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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此 书

向所有参加过东西湖围堤，垦荒，建场工程的

老领导，老农垦致以崇高的敬意!
●

●

知我区情，热爱逮片甄土，才能吏好地建

硬我们章檀的家圜。发生在东面湖四冒九十余

罕方公旦土地上均盈垦建枥事件，垦一次改天

揍地的壮举，历史永逻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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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i 958年7月1日的东西湖大堤纪念碑



垦荒者进入湖谜

_●●‘ 修筑东西湖大堤

珏￡童



工地动员会

一 }。

，

《围垦生活》报一

闾至吩t辫1：
II-IItI盏J*?q：c：器'k：譬a嚣s：．

菱囊翳嘲翻
·：j羁‘露ji降-
F．、 移由
霎、蓉 +．

状翥鬈
围 《

错 ～。
催

‘

先声
进 稃
生 毒

f秀 ％



逐年加固后的东西

湖大堤

时任武汉市市长刘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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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7例

．一、<东西湖围垦志》主要记录1949年至1958年间东西

湖围垦及建场的历史．对于需要溯源的史实，记述时适当上延．

二、本志设环境、围垦沿革、修筑围堤、排渍与灌溉工

程、建场、人物各篇，总述、大事记放在全志之首，并设有附

录。 ’
。

‘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例，以与为主

体。

四、本志政为条目体，设篇和条目，以条目为记述的基本

单元；附录设条目和子目．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自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档案室，部分

来自省、市、区档案馆馆藏及本办现有的文字资料和统计报表。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标点、数字、

计量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处理。

七、人物篇收录与东西湖围垦(围垸)相关的已故倡修者

和组织者的传略，并按人物的生年排序。

八、在不违背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对附录引用的原文作了

少量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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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与时俱进的东西湖是个好地方。这里山青水秀、土肥地沃、

物产丰富、民风纯朴；这里是亚洲地区大城市近郊最大的农场

群，被称为武汉市市民的后花园。．
’

．

．面对日新月异的东西湖，我们又怎能忘记东西湖四十三

年前那段艰苦的岁月，又怎能忘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围垦

建场⋯⋯ -’

．

。，

围垦前的东西湖，由于地势低洼，。洪水泛滥，芦苇丛生，

钉螺遍地，灾害往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两度发起兴修

。汉城垸”，均因得不到群众支持而告失败。
。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兴利除害，曾先后数次对东西

．湖一带进行勘查规划。一九五七年春，经中央批准在东西湖围

垦建场。同年九月，开始集中大批干部、工程技师、医务人

员，并动员武汉地区工人、农民、机关干部、驻军和学生等义

务劳动者一万余人，还相继调动孝感、黄冈两专区十八县农民

三万余人，以及河南省支援农民七万余人，于当年十一月正式

动工。十余万围垦大军在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统一领导

下，克服风雪寒冰、春雨春水、淤泥深淌等困难，夜以继日，

历尽艰辛，终于赶在次年春汛到来之前筑起长五十三点五七公

里的大堤。
。

东西湖大堤的建成，使堤垸内荒原变成良田、牧场和渔塘，

钉螺被迅速消灭，福国利民。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前



进的东西湖，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先后创

办了吴家山台商投资区、海峡两岸高新技术园区，现已形成全

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

回顾东西湖围垦这段艰苦创业的历史，使我们更深刻地了

解并热爱湖区这片热土，从而激励我们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目前，我区正处在大开放、大开发、富民强区的关键时期，

东西湖围垦中展现的创业精神，无疑是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和经

济建设步伐的动力源泉。我们继承和发扬围垦精神，就是要有

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从我做起的主人翁精神，要有顾全大局、

团结一致的协作精神，要有不畏艰难险阻、不墨守成规的开拓

创新精神，把东西湖区建设成一个文明昌盛的现代化强区。

编辑出版《东西湖围垦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该

书闯世之际，我要向参加围垦工程的十二万劳动大军致敬!同

时，要感谢区史志办公室及参加编辑工作的全体同志们，是你

们在首编《东西湖区志》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挤出时间撰

写了《东西湖围垦志》一书，默默无闻地为我区精神文明建设

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惫暑懑§会曩警墨麟刘汉民《东西湖区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 ’

2001年11月22日于吴家山



垦殖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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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圈垦志·总述

总 述

东西湖位于长江左岸，武汉市的西北近郊。全境东西长

38．65公里，南北宽22．6公里，土地面积为495．51平方公里。

因境内有东湖、西湖两个淡水湖群，故名东西湖。它东屏张公

堤与江岸、江汉、研口3个区相连；西以沦河与孝感市分界；

南隔汉江与蔡甸区相望：北滨府河与黄陂区、孝感市毗邻；西

南与汉川、云梦县接壤。

东西湖在历史上是古云梦泽的一部份．1958年围垦前分属

汉阳县、孝感县、黄陂县·汉川县管辖。由于它原为潴水湖

泊，位于汉江、府河和滠河的下流，湖泊星罗棋布，水道沟渠

纵横，吞吐府河、澡河下泻山洪和长江、汉水顶托倒灌之水。

在每年洪水泛滥时，除吴家山、柏泉山、睡虎山等与少数丘

陵、岗地，以及原汉宜公路(今汉丹铁路)以南与汉江干堤、

原府河堤之间52．8公里的狭长地区外，其余是一片汪洋泽国。

洪水退后，荒原坦露，芦苇丛生，杂草满地，钉螺遍地密布，

血吸虫病流行，成为十年九不收的荒湖疫区。

境内马投潭、张家墩等11处古文化遗址发掘的数量可观

的文物标本证明，迄今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聚居，从事渔猎

和耕耘。因历年山洪与江水夹来泥沙，不断沉积，湖心也逐渐

淤平。据长江水利委员会1955年勘察，在东西湖495．51平方

公里的境内有14799户，总人口有58785人，其中农业户有

14132户、56177人，占总人口的90％以上；渔业户有317户、

1184人，渔业及其他人口不足10％；有耕地17．47万亩，其

中旱地13．92万亩，水田3．55万亩。在已耕土地中，旱地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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