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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在“八五”结束，“九五”起步，下陆人民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地迈

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下陆区志》编纂完成。这是下陆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它结束了下陆区无志书的历史，是全区

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可庆可贺!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今恰逢改革开放盛世，

《下陆区志》应运而生。它着重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下陆

大地生机勃勃；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干群团结奋斗的辉煌业绩，是

时代风貌的缩影。《下陆区志》始修于1988年，复修于1993年6月，

经历五个寒暑，两度周折，终于大功告成，诚非易事。尤其本区无编

志书先例，加之资料散佚，编纂难度非常之大。之所以能完成这项告

慰前人、激励今人、启迪后人的千秋大业，其一是区委～区政府重视

修志工作，‘不断加强领导，各单位、各部门紧密配合，积极襄助；其二

是有一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修志人员，他们矢志奉献，不怨其

烦，数年呕心沥血，终于编纂告成。在此，我深表谢忱和敬意!

《下陆区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了下

陆地区自东汉(公元25年)以来近二千年政治风云变幻、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物风情的史实，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当代，突出特色。

全书脉络清晰、内容翔实、记述得体、言之有据，基本做到资料性、思

想性、科学性的统一。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下陆区志》仍有

不尽人意之处。然而，瑕不掩瑜，《下陆区志》仍不失为一部下陆区的

资料性百科全书。一书在手，全局在胸，资治教化，功用无穷，存史备



序一

查，方便应用。它能帮助我们了解下陆、认识下陆、研究下陆，随着时

间的推移，其“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将日益显现。望一切热爱下

陆的志士仁人识之珍之用之。

历史在发展，社会要进步，值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

时期，我们要发扬先辈勤劳奋发的光荣传统，弘扬“团结拼搏、抢前

争先、求实创新、大干快上”的湖北精神，大力推进第二次创业，为把

下陆建设成为功能完善、文明富裕的现代化工贸城区而努力奋斗J

谨缀斯言，权以为序。

石代田

1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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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笔耕，如今编纂完成，这是下

陆人民向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

奉献的一份厚礼，它的刊行必将极大地促进下陆区的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下陆区居黄石市腹地，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黄

石市重要的副食品生产和冶金建材机械工业基地。据考证，早在新

石器时代，下陆土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且有纺织技术萌芽。自汉

．末孙权置武昌郡以来，境内的东方山、西塞山闻名遐迩，历史上许多

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大德高僧曾驻足或吟咏过这块宝地。但在封

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下陆人民深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陆

土地惨遭帝国主义列强和官僚买办的疯狂掠夺，人民生活困顿。勤

劳勇敢的下陆人民未曾屈服，他们前赴后继奋起抗争，尤其是中国

共产党诞生后，革命的火种传到了下陆，一九二三年的下陆罢工策

应全国工潮，下陆成为近代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国后，下

陆人民依靠勤劳的双手把下陆由_个“半边街”建设成为初具规模

的新兴城区，开创了下陆历史的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下

陆人民在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更加精神振奋，冲破各

种僵化思想的束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大业，积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全区呈现一派经济繁

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景象。 、

下陆作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城区，其历史需要总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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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需要宣传，其未来需要开拓。《下陆区志》适应了这些方面的需

要，其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它为各级领导研究下陆历

史，认识下陆区情，运筹下陆未来提供了依据，为广大群众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提供了乡土教材，为有志于来下陆投资创业的海内外客商

提供了指南，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下陆区志》取材广博，纵贯古今。其记述按时间顺序由古及今，

详今略古。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等领域。在体例

上既吸取县志之长，又显示区志特色，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在编纂

过程中，饬编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

事求是，秉笔直书，充分体现了替历史负责，替人民负责的精神。’
⋯

《下陆区志》编纂成功，是上下左右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修志

人员呕心坜血的结晶。在此，谨向关心支持修志工作的省、市有关部

门，向配合修志工作的全区各条战线、各个单位，向参与修志工作的

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为序。

余昌荣

1996．7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性、资料性的统一。

陆区志》完整性及其

特色出发，将辖区内的部、省、市属工业企业及区属工业企业并立二

章，客观地反映其历史和现状。 。 j

二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体裁。煎设概述为全志之纲；

继设大事记为全志之经；中设31章，后设附录、修志始末并历届编

委会委员及编纂人员名单。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内容较多的目设子目，子日用

方括号标明，不用1、2、3：

五、遵循修志惯例，不为生人立传。人物章只为历史人物、革命

先烈及对下陆地区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已故人士立传。

六、区级党、政机关领导人包括区人大、区政协，限记正、副职；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限记市级及其以上人员；社会知名人

士，限记建国前担任乡长以上职务、建国后在外地担任副县级以上

职务的下陆籍人员和高级职称人员。余in,0采用以事系人方式载入有

关章节。 ．

七、本志大事记时间，上溯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下限为

1993年。其章节内容，能追溯多远in,4多远，个别重大事件，记至出书



凡例

煎为虹。

八、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下简称建国前)，先记

历史朝代，后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并省去公元和年字；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并用阿拉伯数

字。
‘

九、本志计量，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凡统计数字，以市、区统计部门的为准。1955年3月

前的旧人民币，统一折合新人民币，并均用阿拉伯数字。

：j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所藏文

书档案、典籍图书及区属各部门、各乡(街道)所提供的文字材料；一

部分来自历届离：退休区级领导人及各界知情人士的“口碑"，及部

分“家谱、’：等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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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下陆区是黄石市县级行政区之一，位于黄石市区西部。东西分别连接黄石港区和铁山

区，南北分别与大冶之罗桥、鄂州之汀祖接壤，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有“黄金走廊”之称。

1993年，全区有3个乡2个街道和1个风景区，其中南湖乡和萧家铺乡的部分村暂时归

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辖。总面积68．75平方公里，总人口150，151人，其中少数民族

1$个623人。
●

。：早在五：六千年前；下陆就有人类生息，且有纺织技术萌芽。其地形东西长，南北窄，西

东倾斜，四山环绕。境内最高峰海拔472米，地面海拔～般为20米左右。丘陵、平畈、湖汉、

港湾兼而有之。水有二流，一流经磁湖注入长江，一流经罗桥注入金湖(大冶)。土地肥沃，

矿藏丰富．山水相映，气候适宜。公路四通八达，风景四季宜人。

i下陆，古迹甚多。巳发现之古文化遗址有汪家巷、老鹳庙新石器遗址；严家湾冶炼遗

址；詹爱字商周遗址等。尚有官塘、老鹳庙程村、新下陆(村)等古墓群，出土文物有新石器

时代陶鼎脚、陶片、陶炉、陶纺轮，还有陶盘、陶壶、陶缸、陶盂、铜钱、铜灯、铜镜、瓷鼎、瓷

缸、瓷碗以及石锤、石斧、石耖、铁刀、铁戟和银簪⋯⋯

境北之东方山古迹尤为集中，有“灵泉卓锡”、“白莲频开”、“道洞云停’’、“仙履日喧”、

“石船高撑”、“铁牛懒卧”、“禅关月涌”、“青松倒插”等，是黄石市乃至鄂东南旅游胜地。

下陆，古为荆州之域。秦汉属南郡。北魏乃西陵县郊，唐属鄂州武昌，宋乾德(967)后始

有大冶县之称。历元、明、清诸代，地属大冶县之东乡、北乡，后称永丰乡、四会乡。迄民国，

先后隶属于大冶县第二区、第三区及第十区，区撤销后，是为大冶县15个乡镇中的申五

乡j长乐乡。建国初，始为大冶工矿特区之属乡，继而改建石矿区及黄石市第二区，以后称

黄石市郊区及下陆区等等。

下陆，具有光荣的武装斗争史。东方山、系牛岭，牛角山颈，曾经是农民起义军及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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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激战之场。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徐寿辉及其部将倪文俊、明末农民军领袖李白成、

清太平天国军首领之一的石达开及其部将曹永i止，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五军军长

彭德怀、大冶工农武装总指挥李兆龙等，均曾率部在此同敌人鏖战。下陆不少仁人志士，在

历次革命战斗中献出了生命j

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下陆人民在中共组织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斗争。民国十一年(1922)3月，中共下陆机修厂小组成立。同年10月，下陆机修厂工人俱

乐部诞生。翌年1月，由下陆工人俱乐部发起的“下陆罢工”声振全省乃至全国。大革命时

期下陆湾、马前(泉)寺、老鹳庙是当时工农运动的活动中心。建国后有的被列为革命遗址

或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少革命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共产主义

理想而捐躯!全区现已查证落实的革命烈士有49人。

下陆，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唐东方山大和尚智印、元·安山、明·行果等，均曾为中国

佛文化发展作出过贡献，并获得历代皇帝的赏赐与褒扬。清进士詹辉甲、举人詹汉藻、詹荫

梧、贡生谢凌庚等乃文乃武，或医或教，均造福于桑梓。民国时期，乡人程发轫著《东北事变

与日本》、《春秋历说》、《春秋左氏传地名图考》等著作，1969年获台湾教育部“中华学术

奖”，另一代表专著《中俄国界图考》获“中山文化学术奖”；詹学时留学德意志，学成归国，

从事军政，名播省城；詹学海著《几何学》，李牖民著《代数》及《初中算术》等书，均被当时

的湖北省教育厅列为通用教材。 ．

建国前，下陆贫穷落后，80％以上农户缺衣短食，度日艰难。当时的“半边街”不过是几

家手工业作坊及零星小店和摊点。完成土地改革的1952年，下陆区粮食产量仅661万斤。

1976年全区70％以上耕地改种蔬菜，当年蔬菜总产量达7，297万斤，为城区居民的蔬菜

供应作出过贡献。由于新兴工业的不断发展，城区市政建设逐年扩大，农业人口及其耕地

面积又相对减少和缩小，而农民生活则相应改善、提高。至1993年全区农民人均年收入达

1，035元，农村面貌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44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陆区不仅以农业为主的郊区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

城区，而且还由半自给经济发展为自给经济，向开放型多功能现代化工贸大城区迈进。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全区国民经济发展持续、稳定。1993年

实现社会总产值20，466万元，农业总产值2，008万元，工业总产值7，440万元，比上年分

别增长33．55％、25．35％和43．16％。

工业(不包括部、省、市属企业)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七五”星火计划项目彩色水泥

厂的“下马”，第五水泥厂的“半拉子”工程，曾经是下陆区经济发展的两大包袱。1992年

初，区委、区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前者投资10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转产磁性材料；后者

则由第三水泥厂兼并。1993年“磁材”实现产值190万元，翌年提高到450万元；三水泥厂

实现产值1，400万元，翌年提高到l，700万元，一跃而为下陆区的龙头企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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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陆区已拉开工贸大城区的框架，商贸市场已超过昔日“半边街”千百倍。“八五”期

间，全区筹措资金2，710万元。完成了36个市政建设工程项目，新、老下陆街道已基本连

成一线，境内4，000门程控电话顺利开通。共占地3万平方米的8大市场、15个摊群，把

新、老下陆街装点得焕然一新。而今的下陆新潮发廊、购物中心、娱乐中心、电子游戏机、卡

拉OK厅等到处可见。1993年全区个体工商户达l，263家，从业人员1，862人，分别比上

年增长6倍和4倍，贸易成交额增长51．15％。

科教文卫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49年，下陆仅有2所私立小学。1993年，全区幼儿

园发展到17所，入园幼儿达2，888人(包括驻区企业)；小学13所(以下不包括驻区企

业)，学生3，163人，教师271人；中学1所，14个班，学生620人，教师(包括员工)102人，

教育质量稳步上升。1992年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湖北省“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检

查；1994年获国家教委授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区”称号。科学技术研

究与推广应用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截止1993年，全区获部级、省级优质产品奖各1

个，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个，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2个。文化、体育及卫生事业均有较大

发展。1984年后，区有文化馆、乡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室，多层次多结构的群众文化网络逐

渐形成。1992年建成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系统相继开通。学校体育、群众体育逐年发展，

区、乡、村三级均组织开展过各类体育比赛，并曾获得市级一、二等奖。卫生事业从1952年

创办下陆卫生所起，截止1993年，全区区、乡二级医疗网络共有医护人员183人，医药用

房面积达9,050平方米，医疗设备渐臻完善，已基本消灭天花‘、头癣、血吸虫病，肝炎、流脑

等病，发病率逐年下降。 ，

四

’

44年来，下陆的发展，颇具特色：特色之一，城里人将下陆称作郊区，乡下人又将下陆

视为城区，而下陆人则自称为“走廊”。“走廊”二字概括了下陆的特殊地理位置；特色之二，

“下陆区情，由乡而城。矿山如棋，工厂如林”。自1953年中国冶金部地质勘探队进驻万家

山选址兴建大冶冶炼厂(现有色金属公司)起，至1982年黄石啤酒厂在萧家铺建成投产

止，29年间进驻区境之部、省、市属三级工业企业计有20家之多，共计在册职工52，639

人，约占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是区属工业企业(包括乡、村、街办工业企业)职工总数

的7倍，成为下陆区发展经济、文化、科技的有力支柱；特色之三，境北之东方仙风景区，号

称“三楚第一山”。自唐大和尚智印“开山”以来，名僧辈出，香客如云，屡受封建王朝褒扬。

名闻遐迩。建国后，经过多次扩改建，盘山公路直达山门，古景新点。相得益彰。1993年11

月，规模宏大的“沂祷世界和平大法会”在东方山弘化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20余座名山

的20余名高僧和5万名香客、游客目睹了空前盛况。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世界高速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下陆区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周边

的黄石港、石灰窑、铁山和大冶的严峻挑战。建设有下陆特色的工贸大城区，是摆在下陆人

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下陆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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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制订，是下陆人今后15年的腾飞指南。下陆人满怀信心，

导下，依靠自己勤劳、勇敢的双手，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丰富资

定能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名符其实的“黄金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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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远古时代迅吉日寸1弋

下陆区汪家巷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生息，且能用陶纺轮进行纺线织布。

i 东汉(25—220)
’

；

，，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孙策进兵西塞山，刘勋败走。孙策在江北岸沙洲上散花祝酒劳

军。

～

三国(220--265)
●

三国吴大帝(孙权)黄武年间(222—228)置武昌郡，东至濒江山镇诸支麓为界。人称其

最高峰日东方。东方山之名自此始。

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四月，黄石矶一带地震、山裂、涌水。

．蘑飒(618--907)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唐相陆贽之弟陆迥字伯高，任磁洲刺史，七十致仕，遂置业于

兴国，定居大冶。其后子孙繁衍，从地势较高之走马寨南麓，直至地势较低的黄荆山西端，

形成一片陆氏村庄，俗有“东方山下一片陆”之称。下陆之名亦由此而产生。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夏，年仅19岁的湖南常德和尚德聪云游至东方山，得陆迥施

舍。结庐为庵，修真传教。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帝召德聪和尚进京，参与“国泰民安皇图巩固”大典，并受觐

见，赐法号智印，又赐紫衣、金钵。

翌年，唐宪宗遣御使督建东方山梵字，并御笔亲书“宝峰招提”四个大字。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智印无疾跌坐而逝。帝闻耗痛悼不已，赋诗以挽之(诗略)。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大水，免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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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960—1127)

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建置大冶县。此后，全县分四个乡，东为永丰乡，西为宣化乡，

南为安昌乡，北为四会乡。下陆地区为四会乡属地。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东方山八世解明和尚受真传，帝赐觐见，大加褒奖，并御

笔亲书：“宝宁禅寺"。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大冶有磁湖镇，后设磁湖铁务，大姓程良叔主持磁湖铁务。

元朝(1279—1368)

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东方山二十世和尚安山受皇帝(孛儿只斤铁穆耳)召见，赐佛

经、衣钵，并御书“宏化祥寺”。 ；、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农民起义军首领徐寿辉进军西塞山。翌年，该部将倪文俊

率部从牛角山攻克大冶县城。 ! ·．

?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1366)，解元张荣四由湖外(石堡)迁居湖内，其后i子孙繁衍，遍

居湖内。后此地名“张家湖"。 一

0， ‘ i

明朝(1368—1644)
■ _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设道士湫巡检司。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设张家湖、华家湖河泊所。 ?

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水灾，张伯还捐谷1，200担，赈救饥民。

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楚武罔王祈赐嗣辄应，起本入朝，奏帝褒东方山三十四世和

尚行果，赐衣钵，封“弘化禅寺”，加建“揽胜”、“乐哉”二亭，勒石于刹。后毁于兵乱。

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大冶县仍设四个乡，合并为27里，四会乡辖7里18堡。至清

同治年间，仍为7里18堡，下陆属东方堡。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章山、道士i伏开采煤炭。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月，地震。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春，下黑雨。翌年二月，大风拔树。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春，谷价飞涨，数百饥民砸开官库及富户谷仓，“肩负一空”。

官军镇压，“斗伤无算”。圻阳人刘肇基率饥民起义。

翌年，大旱，居民五、六日不能举火，剥食草根、树皮殆尽，尸横遍野。大饥之后，发为瘟

疫，大族死亡，动以数十计，小族多至绝户。

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大水，山崩堤溃。

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大雪至翌年二月，民折屋为薪，鸟兽冻死。

明思宗崇祯七年(1634)，道士i侠民于吕文德遗址掘出铜钱一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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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春，明将左良玉兵变东下，至道士i伏，烧盐船数十艘。自此，

盐价昂贵，每两价银3分。

清朝(1644--1911)

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率军渡江，自道士i伏，牛角山

进攻大冶县城。

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武昌府所属各地大旱，年终钱粮免十分之六。

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正月二十六日，地震。
、7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大冶县设4乡，共辖25里，里以下设堡。下陆地区为四会

乡之东方堡及金桥堡、南河堡部分。

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1708)，水、旱、虫、鼠成灾。

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大水。

清世宗雍正九年(1731)，道士i伏改设都士。

j：清高宗乾隆五十年(1785)，大旱，民以观音土充饥，食者多死。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1812)四月，地震。
’

t．清宣宗道光十七年(1837)，詹辉甲中丁酉科进士。 ．

．≥清宣宗遭光二十二年(1842)；境内盗风四起，破案二、三十件，结案牵累亲属，株连甚

众。

!：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1849)；大水。西塞山东南之金农湾刻“道光二十九年洪水至

此”十字于石，今尚存。

．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正月，下豆雨，其色褐，坚不可食。

是年二月，地震。

·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在大冶四乡照户造册，设立军、师、旅等乡官，实行天

朝田亩制度，并发“田凭”。
’

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六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数万人，经下陆、铁山进入大

冶县城。 、

清文宗咸丰八年(1858)九月，下豆雨，其色绿，‘‘拾者盈把”。是年，豁免田粮杂税。

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复进军黄州，兴、武、冶之民群起响应。三月初三

日，复攻入大冶县城，劫狱纵囚。旋由曹永i止率部退守东方山。知县倪应颐领兵进攻东方

山，中弹而亡。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五日午时，天空一物自东南飞来，目如炬，身带赤霞，约

二丈许，飞舞西去。

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九月二十六日亥时，天空闪开一线，长数丈，由南至东北，遍地

霞光灿烂，无数火点炸炸有声，逾时而没。

翌年三月，东方山董应郁与兴国曹衍辉、冶城李士曦等密谋反清，事泄被害。

是年，全县4个乡(下陆属四会乡)，68个堡(下陆为东方堡、申明堡、五庙堡)，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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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甲。
．

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大冶县至省城驿道线上，设置驿店(铺)8个，其中有东方铺；

乡镇驿道线上设驿店(铺)或集市，其中有枫树铺、陆家铺、范家铺。

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冬，大冶县知县林佐陪同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盛宣怀、英国矿师

郭士敦等勘察铁山一带矿山，并于沿江勘定安炉地基。

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冬，湖广总督张之洞命知府勒含里等到大冶查勘铁矿。翌年

二月底，查勘结束，呈称“大冶铁矿，百年开采亦不能尽”。

是年，大水，街市行舟。十月下旬，水始退。

清德宗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林佐、李增荣等驻铁山铺，圈购铁山、铜鼓地及下陆一

带土地计200平方公里，剥采铁山、象鼻山、尖山等铁矿。10月，委候补知县张飞鹏兼办矿

山运道事宜。

清德宗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林佐等兴办铁山铺至石堡(石灰窑)运矿铁道。翌年八

月竣工通车，全程60华里，桥梁、涵洞50余座，沿途支线6条，设铁山、盛洪卿、下陆、石堡

四站。同时，下陆火车站正式开始营运。 ，。

， 是年，下陆机修厂建成投产． i
、

中华民国(1912—1949)． ，?

，
。 、

：4 0．

民国元年(1912)11月，大冶铁矿火车司机罢工，下陆车站一时停止营￡。 一：

是年，大冶县设县议会，每堡选议员1人，申明堡、五庙堡各选议员1人。同时，四会乡

成立乡议会，由各堡议员组成。

民国二年(1913)，乡人詹静哉当选湖北省参议会议员，任职14年。 ’．

民国四年(1915)5月，汉冶萍公司袁家湖购地局开始征购土地，田家墩、黄思湾、袁家
。～

湖等20余村庄农民极为反抗。至民国八年，购地始告结束，东起西塞山，西越石灰窑，南上

黄荆山顶，北至长江中心，共计面积4，168亩，用银64．2万两。

民国七年(1918)元月，开始建筑象鼻山至沈家营运矿铁道。至民国九年(1920)九月通

车。全长22．25公里，横贯下陆，共有桥梁17座，涵洞16个。 ．

是年，下陆机修厂工人举行首次罢工，矿局被迫同意按普通工、技工、临时工等级，分

别按月增an-、三、四百(文)钱工资。

一 民国八年(1919)，下陆、铁山、石灰窑、袁家湖工矿区，共计产业工人逾万名。

民国十年(1921)九月，林育英受中国劳动组合部长江支部派遣，到大冶工矿区工作。

翌年--,B，林加入中共组织，以翻砂工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

民国十一年(1922)三月，下陆机修厂工人赫惠林、邱庭芳、唐芳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建立中共下陆机修厂小组，是黄石地区最早的中共组织之一。

十月，下陆机修厂工人俱乐部(简称下陆工人俱乐部，亦称铁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俱

乐部设在下陆湾(遗址尚存)。

十月十日，下陆工人俱乐部与汉阳铁厂工会等28个单位发起成立湖北总工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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