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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沿革

何店全称“何家店”，系以姓氏命名，形成已久，确切时间

无考。今简化为“何店”。秦汉以后，以随建县、郡、州，何店

均属随。明初始编乡里，今何店大部地盘为损川乡紫溪里所辖。

清乾隆三十九年，随州共为“六总”，何店，贯庄均属“吏目"

分辖。清末，原紫溪里演化为“子里”，本社境内为随县南乡子

里四甲至九甲。中华民国年间，何店属随县文毅乡，贯庄为随县

慈山乡。一九四七年解放时，属随南县政府所辖，贯庄为一区，

何店为八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店、贯庄均属随县下辖

区乡所在地，何店今为何店人民公社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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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区域

(一)地理位置

何店位于随南十五公里，与随州市郊接壤。其地理位置t东

至东经113度18分，西起北纬31度35分。贯庄东经113度22分，北

纬31度32分。

(二)至界、面积

本社东至太宿山，巫山与大堰坡永丰为界，东南至吊岭岗，

紫山与洛阳红星为界，南至狗迹岭与洛阳张畈为界，西南至十九

山与柳林公社为界，西北至石庙岗与均川九龙为界，北至随城山

(俗称白鹅山)与随州市郊为界，东北至清水寺(金牛穿圈)与

大堰坡长岭为界。东西宽15公里，南北长24公里，总面积216平

方公里，折合三十万亩。其中山场19．8YY亩， 占66％J耕地

59700亩，占20％，河流、水面25400亩，占8．4％；其他(村

庄、道路、街道等)占地17000亩，占5．6％，概称“七山一水两

分田”。

(三)入口、劳力
建国初期的一九四九年，何店境内为6937户，26422人，

8632个劳动力。至七十年代末的～九七九年统计，全社9880户

(其中非农业人口85户)，47780人，19309个劳动力。三十年

来，人口增长77％，年平均递增2．56％I劳动力增长1．23倍，年

平均递增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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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户数、人口、劳力增长统计表

年
1总1 人 口 I 劳 力度{宴l百丁玎l丽■习霸

1949年解放初期 6937 26422 12996 12886 8632 630l 2121

1965年何店区成立 8436 36503 18744 17759 13607 11036 2872

1979年七十年代末 9880 47780 24530 23250 19309 14792 4517

(四)村落、集镇
’

解放初期，本社境内共为1745个自然湾，十个小集镇j今为

1858个自然湾，六个小集镇。

历史上的十个小集镇，分布适宜。自北向南，有浪河店、

龚家店、刘店、贯庄店；自东北向西南，有何家店、三叉湖，王

店、谢家店j南部山区，有詹家店、吴任店。解放以后，随着行

政区划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点的形成，除浪河店迁动，詹家

店为花屋湾所代替外，其他一些不太适中的小店，如龚家店、刘

店已迁没，吴任店，三叉湖已成农业队。

中心集镇有：

何家店。解放前，约200户，800人，有房屋500R间，半数

为草房j 70％的人口从事商业、小手工业，经营有杂货铺，广货

摊、中药铺、肉案、斗行，勤行、猪行，牛行、磨坊，榨坊，染

坊、，饭店，茶馆等。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和一九四一年腊月十

五日，十六日，两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炸死张宗炳、胡小全、

顾万昌等十余人。后又遭“小日人”放火，通街草房被烧毁一

尽。解放后，为行政区、乡和人民公社所在地。随着社会主义事

业日益发展，商业供销、财政金融、工交邮电，文教卫生机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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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街道所在的何店大队，还办起了集体所有制的综合门市部，

营业食堂及其他加112N务业。昔日老街已成巷道，一条新街宽

敞开阔，人来车往，市场活跃，形成本社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
’

黄庄店。原为“鹳椿"，今简化。相传此店原地在南面～里

君民店，因山洪袭击，太平天国年间被火烧，逐渐移至今贯庄所

在地一～黄土包。因此地有一古老树桩，常有鹳鸟落于桩上，其

鸣喈喈，故名“鹳椿刀店。此店历来为县城至洛阳店的交通要

道，何店东部的商业中心。解放前为伪慈山乡乡公所所在地，与

何店同期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解放后为区、乡人民政府和小公

社，管理区所在地。

浪河店、王店、花屋湾，解放后均为乡政府、小公社所在

地。均设有供销分销店、食品收购站、粮管站、卫生所、中小学

等，均为人民公社工交、财贸，文教，卫生部门的下设机构。

(五)民族、宗教

本社所居民族，全为汉族。解放前，极少数居民吃斋念佛，

信佛教。浪河长岭岗，清水大队等地，有个别天主教徒。

(六)行政区划

一九四一年三月，随南县政府成立，何店、贯庄相应划分为

区，后合并为贯庄区。区下设有贯庄、慈山、何店三乡，每乡配

有十余人枪，开展敌后游击活动。

一九四七年冬月何店正式解放，贯庄为一区，柳林(王店)

为二区，何店为八区，区设区公所。区下设有行政村，由村农民

协会掌握政权。 ，

一九四八年元月攻克随县城，随南县政府合并于随县人民政

府。+何店八区，贯庄一区合并为贯庄十七区，区下仍有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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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春民主建政，并村为乡，成立基层人民政府。当时贯

庄十七区管辖2l乡。青龙、自龙、新店、永丰、大堰、何台，套

寺岭、牌坊、刘店、彭家、龚家，桂花、自庙、清水、浪河、汪

谌、新桥、井田、杜家，三叉湖、宇堂乡等。

为加强政权建设，适应农业合作化的需要，一九五六年春小

乡并大乡。由何台、刘店、龚家、彭家及套寺岭乡部分地盘合并

为贯庄乡；由青龙、白龙，新店、永丰、大堰合并为永丰乡I由

桂花、白庙、清水、浪河，汪谌合并为浪河乡I由杜家、新桥、

井田、三叉湖、宇堂合并为何店乡j由牌坊、套寺岭部分地盘及

柳林合作乡部分地盘合并为胜利乡(今更名为花屋湾管理区)。

王店乡原属柳林，由任家、谢店合并为合作乡，由花园，三

河、天星部分地盘合并为生产乡，后将合作乡、生产乡合并为王

店乡。

一九五六年春小乡并大乡的同时，贯庄区合并于洛阳区。一

九五八年秋成立人民公社时，贯庄从洛阳区分出，成立卫星人民

公社。一九五九年春，卫星人民公社合并于洛阳人民公社，管辖

今何店(除王店而外)全部地盘。一九六五年十月，洛阳、何店

分区，以原贯庄区所辖地盘为主体，永丰划出(今为大堰坡公社，

所辖)，王店、白云、凉亭划入，成立何店区，管辖白云、凉

亭、王店、花屋湾、贯庄、浪河、何店七个小公社。一九六六年

四清运动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白云、凉亭划出，由城郊管辖。

本区区公所初设于何店老街，后迁至何家享堂。一九七五年撒区

并社，改为何店人民公社至今。

本社包括新增棋盘山，下辖六个管理区，五十个大队，二百

七十二个生产队。其中。王店管理区下辖王店、三河、凉亭，花

园，十九山，谢店、黄家、辽园等八个大队；何店管理区下辖何

店、皂树垭，谭家畈，杜家畈、谌家岭，饶家畈、魏家垭，井

田、椒藤河，铜管山．三叉湖，高家畈、顾家河等十三个大队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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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河管理区下辖浪河、王家岗、‘汪谌、团山、谢岗、金家河、长

岭岗，清水、沈家、五方堰、黄家浅、尹家河，板凳岗等十三个

大队；花屋湾管理区下辖茅草岗、詹家店、朱家冲，任家畈、吴

任店等五个大队；贯庄管理区下辖何家台、巫山、卢家河、套寺

岭、鲁家咀、响水龙、彭家畈、天子堰、崔家岭，金花岭等十个

大队，棋盘山茶场下辖棋盘山大队、高角尖、群英山、五星、井

龙、茶科所等分场。

本社于一九八。年进行地名普查。将以政治名词命名或以

“一、二、三，四”顺序命名，改为以地名命名。如胜利管理区

改为花屋湾管理区，红光大队改为十九山大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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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地理

(一)地形

本社系半山、半畈，半丘陵地带，东北丘陵起状，西南群山

环绕，形成本社边陲天然屏嶂。王店、花屋湾及贯庄南部为山区

或小山区，何店、浪河及贯庄北部为丘陵兼畈区。河水自西向

东，汇流于浪河，经大堰坡光化铺注入府河。耕地以垅冲为主，

间有畈田，岗地少许。土质肥沃，水源充足，资源丰富，气候温

和，主产水稻、小麦、棉花，适宜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

(二)山Jil水

西南以十九山、狗迹岭、慈山、紫山等主要山峰，为本社与

柳林、洛阳的分界，东部以巫山、太宿山等主要山峰，为本社与

大堰坡的分界J中部有棋盘山、寨子山，铜管山等著名山峰耸立

其间，构成本社半山、半畈、半丘陵的地形特点。诸山地理详载．

于后：

十九山。位于何店西南三十余里，海拔高488米，为本社至

高点。据县志载：其山绵亘一十九里，盖自大洪山蜿蜒起伏，至

此始平。唐代在山顶建有古寺一座，日“云盖寺”。山寨分东西

南北四门，今有旧址残存。山腰有水井一口，称“龙王井”，井

水清澈如镜，可供路人饮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五师医院曾

设于此山东南之康宁庵。山上资源丰富，适宜多种经营生产。何

店公社于一九七五年在山上办起林茶场，现有场员20余人，种有

青茶50多亩，板栗树一千余株，梨树200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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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迹岭。在何店南三十里，海拔高与十九山相近。山上有城

垣古庙。据县志载，原为“钩迹岭"，俗讹作“狗迹”。相传慈

忍禅师曾露宿此岭；汉末刘备的军师徐庶，曾在此岭隐居过。岭

上灌木丛生，林荫蔽日，盛产松，杂木和白果、板栗、二花、荆

条等土特产品。一九五三年，县劳改队在此山烧炭，将山上庙堂

拆于山下建住房。

慈山。在何店东南二十余里，海拔高348米。山峦起伏，盛

产松木和其它野生经济林。城内建有庙宇、水池。清咸丰年间，

赵帮壁率领捻军起义。湖北都督施鸿恩(永丰人)为攻打捻军，

曾将两门铜炮运至山上，’置于寨内。一九四O年，国民党军据守

此山头时，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至今断垣飞砾尚存。民国年间，

曾以此山命名为“慈山乡”，管辖今何店大部地盘。

紫山。在何店东南二十余里，海拔高392米。山顶平坦，古

时建有山寨、庙宇。国乱时期，庙内窝藏过土匪。一九四。年，

国民党军纵火烧毁庙堂。现为贯庄何家台大队畜牧场和林茶场所

在地，种有青茶、龙须草五十多亩，油桐、板栗千余株。

、巫山。在何店东二十里，海拔高238米。传说此地为“巫江

尾子”，由此得名。解放前，山顶有庙宇一座，地主雷兴元曾在

山上修过道，名日“大仙道”。解放后的一九四八年春，当地贫

民团处置了雷兴元，巫山回到人民手里。一九七O年，贯庄巫山

大队在巫山办起了茶场，种有青茶、黄花，果树、龙须草八十余

亩，年产值七千元。一九八。年元月，公社企管站在巫山建石

灰轮窑一座，由烧柴改为烧煤，日产石灰十吨，年产值近十万

元。

棋盘山。在何店南十余里，北与群英山(原名鹰爪山)相

连，南与高角尖相望，方园十二平方公里，总面积18000亩，从

前是个“山高陡石坡，树少杂刺多，村稀行人少，雀鸟不做窝，，

的荒山坡。一九七五年冬以来，公社党委先后组织四次短期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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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累计完成土石方188万方，开发多种经营基地一万亩，延伸公

路22华里。建立了棋盘山总场，下设高角尖、群英山，五星、井

龙、茶科所、油茶所等六个分场和一个农业大队。山上建楼房二

栋，平房310间，固定300人的常年管理专班。现已栽种青荼3000

亩，油茶2000亩，油桐、山杉、果树各1000亩。年产青茶已达四

万余斤，年产值已达20余万元。

棋盘山茶场(写于一九八。年)

群英山。原名鹰爪山，以山形得名。山顶原有庙宇一座，房

屋十余问。因山高道隘，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之地。一九四二

年，国民党军一二五师在山下撮箕湾驻扎时，曾以一个连的兵力，

在山上挖战壕，修工事，据守山头。当年日寇搔扰何店时，用飞

机，大炮猛烈轰击此山，致使守兵伤亡惨重，幸存无几；山上弹

痕遍地，一片荒凉。解放以后，人民群众在山上植树造林，将荒

山复盖；一九七五年冬，公社党委又带领机关干部，社员群众在

其南部山坡造梯田、盖楼房，建茶园，今为棋盘山茶场之下属分

场。为纪念人民群众的创业精神，，故将鹰爪山改为群英山。

寨子山。位于何店以西八里，白果河绕山而过。一九七一

年，本社人民在寨子山下拦河筑坝，修起一座以灌溉为主，防

洪发电，水产养殖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库。水库管理处设于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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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楼房一栋，平房20余问，管理人员20余人。

铜管山。位于何店西北八里。据县志载：“旧传产铜，昔人

即山鼓铸，山下遗有铜管”，由此得名。现在山上建有中学一

所。昔日红土一片，今日绿树葱葱。

茶山寨。原名察哨寨，为浪河诸山之最，可登高望远，宜置

岗放哨而得此名。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日伪公安局长王楚

一曾在山上建房屋、挖水池、办“团防”、修岗楼，名日“同安

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曾在此山开荒改梯田，种植各种果

树，号称“花果山”。今为汪谌大队茶场所在地，故今人通称

“茶山寨”。一九八一年，公社在山下陈家潭建成水电站一座，

为古老山寨装上“夜明珠”。 一

雷家寨。何店东南十三里，以姓氏命名。寨内有庙宇一座，

古柏一对。解放前，施占元游击队占据山寨，横行乡里a解放初

清匪反霸

时，为打击

土顽搔扰，

我新四军某

部将庙堂烧

毁。今为贯

庄崔家岭大

队茶场所在

地，青茶、

油桐、枣树

布满山寨。

巍然屹立在雷家寨山顶上的古柏。



(三)河流

本社计有六条河流，即白果河、王店河、顾家河，养麦河，

椒藤河、简家河等，全长80余公里。以白果河至浪河为主流贯穿

全境j自浪河陈家潭以上逐渐分为五股支流，形同“鸡爪”，将

西南群山小溪汇于浪河，经大堰坡光化铺注入府河。各条河流起
止载于后： ，

白果河。发源于柳林黄土垭。自西向东，经垸子河，白果

河、三河口、瓦屋畈、龚家潭、高家畈，响水河、杨家崖、尹家

河、陈家潭进入浪河，全长约30公里。

陈家河。发源于瘠水岭和十九山。自南向北，经谢店、黄家

棚、乌龟颈、王店、狮子头至三河口汇流于白果河，全长约十公

里。 ．

顾家河。发源于慈山。自东南向西北，经桂花淌，吴任店、

淌河、母猪河、占家河，顾家河，至何店汇流于白果河，全长约

十二公里。

养麦河。发源于洛阳中平山。自南向北，经养麦河与紫山冲

汇流，穿过贯庄十里园田，经李家咀，刘店河、鲁家咀，至杨家

崖与白果河汇流，全长约十公里。

椒藤河。发源于均川九龙观。自西向东，经椒藤河、孙家

畈、井田畈，罗家畈，饶家畈，顺团山而过，至陈家潭与浪河汇

流，全长约十五公里。

旃家河。发源于何店铜管山大队高山。自西向东，经梅花

垅、简家河、杨家榨、红石桥，至响水河与白果河汇流，全长约

六公里。

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河流面积有很大改观，“山洪暴发，

水打沙压”的现象大为减少。通过裁弯取直，顺直河道二十多公

里，压缩河床、垒砌河道护坡一万余米，增强了排洪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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