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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1994年8月26日调整)

主任委员：杨元堂(县长)

副主任委员：张昌慧(副县长)

张进扩(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明龙(县志办公室主任)

委 员：樊群保(县人民武装部部长)

杨洪顺(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长)

汪先美(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刘建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天活(县人大办公室主任)

． 任建新(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谭进忠(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胡延灼(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黄时柱(县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王光芬(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李士民(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宋宝清(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徐崇斌(县工会主席)

傅家兰(县妇联主任)

温志刚(县团委书记)

张自钧(县政法委副书记)

郑艮本(县财政局副局长)

望天钧(县统计局副局长)

曾令家(县档案局副局长)



2 远安县地方志编纂委炅会成员

远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届成员
(1991年5月i5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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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张昌慧(副县长)

苏可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齐德尊(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明龙(县志办公室主任)

委 员：冯正才(县人民武装部办公室主任)

任建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

石泽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徐光燕(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7

陈天活(县人大办公室主任)

聂忠信(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胡延灼(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黄孙录(县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沈朝国(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陈光美(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车友信(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李孝友(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徐崇斌(县工会主席) 静

傅家兰(县妇联主任)

胡晓云(县团委书记)

胡先智(县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王玲(县财政局副局长)
、

望天钧(县统计局副局长)

沈庭荣(县保密局副局长) }

曾令家‘(县档案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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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一|J

序 1

《远安县志续篇》是新编《远安县志》的继续，‘是盛世修志的又一丰硕成果，

可喜可贺!
‘

《远安县志续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据实直书“七五一时

期远安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七五"时期，是中共远安县委、

县人民政府率领全县人民在克服重重困难中获得发展的。政治上旗帜鲜明地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定了全县大局；经济上克服了“紧缩银

根"而造成资金短缺的困难，走出了低谷；农业战胜了三年旱灾和一次特大暴雨

的袭击，取得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增长；其他各业均有长足的进步。业绩

成为过去已被载入史册，但它作为一面镜子，必将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巨大

动力。

《远安县志续篇》付梓问世之际，仅向上级修志领导、专家学者的指导、关心

和支持深致谢忱!向为此书的编辑出版而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全体修志工作者

表示崇高的敬意J ．

中共远安县委书记 强I，免I瑚

。_『》V



2 序

库一
，-4’—‘’‘

继新编《远安县志》之后，《远安县志续篇》又编纂成书，这是盛世修志的又

一重大收获，也是远安人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值得庆贺的一大喜事。

1994年，我奉调来远安任职，适值《远安县志续篇》总纂成书，抚卷在手，择

要细读，获益匪浅，大有全局在胸，跃然纸上之感。

．。七五"时期，远安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力的基本路线，努力探索具有远安特色的经济发展思路，较好地完成

了。“七五一计划的主要任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远安县志续篇》真实地记载了。七五一时期全县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

情况，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历史的原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值此

《远安县志续篇》出版之际，我愿与全县人民一起，同心协力，兴利革弊，继往开

来，为远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j为建设一个文明、富

强的远安而努力奋斗。

附添数语，权为小序。
‘

远安县县长 彬膨



戽=
，J一

序 3一

新编《远安县志》真实地‘记录了远安一百二十余年的历史，继此之后，修志

工作者辛勤耕耘，又出《续篇》，再现远安人民“七五一时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在多灾多难的岁月，艰苦奋斗的光

辉历程。 ．

在风云变幻的动乱时期，远安人民坚定不移，听党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维护了全县安定团结的大局。

五年中自然灾害频仍，农业仍获好收成。

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保持了健康发展的好势头。远当二级公路鸣石段胜利通

车，县城环城大道的拓宽，连续八年卫生城镇夺魁都给远安增色添辉。社会各项

事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一切都说明，五年是不平凡的

五年，是团结战斗，艰苦创业的五年，又是胜利的五年。

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远安，但我同远安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借《续篇》出

版之际，谨向远安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向远安的修志工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铋笈妻
笔者系上两届远安县县长

哆



凡 例

一、《远安县志续篇》的编纂，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七五"时期自然和社会诸方面的情况，力求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连续性的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

二、本书断限，上限原则上为一九八六年，下限除因特殊情况需延伸外，一

般截止到一九九。年底。
’

三、本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文体一律为语体

文记述体。事以类从1，横排竖写。设概况、农业、工业等十七编、大事记和附录。

．四、序号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数目字用阿拉伯数字著录。计量采用公制。数

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
’

五、“在县部属企业一因其特殊情况而以小而全记之。

六、本书所用资料，部分为县直各部、办、委、局及乡镇所提供，部分采自

报刊、党政机关文件或档案资料，引用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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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行政区划 ．1

．(一)地理位置

远安县位于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居宜昌市之东北部。地跨东经111。14’一

111。52’、北纬30。537—3r227之间。东、东南与荆门市、当阳市毗连，西、西南与宜昌县为邻，

北同保康、南漳接壤。，县治鸣风镇东距省会武汉市355公里，西南距宜昌市区116公里。．

全县总面积1752平方公里(折合2628000亩)。1990年末，耕地面积215999亩，占总面

积的8．22％，比1985年减少3955亩；山林面积1878712亩，占总面积的71．49％；水面面

积85000亩，占总面积的3．23％；其他用地面积448289亩，占总面积的17．06％，比1985年

上升0．16个百分点。

(二)行政区划

1986年，仍实行政区合一、镇管村、代管乡体制。全县设呜凤、洋坪两个县辖镇，苟家

垭、旧县、花林寺、茅坪场、河口5个区级镇，石头店、望家、晓坪3个乡级镇和荷花、盐

池河、青峰、真金、五龙、龙泉、安鹿、龙凤、太平山、高楼、临漳、瓦仓、巩裕、黄竹、左

家坪、回马、老君等17个乡，196个村民委员会，1414个村民小组。(见表1—1)。

表1一l

1986年远安行政区划表

区镇名称 驻地 各乡名称 乡级镇 村数 组数

鸣凤镇 县城 10 72

花林寺镇(区) 花林寺 龙凤太平山高楼 石头店 25 195

旧县镇(区) 旧县 五龙龙泉安鹿 23 180

洋坪镇 洋坪 左家坪回马老君 36 257

河口镇(区) 河口 巩裕黄竹 24 16宁



2·一编概况

续前表

区镇名称 驻地 各乡名称 乡级镇 村数 组数

茅坪场镇(区) 茅坪场 瓦仓临漳 晓坪 34 242

苟家垭镇(区) 苟家垭 ‘青峰真金荷花盐池河 望家 44 299

其 他 2

合 计 17 3 196 1414

注：。其他一2组．系县蚕种场。畜牧场所在两个组，与原乡镇无隶属关系j

1987年10月初，根据省、地委统一部署，完成撒区并乡工作。全县设6镇3乡，即鸣风

镇、花林寺镇、洋坪镇：茅坪场镇、旧县镇、苟家垭镇、晓坪乡、河口乡、望家乡。1990年

末，全县行政区划如下表： ’

表1—2

1990年远安行政区划表

乡镇名称
。 驻地 村委会 居委会 村民小组

，

1鸣凤镇 ‘县城 10 1 72

花林寺镇 花林寺 25 195

旧县镇 旧县 23 180

洋坪镇 洋坪 36 l 257 、

苟家垭镇 苟家垭 23 l 156

茅坪场镇 茅坪场 19 145

晓坪乡． 杈子坪 15 ： 97

河口乡 河口 24 167

望家乡 望家冲 20 143

其 他 2

合 计 195 3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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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镇

鸣凤镇 位于县境东南部、鸣凤山山麓东侧，沮水由北而南，穿境而过。地理坐标：北

纬31。03’，东经111。38’。总面积75：65平方公里，内有耕地面积11966亩，人均耕地o．．22亩，

农民人均只有0．92亩，是全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地区。1990年末，辖汪家、凤山、北

f-L西湖、南门、双利、双泉、花园、望山、季家10个村民委员会，72个村民小组和一个居

民委员会。有人口53843人，其中农业人口13070人，占总人口的24．27％。

鸣凤镇作为县治所在地，始于1468年(明成化四年)，旧址在今北门外土城路一带。在

明末农民起义战争中，曾被迫于1640年迁治凤山，终因“新城险狭一、“可暂不可久”而于1666

年(清康熙五年)返回旧城，并于1769年(清乾隆三十四年)，大兴土木，城址由北南移，

“延四里许”。由于城高而坚，清嘉庆二十一年、道光六年曾遭洪水淹没西城砖至20块高处而

完好无损；民国二十四年和三十七年两次洪水亦然。抗日战争中期，先后4次遭受侵华日军

飞机的狂轰滥炸，除沮河沿岸一段城墙外，整个县城成为废墟。

大革命时期曾是中共远安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的鸣凤镇，1948年8月6日在宜昌地区

最先获得解放。1949年6月底，远安县人民政府从洋坪迁入县城。1958年4月设城关镇，1981

年6月20日更名为鸣凤镇。

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解放后30多年发展的基础上，在城市经济体制改

革大潮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七五”期间又有了长足的发展。1990年，实现工农业总

产值211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44万元。工业企业213家，比1985年减少105家，由于

骨干企业的稳定发展，1990年的工业总产值仍然是1985年554．88万元的2．6倍。尤其是镇

村两级的工业企业均有较大发展，产值分别由1985年的24．35万元、129．72万元上升到1990

年的461万元和502万元，增长幅度分别为1893．22％、386．99％。鸣凤镇又是全县交通枢纽、

邮电中心。每天有开往武汉、襄樊、宜昌及各乡镇的20余趟长途班车。有长话电路27条，电

报电路3条，市话自动交换机总容量1000门，市话自动交换机3410门。农业总产值达674万

元，比1985年增长31．64％。5年中，耕地面积减少近千亩的情况下，1990年实现粮食总产

6918吨，油料总产540吨，分别比1985年增长14．03％、47．95．％。自1956年始，建立3个

蔬菜专业队，以解决城镇人口的蔬菜供应。由于城镇人口的急剧增长，至1990年末，蔬菜面

积已扩大到2999亩，蔬菜总产11379吨，保证了城镇人口蔬菜的正常供应。

商业网点星罗棋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5年增长20％；个体工商户638家，比1985

年增加377家。由于良好的经营环境，个体户中的60％系外来户。鸣凤农贸市场1990年成交

1619万元，比‘‘六五”末期增长83．14％。自1987年始，鸣凤农贸市场先后两次被国家工商

局授予“文明市场”荣誉称号。财政体制的改革，实行乡镇财政包干，财政收入逐年增长，1990

年达到159万元，比1985年增长1．05倍。

教育文化事业发达。有镇管幼儿园3所，小学8所，中学3所，在校学生5713人。此外，

城区内还分布有县属高级中学、职业高中、教师进修学校、卫生学校、县直机关幼儿园、商

业幼儿园等文化教育机构。1990年3月，经省、地检查验收，鸣凤镇被确认为。无盲镇”。有

文化馆站2个、农村文化室lo个、图书室lo个、村级电影队2个，还有县花鼓剧团、图书

馆、书店、影剧院、体育场馆、录相放映点、卡拉OK歌舞厅遍布城区的大街小巷，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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