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基本概述 

    来凤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酉水上游，在湘、鄂、渝三省市交界处，索有“一脚踏三省”

之称。西南邻重庆市酉阳县，东南邻湖南省龙山县。 

    来凤县位于恩施州西南边陲，总人口 24 万（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土家族为主的

少数民族约占 62.5%，国土面积 1339 平方公里。  

境内武陵山绵延，酉水河纵贯，四围山色如屏；盆地沃野万里，气候温暖湿润，田园秀

美丰饶，自然风光以雄、奇、险、幽著称，有仙佛寺摩岩石刻、杨家堡商周文化遗址、落印

潭、卯洞、河东摆手堂、接龙桥等名胜，盛行跳摆手舞、唱五句子歌、赠西兰卡普织锦、喝

油茶汤等民俗。   

 建州以来，在相当长时段内，来凤县是全州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农业基础设施发展

较快，库、塘、堰星罗棋布；森林因盖率 47.9%。工业经济以卷烟工业为龙头，以能源、建

材、农副产品加工为骨干。凤头姜、大头菜、松花皮蛋、凤鸣藤茶、宝石花漆筷等名特产品

畅销国内外。公路通车里程 492 公里，国道、省道均通过改造升级。全县 185 个村 100%通

电。建州以来，县城城区面积从 1.5 平方公里发展到 10 平方公里，形成五纵六横棋盘式格

局，建有大型专业市场 40 多个，被誉为“五陵明珠。”    

来凤县以凤凰飞临的传说得名，清乾隆元年（1736）年建县。它远处湖北省西南边陲，

地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鄂 湘 渝三省（市）要冲，南邻湖南省龙山县，西接重庆

市酉阳县，东北与本省宣恩县、咸丰县相连，有湖北“西大门”之称。 

     来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居住着土家、苗、瑶、汉等 17 个民族。全县总人口 304351

人，其中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人口占 61.2%。土家族属本地世居民族，自称“毕兹卡”，

是古代巴人后裔，有着悠久历史。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接受汉文化较早，无独特的宗教

信仰和婚姻禁忌，是开化较早的少数民族。 

第二章 自然资源 

 

资源概况 

来凤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众多土特产堪称物华天宝，名扬天下。耕地盛产粮油，山上

多松、杉、樟、竹，金丝桐油以“全国质量第一”而声名远播，桔、桃、李、梅、核桃、板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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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ppm，比正常田 6.54ppm 低 46. 48％，速效含钾量为 79.77tppm，比正常田 108.23ppm 低

26.3％。产量比一般正常田低 16.7—37.5％。2．土壤质地不怠。主要是质地粘重，凡第四纪

粘土母'质、石灰岩、泥灰岩发育的水稻土，质地多为重壤至粘土，土重紧密，耕性差，透

气差，养分分解释放慢，前劲小，后劲足，发苗迟。质地粘重的水稻土有 24 个土种，共 52800

亩，占水田面积 32.4％。少数水田还有矿毒、铁盘层、砾石层等不照因素。 旱地据 215 个

农化样分析，早地有机质含量低，普遍缺磷、部分缺钾，偏酸偏碱面积大。有机质含量小于

2％的有 76000 亩，占 44.54％，速效磷含量小于 10ppm 的有 1481193 亩，占 87. 03％，其中

小于 3ppm 严重缺磷的有 108332 亩，占 63.49％，速效钾含量小于 50ppm 的有 1 000 亩，占

0.59％：土壤 pH 值小于 5 的有 9258 亩，占 5.42％，pH 值大于 7.5 的有 4442 亩，占 2.6％。

全县旱地质地过粘的土有 1 8587 亩，占早地 10.9％；砾石含量大子 30％的有 26701 亩，占

旱地 15.85％；耕层浅，土层薄，耕层小于 10cm 的有 15731 亩，占 9.22％，坡度大于 10 度

的有 146627亩，占早地面积的 85.9%，其中坡度大于 25度的旱地有 39881亩，占早地 23.38％。 

第三章 行政区划 

  地跨东经 109°00′ —109°27′，北纬 29°06′ —29°40′，总面积 1339 平方公里。  

下辖翔凤镇、绿水乡、漫水乡、百福司镇、大河镇、旧司乡、三胡乡、革勒车乡等 8 个乡镇，

203 个村，1844 个村民小组，48 个居民小组；另有胡家坪林场、白岩山药材场、磨坡农场

等三个国营场圃。县城翔凤镇。 

翔凤镇 

    翔凤镇是来凤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座落酉水河畔，国土面积 138 平方公里，东与

湖南省龙山县一水相隔，南与来凤县绿水交界，西与来凤县三胡乡、旧司乡毗邻，北与宣恩

县李家河乡接壤，是鄂、湘、渝三省边区的交通枢纽和传统的物质集散地，209 国道穿城而

过。翔凤镇历来是鄂、湘、渝三省边区交通要冲和重要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边贸兴旺。

曾享有“小南京”的美誉。翔凤镇交通便利，资源丰富。 

    本镇概况 

  镇名：翔凤镇。美称：麻鸭第一镇。区位：来凤县南部。交通：209 国道。人口：9.7

万人。特产：凤头姜、药材、巴东白皮大蒜。    

翔凤镇政府驻接龙桥，面积 136.4 平方千米。辖 4 个居委会、27 个村委会：精神堡、育

红桥、三光坪、花园堡、枫香、香花、白岩、老茶、何家坡、马鬃岭、关口、小河坪、马家

园、白杨坡、大垭口、老寨坪、冯家坪、桂花树、黄茅坪、老虎洞、中华山、望水、河坪、



旗鼓寨、师立坪、竹坝、梅河、沿山坝、车大坪、檀木湾、红岩堡。   

翔凤镇现辖 4 个社区，28 个村，242 个村（居）民小组，居住着汉、土家、苗、回、

侗等民族，。全镇耕地面积 44553 亩。全镇平均海拔 596 米，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

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降水量 1394.5 毫米，年平均气温 15.9 ℃。全镇形成了以畜牧

水产、特色蔬菜、优质水果、花卉盆景四大产业为主导独具特色的新型农业。培植壮大农产

品加工、药化、建材、能源四大骨干产业，全力打造娱乐餐饮、边贸物流、生态观光、休闲

旅游四大产业品牌。目前，翔凤镇已形成畜牧水产、优质水果、特色蔬菜、花木盆景四大富

民主导产业，其中优质水果基地达到两万亩，以凤头姜、大头菜、时令蔬菜等为主的蔬菜基

地近 5 万亩，生猪年出栏规模达 10 万头。水果基地、蔬菜种植、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走在

全州前列。  
                                                                                           
经济建设 

  近年来，翔凤镇党委、政府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

发展第一要务，全力推进“一主三化”进程，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前进，为实现“农

业稳镇、工业富镇、科教兴镇、商贸活镇、依法治镇”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2007 年全镇

农业总产值达到 21858 万元，工业总产值达到 30330 万元，工业增加值达到 14357 万元。2007

年实现财政收入 1611.91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044 元，财政收入连续 10 年保持恩施州乡

镇“十强”，先后被省、州人民政府授予“楚天明星镇”、“恩施第一镇”等光荣称号。新的历史

时期，翔凤镇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翔凤镇党委、政府将带领全镇人民，围绕“和谐社会”和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建好西大门、不丢湖北人”，努力建设“生态翔凤、文明翔

凤、富裕翔凤、平安翔凤”，共建和谐社会，同创美好未来。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翔凤展

翅腾飞，翱翔湘鄂渝边区。如今，该镇正由边贸重镇向产业大镇、经济强镇跨越。  

    特色产业 

  盆景环绕着青砖瓦房，紫薇筑起一道彩色屏障，黄杨、杜鹃等花卉苗木装扮院落四周，

生态美景入画来。来凤县翔凤镇河坪村十五组村民冉绍军的房前屋后，一年四季百花盛开，

景色宜人。冉绍军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已经 20 多年没有种过一分地的庄稼，而是长年累

月从事花木盆景栽培，成了当地有名的“花痴”。老冉每年出售花卉苗木 10 万株以上，每隔

三五年要外销上百盆盆景，每亩耕地年均纯收入近 6000 元。靠种花卉、树蔸，老冉一年纯

赚 10 万元以上。在冉绍军的带动下，河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花木盆景专业村，村里 70 多户

农民种植花木盆景，户平年收入都在 4 位数以上。过去被农民视为副业的花木盆景项目，如

今成为翔凤镇一大主导产业，种植专业户增加到 200 多户，盆景达 60 多万盆，市场供不应

求，产品畅销湖北、湖南、广东、重庆、浙江等 10 多个省市。花木盆景装扮庭院田野，现



代农业种出五彩缤纷。像冉绍军这样的产业大户，紧盯市民“钱袋子”淘金，由“传统农民”

变身果、姜、花、菜、禽等种养大户，成为“产业农民”，带动城郊现代农业发展。  

    村镇建设 

    翔凤镇旗鼓寨村十五组村民、柑橘营销大户林正前，网罗辽宁、河南等地经销商近百个，

每年把当地上万亩蜜橘销出山外，年均销售柑橘 150 多万公斤。如今，他又投资 50 多万元

新建打蜡厂，牵头组建水果产销协会，为众多果农增产增收搭建了平台。白羊坡村 10 多户

家禽养殖专业户联合成立养鸡协会，实行供种、防疫、技术、饲料、销售“五统一”经营模式，

建成了年出栏 30 万只家禽的规模养殖基地。沙坨马家园、小河坪、关口等村的农民，在各

级各部门的扶持下，将连片的“烂泥田”、“冷浸田”改造成精养鱼池，昔日低产田变成了亩均

年收入过 2000 元的水产养殖地。今年，该片区精养鱼池基地面积已突破 1000 亩。沙坨片区

千亩连片精养鱼池基地，马家园村新果园，马鬃岭 5000 亩优质黄金梨种植带，“沙飞土活”

沿线万亩橘园等，一块基地一处风景，农民增收致富的田园成了市民的“菜园”和“果园”。  

    工业发展 

   一双鞋垫“绣”出一条产业链。生产要素在“进”、“退”之间向优势产业集聚，四大新型

工业体系力挺镇域经济脊梁。绣花鞋垫曾是土家族少女传情达意的信物。2004 年，首家以

经营绣花鞋垫为主的民营企业满妹公司在来凤县翔凤镇诞生，为绣花鞋垫成功注册了“满妹”

商标，当年实现销售收入 200 多万元。2005 年，满妹公司成功入围规模以上企业，吸纳来

凤、龙山两地城乡妇女就业 2000 多人，年产绣花鞋垫 5 万余双，开发产品花色图案近百种。

同时，公司又投资建设比兹卡文化遗产园，着力推进民族工艺品产业开发。一双鞋垫“绣”

出一条产业链。满妹公司在新产业开发上闯出了一条新路。改革开放以来，翔凤镇依托地缘

优势，坚持有进有退，让生产要素在“进”、“退”之间向优势产业集聚，培植龙头企业，兴工

业强边镇。一批骨干企业退城进园；部分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市场竞争，民间资本大举涌入，

投资兴办企业；高能耗、低效益及“五小”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以农产品加工、民族工艺等

为主的新型工业企业大举挺进。近几年来，该镇先后关闭了土堡水泥厂、翔凤镇纸厂、水松

纸厂等一批乡镇集体企业，新的农产品加工、建材、药化、民族工艺等优势产业成长壮大起

来，四大新型工业体系发展格局初具规模。    

在支持工业化发展上，镇党委、镇政府实行一个重点工业项目，一个服务专班，一套工

作机制，全程为业主提供“一条龙”服务。金凤公司新上水泥干法旋窑生产项目，翔凤镇全力

帮助企业搞好项目征地、拆迁，协调解决料场及绕厂公路建设等施工中的难题，治理整顿企

业周边环境；安普罗公司兴建标准化万头生猪养殖场，镇里自始至终搞好跟踪配套服务，化

解项目施工中的各种矛盾纠纷，确保工程如期投产。乡镇企业纷纷消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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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源的利用价值，也有 50 余年来的办场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胡家坪林场森林旅游业，

不仅能填补我县无山之游的空白。而且，更能让我场的山、我场的林和天然景色向世人展示

风采。 

开发第三产业，我场有广阔的空间、场所、场地、设施、设备有一定的基础。再就是富

余职工劳力多，待就业可从事服务行业人员充足，能够满足游人的旅行、吃、住等所需。 

综上所述，开发利用胡家坪林场现有的森林资源和自然景点，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是新

时代的要求，也是发展胡家坪林场，建设胡家坪林场的必然。致此，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推

动全县森林旅游业的发展，提高林业知名度，提供劳务市场，吸收富余人员就业，保护生态

环境和天保工程的胜利成果，实现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有序健康的发展。 

第四章 风景名胜 

 

来凤桥介绍 

  来凤桥位于小桐街东侧，建于 1637 年（明崇祯十年），为三孔石板桥。传说建造时，适

有一鸟飞来，造桥人认为祥瑞，取名“送子来凤桥”，清康熙四十八年、道光十五年重修。  

  来凤桥于 1997 年重建，其造型及结构别致，适于旅游观赏，为新景点之一。此桥宽 10

米，正中有花墙相隔，行人可各走一边，老百姓俗称晴雨桥。桥顶有棚，红檐黛瓦，古朴又

新颖。桥两边有护栏，且有方砖铺就长条座，供游人休息，可观河中景色。 

仙佛寺石窟 

    简介 

  在来凤县城东 7 公里的酉水河边佛潭岩上。相传始凿于东晋咸康年间（335 一 342）。有

一座赭红色的山崖，耸立河畔，高约百 红色的山崖，耸立河畔，高约百余米，壁上佛三尊，

依壁建阁三层。故称河中的潭为佛潭，河岸上的石山名曰仙佛岩，寺曰仙佛寺。  

    地理位置 

仙佛寺石窟位于来凤县沙坨鱼种场关口上村酉水西岸。 始凿于初唐至盛唐时期，后历

代均有增凿，清代于龛上设檐。有北龛、中龛、南龛和南侧中型龛四个较大佛龛，造像 13

尊；中型龛南侧并列 16 个小龛，一龛一佛。造像均采用圆雕技法。北端刻"仙佛寺"题名及"

咸康元年五月"题字。窟前原建有山门、观音堂、钟鼓楼、大佛殿等，后与窟檐均在文革中



臣，中央王朝对土司实行册封，准予自治。土司土地不入中央王朝版图，人口不入中央王朝

户籍，生杀在掌、称雄一方，土司王实际就是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恩施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建

制，历朝都有变化，元代设立 29 个土司，明代设立 31 个土司，清代设立 20 个土司。土司

管辖地区包括今天恩施州清江以南地区及现属宜昌的长阳、五峰的部分地区。     

     恩施土司城是恩施州民委落实恩施州委、州人民政府提出建设“生态旅游州、民族风情

园”发展方略，由苏州园林设计院设计，地方民间艺人承建的土家族地区仿古土司庄园建筑

群。属全国唯一一座规模最大、工程最宏伟、风格最独特、景观最靓丽的土家族地区土司文

化标志性工程。旨在以此为载体，历史地再现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反

映土家族的历史渊源，展示土家族古老而淳厚的民风民俗。    

土司城座落占地面积 300 亩，建有我州土家族、苗族、侗族三个主要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

以展示各具特色的建筑、雕刻艺术。土司城主要分民族文化展示区、宗教展示区、休闲娱乐

区三个主要区，观光景点景观甚多，主要包括有九进堂、烽火台、土家族钟楼、侗族鼓楼、

大观园门楼、侗族风雨桥、六角亭、土司城墙、铁索软桥、白虎雕像以及百花园和茶楼茶廊

等。    

景区另设有舒适豪华的四星级宾馆及大型游乐园、是具有吃、住、行、游、购、娱多种

高雅消费的旅游胜地。2005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来凤土特产 

来凤蜂蜜 

    来凤县尚风寨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是由返乡创业大学生姚俊发起，联合革勒车乡蜂农文

继祥等人，依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 2010 年 8 月自发组建成立，是一家专业从事蜜蜂

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我社位于湖北省唯一用土家俚语命名的乡

镇革勒车（意为凶猛的大河）集镇，按 QS 标准建有厂房、冷藏室、仓库和办公室 2000 余

平方米，现有职工 5 人，成员 125 户，分布在全县四个乡镇，辐射带动农户达 300 余户。合

作社采取区域综合开发模式发展生态养蜂基地，目前已逐渐成为继凤头生姜、零号土猪肉后

来凤农特产品又一品牌。 

米豆腐 

    米豆腐也是来凤有名的小吃，它是用大米淘洗浸泡后加水磨成米浆，然后大火熬制，做



四只角上绣雁鹅；帕子烂了雁鹅在，不看人材看手脚。  

织造原料与方法 

  土家织锦的主要原料是丝线、棉线和毛绒线。土家织锦的织造方法是，沿用古代斜织机

的腰机式织法，把经线全拴在腰上，以观背面，织出正面，这种织法织出来的产品美观整齐，

结实耐用，光泽永存。它的画面多姿多彩，用色常借鉴艳丽的鲜花、鸳鸯的羽毛、天空的晚

霞和雨后彩虹；也有的受宗教绘画的影响，具有素雅、古朴、沉着的特点。土家织锦在纹样

组织结构上，多以菱形结构、斜线条为主体，讲究几何对称，反复连续，共有上百种传统纹

样。  

生存现状 

  1957 年土家族织花能手精心制作的“开发山区”图案的“西兰卡普”，融会了传统技艺，倾

注了对党、对新生活的热爱，被选人中国工艺美术品展销会，到东欧各国展出，获得各国人

民和专家的赞赏。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家族青少年织花能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新创了《韶山景》、《北京八景》、《摆手舞》、《熊猫》、《乌云花》、《蝴蝶菊花》、《狮子滚绣球》、

《土王五颗印》、《张家界风光》、《七十二钩》、《寿星花》等十多种作品，为民族艺术的繁荣

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第六章 来凤的风俗文化 

地牛王节”传说 

每年的阴历 4 月 8 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都要举办土家族民间艺术节暨“牛

王节”，来祭奠给土家族送来谷种的神牛。“牛王节”是土家族的一个传统节日。相传很久以

前，居住在这里的土家族、苗族人民都靠捕猎野兽和采摘野果度日，长年身受饥饿的威胁。

寨子旁边有一个天湖，据说天湖那边种有金灿灿的仙谷，人们对于能吃到天湖那边的仙谷米

非常向往。但天湖深而无际，波涛汹涌，无法渡过。为了生存，一些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

扎起木排想渡过天湖去盗仙谷，可总是一去不归，葬身湖底……土家山寨的强壮小伙子越来

越少，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孤寡年幼者，只能在饥饿和野兽的威胁中苦苦挣扎。       

传说天湖旁有一头因犯天条被玉帝罚下凡间受罪的神牛，它被土家族青年舍命渡天湖

的精神所感动。一天深夜，它潜水偷渡过天湖，进入仙谷田里一阵乱滚，让身上粘满了谷粒，

但在潜回时身上的仙谷被水冲走了。幸好，神牛鼻子尖尖上和耳朵里还有几十粒仙谷没被冲

走，它把谷种送给了当地的土家族、苗族人。从此土、苗人民有了谷种，年年五谷丰登，过

上了好日子。但神牛却因身受重伤和苦累，死于农历四月初八，土、苗人非常悲哀，他们将



十姊妹歌”中，许多歌都是以盘歌的形式出现。因为在“陪十姊妹”时，“相互挑战对歌，

胜者享用糖食糕点，负者罚酒一盅。”因此，这种“盘歌”形式就占了主导。 

 

第七章 历史沿革和名人 

 

历史沿革 

  来凤县以翔凤山上飞来风凰的传说而得名。周为巴予国五溪地。春秋战国属楚巫郡地。

秦隶黔中郡。汉属武陵郡。三国时属吴荆州武陵郡。西晋属荆州武陵郡。南北朝：宋建平郡，

齐、粱宜都郡，周为乌飞县地。隋隶于清江郡。唐隶于施州。五代届羁麝感化州。宋为富州，

后为柔远州，仁宗时，置散毛司，以覃野毛为散毛宣抚使司。元初为柔远州，后废州为散毛

洞。至元三十一年，升为散毛府，属四川行省。至芷六年改为散毛誓崖等处军民宣抚司。元

末，明玉珍据蜀时，改为散毛沿边军民宣慰使司都元帅。明初，复废司为师壁峒。洪武七年

五月，改散毛沿边宣慰司，割其半为大田所，属四川重庆卫。洪武二十三年废为散毛宣抚司，

属湖广都司施州卫。永乐二年五月置散毛长官司，属大田军民千户所。四年三月，升宣抚司。  

  清顺治初仍为散毛宣抚司，属施州卫。雍正六年裁施州卫，属归州恩施县。雍正十三年

改土归流，废散毛等七土司。乾隆元年 (1736 年)建立来风县，属湖北布政使司施南府。  

  1911 年(辛亥)，九月初七日，施南反正，来风独立自治。1914 年，废府存县，来凤直

隶于省。  

  1915 年，属荆南道。1926 年改属施鹤道。1927 年废道复隶于省。1928 年，属鄂西行政

区，来凤为特别小县。  

  1932 年，改鄂西行政区为第十行政督察区，仍辖施鹤道旧属各县。l934 年，到来凤为

三等县。  

  1936 年，改第十行政督察区为第七行政督察区，仍辖原领各县。1945 年，推行地方自

治，定来风为三等县，属湖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直至 1949 年，隶属未有变动。  

  1949 年 11 月 9 日，来凤解放，隶湖北省恩施专区。l979 年 12 月 19 日，国务院批准撤

销来凤县建制，设立来风土家族自治县，隶恩施地区。1983 年 12 月 1 日，撤销来凤土家族

自治县，恢复来风县建制，隶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第八章 信仰 

本县宗教以佛教较为突出。解放前，寺庙之多，僧尼之众，为他县少有。解放后，党和

政府保护宗教信自由。但由于唯物主义的宣传，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提高，不少僧尼自愿还

俗，多数僧尼年老病故，佛教所剩无几。本县会社组织多而且杂，常给社会酿成种种祸端。

解放前夕，仅汉流帮会就有会众 13000 多人解放后，将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反动会道门进行

取缔，其它一些富有迷信色彩的会社组织，也随着它赖以生的社会背景的消亡而自行消亡。  

佛教  

  佛教传入来风较早。本县仙佛寺摩崖造像，据传为东晋咸康元年所刻 (一说为五代咸

康)。千百年来，一直是鄂、川、湘、黔边区香火旺盛的佛教胜地。解放前，来凤佛教盛行。

据 1938 年县长陈恒儒统计，当时全县有大小寺庙 176 所，女尼达 250 余人。1913 年，曾成

立施鹤七县佛教支部，后因兵焚匪祸停止活动。1941 年 6 月，重新成立“中国佛教会湖北省

施鹤七县佛教联合分会筹备会”，会址初设咸丰忠堡方广寺，9 月迁本县近凤山大观寺。后

因未获省民政厅批准，明令取缔。1945 年 lO 月再次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湖北省来凤县分会”，

次年改称支会，以僧本忍为理事。当时为巩固组织，壮大声势，聘县参议会议长黄旗若为名

誉理事长，县党部书记长周伯涵为理事，城区镇民代表会主席徐厚德为监事。解放后，党和

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仙佛寺、近凤山大观寺、老虎洞飞来阁和东和平街清云寺等寺庙继

续由僧尼主持。大观寺当家僧宏愿，1959 年参加湖北省佛教界第一届代表大会，当选为湖

北省佛教协台理事。“文化大革命”中，全县寺庙均被拆毁，佛教徒失去了活动场所。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护台法的正常宗教活动，调动神职人

员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统一服务。但由于有的僧尼早已自愿还俗，多数因

年老病故，且解放以来再无一人削发出家，到 1985 年，全县仅剩 7 人。有 3 人住在仙佛寺

的临时简易房管理寺庙，实行自传、自治、自养。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和九月

十九日，在仙佛寺举行重大宗教活动，前来烧香拜佛者甚众。在保护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

县委统战部对这些老弱多病的僧尼，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 25 元，并包医包药，使她们安度

晚年。  

道教  

  解放前，本县道观不多，道教徒也很少。据 1940 年调查，全县有道士 24 人，从事做斋、



打醮等法事。解放后，道士均已自动从事其他职业。仅有少数假冒道士的巫师、马脚，在偏

僻农村偷偷摸摸从事一些破石、打胎、捞油锅、上刀梯、降童子等巫术，以给人治病、辨盗、

驱鬼、禁怪为名，诈取钱财。  

天主教  

  1936 年，比利时传教士神职司铎向道珍，带领 3 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来本县传教，在牛

车坪购民舍一栋为教堂，前后共收入教信徒 44 人，其中男 23 人，女 21 人，有 24 人正式受

洗，4 人受过坚振礼。：1938 年：向道珍离开来凤后，由中国籍神甫罗亦超主管教堂。教堂

曾办过一所教会学校，只十余名学生，因无经费，两年后停办。抗战胜利后，神职人员离县，

天主教在本县亦自行消失。另外，1946 年，龙山福音堂基督教徒陈子富曾来本县沙坨传教，

收教徒 2 名。解放后，陈继续在沙坨、大沟等地传教，发展教徒 29 名，因该教在本县无群

众基础，基本无活动。现已自行消亡。 

第九章 来凤的经济和文化 

 

综 合 

  2009 年，全县生产总值 25046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6233

万元，增长 5.6%；第二产业增加值 60612 万元，增长 24.9%；第三产业增加值 113615 万元，

增长 13.1%。三次产业构成由 2008 年的 32.0:22.2:45.8 调整为 30.4:24.2:45.4。按全县年平均

常住人口 28.12 万人计算，人均生产总值 8907 元。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99.76（上年同期价格为 100），其中食品类价格指数 100.6；商品

零售价格总指数 99.37；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 100.4；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 95.67；原

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总指数 104.1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见表 1）  

年末全县从业人员 20.7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29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3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0.36 万人。据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5%，比

上年末上升 0.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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