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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我们雨乡一镇联合起来，团结一致．

以原侏儒公社为基础，组织专班子，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侏

儒山方志》的编修任务。在志书中，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人物等六篇，共二十五章九十七节，二十余万字．它纵贯百年，

横及百科，是一部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

《侏儒山方志》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如实地记录了侏儒山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建国前

后工农业生产的兴衰起伏。揭示了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

各方面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追述了战争年代侏儒山地区人民与敌

人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开拓前进，

建设侏儒山地区，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侏儒山方志》出版问世，是侏儒山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是两乡一镇各部门、各行各业的信息总库。它对

于发挥本地经济优势，恢复传统生产，开发新的资源，维护生态平

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保存史料，都将起到重要的

作用。我们应该珍惜它，借鉴它，让它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服务。

高方斌

舒文庆

萧昌柱
’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观点，新方法，

新材料，编写具有时代性．政治思想性和科学性的新方志，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上限1 9 l 1年，下限l 9 8 5年，有些章节上溯若干

年。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

物等部分组成，以经济篇为主体内容，并辅之以图表．

四、本志以事分类，以类系时，横排纵述。一般在条目中依照历

史发展的顺序记事，包括发生，发展，现状三项内容，以现状为主。

五，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主要选择对本地历史发展有贡献、有影响的人物。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年系事。历次政治运动均记入大事记

中。． 。， ．

．七。本志所述之侏儒山地区，系指侏儒镇，横龙乡和五公乡。

八，本志采用现代语文体记述，语言力求严谨、朴实、简洁、通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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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侏儒山地区处于汉阳县西南部。东与永安镇接壤，北与石山堡相邻，西与成功乡毗连，

南与洪北乡交界。地跨东经1 l 3。4 4 7至1 1 3。5 4 7，北纬3 O
o

2 2 7至3 0。

2 9 7。总面积l O 1平方公里。共有耕地5 3 1 0 9亩(其中水田2 9 6 l 4亩，旱地2

3 4 9 5亩)。l g 8 3年底，撤销原侏儒人民公社，划分为侏儒镇，五公乡、横龙乡。两

乡一镇辖3 4个村民委员会，2个居民委员会，2 1 6个村民小组，1 5个居民小组，共9

6 2 6户，其中农业户8 0 6 7户，非农业户1 5 5 9户，总人口4 7 6 3 5人，农业劳动

力l 9 4 5 4人。境内中部及西北部山峦起伏，以中部的土茧山为最高点，海拔1 5 8米，

东北部和西南部为沉积平原，以西南部的军山外垸为最低点，海拔l 9．8米。气候冬冷夏

热，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l 6．4。C，一月份平均气温为4。C，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

5。C，全年无霜期为2 5 8天。年平均降雨量为l l 7 9．4毫米左右。境内沟渠纵横，湖泊

塘库星罗棋布。侏儒镇依山设市，东距县城蔡甸2 4．5公里，距武汉市市区4 5公里，为

侏儒地区乡镇之中心。

侏儒山地区远在舂秋战国时期，沿着山麓已有零星村舍。迨至明代宣德前后，由江西、

江苏等地迁来者居多。从明至清，一直由汉阳府汉阳县设湘阴各里以辖之。辛亥革命后，国

民政府设第十区自治会、保卫团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设第十区保卫团，联

保处、区公所等。中国共产党亦在侏儒山、百仗塞、马泗塞、和丰堡、崇仁寺等地建立苏维

埃政府，农民协会等，为最早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设有乡

政权，为新四军五师所部及囊南游击队抗击日伪军的重要活动区域，国民党汉阳县政府也设

有联保处和保甲。抗战胜利后，设侏儒乡公所直至解放。

侏儒山地理条件独特，西通潜、沔等县，畅达沙市，宜昌；西北群山错列，蜿蜒伸展，

南临湖泽泛区，夏秋则烟波浩渺，成为武汉天然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三国时期，

蜀、吴曾屯兵境内，如鲁公山、上军营、下军营是东吴鲁肃屯兵处，捉马山则因关云长寻赤

免马而得名。元朝至正年问，红巾军号集军山，北上抗元。清朝咸丰二年至五年，太平军韦

昌辉部和清军胡棵翼部多次鏖战于百仗塞和软驾坡。北伐战争中，夏斗寅部乘木排经泛区来

侏儒，旋即挥戈东指。土地革命时，赤卫队在百仗塞三次竖旗，红军在侏儒山四次歼敌。武

汉沦陷后，陈绳武在千湖泾抗击日军；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三打侏儒山，全歼伪军汪步青。

解放战争中在侏儒山曾重创国民党保安团守军。历代兵家莫不争夺侏儒以窥武汉。

侏儒境内物产丰富，盛产稻麦。泛区则有“三来"(天上飞来野鸭大雁，地内长出来刚

柴，芦苇，水里游来鱼虾龟鳖)，山边炼灰采石，河畔烧窑、织席，素称“鱼米之乡"。近

百年来，侏儒人民遭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土地、一湖泊大量集中在地主，湖主、山

主手里。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缴纳繁重的租税，或者给地主帮长工，

短．r。更有甚者，在土地革命时期，汉阳县保安大队和区清乡团把侏儒山地区看成是“赤化

红色区”，清乡团的谢襄南等先后在横龙乡杀害革命者和群众8 8人，烧毁民房1 7 6栋

计4 9 7间，抢劫财物无数，实行白色恐怖，人民流离失所。侏儒山沦陷后，日伪军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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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赶走驻防地区农民，拆毁民房做碉堡。目军把农民郑贻光、学生匡垂裕等当作活靶，

任意枪杀。伪军蹂躏乡里，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

抽丁拉佚，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以堤防失修，十年九

水，室如悬磐，野有饿碌，瘟神肆虐，万户萧疏。

侏儒山集镇，始形成于软驾坡，至明朝末年，逐渐南徒于侏儒山边，形成一条窄狭的长

街，贸易发展缓慢。至民国二十六年，全镇只有五十多户经营杂货，粗货、药铺、布店，烟

馆、榨坊、手工业等，只能自购自销日常生活必需品。市面萧条，金融不振。沦陷期间，日

军实行经济封锁。侏儒山地处川、汉、沔的边界，是西至宜、沙、荆的要冲，一时成为商品集

散地。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肩挑航运，络绎不绝，曾有“小汉口一之称。不久，日商三菱

洋行的魔掌也伸到了侏儒山，日伪和豪绅，相互勾结，经营粮食行和百货行，囤积居奇，投

机倒把，操纵物价，垄断市场。用贱价收购黄豆、小麦及其它农产品，高价出售烟土、香烟、

煤油、食盐。使侏儒山刚出现的一点生机，又遭到扼杀。

侏儒山地区历来人才辈出。从明，清开始，读书应试者亦复不少。他们或以政绩，或以

诗文，或以丹青，或以书法，鸣于乡里，蜚声京汉。尔后负笈大专院校、保定、黄浦军校者，

亦相继有人。而留欧、留日者，亦不乏人。不过建国前求学深造者以富裕子弟居多，而文化

之普及与发达，使工农子弟获得入学深造，则以建国后为盛。

侏儒山地区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太平军攻克武汉时，就有人投奔韦昌辉部。武昌首义。

也有仁入志士参加民主革命。民国八年，部分学校师生、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声援北京学

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民国十五年，组织战勤队，迎接北伐军东进。民国十六年以

后，侏儒山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区农民自卫队、区苏维埃政权，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侏儒总工会、侏儒农民协会、侏儒妇女协会、童子团，没收队等

组织也相继产生。工农运动，势如排山倒海，革命风暴，席卷川、汉、沔、潜。李先念、陶

铸，张执一、李人林等同志，曾在这里指挥战斗。不少革命先烈如徐质夫、朱长江、何忠道、

辜道亭等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 ※ ※

l 9 4 9年5月全县解放，侏儒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轰轰

烈烈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当家作主人·l 9 5 1年春，以横龙乡自

土村为全县重点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l 9 5 3年，

各乡村相继组织互助组。l 9 5 5年一l 9 5 7年，由办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逐步对小农

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打碎了千年来阻碍生产发展的枷锁，

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l 9 5 8年，在“大跃进彦和“人民公社化黟运动

的影响下，加以三年困难时期，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挫折。l 9 6 2年以后，国民经济经过调

整，农业核算体制也相应得到调整，农业生产又获得恢复和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农业生产处于徘徊状况。但是

广大干群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抵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灌溉设

施和农村电网的建设仍然取得新的进展。农药化肥和良种推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进行体制改革，为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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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两乡一镇均有不同程度的雯化。

1 9 8 5年实行了农业内部结构鸭魄整。如横龙乡冲植业产值的比重由1 9 8 4：；．：占农

业总产值8 O．4 7％下降到占7 3．1 9％j林、}l：产值由0．6％上升到1．6 3％，畜

牧业产戗由1 6．6 9％J：St。到2 0．4 5％；渔业产值由2．2 3％上升到4．7 2％。

从增长的速度胥，渔、孜、林业的增长高j：种植业，反映出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正

向综合农业经济发腱。

五公乡1 9 8 5年在调减1 7 O O亩粮食作物面，j{后，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华产，增加

总产，总产量仍然超过了调整前的产量，促进了誊牧业的发展。1 9 8 5年窬牧业的产值占

农业比嚏由1 9 8 3年的l 8％上升到3 0．4 2％。由于粮食转化增值，畜牧业的比雨上

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致富的门路，也为乡村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

源，而乡村企业的发展，又在资金上支持了：戈业发欣，使农业生产处于良性循环。

你儒镇jf北企北的发展也很快。1 9 8 5年全镇共有工业企业2 7 4个，职工2 8 6 7

人。通过改芬管理，改造挖潜和产r％更新，经济效益颇为显著。纺织行业推出的新产品帆：^i

和塑料器皿，质量和工艺己达到同家规定的标准，进入先进行列，畅销全国各省市。具有地

方特色的建筑材料灰、沙、石为武汉、黄陂、汉川、荆州，宜吕、沙市等地区建筑部门所争

Ii|句。1 9 8 5年工业翟．产位达2 2 3 I万元。

集市贸易日趋姣浆。零旨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网点，逐渐增加。到1 9 8 5年末，

全区网点达2 6 1个，从业人员7 5 0人。商品销f．掘|-1量也不断扩大，1 9 8 5年社会商品零

售额为2 O 6 7万元，集市贸易』戊交额2 7 l万元。

公路四通八达，乡筑建设!==i新月异。汉沙公路，横贯金境，你儒长河，连接江汉，1 4

条乡镇公路，贯通各村组。侏需j：镇1 9 8 4、1 9 8 5两年，兴‘量移街，矬筑面积约5 2 1 0

平方米；并重新修整旧街道。肼民房屋建筑面积逐渐扩大，1 g 8 5年fi：宅面积达l 6 9 o o一、卜

方米，人平l 5．4平方米，住宅条件得到改善。全镇居民和镇一t：两个对，用上了{j来水。

1 9 8 5年生活用水量已达3 2万『h!：。农村和城铰居民照明用也，全年1 l 5 6 6 5 3 3度，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蓬勃兴起。侏儒文化宫为湖北省第--ft．．最

大的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建筑结构新颖，荣获全符建筑设计一等美。中共湖：{匕省颐旧委参：会

副主仔李尔覆亲自题写“侏儒文化意”。 “书画"“诗社"“战搴会，，“|{：I艺”等文艺经常

在这里活动。还有7 8 5个座位的电影院。有中，小学校3 3所，存校学生9 8 1 0名，学

龄儿童入学率侏儒镇达9 9．5 5％。

医疗单位6所，村l兵务窒3 5个，病床3 1 3张，医务人员l 3 O人，乡l寸涉；‘}6 G人。

侏镭卫生院在医学博上裘法祖的指导和传授下，治疗“出血热"，切除“晚!!；『】m吸虫"病脾，

用田底横断术洽疗“门脉高压症，，等，均有覆著疗效。

在建设精神文明巾， “双文明村"、 “双文明户’’不断涌现。酉赛N的殡j荨玖j℃，尊婆

爱媳新风的树立，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仪季#风俗，而且出现了家庭和睦的社会风气。1 9 8 5

年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伤!骺镇的铸电织斫j综合厂，五公乡的薛山村，综^11，二ti．营公弼；横龙乡

的土金村，港嘴村，橡胶厂成为全县双文明嗨位或先进单位。

※ ※ ※

俅儒山地区具育丰富的农、12 I’{然资源，地理盛胃适。|1'温光条rF适宜，二h地宜种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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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多宜性，，。水稻、水产、地材fJ芒势明显，潜力很大。有利于把全地区建戎

水稻稳产高产基地，水产品和多种经营生产基地，石灰、水泥、沙石等建材生产基地。充分

利用本地优势，以个三基地建设为主导，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加工工业和服务行业，逐步形成

地方传统的拳头产品，建成农业、工业，商业综合发展，生产、经营比较完整的结构和体系，

侏儒山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侏儒镇是侏儒山地区的中心，交通方便，有利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外引内联，搞活本地

经济，并按照发展规划逐步将侏儒镇建设成东文化区、西工业区、北商业区的新型城镇，成

为繁荣全地区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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