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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荆州为上古九州之一，又是璀璨楚文化的发祥地。自楚国建都纪

郢，先后有6个朝代31个帝王在此建都-历时490余年。秦置南郡。

汉立荆州。从两汉至唐宋，荆州一直是地方最高一级政区建置，元‘明

清后，属二级政区。荆州辖境虽屡有变迁，但始终是以古云梦泽、今

江汉平原为其中心区域。这样久远的政区建置，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

见的。 ．，

．

荆州素称鱼米之乡，自然环境优越，物产资源富饶。又位于中原

吴蜀之间，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有无数英雄在此横刀跃马、逐鹿疆

场。荆州文化昌盛，英才辈出，孕育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俊杰。爱国主

义诗人屈原，绿林起义领袖王匡、王凤，佛教天台宗师智颉，茶圣陆

羽，领一代风骚的文学公安派、竟陵派，宰相之杰张居正等，都在中

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国史典籍中留下宏富的荆州史实记

载，地方文献有《荆州先贤传》、《荆州记》、《荆南地志》、《荆楚岁时

记》等专著。明清两朝，7修荆州府志，5次成书。这些是先祖留给荆

州人民的宝贵遗产，‘也是今天仍可广泛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

惜光绪六年(1880)后，志书失修。而这110余年，正是中国社

会激烈变革的时代，荆州人民前仆后继，屡建功勋。旧民主主义革命

斗争中，荆州大地掀起过“火烧洋码头”、“反教会压迫"的反帝怒潮，

涌现出诸如刘静庵、傅慈祥、朱子龙、胡石庵、刘英、刘铁、李书城

等埋葬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先驱；荆州曾举起过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

治的“荆州自主"大旗，导致湖北、河南、陕西数省连续响应，把孙

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推向新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潜江人

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荆州成为工农运动活跃的区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红旗席卷

50余县，抗日战争时期，荆州是新四军五师前身——豫鄂挺进纵队建

军地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孤悬敌后，坚持武汉外围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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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胜利；解放战争时期，荆州是刘邓大军纵横驰骋的战场。在

血与火的斗争中，有10多万荆州儿女献出自己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荆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兴修举世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和大批洪、涝、旱治理工程，结

束十年九灾的悲惨历史，把江汉平原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基

地、猪鱼禽蛋基地和外贸综合出口基地。千军万马送瘟神，从根本上

改变血吸虫千年肆虐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

业生产稳步前进，工业生产迅猛发展，城乡共同繁荣，人民生活水平

大幅度提高。建国45年来，荆州地区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是过去几千

年不可比拟的，是荆州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我生于斯、长于斯，无论是青少年时代的读书求学，还是成年后

参加工作，都一直是在荆州度过的。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为荆州

的繁荣和发展，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虽然这在

历史长河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自觉无愧无悔。回首百年的风雨沧桑，

是荆州人民以自强不息、百折不回的创业精神，铸就历史的辉煌。把

这段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荆州人民的奋斗史记载下来，是当代人义不

容辞的历史责任。1985年，我主持行署工作后，就倡议续修荆州志。在

11部县志全部完成后，1992年地委、行署正式行文，批准荆州地区志

编修方案，着手工作。经修志人员辛勤努力，终于成书。《荆州地区

志》真实地记载100多年来荆州这块土地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过程，记

载荆州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记载党

和政府对荆州人民的巨大关怀，记载老同志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以

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荆州有辉煌的过去，必将开拓更加美好的未

来。对此，我始终充满信心。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缀此数语，谨为序
士
E，6

荆州地区行署专员徐林茂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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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国有史，地有志，源远流长，

代代不断。毛泽东同志早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就倡议，各地要修地 ，

方志。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

和，物阜民丰。为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摸清国情、区情、县

情的需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区11个县市先后完成了县

志编修任务。地直部门也编印了一批部门志。在此基础上，地委行署

决定编修地区志。修志人员广征博采，搜集资料，夜以继日，辛勤笔

耕，《荆州地区志》终于出版问世。’尽管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但作

为一项传之后世的历史文化成果，实为可喜可贺。

。志载盛世。《荆州地区志》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自然与

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时间断限从1880至1994年10月。历经清末、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这110余年，是荆州人民和全国人民

一起，砸碎专制锁链，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史；是

征服自然，改造山河，摆脱贫困落后的创业史；是改革开放，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开拓史。成千上

万的先烈前赴后继，英勇献身；千百万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

批共产党人励精图治、鼎故革新。荆州大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

机，繁荣昌盛，兴旺发达，这是历史上任何朝代的盛世所无法比拟的。

百余年创造的业绩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荆州地区志》既述千秋爱憎，又综一方风物。涵盖环境、资源、

人口、建置、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等。按详今略古的原则，

比较客观地记载了各项事业发生发展、盛衰起伏的历史轨迹和变化历
程。着重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

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又不避讳前进中的某些失误。创

业维艰，道路曲折。历史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我们有责任不虚美、不

掩过，为世人、为后人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

世界在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实是历史的

产物，而未来又是现实的产物。当前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

期。又面临世纪之交，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

置，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整体竞争能力，这就需要认识区情、史情。从

这个意义上讲，各级各类志书可推动盛世不断向前发展。中华民族历

来就有以志为鉴，温故知新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各级干部广泛组织群

众读志用志，以深化认识，彰往知来。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旗帜，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把我国建设

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荆州地委副书记柯余双

1994年10月



凡 例’

一、《荆州地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荆州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以荆州地区现辖5县6市为记载范围。立足地区，以全区为整体，纵述

史实。对历史上属荆州政区现已划出的市县，主要记载建置沿革和有重大影响的

事物。 ．、

三、时间断限为1880年(清光绪六年)至1993年。大事记记载到1994年10

月撤销荆州地区、设立荆沙市时为止。为保持史料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对少数事

物适当上溯下延。取事详近略远，重点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实。

四、全志结构为总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总述总揽全书，大事记

以编年为主，辅以纪事本末，纵列大事要点，专志分类记事，采用横排纵写与分

期综述相结合的体例；附录收录有关文献。

五、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惯例。以本籍人物为主，兼收对地区有重大贡献的

客籍人物。，立传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

六、按历史朝代正称纪年，必要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则按公元纪年。’ ．

_‘ 七、采用现代汉语规范的书面语言，记述文体。简化字、标点符号、文字使

用方法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行文中酌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荆州地区委员会简称“中共荆州地委”或“地委’’等。

八、度量衡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引用历史资料中的度量衡单位保持原貌。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数据，以统计局公布

的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由部门提供。 ．

十、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地直各部门和市县志办，均经考证，一

般不注明出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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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用薄膜⋯⋯⋯一⋯⋯⋯⋯(393)

(四)农具⋯⋯⋯⋯⋯⋯⋯⋯⋯⋯(393)

二、农副产品收购⋯⋯⋯⋯⋯⋯⋯⋯(394)

(一)棉花收购⋯⋯⋯⋯⋯⋯⋯⋯(394)

(---)麻类收购⋯⋯⋯⋯⋯⋯⋯⋯(394)

(三)土特产收购⋯⋯⋯⋯⋯⋯⋯(395)

三、废旧物资回收⋯⋯⋯⋯⋯⋯⋯⋯(395)

四、农村生活资料供应⋯⋯⋯⋯⋯⋯(396)

卷二+七巷一_r1：
粮；由贸易

一、粮食购销⋯⋯⋯⋯⋯⋯⋯⋯⋯”(399)
二、油脂购销⋯⋯⋯⋯⋯⋯⋯⋯⋯⋯(401)

三、粮油储运⋯⋯⋯·BO Or·⋯⋯⋯⋯⋯(402)

(一)仓储检验⋯⋯⋯⋯⋯⋯⋯⋯(402)

(二)国家专项粮食储备⋯⋯⋯⋯(403)

(三)粮油调运⋯⋯⋯⋯⋯⋯⋯⋯(403)

卷二十八，巷一一r／＼”
对外经济贸易

一、外贸出口收购⋯⋯⋯⋯⋯⋯⋯⋯

二、引进外资、技术⋯⋯⋯⋯⋯⋯⋯

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四、出口基地建设⋯⋯⋯⋯⋯⋯⋯⋯

卷二--p九财政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财政⋯⋯⋯⋯⋯

(一)晚清时期的财政⋯⋯⋯⋯⋯

(二)民国时期的财政⋯⋯⋯⋯⋯

(三)革命根据地的财政⋯⋯⋯⋯

=、建国后的财政⋯⋯⋯⋯⋯⋯⋯⋯

(一)财政体制⋯⋯⋯⋯⋯⋯⋯⋯

(---)财政收入⋯⋯⋯⋯⋯⋯⋯⋯

(三)财政支出⋯⋯⋯⋯⋯⋯⋯⋯

(406)

(408)

(409)

(410)

(413)

(413)

(416)

(418)

(419)

(419)

(420)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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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管理⋯⋯⋯⋯⋯⋯⋯⋯(424)

卷三十 税务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税务⋯⋯⋯⋯⋯

(一)晚清时期的税务⋯⋯⋯⋯⋯

(二)民国时期的税务⋯⋯⋯⋯⋯

(三)革命根据地的税务⋯⋯⋯⋯

二、建国后的税务⋯⋯⋯⋯⋯⋯⋯⋯

(一)农业税类⋯⋯⋯⋯⋯⋯⋯⋯

(二)工商各税⋯⋯⋯⋯⋯⋯⋯⋯

(---)税源建设⋯⋯⋯⋯⋯⋯⋯⋯

(四)税务管理⋯⋯⋯⋯⋯⋯⋯⋯

卷三十一金融雹二—r——金南里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金融⋯⋯⋯⋯⋯

(一)金融行业⋯⋯⋯⋯⋯⋯⋯⋯

(二)货币⋯⋯⋯⋯⋯⋯⋯⋯⋯⋯

(三)民间借贷⋯⋯⋯⋯⋯⋯⋯⋯

(四)革命根据地的金融⋯⋯⋯⋯

二、建国后的金融⋯⋯⋯⋯⋯⋯⋯⋯

(一)金融机构⋯⋯⋯⋯⋯⋯⋯⋯

(二)货币流通⋯⋯⋯⋯⋯⋯⋯⋯

(三)各项存款⋯⋯⋯⋯⋯⋯⋯⋯

(四)各项贷款⋯⋯⋯⋯⋯⋯⋯⋯

(五)拨款⋯⋯⋯⋯⋯⋯⋯⋯⋯⋯

(六)结算⋯⋯⋯⋯⋯⋯⋯⋯⋯⋯

(七)保险⋯⋯⋯⋯⋯⋯⋯⋯⋯⋯

(八)金融市场⋯⋯⋯⋯⋯⋯⋯⋯

(九)外汇管理⋯⋯⋯⋯⋯⋯⋯⋯

卷三十二奄=-1r一
经济管理

一、计划管理⋯⋯⋯⋯⋯⋯⋯⋯⋯⋯

(一)计划体制⋯⋯⋯⋯⋯⋯⋯⋯

(二)计划实施⋯⋯⋯⋯⋯⋯⋯⋯

二、统计⋯⋯⋯⋯⋯⋯⋯⋯⋯⋯⋯⋯

(429)

(429)

(430)

(433)

(435)

(435)

(436)

(438)

(439)

(443)

(443)

(444)

(445)

(445)

(446)

(446)

(449)

(450)

(453)

(457)

(458)

(458)

(460)

(460)

(463)

(463)

(465)

(468)

(一)国民经济统计⋯⋯⋯⋯⋯⋯

(二)统计调查⋯⋯⋯⋯⋯⋯⋯⋯

(---)统计资料⋯⋯⋯⋯⋯⋯⋯⋯

三、工商行政管理⋯⋯⋯⋯⋯⋯⋯⋯

(一)市场管理⋯⋯⋯⋯⋯⋯⋯⋯

(二)工商企业登记管理⋯⋯⋯⋯

(三)个体私营经济管理⋯⋯⋯⋯

(四)经济合同管理⋯⋯⋯⋯⋯⋯

(五)商标、广告管理⋯⋯⋯⋯⋯

(六)经济检查⋯⋯⋯⋯⋯．．．⋯⋯

四、物价⋯⋯⋯⋯⋯⋯⋯⋯⋯⋯⋯⋯

(一)物价调整⋯⋯⋯⋯⋯⋯⋯．．．．

·(二)商品比价⋯⋯⋯⋯⋯⋯⋯⋯

(三)物价管理⋯⋯⋯⋯⋯⋯⋯⋯

五、物资管理⋯⋯⋯⋯⋯⋯⋯⋯⋯⋯

(一)物资计划分配⋯⋯⋯⋯⋯⋯

(二)物资经营⋯⋯⋯⋯⋯⋯⋯⋯

六、劳动工资⋯⋯⋯⋯⋯⋯⋯⋯⋯⋯

(一)劳动就业⋯⋯⋯⋯⋯⋯⋯⋯

(二)劳动力管理⋯⋯⋯⋯⋯⋯⋯

(--)职业技术培训⋯⋯⋯⋯⋯⋯

(四)劳动安全监察⋯⋯⋯⋯⋯⋯

(五)劳动争议仲裁⋯⋯⋯⋯⋯⋯

(六)职工工资⋯⋯⋯⋯⋯⋯⋯⋯

(七)职工福利与社会保险⋯⋯⋯

七、土地管理⋯⋯⋯⋯⋯⋯⋯⋯⋯⋯

(一)建设用地管理⋯⋯⋯⋯⋯⋯

(---)地政地籍管理⋯⋯⋯⋯⋯⋯

(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四)土地资源保护开发⋯⋯⋯⋯

Cti：)土地监察⋯⋯⋯⋯⋯⋯⋯⋯

八、技术监督⋯⋯⋯⋯⋯⋯⋯⋯⋯⋯

(一)质量管理⋯⋯⋯⋯⋯⋯⋯⋯

(二)标准化管理⋯⋯⋯⋯⋯⋯⋯

(--)计量管理⋯⋯⋯⋯⋯⋯⋯⋯

九、审计⋯⋯⋯⋯⋯⋯⋯⋯⋯⋯⋯⋯

(一)国家审计⋯⋯⋯⋯⋯⋯⋯⋯

(二)内部审计⋯⋯⋯⋯⋯⋯⋯⋯

(三)社会审计⋯⋯⋯⋯⋯⋯⋯⋯

(469)

(470)

(472)

(472)

(472)

(473)

(475)

(476)

(477)

(478)

(479)

(479)

(489)

(492)

(493)

(493)

(494)

(497)

(498)

(499)

(501)

(501)

(503)

(504)

(506)

(508)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3)

(516)

(518)

(522)

(522)

(523)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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