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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口市地处汉水中游．为鄂、豫、川、陕四省要冲，历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清乾

隆年间已出现“商贾辐辏，烟火万家”的繁荣景象。但因水祸与战乱，使老河口遭到严重

破坏，城市面貌破烂不堪。解放以后．经过历届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在全国爱国卫生检查中被

评为“十佳卫生城市”；1987年、1991年被评为“全国规划管理工作先进单位"f 1991年

被评为“全国县域规划先进单位静。

《城乡建设志》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帮助指导下．在社会各

界的支持下．经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值此，表示谢意。．

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城乡建设欣欣向荣的重要标志。

《城乡建设志》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广征博采，析异辩误。以城

乡规划建设和管理为重点．分门别类，记述了老河口市城乡建设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该

书以严谨的态度，翔实的史料．记述了从1883年至1985年我市城乡建设发展的轨迹，

是一部珍贵的史料。将为研究我国城乡建设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建设．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将起着很大的功能作用。
’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老河口市的城乡建设是几辈人奋斗的结果。值《城乡建设

志》出版之际，谨向城委战线的前辈和同志们致敬。

，

移
一一——————一

。

J

(程新洲系老河口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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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1：城乡建设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行业

的历史和现状。· ．

、

．。

二．本志断限为1883——1985年，因本行业史无前志，为追根溯源，承前启后．某

些事件突破断限。
。

三．因受行政辖属关系演变的影响，本行业志主要记述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所

辖之诸方。

四．本志所用之数据，均系各单位提供。

五．书中所提老河口旧城区系原老河口镇辖区。

六．书中所提老光化县城，指1945年8月县府迁入老河口城内，原县府所在地称

老光化县城(简称老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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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老河口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水中游东岸平原。上接关陇，旁通巴蜀，界连邓淅，

屏蔽襄樊，历为豫、鄂、川、陕四省通衢。

市区西隔汉水与谷城相望．北及东北与河南省淅川县、邓县为邻．南和东与襄阳接

壤。西北接丹江口市。地理坐标：东经111。30，到112。00’，北纬32。107到32。38，。城区北

距丹江口市30公里，东距湖北省会武汉市418公里，东南距襄樊市71公里，东距河南

省南阳市119公里，西距十堰市133公里。

市境南北距长51公里。东西距宽约47公里，总面积为104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

面积5．38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9．7平方公里。
、

老河口的兴起，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湖北通志》载：乾隆时邑西新集冲没逾

半。移于此．故称之新镇。新镇因“地当汉水故道之口"，又名老河口。

老河口历为光化县辖镇，_为邑一大都会"．民国二十八年(1939)，国民政府第五战

区司令长官部迁至老河口，民国二十九年，鄂北行政公署亦设于此。民国三十四年被日

本侵略军占领，县城及衙署均遭破坏，光复后县治迁老河口城内。

1948年7月．城区解放，桐柏区设立老河口市管理委员会。1951年8月设市。翌年

撤销市制。复为光化县辖镇。1979年11月16日，国务院国发(1979)296号文批准，设

老河口市，从光化县分出，由襄阳地区行政公署直辖。1983年．国务院发(83 J国函字

164号文件撤销光化县建制。辖境并入老河口市．为省辖县级市，由襄樊市代管。

从清雍正年代起，外地商人由行商逐渐变为座商．老河口也就成了五方杂处，百货

交集．商贾辐辏，万家烟火的商业城镇。

城镇内外，有古今中外各种款式的建筑物。座落在老河口城东马窟山巅的登云寺

和建在文笔峰顶的文笔塔巍巍壮观。城北三皇阁、城南玉皇阁和建在“通济长廊”上的

翔鹤楼，是老河口城楼的对景建筑。城内号称有七十二条街八十三条巷。宫殿式的会馆

16座．大都是飞檐斗拱，琉璃瓦面。绅商权贵住的深宅大院有“天官府"．明建“听春馆"

等。民用建筑有各式各样的商业店铺的门面房，有倚堤畔水的吊楼房等，还有教堂、钟

楼等西式建筑。

清康熙十一年(1672)修筑的通惠渠。是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胡公堤”、“海公堤"

是汉水屏障。农村古集镇有秦集、薛集、巨兴集(今竹林桥镇)和地跨豫、鄂两省边境的

新兴集(今孟楼镇)。境内有唐建、明重修的宝林寺和古刹流芳的白莲寺等寺庙30多

座。

城市建设历遭自然灾害和战乱摧残。嘉庆二十年(1815)农历四月十九日地震，“王

府洲鸣数日陷于水"。道光十二年(1832)农历六至八月淫雨，“街面水高数尺"，。新镇堤

塌无完整”。民国二十四年(1935)农历六月六日，“襄水暴涨，城乡一片汪洋，河水倒灌



概述

老河口。⋯⋯水深丈余．损失奇重。"

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三+四年的抗日战争，老河口遭到严重破坏。敌机狂轰滥炸

120余次．投弹无数，烟尘蔽天，老县城被轰炸得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据统计共烧毁

房屋59424间．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损失价值折合黄金三万多两。
‘

1917—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104旅妄图阻挠我人民解放军解放老河口，

拆民房、筑碉堡、修掩体、挖战壕、埋地雷、设路障，破坏了市政设施。撤退时，又放火烧 。

毁南城门和花城门外大批房屋。

1949～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6年中，老河口的城乡建设有了较大

发展。汉丹铁路穿越市境南北55公里。襄渝铁路经市境东站跨刘营汉江大桥至四川成

都。公路子线四条与邻近县市连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境内乡、镇全部通车，总里程

413．3公里。有横跨汉水的光化汉江公路大桥。百吨以上货轮和机木船，上至丹江．下

至武汉及至长江流域各港口。城区东郊建有飞机场，老河口至北京、至佛山、至武汉航

线，每周二班。自1957年“西瓜秧”式水利建设工程以来，全市已先后建成1大型，7中

型和7l座小型水库及新开堰塘多处。1969--1972年修建引丹工程，建成长达12华里

的清泉沟隧洞和穿越市境44公里的总干渠和三条共95公里的支干渠，建成提水泵站

141处，可灌田51．09万亩。

城区市政设施亦有很大发展，截止1985年底．供水能力7．5万吨／日，排水管渠总

长22．257公里．道路全长25．946公里，沥青路面13．47公里。1984年以来．新修道路‘

8636米．占建国以来新修道路面积总和的25％。新置路灯1065盏。城区绿化面积逐年

增长。马头山革命烈士陵园和中山公园已修葺一新，成为全市人民的游乐中心。环境卫 ．

生和环境保护事业增添了机械设备，加强了监测和科研。汉水沿岸防浪林带3700亩，

防洪堤总长约15公里，已成为汉水堤防屏障。城区房屋建筑面积已达到138．99万平

方米。

境内有中型水泥厂一座，小型水泥厂两座，年产水泥30万吨以上。机制砖瓦年产
、 突破一亿万块。砂卵石行销省内外，为基本建设提供了重要原材料。

振兴老河口．建设老河口．1日城展新颜，山河换新装。老河口在开拓中前进。



大事记

大事记
。(1405——1985)

明 ．

永乐三年(1405)，知县王时中赴县境各地察看，纳为“赞阳八景一．即赞城高古．汉

水秋清．马窟云峰．桫椤夜月．福严竹坞，太和温泉，五龙渔火，固封夕照。

正德六年(1511)，知县曹葫编修《光化县志》·正德十年，由知县黄金排印出书。

正德九年．在县城靠水一边的城墙上．雀砖护堤。 ．

正德十一年五月，汉水泛滥将堤冲垮．知县魏杰将城迁到内地(现韩家巷附近)，不

久又被冲坏。

隆庆六年(1572)．县事通判马长清，迁县治到旧城阜城街建设新城(1ip老县城)；

万历年间．“顺天府君陈大道率子联壁"，修建罗汉寺。 ．

‘：童
，同

●

●

●●

_
雍正四年(1726)，陕西商人在老河口建起第一个会馆陕西会馆(下会馆)。位于新

码头(今市豆腐社后)。

乾隆九年(1744)正月，地震。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大风拔树，飞沙走石，次月地震． ．‘。

．

乾隆四十六年、四十八年、四十九年间，时有地震。

嘉庆五年(1800)，筑老河口土堡，次年冬竣工。费银5万两。

嘉庆十年，在通济门上建翔鹤楼，后被水冲毁，光绪十六年重建，民国二十四年又

毁于水．
’

．

嘉庆二十年四月十九日．地震约一小时。
． 嘉庆二十五年(1820)，老河口始建石堤。

’ 道光十二年(1832)秋，大水，城堡冲毁逾半，堤崩塌无完址。

道光二十五年，知县海顺任内，修建自恩湛门至竹排场石堤，防止汉水从北灌入镇

- 内。 ．t-

成丰十一年春．动工修建从回澜门至利涉门城墙，全长1370余丈．同治元年完工．

同治六年(1867)八月．大水。老河口城墙冲塌400余丈，河堤冲刷逾半。罗汉寺后

旧有的河堤冲毁．县令胡启爵督工重修，后称。胡公堤一． -

： 同治七年，修建Il缶江、安澜、文治、丰注、导源五个城门楼和堡外护堤。城壕宽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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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深丈余．同时在恩湛、导源、丰注、文治、溥宁等城FJ多'I-建石桥。

光绪五年(1879)，知县李镜心倡议编纂《光化县志》。九年。由知县钟桐山和段映斗‘

完成初稿，十年出版。十三年，知县叶树楠补修再版。

光绪二十四年．意大利天主教主教南熙在仁义街建育婴堂(现市第一医院家属

．院)。

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颁发关于房地产《官契、格式、例则》规定．本县遵照执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91。天主教建宏慈医院，1911年建成(今市第一医院)。

、中华民国

1917年．天主教修建钟楼和礼拜堂．本地始用水泥和白灰沙浆砌墙、水磨石地坪。

1920年。老河口启明电灯公司开业．城区始用电灯．1938年停业。

1923年，修建老(河口)邓(县)公路，当年通车。

1924年，在建。天宝楼"时，外墙首用水刷石工艺。 ．

1933年，建中山公园，改“黄家牛绳"为惠风路。

1935年，阴历六月大雨。六日，汉水猛涨，城乡一片汪洋，城区内除牌坊街几条街

， 外，余成泽国，水深者达丈余，损失惨重。

1936年，修建飞机场．次年建成。

1938年．湖北省政府在老河口设鄂北办事处(后改称鄂北行署)，辖第三、五、八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

1939年6月至1945年夏，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老河口。

1940年5月5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日机轰炸光化县城．炸毁房屋

234间。下午二时，日机轰炸老河口城区。当时汉口日伪报纸登载：“河口已被炸为焦

土"。

是年。老河口各界捐资在中山公园内建平民医院．1946年改为德邻医院。

1942年，贷款1．8万元，地方自筹3．8万元，整修罗汉寺矶头。新建李家寨顺河坝

(土堤)3公里。

1944年，始办理老河口镇内土地换契登记工作。

1945年3月26日夜至8月25日．老河口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1947年，成立老河口市城防修建委员会。9月10日，全县实行征收地价税，税率为

千分之十五。

．1949年1月15日，光化县全境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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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1年，城区望江楼以上沿河耕地崩去4000多亩． ，

1950年。光化县老河口镇公产清查管理委员会成立。清查登记庙宇、会馆、祠堂及

．公共房屋、土地。 。，

．· ．．．t

1951年8月，成立老河口市人民政府。1952年8月撤销市制，为光化县辖镇．

是年．老河口市人民政府拨款1560万元(IH人民币)．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拨小

麦3万公斤。以工代赈重修胜利码头及114米驳岸。拆除河边永丰街一段房屋．打通了

谭家街至河岸的通道。 ．
·’ --

1953年．县建筑公司第一次承建土产公司营业部楼房一栋．经验收质量优良。

． 1954年，成立光化县房地产管理交易所，县人民政府颁发《房地产管理暂行办+
’

法>。 ．

．

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续修光化飞机场，10月，动工修筑汉丹铁路。

1 1959年5月4日，老河口至武汉班机开航，每周往返一班．1961年停航。
· 1960年6月，汉丹铁路老河口至丹江段通车，8月，新建的马头山“革命烈士陵园一

竣工．
◆ 1964年元月，始架通向农村的变压线路。

1966年．自筹资金7．6万元．修筑了第一条水泥混凝土路面(胜利路)，全长1370
： 米．总面积8980平方米。

’
·

‘。

1968年12月，县自来水厂建成供水。

1969年1月1日．湖北光化水泥厂竣工投产，4月12日，开始兴修引丹大渠。 ，．

1970年，地方财政拨款，第一次修筑沥青路面两条(后街、和平街)，全长1100米，

总面积9624平方米。

j 1972年8月。襄渝铁路汉江刘营大桥建成通车。

1976年6月．光化飞机场扩建工程动工．

1977年11月，始建光化汉江公路大桥，1980年4月竣工，5月15日通车。
一 1979年8月，首开老河口城区至江山机械厂、至莫营、至竹林桥的公共汽车营运。

线。11月16日．老河口镇升格为市．市、县并立。 ·

J 1980年，老河1：3市人民政府发布鬈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管理》的布告。5—9月．市政

公司自己设计、改制、安装建成机械化沥青拌合厂一座。比人工拌合提高工效12倍。

：。 1981年2月20日，公共汽车轧死1人．司机判刑一年，9月．成立编纂领导小组．

： 开始编修本市第一本社会主义‘城乡建设志》。10月15日．孟楼、仙人渡升格为县辖
、t

’ 镇。10月1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审定批复了‘老河口市总体规划》。1983年9月．县市．‘
，

·

·5。‘

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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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为老河口市。

是年，市第一建筑公司承建市第一医院病房大楼，因施工人员粗制滥造，造成责任

事故，损失6万元，市政府责令拆除重建，于1984年7月23日对有关人员依法处理。

1984年，明星影剧院、公共图书馆、新华书店、文化大楼等一批新型文化建筑破土

动工。9月21日，市化工厂因机械事故．造成氯气污染，受害农田903亩，厂方赔偿损

失5．6524万元。10月1日，扩建的北京路、兴建的大桥路、整修的胜利路及开辟的龙

虎路、拦马河至西关段6条主要道路全部竣工。 ．．

1985年2月10日．新建的市第二水厂破土动工，1986年竣工供水。5月，老河口

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成立，颁布了《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暂行规定》。

．是年，市规划局制作的1 t 500自动控制的《老河口市城区总体规划》模型，参加全

省14城市规划展览，被评为第一名，获奖金800元。5个区、2个市辖镇、3个区辖镇、

．30个乡、233个中心村，1134个自然村的总体规划全部完成。经省建设厅、襄樊市建委

和本市建委验收，全部合格；新建、扩建、改建的汉口路、赞阳路及北京路南段等14条

道路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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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节地 理

地形

本市地处秦岭支脉伏牛山南支尾端，位于汉水中游东岸、南阳盆地边缘．地貌形态

多姿。地势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若干条“鸡爪子”状丘岗伸向东南．形成丘‘

陵、平岗、平原三种地形。平岗地高程在100米至150米之间．其面积占总面积的42．

94％；丘陵地高程在150米至450米之间。其面积占总面积的39．17％；平原地高程在

100米上下．其面积占总面积的17．89％。

境北朱连山东西横断，与河南省淅川县、邓县相隔．为境内最高山脉；自西向东。高

庄寨高346米(黄海高程．下同)．彭家寨高451米。煤铁垭高402米，青杠扒北岭高462

米(为境内最高点)．吴家庄东岭高408米，大山寨高393米．至六股营北岭高239米，

再向东即为岗坡连带．高程在200米以下。朱连山以南之岗岭均为自l匕向南走向。其主

岭自二劈山向南经潼关庙、黄庄、孙家洼、西岭、梁岗、袁冲、郝岗、杨成扒、韩家大堰、石

碑岗、九里岗、张岗、晋公庙、土地岭、西张湾西岭、杨家山，再向南入襄阳县境，岭长57

公里．沿线岭高在159米至186米之间。这道岗岭，将境内水系分为东西两片．岭西地

形起伏较大．属丘陵地带，其间大小河流均直接汇入汉水；岭东属平岗地带．其河流则

分别汇入排子河、黑水河，再入小清河．至襄樊市北入汉水。自赵岗区傅家寨以下至仙、

人渡镇崔营乡沿汉水为一狭长冲积平原。朱连山主岭以西的支岭，均为自东向西南走

向，由主岭直至汉水边。 ．

山脉

玉带山 白杨山向南．经毛拉坪．至艾家沟口。岭高155米至296米之间，境内长3
公里。 ’

白庙岭即六股泉东岭．自煤铁垭向南．经小朱营东焦营、白庙岭傅家寨北．岭商

150米至325米，长15．6公里。
’ ’

孔家岗即苏家河的西分水岭．自小朱营南分支向东1公里折向南。经石门、樊庄

至孔家岗南又分为东西两支脉(中夹布袋沟)：西支经西犁园沟西，朱家营东至杨家湾．

东支经东犁园沟东．．李家沟西至屈家营，主岭高程209米至319米，岭长8．童公里，东

岭高程140米至200米．长7．5公里．西岭高程140米至200米．长7．2公里。．
林茂山即苏家河东分水岭，自三尖山向南，经白龙沟东、纪会沟东、黄龙泉东至宋

家岗北．分为东西两支脉，主岭高程195米至：390米．长13．6公里。东支经兰家岗东王

岭至窑沟，为杜槽河西分水岭．高程为150米至195米．长11．4公里；西支自宋家岗至

薛沟以下又分为二支。一支经石碑岭至黑龙庙．长ll公里．岭高134米至195米；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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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薛沟经沈家庄至刘家沟(中夹朱家沟)．岭高140米至195米，长9．1公里。
黑虎山 自河南省淅川县、邓县和本市交界处的黑虎庙向南经寨堡，在自生桥北l

公里处入市境。经大陂寨至小黄楝树东，主岭高207米至425米，长7公里。以下分为

东西两支岭：西支岭向南经黑虎山、雷家沟西、西韩坡西至盆窑，连同主岭为杜槽河东

分水岭；东支岭自小黄楝树向南经申家营西柴庙东，监生坡至黑龙沟水库东侧，该东西

两支岭中夹黑龙沟．西岭高130米至207米，长18公里，东岭高110米至207米，长18

公里。

韩沟东岭自小张沟北，向西经西韩沟北折向南。经双桥洼西至张庄(凉水泉水库大

坝东端)。岭高118米至174米，长8公里，同二劈山主岭为孟桥川东分水岭。
新店岗自石碑岗北，沿汉孟公路折向西南经新店岗至雷祖殿。岭高130米至167

米。长7公里．为张飞河之南分水岭。
马头山 自九里岗向西至马头山，岭高130米至167米．长7公里。．

河流

境内除汉水夕卜，10条小河均发源于朱连山，源短流小，枯水期总流量不到0．5米／

秒。

汉水境内最大河流。自丹江口水库坝下的陈家港入境，流向东南．经城区、仙人渡 ．，

至柴店河入襄阳县境．过境长58公里。枯水期水面宽500--800米，洪水期为1000一

4000米．最低水位83．32米(1966年4月23日)，最高水位92．35米，最大洪水流量 一

57200立方米／秒(1935年7月7日)。
一

汉水在境内曾数次改道。牛头山背后、牛崖山脚下，曾为汉水故道。据记载：山腰

“石上篙迹犹存"。客落湖(又名疙瘩湖)，宋、元时期在汉水西，明代汉水改道．遂在河

东。老县城西南15里．符凹西有涓水，自口入，为上涓口。清嘉庆时汉水西移，上涓口溃

于水。今为涧口滩，其地名尚存。

汉水以其交通之便．促进了老河口的兴起发展。但也带来过严重灾害．旧县志和近

代资料记载：在两千多年间“汉水溢"的灾害，就有56次．严重者如“沿江居民漂没者

半飧。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以后．拦水蓄洪发电灌溉，变水害为水利。
篙堰河发源于河南省邓县境内的横山。向西南经赵坡，在六官营北2公里处入市

境。折向南经六官营、桃园入申家洼水库；以下折向东，经申家洼、郑家营、傅家营入古

城水库；以下向东经李家河、邢家营、杨佳、熊家河．折向南经田桥、陈家坡、小刘岗、苏
。

家营、竹林桥镇西、韩沟、柴家、范河头，在邓家营折向东，经陈家营、梁庄(已搬迁)入西 ．

排子河d,-J唪．全长48公里。 磁

孟桥川发源于河南省淅川县朱连山西侧．右侧有洪水堰汇入后入境，左侧又有王

土沟汇入，经胡家庄、张庄、稻场坡、王营．在吴家嘴南先后又有左侧的油榨沟、清泉沟

汇入，再经陡沟河、樊庄、申家营．入孟桥川水库。在坝上游左侧有四河淤汇入；以下经

犁园东、槐树湾南由任旺沟汇入I下经傅家营、任韩庄入凉水泉水库．再经桑园、小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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