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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县地名志》是一本具体介绍新洲县行政区划、自然

村镇、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和专业部门等地名资

料的工具书。主要内容有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和汉语拼

音，有重要地名的名称含义、历史沿革和其他基本情况，有全

县行政区划图、公社地名图和重要地名的摄影图片。查阅地名

志，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全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对分析

和探索本地区地名的成因及其规律，澄清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

现象，提高行政管理科学水平，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都有显著的作用。 一

‘

· ．

1980年下半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我县开展了全面的

地名普查工作。普查人员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广泛发

动群众，遵照《湖北省地名普查有关规定》，以1：5万地形图

为基础资料，对全县4，770条地名进行了逐个调查考证，并按

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对部分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基本上做到了一地一

名、正字正音、来源清楚，含义健康、位置正确、书写规范。

1981年2月，我们在完成全县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编辑成

这本《新洲县地名志》。‘ ：

． 为了便于读者正确使用本书资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l ·· 一

“’

1、本书共收录各类地名4，305条，占全县地名总数的98％。

其中行政区划538条，自然村(镇)3，360条，均按地名普查成

果全部照录，其它如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和专业部门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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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其中主要的。 ．

2、凡收录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行各业使用地

名时，应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要按管

理权限呈报批准。

3、本书地名排列以公社为单位，先排公社(驻地)、大

队(驻地)、再排所属的自然村(镇)。顺序以地名图为依

据，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其它地名，不分地域，均按类别集

中排列。为了显示地名的隶属关系，排印时采用了不同字体。

自然镇及其街道、巷、居民区等类别，在备注中用括号说明。

4、为了使读者了解自然村的名称含义，除以姓氏、职业

和地理景观命名者外，对于其它不容易理解的名称，一般都作

了简要说明。 ：

5、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

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6、本书所列各项数字，除个另l】说明了年限者外，一律采

用1979年年底统计数。 t一

7、本书地图中的行政区戈11界线均未进行实测，不作为戈ll

界依据。 ，

8、本书所用高程，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9、为了节省篇幅，书中所用资料一般未注明出处。
。

lO、书中地名有两个方言用字，即；。衙静，《现代汉语诃

典》中读×iang，与巷同音同义，但当地读『6ng，与弄同

音； “亟”读b吾n，与笨同音，含义为烂泥细土。由于已为群众

所习惯，故予以保留。 ：

新洲县地名警查领导小组办公塞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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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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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县概况

新洲县位于湖北省东部，黄冈地区西部，长江中游北岸。

南与武汉市、鄂城县隔江相望，北与红安、麻城两县为邻，西

接黄陂县，东连黄冈县。南北长5l公里，东西宽57公里。跨北

纬30。337至31。o，27，东经114。287至115。047。县人民政府驻

地新洲，位于县境中部，举水(河)东岸，西南距湖北省省会

武汉市95公里，东南距黄冈地区行署驻地黄州镇62公里。

．。县以下辖城关镇，阳逻镇和刘集、张店、联合、辛冲、顾

岗、旧街，新集、徐古、潘塘、和平，三店、凤凰、方杨、李

集、汪集、孔埠、仓埠、金台、阳逻、双柳20个人民公社和涨

渡湖、龙王咀农场，71个管理区，512个生产大队，4，380个生

产队，3，268个自然村，60个自然镇，此外还有围垦区、原种

场。总面积1，47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16，041亩，其中水田

458，991亩，旱地357，050亩。林地面积167，000亩。水产养殖

面积83．000亩。总人口752，878人，其中农业人口706，228人，

城镇人N46，650人，从业人口309，866人。除少数回族、苗族

和满族外，绝大多数为汉族。

全县地形以平原(包括岗地)为主，丘陵、滨湖次之。地势倾

向东北高西南低。大别山余脉由红安、麻城、黄冈三县延伸境内，

渐次低平，三河四岗相间排列，构成西、北、东三面和缓起伏的地

貌。倒水以西为仓阳岗，倒水与举水之间为长岭岗，举水与沙

河之间为叶顾岗，沙河以东为柳河岗。东北部为丘陵地区，海拔

400米左右，占总面积5．3％’北和西北部为岗地地区，海拔跛
‘ l，9



米至80米，占总面积48．7％J中部为冲积平原，南和西南部为

摈湖地区，海拔20米至30米，占总面积46％。最高点为东北部

的将军山，海拔675米，最低点为西部的武湖二垦区，海拔

15．6米。丘陵、岗地的土壤多为黄泥土、自鳝土，平原多为油

沙土、沙泥土。 ·

新洲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一月(最冷

月)平均气温3℃，绝对最低气温一7．5℃，七月(最热月)

平均气温29℃，绝对最高气温40．8℃。≥5℃的积温6061．4

℃，≥lO℃的积温5412．1℃。无霜期250天左右。初霜11月上

旬，终霜次年3月上旬。平均年降雨量1200毫米，雨日109天。

季节之间雨量不均，夏季最多，约500毫米左右；冬季最少，一

般不超过150毫米；春季200毫米，秋季350毫米。年平均湿度为78

％。早春冰冻，初夏低温，夏秋暴雨或干旱是主要灾害性天气。

境内湖河塘堰鳞次栉比，星罗棋布。较大的湖泊为武湖、

涨渡湖、陶家大湖、安仁湖、柴泊湖、朱家湖和七湖。有大中

小型水库51座，塘堰17，066口，干支渠总长538公里。最高蓄

水量近8亿立方米。举水、倒水、沙河三大主要河流，自北向南贯

穿全境，于大埠、龙口注入长江，年平均径流量53亿立方米。

其中最大的举水，枯水期河宽90米，水深1．45米，流速0．33米

／秒，洪水期河宽600米，水深8米，流速3．7米／秒，年平均径

流量29亿立方米。解放前，堤防失修，水利不兴，每逢汛期，

沿河滨湖地区往往一夜成灾。解放后，新洲人民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先后修建了干堤、大型内河堤，围渍堤16条，全长

271公里，新开和扩建主要排水沟港10条，全长67公里，新建

。了沐家泾闸、挖沟闸、龙口大闸和武湖大闸，以及白塔河，篾

扎湖等15座大型泵站，综合排水能量达到4，857立方米／秒。不

仅初步改变了汛期溃涝状况，而且在1980年安全渡过了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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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洪峰。1972t年竣工的倒水改道工程，使涨渡湖减少了

1，800平方公里承雨面积的来水量，扩大耕地面积八万亩。．

新洲县以驻地新洲得名。据考证，春秋桓公八年，楚宣王

灭邾，俘其民徒其君于此，故新洲古名郯城。公元前223年秦

。灭楚，邾城属南郡。前204年，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设都邾

城。两汉时期置郜县，属江夏郡。公元220--280年三国时，先

为魏之重镇，后属吴，甘宁为邾长。239年即赤乌2年，陆逊

主持筑城，并于24 1年率军三万戍守。西晋邾县属弋阳郡，东

晋为豫州治所。420--589年南北朝时期，邾县更名南安县，隋

及唐初属黄州，742年天宝初属永安郡。758年乾元初又改永安j

郡为黄州，南安县更名黄冈县。881年中和初，州、县治所均

设于此。960年宋太祖时，迁州、县治所于江滨，即今黄州。元

末红巾军起义，徐寿辉、陈友谅先后在新洲称帝。明清以后直

到解放初期，今新洲均属黄冈县。1951年6月析置。 ，

解放后境内出土的文物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新洲一带

已垦为农业区，棉花传入中国后，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手工棉纺

业，为地方封建政权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因此大体上

印证了上述历史记载。新洲名称的来由，与州治的变迁密切相

关。据《乾隆黄冈县志》载：“邪县俗名新州，又名旧州，其谓之

新者，后周立黄州于保城，至隋改衡州为黄州治南安，则为新

州；其谓之旧者，自唐迁州治于永安城，则此又为旧州”。唐

末复为黄州治所，旧州仍名新州，以后徒治江滨，新州名称未

变，因地处举水冲积平原，在“州”字左边加三点以示区别，

从此遂名新洲。， ，

新洲人民历来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275年，为了抗击元

军南下，与宋将夏贵配合作战，血染长江。1351年全力支援红

巾军徐寿辉、陈友谅起义，至今留有陈子墩、打鼓墩、凤凰



墩、点将台、朱文厂等遗迹。1856年，积极参加太平天国革

命，帮助石达开部避开清将僧格林沁三万骑兵之伏，胜利回师

天京。特别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新洲人民更是前赴后继，

不遗余力。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柳河、利河、楼寨、民主、

莲花、阳逻、双柳、金台、毛集等地先后成立农民协会，发展

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夏，部分党

员和农会干部分乘三只木船奔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到抗日

战争前夕，全县党组织有三个区委会，十多个支部，党员近百

人。1931年6月，在凤凰公社肖家田设立了黄冈小县工委会。

在党的领导下，工农武装日益扩大，开始形成地方割据的局

面。抗日战争时期，境内东部、北部和涨渡湖一带是新四军敌

后根据地，五师驻黄冈办事处设于联合公社肖家桥。打伏击，

反扫荡、断交通、围困、孤立日伪据点，有理、有利、有节地

反击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反共投降活动。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

主力北撤，境内反动势力曾嚣张一时。为了镇压敌人的反动气

焰，根据地委指示，成立了新洲县委和县政府(1948年4月复

与黄冈县合并，改名黄新县)，不久，广泛的游击活动迫使土

顽疲于奔命，国民党不得不调集大批正规军保卫武汉外围，从

而牵制了敌人兵力，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1947年配合刘邓大

军南下，1949年4月全境解放。 ‘

1 新洲县物产丰富，尤以生产棉花著称。棉花年产量约占全

地区的三分之一，全省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质地优良，颜色洁

白，纤维长29毫米，品级2．11级，衣分率达37．6％，9主要供

上海2n-r高档纺织品。南部湖区，水润草茂，盛产青、草、

鲢、鳙鱼，最高年产量可达700万斤。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

水面缩小，产量有所下降。近年来，退田还湖、开挖精养鱼

池，鱼类生产开始上升，莲子，贝类、螃蟹等水产也相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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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龙王莲万粒大味美，行销国内外。野生“绿头鸭"，肉
‘

细质嫩，颇负盛名。国家重点保护的稀有水生动物“白暨豚"在 ，．

境南长江时有所见。
‘

农业生产，一水田早晚稻连作，旱地棉麦两熟。随着新的生

产关系的建立，不断兴修水利，平整农田，改良品种，改革农

艺和耕作制度，实行科学种田，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从1957年

起，刘集等公社开始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自力更生办机械。

。 现在全县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2，690台，动力机6，919台，电动
，_ 机30，109千瓦，农业机械合计203，030马力，平均每个大队372

， 马力，每个生产队45马力，每百亩耕地25马力。同时还研制和

引进了许多适合本地需要的配套机具，使排灌、耕整、·植保、

脱粒、运输和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近

年来，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调整农业内

部结构，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

农民的积极性。1979年，粮食总产67，729万斤，比1949年增长
‘

3．4倍，棉花总产4，831万斤，bLl949年增长8．9倍。油料638．4

万斤，牲猪饲养量375，551头，鲜鱼362万斤，其它多种经济也

有较好的发展。农副业总收入达到22，251万元，人平319元o
。

社员纯收入9，912．3万元，人平142元。社队企业日益增多，现

已发展到2，500多个。公社、大队、 生产队三级固定资产达’

： 12，000多万元，平均每个生产队27，000元，每个农户800元。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现有化肥、电力、纺

织、机械、胶塑、建材、皮革、印刷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全民

所有制企业52家，集体所有制企业191家。1979年发电量2，225

万度，原煤24，300吨，合成氨10，002吨，化肥35，118吨，水泥

，，’。49，400吨，农用薄膜969吨，轮胎27，800条，棉布2，100万米，．
“ 机砖16，835万块，金属切削机床156台，机械配件451吨，农耄兀，．，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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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188，098件。工业总产值9，626万元，比1949年的176万元增

长53．7倍，占工农业总产值35．1％。 ，，

文教卫生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1979年全县有文化馆、站23

个，图书馆1个，广播站55个，电影院、队21个，专业剧团2

个，较好地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有高级中学33所、197个

班，初级中学115所、920个班，小学534所，3，587个班。合计

在校学生173，718人，比1949年增加了11．7倍；教职员327，061

人，比1949年增加了12．9倍。有医院、防疫站、血吸虫病防治站、

妇幼保健站、药检室和卫生学校各一所，卫生院22所，卫生所65

所，共有病床1，521张，比1949年增加了27．7倍。医务人员1，801

人，]：L1949年增加了2．3倍。此外，大队还有卫生室。普遍实行了

合作医疗和公费医疗制度，大大改善了卫生条件，提高了人民

健康水平。现在已经消灭了鼠疫、天花、霍乱；基本消灭血吸

虫病、伤寒、白喉、小儿麻痹症；控制消灭疟疾、麻疹、出血

热和勾端病。

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较快。国家公路汉小线、柳界线、阳红

线纵横交错，贯通境内。此外还有县级公路5条，简易公路36

条。合计通车里程5，167公里，其中油碴路面115．3公里，晴雨

通车309．6公里。社社有班车、队队有机耕路。长江是主要水

运航道，阳逻港为麻城、红安、新洲三县水陆联运的交通枢

纽。举水、倒水季节性通航，航程173公里。全县有客货车398

辆，机动船129艘，木帆船257艘，合计载重量7，952吨。1979

年货运量82．16万吨，客运量229．54万人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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