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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盛世，国富民殷。洪湖人民抚今追昔，激起强烈溯寻洪湖足迹

的热情。为缅怀先祖，慰藉民意，鉴史察今，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调选

专才，广征博采，经十年耕耘，七易志稿，众手成册百万余言。这是我县

史事上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我们为洪湖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出版问世，而欢欣、而庆贺!

洪湖，历史悠久，古老文明，饱经沧桑。史考建置迄今已有3100余

年，虽历代称谓和隶属屡有更迭，但洪湖人民的祖先采日月之光辉，聚

山水之精灵，把这块土地装点得风光绮丽，物产丰富，人文风采，素为世

．人所公认。洪湖襟江带湖，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人民革命起伏连绵，

英雄辈出。南宋时期，洪湖是钟相、杨幺“大楚”国车船队的大本营；黄蓬

山是元末“大汉"农民政权的领袖陈友谅的发祥地；近代，渔民领袖陈苦

鸹子、张太元受太平天国运动之鼓舞，在湖上竖起造反义旗；辛亥革命

前夕，叶世彪、叶世济率老湾红灯会起事f；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熊传藻

领导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逸群、贺龙、段德昌在

洪湖创建全国第一个水上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128师

．以洪湖为依托，坚持抗战五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五师挺进

沔南，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这些血与火的考验，灵与肉

的搏斗，锤炼出了名垂青史的“洪湖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洪

湖喜获新生，洪湖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洪流中去j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改天换地，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

凯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如春风化雨，洪湖人民如鱼得水，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排除“左"的干扰，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洪湖大地春色满园：农业年年丰收，地方
工业迅速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额逐年上升，教科文卫事业有了长足进

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现在，洪湖已成为全国商品鱼基地、速生林

基地、商品粮基地、商品棉基地和外贸出I：1基地。老一辈革命家梦寐以

求的“人间天堂"，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一

洪湖风光醉人，“洪湖精神"更令人神往。多少年来，众多中外著名

人士慕名来此，览物抒怀，咏叹泼墨，著书立说，使洪湖这块用鲜血和汗



水凝成的沃土名扬五洲。在此，我们对在洪湖历次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

的先烈表示深切怀念，向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以崇高敬意!

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洪湖作出卓著贡献的仁人志士表示衷心感

谢!

《洪湖县志》是一部资治、存史、教化的大型工具书。她资料翔实，知

。识密集，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整体性强；各类史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按不隐过、不溢功，秉笔直书的原则，做到准确、系统，使之具有

权威性；是供各级领导科学决策的参考资料；是各界人士认识洪湖、建
设洪湖和管理洪湖的重要依据；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乡土知识教育的生动教材。

《洪湖县志》的编纂，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尽管全体编纂人员付

出了巨大心血，但缺点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修志为资治，用志晓得失。愿洪湖人民科学地总结过去，冷静地思

考未来，在中共洪湖市委、洪湖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继续弘扬“洪湖精

神”，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洪湖而努力奋斗!

张守传 张业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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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取事，上限一般起自1840年；下限截止于1987年年底。有．

些类目在分陈时适当上溯，《建置》则追溯至西周(公元前11世纪)。
． 二、本志采用叙、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著述为主，以语体文、

． 记叙体，纪纲志类，综述历史，分陈当代。大部分图表随文附载，少部分 ’，

统领全局的图片集置于书首。

三、本志系纲目体，以类目为单元，由子目、条目、细目组成。类目之

．

． 首，多数设有无标题的“综述"；类目之下，各个子目、条目均加分层序

号；细目则用黑体字加[]号标示。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简称“新中国建立前")，采用，中国历
’

j 史纪年法，在括号内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

国建立后")，使用公元纪年。“湖北省”、“荆州地区”简称为“省"、“地’

’区"；建立洪湖县前的现辖行政区域，称作“洪湖地区”或“地域"；行文中

的地名，首次出现用全称，其后省略通称，已不沿用的旧地名，在括号内

‘注明现用名。 ·．

．’ 五、本志《建置》，对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政权，作如‘

实的反映。 ．

j
． ． ●

．一

一

7六、本志称谓均按习惯通称，不加政治定语。如历代政权称明、清、
一 民国等；军队称国民党军、红军、游击队、新四军、解放军等；人物直书姓

名，官职均用当时委任的实职。 ，

’

七、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以’“四为主(即本县为主、正

面为主、近现代为主、人民群众为主)”入志，按生年为序排列。同时，附

录极少数劣迹昭著的反面人物，让后人知其罪恶。在世人物按“以事系

。人"的原则处理。 ·

．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度量衡、货币，一律沿用当时的
一 习惯名称，不作换算或折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国家法定计．

量单位，用阿拉伯数字表达。 ．

‘

九、本志所据资料，部分取自国家和有关省、地区、县档案馆，部分

由县直各部门提供；为节省篇幅均未注明出处。凡属重要的引文，均在 ．

文内加括号注明出．处，以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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