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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客观表述

具有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的语言文字符号。编辑出版地名志，是为国防、经济建设和

科学研究等部门提供完整，准确，规范的地名资料，供各级党政机关、工矿企事业单位的领

导和干部，各级新闻，出版部门，学校的地理、历史、语言，民族，语文等专业师生和科研

人员及地名工作者参考使用，也是财政、贸易、公安、民政、邮电，交通等各部门必不可少

的工具书。它对今后提高行政管理科学水平和发展旅游事业等方面都有显著作用。因此，它

与四个现代化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是进行社会主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一项

基础工作。

《通城县地名志>是本介绍通城由古迄今的地名专志，集人文，地理、物产资源于一

体，能够使我们纵观通城历史，明察当今现状，还将作为历史遗产延启后人。这本书有我县

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以及县、社，大队，重要自然村(镇)、重要自然地理实体÷主要人

工建筑物和文物古迹的名称含义，历史沿革与基本情况，有县i镇，各公社地名图和30多幅

重点地名照片。对全县1171．53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890条重点地名进行了逐个核调，为分析

和探索我县地名形成的规定提供了可靠资料，也为了解研究我县的地理、历史和经济结构提

供了方便，更为我县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从而基本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

现象。
1。。+

7‘ 一 ”
．，’

《通城县地名志>是在完成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充实提高编辑而成的，是我县地名普

查成果的综合结晶。我县于1980年10月上旬至1981年3月底，+全县广大地名普查人员，在县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7在省、地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以1 l 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展

开了全面地名普查。1IJLl981年4月至12月底对地名资料进行了整理，在这个基础上，#,．198Z

年元月至6月底基本完成了‘通城县地名志’的编写工作。编写时我们本着忠于事实的原

则，略古详今，俩重地名，按五定(定名，定音、定叉，定位，定性)要素，准确、详细．

全面地记载地名的起源，词叉，演变，读音和地理特征，人物事件，经济结构等内容，成为

综合反映通城地方特色的地名工具书。
、’ “

-，+

<通城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向标准化，规范化的目的前进了一大步，是

我县今后日常的地名工作作出标准化，规范化的样本。根裾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

暂行规定々和省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把县内历史形成的地名确定下来了，对不符合标准化．

规范化要求的地名已经报请威宁地区行政公署和县人民政府通知更名、命名(见后附表)，

为国家和一切工作使用标准地名时，提供法定性依据。今后各行各业使用地名，．必须以此为

难。如果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要按管理权限上报批准。 ，

<通城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地名专志，由于各美地名涉及的历史事件久

远，又缺乏资料查阅，．加之我们知识水平有限，没有地名工作经验，书中缺点错误一定存在

不少，因此，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槿正l 一‘

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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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例一⋯一

，1、 一i本书采用词典条目释文编写，除能顾名思义者(含以姓氏、兼通名的和职业、人名

命名的)外，逐条说明了地名的由来。演变，含义，．地理位置、标准书写和正确读音，以及

重点地名的经济概貌。重点地名有单行文字材料，地图分公社穿插，，照片编入有关地名附

．+二，．本书共收录地名4890条，占全县地名总数的85％以上。其中自然村(镇>、公社，

大队地名全部照录。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只编排了主要的。，tf 一
，．三，t本书地名编排，按地形图从北至南，由西往东，，以公社为单位，．+先公社驻地及所在

大队，其余大队。自然村按上述顺序进行编排F村庄密集的小村，-在附近大村条目中附注。

其它地各，按同类集中编排。为区分大队和自然村，采用了不同字体排印。 r、
。、

7：四、本书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限，均按地名普查所辖范围标定，未进行实测，不作为

划界依据。v⋯一⋯一一·e ⋯⋯⋯⋯⋯⋯⋯。⋯一⋯⋯⋯·-一
·j．，：．

-．，五、本书使用的数字，除注明者外，一均为1979年底统计数字譬⋯ ⋯⋯ ．··- -

六、本书所使用的海拔高程，一律为黄海高程。

七、本书所使用的距离，除注明是交通上曲线距离外，一般为地图上的水平直线距离。t

村与山的相对距离，是以山的主峰定位。
。

八，本书有省写的公路名称： 。武长。是武昌至长沙公路， 。通临。是通城至JJ缶湘公

路I 。通修”是通城至修水公路。 一

九、本书的汉语拚音，是按《中国地名汉语拚音字母拚写法》的规定书写，作用在于说

明标准读音。 ．

十、本书有四个方言用字，即；并d直ng阕long簦lu&n域duan，因找不到合适

的同音字代替，又为群众所熟悉，所以予以保留。 ．

·十一，本书所收县境历史图和县市历史图，系根据民国十年《湖北通志》和清乾隆二十

九年《通城县志：}地图加回忆绘制，不作为标准历史图。

十二，本书文字材料中抄录的古诗，是涉及到有关地名的历史背景，以供参阅，未加注

释，请读者自己理解。
。 ‘

十三、为了保持图面的清晰与整洁，对村庄密集的小村，地名图上适当舍去了部分，但本

书编写时都尽量录取(包括部分当地较著名的废村)，以供查阅。

1



本县地名的主要通名筒释

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通名是指地名中用以区别地域，地点性质或类别的

部分，专名是指专用所指地点的部分。如。药姑山”，。隽水。，。杨家庄’，。锦山公

社’⋯⋯都是专名。如县、镇，公社，垄，冲、畈⋯⋯都是通名。现将其主要的‘作如下简

释。 ，。 、， 。，
．，

垄：一般在丘陵地区，两面小山，中间梯田，呈长弯形地势，长一华里至数华里不等。村庄

多在垄内的山弯或小山坡内。 ·

冲。指丘陵地比垄要窄小的长形盆地，一般在一华里以下。也有少数长六、七华里不等，

如； 。七里冲。； ，：

畈：有平畈，垄畈两种区别。平畈多分布主要河流两岸空旷地，面积2平方公里以上I垄畈

在小溪边呈长条梯形地，两面都是小山，面积l平方公里不等。

涸：多用于高山地区，两面高山耸立，中间地形弯曲象个山洞，长度数华里或数十华里不

等。

瑕s指丘陵或中高山区较平坦宽大的盆地，有溪港贯穿，面积l平方公里左右，比畈要小。

排：指垄、畈两面斜伸的长排形地势。 。

，

螃；指垄、畈两面傍山脚的高凸地形。

蛉。指居住在低丘或高岭上的村，或靠山傍岭的地方。山义同。

嵛·县内东北境方言读林ling音，与岭义同。人们书写村名时，多数写林字，如l林上、白

石林⋯⋯。当然村附近有树林，可以沿用。

坳。系处在两条垄(或冲)分水坳上下的村。

坡；不论丘陵或中高山区，村庄多是三面环山，一面空旷通达。

埚。与坡内同，属地域性用字。县内东北部在山坡的村都附。埚’，如。大埚’，。长埚”，

。石埚’，。板栗埚。··?⋯，西南部又称坡，如l。王家坡”、。李树坡”、。竹坡。⋯⋯

咀：一般指靠水边或路边，畈边突出的山咀。村在山咀弯内。

背。系处在某溪港或山咀、山埂、垄坳，大村背面的村，．如s 。坳背。，。咀背’、。港背”，

．。石背’、。岭背。，。屋背’等。 。
，

塘。指村前有较大水塘，又是当地较著名的塘，村庄一般背山面水。如。官塘’，。蛇

塘’⋯⋯

湾。指处在溪港湾部或两岸山弯内的村，有利于村民农事，灌溉，’捕鱼，交通等活动，人们

称为。鱼米之乡’的风水宝地。

鳓；指山垄侧面突起的高地，门前或村后有陡岩，高坳。

坑t指中高山区深沟内的村，两面崇山峻岭。
’

坝t在高山腰或山麓的村，因从山沟达其巅，山埂斜坦象水坝，登高鸟瞰，深处又清幽如水

域，故有。坝上’，。坝下’，。坝内’，。坝外’等名。

1



堡1

楼：

． 坊l

铺：

多为高山盆地的片村名，地呈梯式，有小溪贯穿，两面峰峦重叠。如云溪

。中堡”、一。下堡’。 7．‘j：■．：、．： ’‘‘i。，、 j：，0 i’

指处在畈与垄内突起高地上的村，地形象土墩。‘
” “

指丘陵或平畈开阔地的村，如。大坪”、。上坪’。山区指较大平坦处。

是以姓氏为村名所带上的尾称。， “
‘- ，

．c
’

与家义同。又因古时村近有竹园、梅园：茶园、花园等都沿用为村名。。’

一般指姓或祖先兄弟的排行，如“九房门”．但也有古代封建的特殊标志，

古时村内有人在朝廷做官建造的，寓意。衙HA字开’。

古代多是富人住的屋，”造有吊楼(阳楼)、跑马楼或牮楼。牮楼是富人藏

仓，呈四方塔形，高耸于屋顶。’ ，‘ ～

有三种含义，一是古时村内有人在朝做官，功勋卓著，死后官廷奉旨建造

二是古时门前竖有节孝牌坊，三是油榨坊、糟坊(酿谷酒)。 一 +．

一般处在人口集中的交通要道上，有的过去是小集镇，有的是开过酒店、

等。 ：‘一．，：f·+ t“．。。．⋯+．⋯、、⋯j⋯弘’

源：系处在某山麓溪港发源地的村，‘多以地形景观结合命名j+如。白竹源”、‘：。桂竹源”、4

簦：

巷。

阕：

并：

“桃源”、。柏源”等。
。

方言，指村在树竹繁茂的山坡、港边、山弯内。如。竹苍屋”：70。柏苍”v。柳茁”：!：一’

本意是指城镇的小弄子，但也有用于乡村对小山冲的代名词，如-戴家巷●，。一．i“：。。：j

方言，一般指大村走廊(名一条阕)，或城镇小巷子(如塔下闶)对乡村也有将窄小山·

冲称为丽。 ?。：，|j ’．， 一⋯’岁‘，：i’·，。10二_．．，’ 、。一‘：：；

方言，指临水的低凹地形，但有的处在小山丘内也叫井，。如。野鸡并”、。，．’t。◆。：r：；j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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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城，．．j县

通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南端、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县境东南与江西省修水县交界，西与湖

南省岳阳，临湘县毗连，南与湖南平江县相邻，北和东北与崇阳县接壤。全县地形版图呈东

北和西北部突出，东南和西南略呈圆形，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宽40．5公里，跨东经113。

367至114。047，北纬29。037至29。237。县人民政府驻隽水镇，北沿武(汉)长(沙)公路距

省会武汉市200公里，离咸宁行署所在地温泉镇108公里。 ．

’通城县辖北港、东冲、墨烟，沙堆，清水，大青、石南、铁柱、锦山，水兴、高冲，塘

湖、黄袍、磨桥，九岭、杨塘坳、潭下、丁仙、云溪、麦市、盘石，黄龙山共22个公社，1

个镇(隽水镇)，1个农场(关刀良种场)，2个茶场(大坪，大柱茶场)，8个林场(药

姑、黄袍，黄龙林场)，289个生产大队，2，917个生产小队，68，580户，360，308人‘非农

业人口22，150人，农业人口338，158人)，有从业人口129，920人；除回族13人，苗族4人，

壮族5人，满族8人，土家族4人，高山族3人和土族5人外，其余均为汉族。 ．

通城县地处幕阜山北麓，总面积约1，171．5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311，550亩(水田

276，518亩，早地35，032亩)，山林面积1，050，000亩。县境东西南三面有黄龙山，棋盘山、

梧桐山、黄袍山，三脚尖，大金山，清凉山、相师山和药姑山等大山环抱，唯北面较为平

坦，有隽水、菖蒲港、铁柱港和沙堆港四条主要水系，均为山地常流河，水势和地势一样，

由东西南三面倾向于北，总水口在铁柱港和隽水汇合处。全县最高点是黄龙山的只角楼，海

拔1，528米，最低处是清水公社小井大队偏北边境，海拔78米。 。 ? r，。，，

，通城为丘陵起伏的盆地形势，就地理实体而言，可概括为。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格

局。山多田少，溪港纵横，有名的大小山峰有229座，大小溪流153条。全县可分划为山区和

丘陵区两部分，平畈面积不大。山区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44％，主要分布于县境东南部及

西北部边缘地带，一般海拔800至1，500米不等，‘丘陵面积约占总面积的45％，海拔在100至

400米左右，分布于县境中部及群山环抱地带’．平畈面积约占总面积的11％，主要分布于河

港两侧及丘陵山谷之间。 、．

．。 ．。 ．：
’：

． j：’

通城的出露地层主要属幕阜山花岗岩体，次为药姑山沉积变质地层及沉积地层，地质构

造上位于杨子准地槽与华南准地台相接部位。早在17亿年前，通城地区为一浅海，至4亿年

左右，通城西部及南半部上升为陆地，而在铁柱港至凡店向东经沙堆到塘湖、蒗荷洞一线以

北仍为海湾，有炭质页岩、石灰岩等沉积．4亿年后，本区全部上升为陆地j无沉积物。到1

至1．3亿年时，通城(包括整个幕阜山地区)地下岩浆大规模向上浸入，形成大片花岗岩，并

构成通城地形地貌之雏形(花岗岩约占全县总面积75％左右)。约在叠百万年前，本区地形

急剧上升，形成中高山(如幕阜山、药姑山、黄龙山等)。1百万年詹，相当于庐山冰川的

间冰期，通城地区气候湿热，常有洪水暴发，在山前谷地堆积了红色夹白色蠕虫状含砾粘

土。此后，山区继续缓慢上升，大片花岗岩经地质营力风化剥蚀作用，形成低山和丘陵，河

谷两岸受河水冲刷切割浸蚀作用，形成现代冲击层和三级阶地，即为通城现在的地形地貌。?

l



目前，地质作用仍在继续，全区新构造运动表现为缓慢上升，个别地区可见有塌裂、滑坡、

倒石堆等现象，但不存在地震源，属相对稳定地区。 ．．

通城山地土壤以花岗岩发育的红砂土，红白砂土，自砂土为主，风化壳深厚而松散，水

。土流失严重，北部和东北部分布有板、页岩发育的黄砂土，黄泥土，东部有少数棕色和黑色

石灰土，中部零星分布第四纪红土和云片±。水田有白沙泥田，自泥田、红泥田、黄泥田和，

马肝泥田，河流沿岸多潮沙泥田，冲垄分布有冷浸烂泥田。 。，

通城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7℃，1月平均气温4．4℃，7月平均气温

28．7℃，最低(绝对)气温一15．2℃(1969年1月31日、1972年2月9日)，最高(绝对) ．，

气温39．6℃(1961年7月23日、1966年8月11日)，全年无霜期从3月上旬至11月中旬约

250天，≥5度的积温年平均为5，741．4℃，≥10度的积温年平均为5，300．9℃，年平均降雨’

t量1，468．8毫米，春夏两季多雨，秋冬干旱，相对湿度为79％，绝对湿度为15．2毫巴。全县

主要灾害性天气是大风、暴雨和寒潮，影响甚至危害农作物的生长。’ ’r

：j 通城得名，古籍史书无有记载，亦无从考证，故不能牵强附会。据传： 。通城”一词，

．．意即为四通八达之城。就本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来看，通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处

于麋(今岳阳)、罗(今平江)、艾(今修水)三国之间，成为古代文化发展的通道。县境

东可通江西修水、南昌，南可下湖南平江、长沙，西直达湖南临湘，岳阳，北可经崇阳、咸

宁上武汉，南来北往，四面通城，为三省六县的通衢要道。文化交往和贸易的频繁，促使通 ，

城经济的日益昌盛，从唐天宝初升锡山市为镇，，元和五年又更名通城镇，’至宋熙宁五年(公

元1072年)升通城镇为县，由此更可从古代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追溯县名的历史含义。

通城县已有909年的历史，据《湖北通志》载：通城。汉为下隽县，属长沙国(汉志)，

，后汉属长沙郡(续汉志)，三国吴及晋因之(见补三国疆域志晋志)，南北朝宋属巴陵郡

(宋志)，齐为巴陵郡治(齐志)，梁大同五年置上隽郡又省下隽，十二年省乐化并入蒲圻

(寰宇记)，唐天宝初为唐年县地，元和中为通城镇(舆地纪胜：唐年县西有市日锡山，元

和二年升为镇j五年更名通城镇)，宋熙宁五年升为县。元丰八年割隶岳州，元祜七年还属

鄂州，绍兴五年废为镇，十七年复(舆地纪胜t按山谷集，、通城故崇阳之聚，’民病隶崇阳，

求专达于武昌，故熙宁五年割崇阳之三乡为通城县)。元属武昌路(元志)，明属武昌府

(明志)，清因之(请一统志)’。中华民国属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1949年至1951年通城县属湖北省大冶专区，1952年撤销大冶专区属孝感专区，

1958年通城，崇阳两县合并，属武汉市辖，1962年恢复通城县，，仍属孝感专区，1965年后属

咸宁专区j ，I

通城山奇水陡，关隘险要，为古今兵家争夺的战略要地。相传东汉时马援南征曾驻兵九

岭一带，马港因马将军率兵开挖而得名，唐僖宗乾符四年，黄巢起义军曾进驻通城，宋高宗

绍兴四年，岳飞率兵经九岭南下，元末徐寿辉起义军曾在通城境内与官军展开激战，明末李

自成起义军曾几经转战通城，据传李自成被害于通城九宫山下，清咸丰五年，太平天国石达

，井部队转战通城，使官军。兵营尽复，+知县熊绣被击毙’。
‘

，一

。。

。

通城为湘鄂赣边区的红军根据地之一，是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城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革命先烈在这块土地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1925年，通

2



城地区的革命先驱赵世当同志从省第一师范回家乡，先后发展了孔宪元、黄菊庄，黄云岸等

20余人组成革命团体。青年读书团”，同年，成立了由赵世当同志任组长的通城地区第一个

共产党小组·1926年6月，赵世当同志从当时-由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前

结业返乡，配合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全面开展农民运动，并发展了黄菊庄、．李扶汉、李建

文等20余名共产党员，在马港建立了通城县第一个党支部，赵世当同志任书记，直属湖北区

委领导。至1927年，九蛉，北港，磨桥等地均建立了党小组，全县共有党员50余人。1926年

秋后，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各种群众团体如总工会、商民协会，青年协会，妇女协会、

学生联合会等相继诞生，全面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通城的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道城农民自卫军及工农革命军相继举行武装暴动和起义，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农民秋收

起义遥相呼应。1927年9月，罗荣桓同志在麦市，黄袍山一带领导农民暴动后，随即率部奔

赴浏阳文家市，加入了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列，受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团。

自1926年赵世当同志创立第一个党支部起，党的组织和活动遍及全县各地。1927年间，

沈国贞等同志在黄袍建立党小组，刘永康同志任组长，1928年上半年，成立了黄袍山党支

部，方如炎同志任书记，1929年问，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何家j段党支部，葛以成同志任

书记。自1929年至1932年，全县先后扩建了获田、塘湖、润田，黄袍等党支部，有党员300

余人，仅黄袍支部就有党员30余人，全县70％的区、乡皆建立党支部或小组。1930年11fi]29

日，在黄袍获田成立首届中国共产党通城县委员会，李彦鲁同志任县委书记，1931年春节，

通城县苏维埃政府正式诞生，方如炎同志任主席。

党和政府的发展和巩固，有力地领导了全县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为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

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革命的成功。据统计，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
县有烈士633人。、| ．j

f ’ ‘，
．

通城县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悠久的文明历史。从全县境内已出土的古代文化遗址、山

洞、古墓葬、古建筑，石雕、石刻和传世的古代文化遗物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

先就在通城这块土地上开拓和生息，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经有关文化部门实

地勘查，在全县四条主要河港两岸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古代文化遗存地点55个，如

麦市公社的新展屋、井堂屋遗址，盘石公社的六坡林、团堆山遗址，高冲公社的郑家湾遗
址，水兴公社的棋盘山遗址k．石南公社的漂屋蛉遗址，东冲公社的彭家湾遗址，沙堆公社的

庙后山遗址等，都有较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特别是新展屋和井堂屋遗址，面积达20万平方

米以上，而且遗物丰富，石器和陶片俯拾皆是，大部分完好无缺。全县共计采集遗物标本一

千多件，其中有石斧，石磷、石锄，．石凿、石刀、石钻、石镞、石纺轮等石器标本，还有

鼎，鬲，鬻，盘、豆和纺轮等新石器时代典型陶器的完整器物和残片。这些相当于新石器时

代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对于解决江西，湖南、湖北、广东以及整个长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发展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历史和有关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史
料。

。二：

1979年．．，，在清水公社n上坪大队还出土元末起义将领徐寿辉铜印一枚，通高9厘米，重3

厅，：印文六字篆书。统真元帅府印’，侧刻行书，。中书礼部治平四年×月×日一。1982年3



月，在高冲公社发掘东汉时期的古墓葬一处，基中出土大量的陶制模型器和青瓷器，伴有少量

的银、铜、铁器和红玛瑙，还有王莽的。货泉”和东汉的。王珠。钱。在水兴，潭下、清水

和黄袍等公社境内，共出土隋唐以来的各种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700余件，搜集石刻、铜器、

瓷器、陶器、玉器、铜钱等流散文物100余件。古代建筑方面，杨塘坳公社境内的灵官轿(原

名招贤轿)，建造年代久远，据清同治年修《遁城县志》载； 。招贤桥一名灵官桥，来景定

时(公元1260年)黄子贤修”。此桥现仍保存完好，并和南虹桥、天岳关、雁门关等三处古

建筑一起被列为通城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中；豆、下中s甑，右下；石铲、左上，明代铜熏炉、左下t

鼎、右上t银器。以上文物为麦市尧家林和北港等古代遗址出土，其

中豆、甑、石铲和鼎等文物距今约5000年。

通城地下矿藏丰富，以稀有金属为主，共计约有20余种，如钽铌铁矿、录柱石、独居石

等，还有白钨矿、莹石、云母、水晶等，其它还有钒、石煤、石灰岩、铜、钼、磷等。本县

还发现大小伟晶岩脉敷百条，含有大量的钾长石，含矿量平均在2D％左右，其中有20多条岩

脉完全符合制钾钙肥的要求，估计总储量约1千万吨，可供年产十万吨的中型矿开采一百

年。

全县的矿藏分布情况大致以三脚尖——麦市公社——隽水镇——北港公社白冲屋为主

线，此线以南矿藏种类多，储量大，且以稀有金属为主。计有钽铌铁矿矿床一个，钒矿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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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石灰岩矿床一个，独居石砂矿矿床三个。

解放三十年来，通城人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通城绿茶、肥

猪、大麴酒、瓷器等地方土特产早负盛名，行销中外。1979年全县的绿茶种植面积由194"9年

前的6，865亩增加到42，000亩，年产茶叶2，246，400斤，每年为上海进出口公司提供出口细茶

250，900斤。通城的圈养肥猪。两头乌”是湖北省的优良猪种之一，早熟易肥，出肉率高，肉

质细嫩，脂肪丰富，品种遗传性稳定。通城酿酒厂的大麴酒是湖北省的优质酒，有二十多年

的生产历史，其优点是。用料讲究，色泽清亮透明，入口芳香优雅，饮后余香不尽，年产

190吨，畅销河北，河南、东北和北京，武汉，上海等十多个省市，酿酒厂的糯米酒也行销全

国各地，具有色泽金黄，浓郁芳香，鲜甜爽口，甜，酸、香三昧协调，醇度适中，刺激性

小，营养丰富等特点。通城的瓷器制造业发展很快，品种多，工艺精湛。县瓷厂生产的工艺

品大天球、小天球花瓶巳投放国际市场。该厂巳投入大批量生产的13公分正德汤饭碗。1979

年被评为湖北省的优质产品。 ． ·，

．
。，

通城社队企业充分利用山区资源，发展工付业生产，如竹木工艺制品，菜牛等在全省贸‘

易中占有一定位置，有的还远销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全县有蜜蜂1，100余群，年产蚕茧600余

担。本县山地面积广阔，发展林业的条件很好。全县有6个山区公社以造林为主，共有森林

复盖面积826，742亩，其中用材林面积357，683亩，年产木材2，000立方米，全县有楠竹面积

21，500亩，年收购量59，109根(1980年)，油茶面积61，786亩，年产油茶籽14，608担。通城

山高地沃，药物遍生，野生药材资源相当丰富，种类繁多，单药姑山就有草本、木本、藤

本、真菌，动物等一千余种。1975年，黄袍公社在大盘山创办全省第一个大型人造中药材基

地，有药树40余万株，占地面积4，000余亩，生产杜仲、厚朴，黄柏等木本中药材，估计五

年后可为国家提供大量的药物资源和高级的工业，军工用材。全县共有人造草本中药材面积

2，700余亩，木本5，000余亩。 ．

解放初期，通城由于水利灌溉条件差，耕作制度落后，粮食产量低，全县基本上只能自

给。解放三十年来，通城人民充分利用山区水利资源，先后修建了东冲、左港、阁壁、云

溪、百丈潭等5座中小型水库，至1979年，共修建中小型水库67座，有塘堰27，550处，全县．

总蓄水量19，528万立方米。全县共开凿隧洞119处，总长1，2000余米，其中阁壁隧洞全长

1，768米，使全县范围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水利灌溉网。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农业机械化

程度的提高，全县巳实现了大面积的双季稻生产，22个公社有16个公社主产水稻。1979年全

县粮食总产达N3．15亿斤，比1949年前的1．2亿斤增长1．95亿斤，1949年后每年能向国家提供

商品粮约5，000万斤。1979年油料总产39，376担，是1949年前的4倍，1979年牲猪年末存栏

达至tJl37，000头，平均每年向国家交售肥猪54，605头。1979年全县农业总收入6，032万元，比

1949年增长3，881万元，社员人平收入96元，是1949年的两倍．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21，800

台件，总功率51，629马力，平均每亩耕地0．24马力。

通城的地方工业由解放前的十几家手工业作坊发展到县办工业117个，社镇办企业579个．

县办工业厂矿可生产各种机械、建筑材料、电器设备、瓷器、草帽、服装、针织等几十种主

要产品，还有酿酒、印刷、付食加工等行业。197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不包括省辖以上厂

矿)为2，664万元，是1949年的30倍。全县巳建成大小水电站114座，装机142台，总容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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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3千瓦，年发电量达2，235万度，全县建中型变电站4座，总装机容量11，750千伏安。

1979年全县农业生产用电(不包括农村照明和生活用电)800万度，架设1万伏以上的高压

输电线493公里，低压线路2，079公里，。全县已自成电网，社社通电，66％1以上的生产队实现

了加工、照明用电。通城县小水电建设方面的成就，曾受到省0地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表

扬，并于1978年8月将通城的小水电情况整理到北京、’广州交易会等处进行展览，随后又拍

摄了题为《通城明珠》的新闻纪录片，先后在全国各地放映。
⋯+f’

通城属低山丘陵地带，道路崎岖，解放前交通很不便利，全县只有一条26．4公里的武长

公路，一辆8吨位的货车和一辆25个座位的客车。建国以来，全县人民极大地改善了通城的

交通和运输，使全县境内基本形成了公路网。‘至1979年，‘全县通车的公路里程达394公里，其

中有绿化里程34公里，t架设桥梁73座，：全长2，180米。全县拥有货车265辆，1，003吨位，客车

27辆，’485个座位，小汽车55辆，工程车4辆。全县22个公社都通汽车，70％的生产队也有

晴通雨阻的简易公路。1979年全县的客运周转量3，845万人次，货运周转量448万吨。
’。

“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城人民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也有

很大变化。全县现有中学62所，师范1所，小学266所，有教职‘员工3，965人；在校学生

78，235人，教员和学生分别为1949年的31倍和40倍，全县有电影院7座，电影放映队45个，

花鼓戏剧团1个；农村业余剧团1个，新华书店÷‘文化馆j图书馆各1个，。全县有专业文艺

工作者208人；全县有公社级以上的医院25所；卫校1所；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1个，‘大队

均建立了医务室，全县共有医务人员658人．’一。』’1．
“’^1。‘’ ’

．’’‘

通城县人民政府驻地隽水镇，‘是一座已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老城镇，她几经沧桑，发展

成具有社会主义文明的较繁华的城镇；镇内街道整洁，绿树成荫，市场活跃，商品齐全，交

通运输业日益发达，是全县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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