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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一

新编《保康县志》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保康建县始于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历史上曾先后9次编修和

续修县志。旧的志书都起到了。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今天，编纂新县

志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大事。它的问世，对认识保康的过去，研究保康的现

在，建设保康的未来大有裨益。

新编县志共分30卷，记叙了1840年以来保康县145年的历史。这部县

志对保康县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人物到风貌，从历史到现实，

从有利条件到不利因素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系统、客观的记载，进行了系

统的分析和研究，内容全面，资料翔实，观点明确，知识性强，不失为研究

保康经济和社会的一本好的综合性工具书和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革命

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
’

编修这样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资料书，是保康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参与编

修的同志，矢志匪懈，迎难而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全县各部门密切配

合，大力协助，提供了诸多的方便。可以说，这是聚八方志士，同心协力，

辛勤耕耘的结果。当然，书中难免有不尽完美的地方：但其内容却是十分丰

富有益的。我相信，．本志的出版必将在全县产生久远的社会影响。

爱赘数语，是为序。

注：作者原系保康县县长现任中共保康县委书记

李远继

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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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J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

周年之际，一部反映历史与现状、发展与变化的新编《保康县志》，在修志工

作者的忘我奉献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协助下问世了。

位于华夏腹地的保康，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它的

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贫穷落后变成了富裕和文明进

步。她的由衰到兴、由弱到强的演变过程，无不凝聚着历代仁人志士不可磨

灭的丰功伟绩，无不凝聚着全县人民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一腔热血。

县志的字里行间体现了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反映了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基本面貌，记载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过程和主要的历

史经验教训，以其翔实的史料再现出今非昔比。它既是一部地情咨询的大型

工具书，又是一部继往开来的综合性教科书。

我们谨以此书呈献给保康人民和海内外的广大读者。

注：作者系保康县县长。

陈天会

一九九一年七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新观点、新方法、

新材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取事以当代为主，相对断限为1840--1985年。

三、划分事类不受机构隶属关系的局限，按‘‘事以类从，综述历史，横陈

现状”的办法处理，体裁有志、记、传、图、表、录、附，以志为主，图、

表、附穿插其间。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

五、本志共分30个专卷，各卷开篇提纲挈领地综述本卷大意。卷下层次

以一、(一)、()标示。

六、按照“生不立传”原则，以传、表形式，记述本县和少数外籍近现代 ．

人物。

七、纪年表述，明清时期夹注公元年号，民国时期首次出现夹注公元年

号，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八、本志中。解放前”、。解放后”的时间概念，系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

九、地名以《保康县地名志》为准，全县数据以县统计部门的《年鉴》

为准，部门数据以《专志》为准，对不一致的数据协商认定。数字用法以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为准。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县直各部门的文献资料和社

会遗老口碑。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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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保康县地处鄂西北，属襄樊市，总面积3225平方公里，习称“八山一水

一分田”，是湖北省的山区县之一。荆山主脉自西南折北向东横贯中部，绵亘

全县。有名的大山头14座，较大河流3条。境内最高点欧店关山，海拔2000

米，最低点过渡湾枫桥口，海拔194米。1985年全县辖11个区(镇)，56个

乡(镇)，344个村，1927个组，总人口278451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9178

人，多为汉族。

保康之域，春秋属麋国防渚，战国属楚，秦至东汉属房陵县，三国魏置

泺(祁)乡县，东晋置沮阳县，南北朝置潼阳县，西魏置大洪、重阳县，北

周置永清县，唐代先后置受阳、土门、归义县，至宋(公元968年)废县入

房陵。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析房县东境宜阳、修文二里置保康县，县治

设潭头坪(今城关镇)，建县至今(1985年)487年。

保康层峦迭嶂，沟壑幽深。民为。五方杂寓”。旧时。盗匪”出没，寨堡棋

布，兵祸甚多。明成化年间，百万饥民以南漳、保康、房县为基地，发起了

震惊朝廷的荆襄农民起义。首领刘通(号千斤，河南西华县人)、石龙率众在

县城附近豆沙河(朱家厂)一带屯兵7处，朝廷多次遣重兵进剿，仍去而复

来，出没无定。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保康横戈跃马，

转战数年，清代白莲教和红巾军几进保康。嘉庆元年(1796年)，保康沱峪沟

人曾世新发动千余农友参加白莲教起义。红巾军先后在马良、金斗、寺坪等

地多次与清军鏖战。清末，郧阳清军驻保康的一、二两排遵令反正。歇马河

一带的吴元泽、刘赓藻，马明熙等有识之士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保康有光

荣的革命历史，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刘昌群、刘光国、刘昌世、刘昌

绪、吴德峰、黄绍谷、尚宗海、宋昭呙、杨晓晖、魏以新等进步青年先后赴

武昌读书，接受进步思想，投身革命。。五四运动”消息传来，县立小学的进步

师生组织“国民联合会”，游行示威，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192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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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省政府派王武扬(共产党员)来保康任县长，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赤化

党、青年团，宣传革命思想。同年10月重阳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的支部，次

年秋，鄂西北特委派襄阳县县委委员柳德彰(保康寺坪人)任保康县委书

记，首次建立中共保康县委员会。1931年4月，工农红军第三军转战鄂西

北，建立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苏区。其间，贺龙率部三次亲临保康，两次

攻占县城，在境内开展游击活动达半年之久，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29处，

建立游击队、赤卫队13支，数以千计的红军战士、苏维埃政府干部和人民群

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日战争时期，保康先后建立抗日宣传队、抗

敌后援队、动员委员会，在南宜保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

救亡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中原军区，江汉军区的部分主要领导王树声、刘

子久、刘昌毅、罗厚福、吕振球、张才千等均在保康打过游击，召开过重要

会议。1948年8月1日，桐柏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明坤率八六团

占领马良坪，8月8日，八六团攻占县城，使保康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同时，

汉南工委书记张廷发带领工委机关和部分武装人员，由南漳来到保康黄化区

开展工作，10月4日，分别建立保康、南保兴宜两个县委和县爱国民主政

府。1949年4月，南保兴宜县撤销，建立中共保康县委、保康县人民政府。

保康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八五团、

独七团和地方革命武装作战，连续取得东四保、官帽山、九路寨、阳岩河战

斗的胜利，击溃和歼灭了保安第三旅、保安十七旅。至此，保康全境获得解

放。

1840--1949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束缚下，生产力发展缓慢，经

济贫困，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保康被省列为四等县。保康在历史上被视为

。穷乡僻壤”、。保康不康”．解放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阶级斗

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不断认识保康，建设保康，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尽管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但人们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

了教训，总结了经验，更加有利于改革和建设。36年来，各项建设事业取得

了巨大成就，保康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与1949年相比，工农

业总产值由2493万元增加到14060万元，增长了4．6倍，其中工业总产值由

38万元增加到3423万元，增长8．9倍。粮食总产量由3425．5万公斤增加到
1 1349万公斤，增长3．3倍，人均粮食由192．5公斤增到437．5公斤，增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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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财政收入由30万元增至565万元，增长17．8倍。保康历来为。木耳之

乡”，今为全国100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保康磷矿区被列为全国八大矿

区之一。公路交通四通八达，粮食自给，用电有余，为振兴保康经济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保康经济的发展，历经了从自然经济到开发商品经济，从封闭

到开放，从单一的农业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支柱的全面发展过程。解

放后36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解放前3个36年的发展速度。事实

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保康脱贫致富。

晚清、民国时期，保康以农业为主，耕地面积人平3亩左右，稳产高产

田不多，加之小农经济，传统耕作，种植粗放，习刀耕火种，广种薄收，抗

灾能力差，粮食不能自给。每遇灾荒，农民以野菜、树皮充饥，大灾之年，

饿殍枕籍，惨不忍睹。民国时期，政府虽曾办农、林、牧场，引进良种，推

广农技，兴修水利，试图发展农业，但成效甚微。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实

现耕者有其田，继而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组织互助组，办农业合作

社，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解放了生产力，改善了生产条件，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36年来，保康农业的发展，主要是靠政策、靠科

技、靠投入，再就是进行了“四改”：一、改变生产条件。1957一1981年，改

水田2．2万亩，改梯地lO．7万亩，还投资1．3亿元，兴修河堤、水渠、水库、

堰塘，增加了旱涝保收面积。二，改革耕作制度。旧时，水田不种小麦，旱

地多一熟制，亩产100多斤。1953年开始推行连作制、套种制，尤其是1971

年在半山地区大面积推广。麦包两熟”套种制后，夏粮面积大大增加，占总耕

地面积58％，其中。麦包两熟”面积46％。三、改良品种。1959年种子资源普

查后，开始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一面引进良种，一面建立良种场、种子基

地，自制良种，使水稻、包谷、小麦、油菜等主要品种不断优化。水稻由高

杆改矮杆，矮杆改杂交，经几次飞跃，平均亩产上升到400公斤左右，最高

亩产500公斤以上；小麦品种优化后，平均亩产由原25公斤上升到100公

斤，最高达400公斤。四、改革旧式农具。除常用农具沿用外，运输、耕

作、脱粒、粉碎、米面加工等，从1958年开始推行动力和电力机械，到1985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用机械7674台，4万多马力。经过“四改”，耕地减少4

万亩，总产增长3倍，人口增加10万，人均粮食增加1．4倍。1982年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土地、山林承包到户，。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道

理，进一步为广大农民所认识。全县有上万个富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务工

经商，从事乡镇企业。这既安排了农村剩余劳力，又为农业投入提供了大量

资金。

保康土特产资源丰富。黑白木耳、香菌、天麻、干鲜果生产和种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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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加工等，已成为村、组企业和庭院经济的主要项目。1985年产黑木耳

24．44万公斤，白木耳8．83万公斤，香菌3．85万公斤，茶叶17．28万公斤，水

果389万公斤，．年底存栏大牲畜41655头，生猪19万多头，山羊4．4万只。

全县森林面积268万亩，森林覆盖率55．7％，活立木蓄积量228万立方米，

年采伐4万多立方米。
。

保康农业与解放前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但也有曲折。1959年冬仓促动工

兴建的10个“受益万亩”水利工程，投入6万多劳力，大战一冬一春，大多半

途而废。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五风”盛行，·次年粮食产量比

1956年下降35．3％，造成严重饥荒，劳力资源和农业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1961年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纠正。五风”，确立。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后，农村经济又得以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粮食

．总产达到6500万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业学大寨”中，改河道、箍暗

豆IJ、修水库、旱改水、坡改梯，农业生产条件有很大改变，但也搞了些。报

废”工程和。半拉子”工程，人力、物力浪费较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

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专业户和

乡村企业的兴起，·突破了单一的农业经济，形成了多种产业和多种经济成分

的新格局。1985年全县有乡、村企业4647个，12741人，总产值3574万

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3．8％。乡、村企业为农村安排了1万多个剩余劳

力，还为农业投入提供了1000多万元资金。 ·

． 保康工业，解放前城乡仅有传统的手工艺人。清同治年间，始有采煤和

土法炼铁，到民国时期，有印刷造纸、织布、缫丝、酿酒、缝纫、采煤、炼

铁和五金、竹木、石、油、漆等工匠。解放后，从1957年开始兴办国营、集

体小型工业企业，七十年代后期才有较大发展。到1985年，全县有建材、煤

炭、采矿、化工、机械、食品、印刷、造纸、纺织、缝纫等工业门类。计有

工业企业187个，其中全民30个，集体157个，从业i524人，总产值3423

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主要产品有磷矿石、原煤、糠醛、三钠、五钠、水

泥、木材、罐头、白酒、饮料酒、酒精、油漆等。有3个产品获部优，6个品

种获省优，11个产品获市优。炒青、毛尖茶叶、。桂河春”白酒畅销全省。皮

影、石狮、绣花枕片在北京首届艺术节展出，挑花方巾在意大利展出，纤维

板销售全国，。603”烤炉行销香港。．1956年，保康始有电力工业。1965年水利

资源普查后，开始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梯级开发小水电。1979年以马桥二

+级电站为枢纽，并联5座变电站和17处小水电站，成为全县统一电网，形成
‘ 发、供、用电整体。1985年，全县共有水电站48处，装机79台，12461千

瓦小时，年发电量3373万度，高低压输(供)电线路2479．3公里，1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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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镇)、82％的乡、49．7％的村，近3万农户用上了电。解放前，境内交通

闭塞，清末，南河始通舟楫。抗日战争时期，始修人行驮运道和牛车道，进

出IZl物资，长短途运输，除少量水运和畜力驮运外，全赖肩挑背驮。解放

后，大力进行公路建设。1958年首次通汽车。到1985年，全县共有干线公路

5条，支线16条，计990公里，年货运量1．7万吨，客运量107万人(次)，

达到区区、镇镇、乡乡通汽车。此外，邮电、建筑等与解放前相比，都有显
著变化。

、

解放前，保康以小农经济为主，商品生产有限，少数农副产品收购为行

栈、商贩操纵，市场由私营商业把持。他们囤贱卖贵，转手倒卖，从中渔

利。人民购买力低，市场萧条。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大批客商从沦陷

．区涌人，市场才一度出现繁荣。抗El战争胜利后，捐税增多，物价暴涨，商

户濒于倒闭，市井冷落。1950年全县有私商717户，1954年部分商户转行。

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公私合营。

1958年“大跃进”中，市场封闭，木柴，蔬菜、水果均不能上市。。文革”期间，

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县个体商业仅剩2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恢复农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个体商户逐渐多了起

来。1985年全县有个体工商户3486户，5333人，商品零售额1538．6万元。

近几年，流通领域和国营商业体制的改革，t形成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经

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渠道的商品流通体制改变了独家经营、流通不

畅的局面。同时，随着各个商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落实，增强了企业竞

争机制。1985年与1981年相比，商业网点由486个、2021人增加到2163

个、5641人。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由1469万元增加到2857万元，社会商品零

售额由3942万元增加到7987万元，外贸收购总额由279万元增加到426万

元，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由140万元增加到715万元。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各方面

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解放前，保康无现代科技。从1953年开始，设科普工作组、科技委员

会，成立科技协会，发展学术团体，开展学术交流，普及科技知识。到1985

年，全县有25个专业学术团体，16个科普协会，100多个科普示范户，县、

乡、村三级科普网络基本形成。科技队伍达1126人，引进科技人才101人，

引进技术项目165项，完成技术改造项目57个，人们对“科学技术就是生产

力”的认识越来越普遍。在近百个国营集体企业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目标利
- 润管理等10多种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在农业上推行了。两杂一膜”(杂交水

稻、杂交包谷和地膜覆盖包谷)和粉锈灵拌种、叶面喷肥、化学除草、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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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改良等技术后，经济效益显著．全县取得科研成果34项，其中获得市级

奖9项，县级奖25项。 ．

保康教育事业，历代较为重视。清代县城、歇马设有书院、义学，私塾

较普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了初、高两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歇马创建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全县有私塾28所，简易识字

班10所。民国31年(1942年)县创建县立初级中学，民国33年全县乡

(镇)设中心完全小学，保设国民学校，实行国民计划教育。民国35年后，

经济崩溃，教育衰退，到解放前夕，全县仅有初中1所，小学2l所，学龄儿

童入学率不足30％。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事业，大力开展普

及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不断调整、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到1985

年，全县有全日制中学40所、师范l所，职中9所，在校学生总数10950

名。小学353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幼儿教育、成人教育、职工教育

从无到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也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而提高。1985年全县有文化

机构124个，其中民办30个．县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4个区

(镇)有文化站。全县有电影院8个，工矿电影院3个，集体、个人电影队57

个。有广播电视机构15个，87人，广播喇叭2．9万只，中波覆盖率7．2％。

电视差转站7个，电视人口覆盖率26．8％。文化事业的发展，活跃了全县人

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清代和民国初期，政府无专门医疗防疫机构，卫生条件很差，广大农村

缺医少药。民国33年成立保康县卫生院后，虽有较正规的西医西药，但主要

是为地方官、绅服务，人民医治疾病仍赖中医中药、草药偏方，或祈求巫医

神汉，人民健康水平很低，不少人。小病抗，大病躺，重病见阎王”。民国30

年瘟疫流行，全县死亡15772人。解放后，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步形

成县、区(镇)、乡、村四级医疗卫生网络和国家、集体、个人三级并存的卫

生体制。1985年全县有国家卫生机构72个，764人。．病床514张，乡、村集

体卫生人员71人，农村不脱产卫生人员312人，接生员409人。解放初期普

种牛痘，实行新法接生。1958年开始对多种地方病进行普查普治，1961年开

展11种生物制品预防接种，基本消灭了梅毒、头癣、天花。地方甲状腺肿

病、克汀病的流行已得到控制，改变了流行病连年不断，地方病代代相传的

历史． 、

i

保康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解放前后有着天壤之别。解放前多数人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住草房、岩屋。解放后，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人民收入增加，基本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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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温饱问题，并出现了一些“万元户”。1985年农村人均总收入471元，人

均纯收入331元，城镇职工年均工资900元。到1985年年底，全县人民储蓄

总额达679万元，人均24元，其中农村储蓄314万元，人均12元。经济的

发展，生活的提高，城乡建设、人民住房也有较大改观。保康县城从建县至

1975年的477年中，历经13次洪水袭击，屡毁屡建，未能发展，故有。保康

县城大如斗”之说。今日县城与解放前夕相比，城区由0．3平方公里增至3．5

平方公里，街道由4街1巷增至9街1。巷，新增街道5条。人口由2000人增

至12000人。公私房屋由4．68万平方米增至49．73万平方米。新建3-6层楼

房百余幢，原土木结构的平房均为砖混、钢混的多层楼房所代替。1956年开

始用电，1967年开始饮用自来水，高低压线路纵横交错，各种机动车辆熙来

攘往。东山绿化，河堤加固后，经10年洪水考验，县城安然无恙。双曲拱桥

横跨城内清溪河上，铜塑。九牛”县标屹立车站门前，使山城更加增辉。赊县

城外，乡(镇)较大集镇由解放前的4个增到11．个。近几年，按照城乡建设
规划，各区(镇)街道、房屋、供水、供电等配套建设已初具规模。

’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沿海在飞腾，中部在崛起，地处偏僻的保康

山区也在振兴。

一、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全县有260万亩山林，除200多万立方米木材

蓄积外，有黑木耳、茶叶、香菌、天麻、猕猴桃、山葡萄等30多种较大宗的

土特产资源；有19万千瓦的水能藏量；有磷、硫、煤、铁等20多种矿藏资

源，其中磷矿远景藏量10亿吨以上，且品位高、矿层厚，分布集中，易于开

采。资源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

二、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开始用

商品经济的思路探索发展方向，逐步确立了。三大经济支柱”、“六大系列产

品”、。十大商品基地”，为保康的自身发展初步奠定了基础。。三大经济支柱”

是：以多种经营为主体的农业，以小水电为主的能源，以磷化工为主的工

业。。六大系列产品”是：以小水电建设为主，形成发、供、用的能源系列；以

矿山化工为主，形成开采、加工、销售的磷化工系列；以水泥、水泥制品为

主，形成多种类的建工建材系列；以木耳、香菌、药材为主，形成多种经营

产品系列；以粮食、畜禽、山果等加工为主，形成食品生产系列；以木制品

加工为主，形成森工系列。。十大商品基地”是：木耳、香菌、茶叶、畜牧业、

油桐、花卉、药材、用材林、桑蚕、干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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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于有优越的外部条件。保康属山区县，又是革命老区，上级党委、政

府尤为重视和支持。保康地处郧、襄结合部，可以襄樊、丹江两市为依托，

．加强同毗邻县、市的横向联系，可借鉴它们的经验，取得它们的支持。中

央、省、市有上百名曾在保康战斗过、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们也都很关心保

康的经济建设，还有逾百名保康人在外地工作，他们对家乡的振兴也都寄予

厚望。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振兴保康经济，有优势，也有劣势，有希望，也

有挑战。农业生产上，自然条件差，面积少，坡地多，既怕旱，又怕涝，花

灾年年有，投入多，受益小。森林超前砍伐量大，消长悬殊，资源趋于退

化，发展森工和多种经营生产将受到制约。工业生产因财政、信贷资金紧

缺，技术力量不足，设备更新缓慢，新项目难以投产。但是无庸置疑，勤劳

朴实的27万多保康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减少或避免失

误，发挥优势，解脱劣势，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定能够把保康建设得更

加富庶、民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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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面积

保康县位于鄂西北，襄樊市西南部，跨东经ll l。45 7一ll 1
o

3l 7，北纬

31
o

21 7-32
o

06 7。县境南北长82．5公里，东西宽68．5公里，总面积3225

平方公里。东由县城沿公路经黄堡坪至龙王庙交南漳县界35公里。东南由县

城沿公路经马良到潮水的大垭接南漳县界91公里；经马良至锅厂村的核桃树

店抵远安县界108公里；经马良下坪村的下家湾连宜昌县界92公里。西南由

县城沿公路经欧店至合作村余家冲交兴山县界90公里；经欧店、马桥至天花

村的白家湾接神农架林区界121公里。西北由县城沿公路至开峰峪、寺坪、珠

藏洞抵房县界36公里。北由县城经过渡湾至东庄峪连谷城县界23公里，东北

由县城经塘坊垭到谭家荒村的三管石30公里(为谷城、南漳、保康3县交界

处)。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沿公路至襄樊市144公里。经襄樊至武汉市492

公里。‘

二、沿1革_、 U 2卜

明朝成化十二年(1476年)五月，宪宗帝遣左都御史原杰来荆襄巡视。

原杰巡视后认为，对山区众多流民不能继续弹压，而应编户抚治，随即对流民

实行编户，“附籍耕种，纳粮当差”。鉴于房县辖境辽阔，县令鞭长莫及，难以

施治，原杰具本上奏朝廷，提议割地分置。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始析房

县东境宜阳、修文二里置保康县，县治设潭头坪(今城关镇)。建县至今

(1985年)487年。保康之名，源于宋代置“保康军”(地方行政区划名，与州

府同级)，亦寓。保障人民安居康乐”之意，为吉祥之词。

清代初期，沿袭明制。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分为湖北、湖南两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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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使司，下设道、府，州、县。保康县属湖北布政使司安襄郧荆道郧阳府。

民国2年(1913年)，废清代府、州，保康县直隶湖北省政府。民国3年

5月，实行省、道、．县三级制。湖北分为江汉、襄阳、荆南三道。保康县属襄

阳道尹公署。民国16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政权分省、县二级，保康

属湖北省政府。民国21年保康县属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襄阳)，民国26

年保康县属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襄阳)。

1948年8月，桐柏军区所属八六团、八五团进入汉南，以南、保、谷3

县之间大片山区作为立足点，歼灭土匪，扩大武装，建立县区干队。同年10

月4日，桐柏行署汉南办事处在保康土门组建保康和南保兴宜二县爱国民主政

府，隶属中原人民临时政府桐柏行署汉南办事处。

1949年1月属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

1951年6月25日一1982年，先后隶属襄阳区专员公署、襄阳专员公

署、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襄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

1983年8月，襄阳地区与襄樊市合并，建立市带县行政体制，保康县属

襄樊市。。

附表：

保康建县前境内县治沿革表

朝代 公元 县名 治地现名 隶属

东汉 新城郡房陵县

三国 220-齐502年 泺乡。 黄化大坪村 魏荆州新城郡

东晋 368-南北朝479年 沮。阳 歇马白果树坪 沮阳郡、汶阳郡

南北朝 420_479年 潼阳 马良街 荆州汶阳郡

西魏 554—562年 大洪 寺坪村城上 光迁国

北周 562-宋968年 永清 寺坪大畈村 迁州、房州，人房陵县

唐‘ 618-619年 受阳 马桥中坪寺岭村 迁州

唐 619-620年 土门 城关镇土门街 重州 。

唐 619-620年 归义 金斗街 重州

唐 619-625年 重阳 马良穆林头 重州
’

·：标乡又名j示阳．涿阴，涿亦作祁．蚱峪，原为蚱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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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区划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保康建县时，领修文(北)、宜阳(南)二里。

正德十六年(1521年)置聚民街、聚众街、聚贤街、聚商街、幽静街、迎恩

街和潭头乡、修文乡、宜阳乡、豆沙乡、清溪乡、大市乡、北峰乡、蒋口河

乡。后编户10里，至嘉庆年间改5里，每里5甲，置保正、甲长。东为黄堡

里，南为宜阳里，西为潭头里、北峰里，北为修文里。清光绪年间，全县分为

东、南、西、北、东南、西南和西北7乡。民国初年，全县分东、南、西、

北、中5区。黄堡为东区，歇马为南区，马桥为西区，寺坪为北区，县城为中

区。区设区公所，下设保、甲。民国21年，全县设4区，一区城关、二区黄

化、三区歇马、四区马桥，区辖55个联保。民国25年5月，奉省令改区公所

为区署，全县改4区为3区，一区县城(黄堡并入)，·二区歇马，三区金斗。

区辖23个联保，199个保，1993个甲。民国28年改23个联保为13个联保。

民国30年11月1日实行新县制，裁去一、三两区，为加强边防计，留二区

(歇马河)，改13联保为13乡，辖189个保1808个甲。歇马区辖官斗、百

峰、歇马、盘龙、马桥5个乡(镇)，县辖光迁、黄化、安正、寺坪、台口、

金斗、合助、永峰8个乡(镇)。民国35年9月撤销歇马区署，全县13个乡

镇189个保未变。民国37年秋，设安庆区于永峰，辖黄化、永峰2乡及东四

保(大安)；设中正区于塘坊垭，辖寺坪、光迁2乡。

民国时期，区署设区长、区员，联保设联保主任，乡公所设正、副乡长，

保办公处设正、副保长，甲设甲长。

附表： 民国26一∞年保康县行政区划统计表

一区 二区 三区
项 目 总计 备 注

(县城) (歇马河) (金斗)

一区辖：光迁镇黄化乡合助乡
联保数 13 5 4 4

永峰乡安正乡

二区辖：歇马镇盘龙乡 百峰乡
保数 190 74 56 60

官斗乡

三区辖：金斗乡 马桥乡 寺坪乡
甲数 1884 737 562 545

台口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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