桑河镇志》的编纂，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竣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作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素河镇断限期内

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知识性和可

读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自1911年(清宣统3年)，下止1985

年，必要时，适当前溯或后迄几年。在时间的记述上，文中

常出现的“旧时"、 “建国前”等语，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前的时期。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的编排形式，按照事以类

从、横向开展的记述方法，坚持详今略古乙详独略同的编写

原则，由综述、大事记，‘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敬育

卫生、社会、人物和杂录9个篇目，并辅以图、表和照片结

构成编，

四、本志在内容上为体现“赘治”、 “教化．力、 “存

史"的作用，力求对素河镇各行各业的沿革、发展变化进行

历史的、垒面的、系统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和记载。

五、本志“大事记"的编写，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相结会的表达方法，以缰年体为圭干。内容包括上下限期更

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大事、要事和新

事。自然灾害因有专节记载，故不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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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_人物篇"的编写，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一

传者以本籍的对推动历史进程及社会发展起过一定作用、在‘

本地人民群众中有影响的革命烈士、领导干部、社会闻人、

各界名宿、能工巧匠等人物为主，另有共他人物则作反面敬：

材入志。因对革命烈±的事迹不能一～尽出，专设g革命烈’

士英名绿”以昭后代。为给各级领导干部、各界人士提供横。

向联合信息，还设有拜新中国各界名绿”，为埕留压皇真
迹，另设有“民国对期各雾名绿”；为保存资辩，对个别客

籍人物和在生人物也作了记载。

七、．本志的记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用旧。

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一节两只在营吠出现对夹洼)；莅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均用公元纪年。 ．’．

‘’八、本志所载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中华爻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其地名建国以前均用当对‘

地名，建国后均用现行标准地名。在记述中，无分哪个历史。

时期，凡冠有“镇内”“垒镇”的，均指现行行政区域。

九、本志所用数据似政府统计部门前数据为灌。如有所’

缺，则以单位、，知情人和当事人提供的数据为依据。

十、，本志数字的书写：凡表示数量的均用阿拉伯字；习

惯用语、诃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均用’

汉字；百分比均用阿拉伯字；小数点后至多保留三位。

十一、本志均采用现行计量单位，共价格计算均用当年一

不变价。

十二、本志行文一律用语体文。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新、旧县志、家’谱、报
刊，回忆绿及采访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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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索河是汉阳县素负盛名的山镇。境内水绕山环，资源丰

富，具备发展多种经济的优越条件，风景秀丽，胜迹众多，

有黄开拓旅游业的广阔前景；在达块弹丸之地上，．文风称

．盛，人才辈出，是振兴家乡的智力保证，古往龠来，本籍革

命志士，前扑后继，英雄儿女，．开炳进取。为家乡的解放和

一振兴，谱写了曲曲壮歌，描绘了幅幅兰图。

光辉的历史，空前的盛况，给编修《索河镇志))奠定了

．丰厚的基础。但素河修志，旷古未有，无辙可循，困难重

重。为记述索河的光辉厉史、成败得失，．以资治当今，一展

改革开放的匾世风采、广阔前最，以启迪来者。在中共素河

’镇党委、镇政府的重视和县志编委会的指导下，选贤用能、

“突破难关，经3年的辛勤采编，历两载的磨砺、审定，一部

，13s万舌的素河镀史，终得吱书同世。

我们谨以此书向中共建党7rD周年、辛亥革命80周年、太

平天国起义140周年献礼!谨向辛勤桑梓的采缅．人员，指导、

椿助菝仉工作的专家狂同志们，赌剐是为我们提供难臻史稷

．的港台同胞、海外侨胞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在审定志稿的过程中，还得到退休老干部肯鼎安同志、

‘国民党进步入±李郑铭老先生的鞲薜意见、旌道见职，楚败

一并致谢!
《素河镇志))的问世，是垒镇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索河镇志》是一部绝好的“乡土教材刀，

是素河籍在舛工作入±和港台同胞、海外侨胞了解“乡情"

的信史。诸位若能得到一册，将比我威到更加欣慰。

《索河镇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方法，力求对索河的历史和现状、成败和得失，进行客观的

记述，对在索河有较大影响的各界人士，或功或过进行如实

白争采录，躲由壬资魁的敏乏：种种条件的限制；疏漏谬
误之处在所难免．敬望读著批评教正。

我们敬望、恳请索河籍在外工作的各界人士，能与我们

-道，为振兴家乡贡献力量!
’

激情所致，难以尽书，仅以此微蓄作序。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El



序

素河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是疼我爱我的母亲。阔别母亲

已近30年，念母之情油然而生，几回回，梦里寻根，怎能

忘：素予河中摸鱼挖藕，龙霓山上采茶摘果，卓锡泉里冲潦

洗澡，数次次，静夜凝思，怎能忘：倜傥办刊挥毫泼墨，父

老把手叱牛扬鞭，同窗结游登高望远⋯⋯

《索河镇志》以其翱实的资料，严谨的章法，厚重的笔

触，流畅的线条，浓郁的乡土气息，把母亲佼好的体态、坚

毅的个性、奋进的美德、高洁的心灵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

如见共面，如闻其声，叹为观止。一本镇志草稿在手，宛如

母亲慈颜在目，达怎不口斗我这个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欣喜万

状?也不能不使我对编者的匠心为之折服。

母亲以敷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

了她的子子孙孙。虽然是历经坎坷，备受创伤，但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将创伤治愈，3万多勤奋的双手，同

把坎坷填平。而令，3万多素河儿女正在为母亲披金戴彩，

精心装点，使她巍然虼立、圣洁无比。

值此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之际，《索河镇志》要付锌

阀世了，这捋更使母亲焕发青春。我们理应唆恩伟大的光荣

的正确的党，加倍地孝顺养育我们的母亲，万分地珍惜已经

取得的成果，在深化改革的金光大道上策马扬鞭，在滚滚的



历史洪流中扬帆向前l
簿簿文中情，一片游子心。谨以此祝贺《索河镇志》付

辞问世l以此告慰远方的母亲——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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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素河镇位于汉阳县西j匕部÷地处垄岗低丘地带，距县城

蔡甸镇17公里，．距武汉市中心42公里。东南隔索子长河，与

玉。贤镇、永安镇、五公乡、横龙乡相望}东北濒索子长河，

与柏林乡接壤，西北与汉川县的榔头乡、窑新乡、丁集乡犬

牙相交。悠悠索子长河萦绕共东南，巍巍嵩阳山脉纵赁其西

北，全境依山临水，地理格局独具。总面积57．551平方公

里，总人口31990人。垒镇辖石山、素河、官桥3个管理区j

26个村、201个村民小组和3个居民委员会。

索河镇古属湖广布政司汉阳府湘阴一里、二里，民国年

间划为嵩阳乡；’先辖八保牛，后增分为十二保牛。建国后，

官桥、索河划归三区(柏林)，石山划归四区(侏儒)。19

75年，并为索河公社，1983年划为乡，+t985年改为镇。

索河镇历史悠久，胜迹密布，为汉阳县素负盛名的山

镇。早在商、周时代，达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考古发现

的尸骨台(陈岭台)、鲢鱼台等多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

址，均被列为市、县文物保护单位，．采集到的石斧、石铲，_

石锛：鼎足、陶片等，经鉴定为商、周古文化遗物；古马城

桥及袁香臣、朱蒙泉、朱立文等革命烈士墓，新四军五师十

五旅政治部办公处、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等革命遗址，均被

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新近发掘出的唐开元年间的“真子飞

霜”铜镜、清“康有为手书对联”等珍贵文物，已被省、县

博物馆收藏、．‘展出，避暑嵩阳吗庄内的仿古建筑莲池楼招来

】



了县内外的众多遴人。

索河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

太平军台屯兵米粮山(长山)，激战龙背淌，一举大败清兵。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员李祝红台参加武昌起义，后遭袁世

凯瓜牙的晤杀。土地革命时期，彭贤能在彭新集组建汉阳县

最早的中共党支部之一的彭新集独立区分部，。英勇就义于汉

口姑嫂村，任汉口赤色先锋总队队长的袁香臣，被叛徒指捕

入狱，壮烈糖牲于汉口汪汉关外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孪先念、陈少敏、张执一、童世光、．夏夔、李人林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在索河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战斗

足迹。竹林垮、郭家咀、方家岭、胡家门、姜李家、三--ll,

学、石山堡、肖家集、彭新集等十多处，管是新四军、中共

地下党的革命根据地和交通联络站。以李祝红、彭贤能、袁

香臣、朱蒙泉、吴巧芝(女)、邓启超等为代表的数百名革

命烈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谱写了曲曲壮歌。 ，
’·

索河镇人文荟萃；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明末，售就读于

“嵩阳书院”．的熊伯龙(榜眼)、刘子状(状元)、李国林

(探花、大姜李家人)，声噪明、清，清代，彭新集的神童

彭守正，少年中举，名播荆楚，民国年间，’有所建榭的吴

智、吴方楼、李义杰、吴天保、吴垣平、。万福园等专家，艺

人，誉满汉皋；抗日战争时期，由张执一创办的“三一小学"

为解放区输送了数以百计的革命干部。建国以来，由于教育

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振兴；‘更是人才辈出。据统计，垒镇现

确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干部73人，教授11人，研究员5人，

其他高级职称的90人。

．在经济方面，索河镇是_个素以农业为主导地位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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