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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十堰市这座因车而建、因车而兴、因车而发展的具有现代化特色的汽车工

业城市，曾是我工作、生活多年令人难忘的地方。自1969年建市并经多年艰苦

创业，全市的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穷乡僻壤，一跃成为世界三大卡车生产基地之一——“百里车城”o十堰市也因

此成为鄂西北政治j经济、文化、科技、交通中心和旅游胜地，恰似镶嵌在鄂豫川

陕四省毗邻地区的一颗璀灿明珠。

十堰，历史上曾有几度兴衰，境内发现有新石器时期属屈家岭文化的遗址

遗存；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原杰安抚流民，发展生产，曾有“布谷声中水满溪，

南畴北陇把锄犁；劝农不费田官力，腰鼓一声人自齐”的农民耕作景象；明末，李

自成农民起义军曾兵屯境内黄龙滩、柏林镇；1931年，贺龙元帅率红三军团，转

战川鄂途经十堰，血染茅塔河。1946年，李先念、王树声率新四军五师，转战鄂

西北。十堰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前。1967年4月，二汽建设拉开帷幕，从

此。古老的十堰山区焕发了青春，十堰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壮丽的一页。

在全国的大力支持下，数万名来自大江南北的创业建设大军，；12成时代雄壮有

力的经济建设主旋律，万众一心，艰苦创业，战严寒、斗酷暑，流血、流汗、开拓、

奉献。才谱写出今天美丽动人的乐章；如今，十堰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

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稳定，市场繁荣，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明显

提高o“七五”末，全市社会总产值达49．2亿元(1980年不变价)，其中，工农业

总产值达45．57亿元。综合经济实力列全国城市第2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

5218元。居全国城市第六位，提前10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历史给了十堰人民

机遇，汽车工业为十堰的发展安装了车轮，改革开放为十堰振兴提供了动力，党

和国家及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关心给十堰送来了春风。车轮滚滚，十堰在前进；

春风送暖，十堰人民开创美好明天。

十堰的变迁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发展才有

前途。盛世修志，则忠实记录了这个时代十堰的兴革演变，把勤劳智慧的十堰

人民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经验传之后世，让为十堰经济建设做出牺牲、奉

献的英雄模范和杰出人物及其他们的业绩名垂史册，堪称功德无量。修志不

易。《十堰市志》是十堰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其编修工作是一个浩大的群



众性的科学系统工程。它全面记载了十堰市的天文、地理、自然、社会、人文、历

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和重大事件。从收集资料到编纂成书，历经十

余载。它是各单位各部门大团结、大协作的结晶，这其中也蕴含着全体方志人

员的辛勤汗水。此书不仅是十堰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硬件。也是十堰市地方基础

文化建设的硬件，此书具有宝贵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值此《十堰市志》问世，应市志编纂委员会之约，以此权作小序以祝贺。

注：厉有为，全国政协常委。原十堰市市长、中共十堰市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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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十堰市志》已经编纂完成。这是十堰有市的建置以来修成的第一部志书，

是四十万十堰人民社会生活中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作为一名方志工作者，能

在志书正式付梓之前就读到她，也是一件幸事。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存真求实态度，按

照方志体例，采用科学编纂方法，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十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

现状的方方面面情况，是一部具有一定科学性的难得的地情著作。

笔者读完这部志稿之后，从中获得了两点很深的印象：

其一，是十堰的城市特点非常突出。

反映地方特点，是地方志书编纂中所要努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它的成

功与否，甚至直接影响到志书质量的高低。从这部志稿中，人们就能清楚地看

到，十堰是一个新兴的中等工业城市，与其它同类型的城市相比，其本身最为明

显的特点，就是“山城、车城”，“车城”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该市的产业结构上，

汽车工业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汽车制造、轮胎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构成了

十堰经济的三大支柱，对十堰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志书中，除了将中

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从工业中析出，升格单列一卷外，这一特点还渗透到全书的

各卷之中o“山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城市布局上的“集镇群式”的构成上。其

中心区与各集镇之间，集镇与集镇之间，都因山岭地势分割而保持一定的距离，

都留有一定的空间地带。这在全国城市中都是较为罕见的o

其二，是时代特色十分鲜明。

一部志书之中，除了反映地方特点之外，反映时代特色，也是其应当着力追

求的。是否能反映时代特色，是志书成功与否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本届编修

的社会主义第一代新志书，基本都是自古及今的通志。但本着修志“详近略远”

的通则，又理所当然地把记述时限的重点放在近、现代，也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

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之内。进入近代以来至今的这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

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时期。在这一百多年中，就社会形态而言，中国由一个老

大落后的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解体，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新民主

主义阶段，最后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就社会性质而

言，中国由自给自足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到了具有初级水平的现代的工业化

的社会，就全国而言，大体就是如此。但就国内的不同地区而言，则又各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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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迟速和程度之别。作为记述各地区社会历史变化过程的地方志书来说，就

应当抓住当地变化最大的时期作为记述的重点，通过对该地区这种变化的记

述。体现出这样一个时代变化的特点来。

十堰是一个只有30多年历史的中等城市，建市之前只是郧县辖下偏僻山区

的一个农村小镇。30年来，这一地区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o

《十堰市志》虽然也是贯通古今的通志体，但其记述重点却放在了近30年来的变
化历史上，无疑这是恰当的，也是正确的。因为正是近30年来，这里才基本完成

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从志书所记述内容的实际来看，

其所以出现这样快速的变化，一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策，将这

个偏僻山区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给以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二是得

益于国家统一部署下的全国一盘棋的体制，；12集了全国各大工业城市的精兵强

将和先进的机器设备，调集了全国各地5万多工人、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协力

共建；三是得益于劳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城市

的初建阶段，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建设者们云集十堰，头顶蓝天、脚踏荒

山、住芦棚、点马灯、粗茶淡饭，在极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下，架桥铺路、

引水送电、安装设备、调试攻关，为大打我国汽车工业翻身仗，而作了无私的奉

献。所有这些都归结到一条，就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十堰才得到了这样

的机遇与可能的条件。志书所记下十堰发展的历史，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一条不可移易的规律：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一部志书，让人读完之后能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自然得出这条真理性的

结论来，可见编纂者们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是成功的，是达到了预期目的的。

我相信，志书发行之后，定能惠及当代，功垂后世。

注：诸葛计．<中国地方志>主编、编审。

诸葛计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十。堰 赋

巍巍秦巴横，滔滔汉水清，莽莽神农架，欣欣汽车城。

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青龙山恐龙蛋化石，记录宇宙演化之迹痕；

曲远河郧县人头骨，动摇人类起于一源论。女娲登竹山，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神

农踏林海，尝百味草而济众生。黑暗传乃汉族创世史诗，楚长城系春秋战国风

云。孔子沧浪听歌，李显房陵蒙尘；陈世美为官清廉，李自成转战襄郧；王聪儿

舍身取义，张振武武昌鏖兵；施律师仗义执言，杨献珍理必求真。贺龙跃马鄂西

北，威风震华夏；五师突围南化塘，铁血铸忠魂o。

，道教圣地武当，天下第一仙山，古建筑群遴列世界文化遗存；丹汪枢纽工

程，亚洲最大库湖，南水北调将引江汉润京津。十八里长峡如诗如画，数十处洞

景亦幻亦真。沧桑变迁惊玄武，五百年郧阳府凤凰涅椠；筚路褴褛建二汽，三十

栽十堰市旭日东升。铁龙穿山，高路入云。马家河，张湾河，环绕东西飘玉带；

牛头山，四方山，耸峙南北展翠屏。厂房栉比，生产线川流不息；烟柳画桥，青山

坡广厦若林。改造百二河道，龙须沟嬗变风景线；兴修街心广场，六堰山笑迎四

海宾o
’

东风万里，神龙富康竟奔驰；山蕴百宝，故宫楠木和氏璧。更有国土、山林、药

材、草场、水能、矿产、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显优势；且喜丹江、郧县、房县、郧西、竹

山、竹溪、张湾、茅箭奋勇争先攀阶梯。重教育，兴科技，二万三千六百平方公里生

机蓬勃建设富裕、民兰、文明新山区；起宏图，寄壮志，三百四十五万英雄儿女意气

风发创建汽车、旅游、生态大城市。同舟共济举大业，阔步迈向新世纪。

广场竣工，壁雕屹立，爰书小赋，谨以为序。

注：十堰市市长马荣华为市政府文化广场作赋。

蝌
删明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

述本地自然与社会、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实用性相

统一o

二、本志所载资料主要为建市时间，对有些事物事件为追溯本末，上溯到事

物事件发端，下限时间为1990年(图片延续至1999年)o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体，结构采用纲目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

体；全志按“纪纲志类、横分竖写”编排，记、志、传、表、地图、图片并用。

四、本志所用文献、地名、机构、官职、专门用语等名称，均按当时称谓，首次

出现时用全称，后文出现用简称，必要时加注；十堰建市前称“十堰境地(域)”或

“十堰地区”；全书运用语体文、记叙体表述，行文要求严谨、准确。

五、本志人物卷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人物传、录、表收录与十堰有密切关

系、对十堰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

六、本志资料以档案、旧志、报刊资料为主，辅以口碑资料，重要之处注明出

处；所用数据以市统计局数据为主，辅以战线(部门)数据；有些珍贵资料，用附

录形式著录o

七、本志计量应用，属于历史性的，以当时计量为准，现代计量依据国家规

定的计量标准。

八、本志为突出十堰特色，重书汽车制造工业，将“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单

独立卷。

九、本志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加注公元年号，中华民国用阿拉伯字，加注

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年号。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

1日前后；解放前后指1948年12月7日十堰全境解放前后；建市前后指1969

年11月24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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