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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这块2000平方公里的荆楚宝地，自建县迄今己历经千余年

的沧桑。在漫漫岁月中，她犹如一颗隐没在尘埃之中的明珠，长期被

世人遗忘。明，清两代曾八次修志，四次成书，现保存完好的尚有清

康熙、光绪两种版本的县志，虽有一定存史价值，然终系旧世之作，

多偏于颂圣褒吏，旌表节烈之类，绝少劳动人民创造财富的记述。生

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他们的呐喊和抗争，以及他们

对古代荆楚文明所作的贡献，为现代江汉平原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创造

性劳动，仍然大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泯灭在历史的烟波之中。

应该有一部新志书来记载这一切。记下这块宝地的兴衰沉浮，记

下潜江人民斗争的光辉伟业6潜江应该让外界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来

认识、研究她自己，潜江人民也应该对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历史渊源有

一个透彻、全面的了解。那样，我们将可以由此更准确地把握潜江的

脉搏，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推动潜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加健

康地向前发展。同时，鉴往知来，也可让翔实的史料给后世子孙留下

心灵和智慧的启迪。这是全体潜江人民的夙愿c新编《潜江县志》成

书出版，满足了这一要求。毫无疑问，这是潜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中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自1981年中共潜江县委和潜江县人民政府决定编修潜江新县志以

来，已经是八度春秋，五易其稿。书成，凡三十二卷，百余万字。举

凡河泽草木、人文地理、历史沿革，社会经济等等，只要是发生在潜

江的重要史实，无不悉数罗致，详细记述，这是反映潜江的一部百科



全书。《潜江县志》是通力合作的成果，是集体智慧均结晶。各地、

各部门以及志书的编纂者，为此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曾在

潜江工作和战斗过的老领导以及本籍在外地工作的专家、学者，也给

予了许多指点和支持。当我们阅读新县志的时候，我们是不应该、也

不会忘记他们的。在县志出版之际，我代表市委和市政府，对严谨、

辛勤的修志工作者和在县志编辑出版中给予指导、支持，提供资料的

所有同志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潜江县志》截稿于1 985年。从那时起，又是四年过去了。短短

四年间，潜江面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今年，我们将接近实现工农业

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比原计划提前了十年多。1988年5月25日，经

国务院批准，潜江撤县建市，结束了自北宋乾德三年以来1023年的县

治历史，步入了城市的行列。从此，潜江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搿县志挣既成， 搿市志”应如何续写?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新课题。

当然，这已经不仅仅是修志人员的事情了，而是要靠我们全市人民用

勤劳和智慧，用信念和勇气，用对未来的历史责任感，去战斗，去拚

搏，去进取，去开拓。我相信，在我们未来的新市志上，潜江将会以

又一幅崭新的面容出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也将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

为承担历史责任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罗心华

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



凡 例

一、本志取事时间，原则为1906至1985年。部分内容为了保持其史事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作了必要的上溯和适当的下延。其中大事记上溯到建县，下延至设

市，乡镇企业卷断至1986年。

二、全书110万字。首立概述，举要提纲，总括全县概貌，次列大事记，时

经事纬，为一书之经，再则依事归类，设卷立目(计32卷177目)，横陈事类，

纵述史实，乃全志主体，附记殿后，存录有关资料。

三，根据县境内各类农场较多和石油资源丰富的特点，专设农场、石油两

卷，以重点突出地方特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县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特

立乡镇企业卷以体现时代特点，所记内容则与农牧业、工业、交通、贸易等卷内

容总分结合，详略互见。

四、体裁以志、记、传、录为主，辅以图(包括照片)，表。照片集中编排

于卷首，图、表随文附置。

五、时间表述，统一使用公历。朝代纪年以括号加洼于公元纪年之后，凡大

事记加注了的，其他部分则不再加注。志中使用的“建国前(后)”系“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简写。地名和其他称谓，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惯称，

地名有变动者，在其后以括号加注今地名。

六、除公历年月日及统计数据用阿拉伯数字，产品型号用英文字母，方言注

音用国际音标，摄氏度、经纬度用计量符号外，其余均用汉字。

七、人物卷下设人物传、人物传略、英名录和劳模表。传和传略收录当地当

时有影响的已故人士，以生年为序编排；英名录载全县革命烈士，记其姓名和生

卒年，分乡、镇、场按卒年排列，劳模表收录省以上的劳动模范，以劳模受奖时

间为序。

八、所用资料，大部分取自国家，省，地、县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藏历史文

献，有些来源于调查访问资料和回忆录I统计数据大部分依县统计局统计资料，

少部分取自各主管部门的有关资料。因限于篇幅，未一一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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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县志 概连

概 述

潜江，自公元965年(宋乾德三年)建县，

迄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县域位子湖北省中

南部，江汉平原腹地。县治园林镇东距省会

武汉市154公里，西至荆州行署驻地荆州

镇75公里。1985年，全县划分为13区(镇)，

46乡(镇)，334村，境内还有23个农场和

中央企业江汉石油管理局，面积2000平方公

里，其中耕地118．48万亩(习惯亩)，水

面60多万亩，年末总户数17．62万户，总人

口79．78万人，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99人，自然

增长率4．65‰。

县境原为古云梦泽一角，历经江水复合

冲积和湖水缓慢沉积而逐渐形成平原水网地

区。全境土地肥沃，河湖密布，四季分明，

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交通畅达。地上盛产

粮，油，棉，地下蕴藏油，气、盐。县境北

枕汉江水，中贯汉沙路，沿汉江可上通襄、

郧，下达沔，汉，经汉沙路可东至武汉，西

到荆沙。历史上被誉为“鱼米之乡"，而今

巳成为江汉平原上秀美的水乡园林和湖北省

新型的石油工业基地。

由于地近楚都，开化较早，人才辈出。

经考古发现，境内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

铲等遗物和东周时期楚国大型宫殿基址。据

史书记载，自来至清，潜江出过进士63人，举

人265人，贡士399人，有书目可考的著述

186部。其间著名人物有。宋绍圣年间状元，

荆南知府毕渐，明万历进士，为民除害的汉

中太守刘应同，明万历进±，刚直廉卓的常

州太守欧阳东风，明天启进士，官至刑部尚

书，后退隐故里殚精撰著《本草述》的刘若

金，清顺治进士，帮助苗瑶等少数民族建

塾设教和劝习耕桑之事的怀远知县向大观

等。在近，现代也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他

们中有t“兴中会’’重要成员、庚子起义烈

士傅慈祥，“日知会"总干事、辛亥革命先

驱刘静庵，中华民国开园元老，中华人民共

和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中国共产党创

始入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无产阶级

女革命家，国务院第一任监察部部长钱瑛，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祥煌，朱声达，

苏宏遭、周家美，祁开仁，解甲回乡务农的

红军老战士王正谦，文坛巨子，享有世界盛

誉的剧作家曹禺，方志学家，藏书家甘鹏云，

以及物理学家祁开智，历史学家周春元，音

乐学家杜鸣心等。

潜江地处江汉之间，人民敦厚朴实，曾

几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民

主革命的根据地。1924年冬，中国共产党在

拖船埠建立潜江第一个党小组，此后建立农

民协会，开展较大声势的反帝，反封建的农

民运动。1928年初，胡幼松在拖船埠成立县

内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刘赤生于龙湾，徐

李等地组建苏维埃政权以及农代会，妇代

会，儿童团，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鄂中地区的秋

收暴动和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1 930年2月

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首克潜江县城，

7月29日，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率部再克县

城，中共潜江县委和潜江县苏维埃政府随军

进驻县城。广大军民在贺龙领导下，深入进

行土地革命，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取得了

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潜江全县皆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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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重要

县份。1943年春，新四军襄河军分区参谋长

李人林，政治部主任刘真等相继率部南渡汉

江，挺进襄南，开辟了以熊口孙家桥为中心

的襄南抗日根据地，1945年2月，贺炳炎、

廖汉生率八路军南下第五千部大队到达襄

南，充实和加强襄南地区的领导力量。潜江

儿女与广大爱国将士鱼水相依，同仇敌忾，

抗击日寇。1947年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于

12月22日一举解放潜江县城，在粉碎敌人的

多次“清剿”之后，潜江人民踊跃支前，积

极配合大军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在长期

的革命战争中，潜江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

有2000余人为国捐躯。他们的英名将永垂青

史，彪炳千古l建国后，潜江人民为改变本

县“一穷二白黟的面貌，继承和发扬光荣传

统，意气风发，脚踏实地，艰苦奋斗，自强

不息l

潜江是以生产粮，棉为主的农业县。建

国前9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基本上属

于自然经济。虽有较好的自然条件，但生产

水平较低。其原因，除剥削制度的桎梏外，

还苦于“三多"。一是水灾多，民国时期的

38年间，仅汉江、东荆河堤就溃口130余处，

县内每年都不同程度地发生水灾，二是血吸

虫病多，总口、太和场一带，由于疫病肆

虐，造成户绝村灭，田地无人种，人死无人

埋的凄惨景象，三是战祸频年，匪盗猖獗，

以致民无宁日，流离失所。这些对生产力造

成了严重破坏。1936年，粮、棉平均亩产只

有83公斤和18公斤}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

8898．5万公斤，棉花总产241万公斤，油料

总产225万公斤。建国初进行的土地改革运

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数千年来广

大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彻底翻身了的广大

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迸发出

2

前所未有的生产积极性。连年修整堤防，关

好水乡大门，改善了生产条件。境内农场的

开办，不但使大片荒地变为良田，而且向广

大农民展示出农业机械化的美好前景。农业

生产因此得到迅速发展。1957年粮，棉、油

总产分别为1949年的1．72倍、2．6倍和1．73

倍。此后20年，全县投入了大量人、财、物

力，兴修农田水利，提高排灌能力，并逐步

实行科学种圈。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

律，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同一时期，尤其

是1963至1972年，以“四旁”植树为重点的林

业生产得到了大发展。10年累计植树5493万

株，小片造林约8．6万亩，河渠、路，村基

本绿化，引种栽植利川水杉成功，成为水杉

的第二故乡。渔业，从60年代初由天然捕捞

转向以人工养殖为主，家鱼人工繁殖取得成

功。1961至1979年，成鱼养殖产量累计22253

吨，占成鱼总产量的74．4％。1978年底农村

开始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行以家庭联产承

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农、林，牧，副、渔

五业发展速度大大加快。1985年，粮食总产

达42709万公斤，棉花总产1960万公斤，油料

总产956万公斤，分别是1978年的1．28倍，

1．6倍和2．84倍，是1949年的4．8倍，8．13

倍和4．25倍。1985年有林地28．92万亩，小

片林9．95万亩，树木总株数2571万株，森林

覆盖率9．96％，全县大地实现了园林化，荣

获“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称号。渔业建立

了高产养殖基地，由粗养转向精养，并开始

向专业化，商品化发展。1985年，成鱼产量

比1980年增长4倍，商品率达70％。乡镇企业

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脱颖而出，自成体

系，发展迅猛。至1986年，全县有11157个

乡镇企业，比1982年增]J【19957个I从业人数

约4．6万人，[Ehl982年增加2．46万人，占农

村劳动力的21．2％，其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的33．08％。

工业生产，在建国前纯系手工操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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