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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菁

．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洪湖县水产志》作为

专业志，主要记述了自1951年建县以茅，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全县水产发展的大好形势，湖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从鱼苗到

鱼种、从捕捞到养殖、从收购到上调．从生产到管理以及湖区其

它水产生产的发展，变化，对建国前的有关历史概况，也作了一

些追溯。本着搿略古详今、古为今用弦的原则，采用横切纵述的

方法，汇集整理。下限至1985年，个别地方涉及1986年．
．、 (<洪湖县水产志》坚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努力做到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反映水乡特色，湖区特点，以期为社会主

义四化建设和综合开发洪湖提供历史资料和现实依据。

编修《洪湖县水产志》，是在洪湖县水产局党委的重视和领

导下，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县农业委员会的指导下，，

分两个阶段进行的。1983年9月组建班子，用8个多月的时间查

阅文件，走访座谈，广泛搜集资料约100万字，从1984年7月进入

试写，到年底完成至1983年止的初稿。停顿一年以后，于1986年

4月"11月，又重组班子，进行续编。这段期间，．又搜集资料lO

万多字，除续编两年外，对g初稿黟作了修改和补充。

7全志分概述、大事记、正文、图、表、附录等，正文13章，

计35节，附录8篇，总共约12万字。
’

在编纂过程中，湖北省图书馆，华中农业大学水产系、华中

师范大学地理系，武汉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武汉市水产供销公司，湖北省

《水产志》编委会办公室、荆州地区水产局人事科、荆州地区档

案馆，洪湖县档案局等单位，及县内各有关单位和许多老同志，



搜集资料工作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华中农

系副教授刘栅(已故)，荆州地区水文站副站长李光

为我们整理资料。在此，我们对这些单位和同志表示

们编纂人员水平所限，有些资料又散失无存，错讹之

免。敬请各位领导、专家及全县水产干部和职工批评

《洪湖县水产志》编辑塞

198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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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1．《洪湖县水产志》分概述、大事记，正文，附录4个郜份，

未设篇，正文以章、节为目次，表，图穿插其中。章，节以下

的分层序号，采用。第1档1．2．3．，第2档①◎③，第3

档(1)(2)(3)，以示区别。

2．志体，以事为经，分门别类，横切纵写，记述事业的本末。

3撒字用法，按国家语委等7部门联合通知《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一

。

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及记数与计量(包

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4位和4位以上的数字，不用“，劳号分节，采用连贯书写方法·

下列情况用汉字t①夏历和清代以前历史纪年及星期几，@

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

如一律搿七五万计划第一书记一年两次等，③邻近的两个数

字(一，二⋯⋯九)并列连用，表示概数(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

用顿号隔开)，例。二三米三五天一千七八百元，④不是出

现在·组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数字中的一位数(一，二、

三．．．⋯九)用汉字，如一个人，三本书，四种产品等．

横排标题涉及数字时，根据版面需要，灵活处理。

4．省名、县名除具体写明“湖北黟，“洪湖一外，采用“我

县一，搿我省黟的称谓。，

5．习惯上所用的“解放弦前后，改用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或成立后”，简称。建国前后弦。。四人帮弦写为。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弦。

6．度量衡。长度一般用米，厘米、毫米，重量用市斤，万斤，面

积用市亩，万亩，鱼苗鱼种计数用尾、万尾。温度采用公制摄氏制。

7．文字以国家语委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的‘简fl二字蓐

表》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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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是一个湖泊多，水面大的湖区县，i00亩以上的湖泊

有102个，位于县境西南面的洪湖，是湖北省最大的一个湖泊。

全县总水面积现有109．43万亩，占全县疆域总面积1／3，与耕地

基本相等，即一分耕地一分水面。其中可养水面25．08万亩，占

22．9％。湖北是搿千湖之省劳，洪湖乃百湖之县．我县水面占全

省i／12，居全省首位，水面资源是得天独厚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下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

洪湖这个地方没有水产机构。洪湖县水产局是1951年建县时成立

的。30多年来，除1973""1978年水产与水利合局外，其他年份均

单独设置水产局或科。1955年～1962年党委部门也设有水产机构。

1955年2月设置中共洪湖县委会水产工作部(1956年改为县委湖

区工作部)，1958年增设洪湖县水产工作委员会，至1962年5月，

国家机关精简机构时撤销。
。

我县地处北亚热带，东，南、北三面为长江与东荆河所环绕，

西面与荆州四湖水系相连。有9个区、6个镇、1个直属乡，及1

个国营农场和2个省管国营农场。跨东经113。07，至114。05'，北

纬29。39 a至30。12’。气温较高，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年均气温

16．5。C，无霜期约26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1320毫米，雨量多

集中在5～8月，水温最高达36。C，最低为2。C，冬季湖面一般

不会封冻。全县地势平坦低洼，大部湖底高程在海拔20,'-'23米之

间，最低点是新滩区沙套湖湖底，海拔16米。境内湖泊水草甚多，

天然鱼饵充足，水温适宜，有利于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的繁殖和

生长，水产资源极其丰富。

建国前，我县丰富的水产资源没有被开发，洪湖渔民的渔业

生产工具和渔场(作业场所)，埠头，绝大部份掌握在湖主，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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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手里。建国后，湖泊收归国有。1953年进行了湖区民主改革。

1956年，实现了渔业高级合作化，全县设立4个渔民乡。50年代

和60年代初，有纯渔民2800多户，半渔半农8100多户，渔业人口4·

万余人。之后，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一部份渔民转向农业，一部

份渔民从事养殖，并入渔场，从事专业捕捞的人数逐年减少。全县

现有渔业村38个，共1049户，渔业人口5369人，劳力2340人。另建

立集体渔场123个，县办国营渔、莲场5个，农场办的渔场3个，

渔场劳力共6708入(其中国营1574人)。现在，除大湖(洪湖)

外，全县已利用的养殖水面达20．08万亩，占可养水面的80．06％。

我县水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渔业养殖的发展上，可分为

三个阶段t

1957年以前，以天然捕捞为主，人工养殖处于试验阶段。这

一时期，江湖相通，天然鱼源多，捕捞产量高。1951N1957年成

鱼产量12680万斤，其中捕捞产量12534万斤，占98．8％，而养殖

产量只有146万斤，仅占1．2％。

1958年"-'1977年，发展了养殖生产，养殖与捕捞成鱼并举。这

段时间，水产发展出现过两次高潮。1958年是一个转折点，湖区

人民冲破历年来只靠天然捕鱼的旧传统，大搞养殖生产，建立起

集体渔场31个，养鱼水面由1957年2．5万亩(含国营2．32万亩)发

展到8，．61万亩。1959年养殖产量达192万斤，比19．57年养殖产量

增加3倍，使我县渔业生产由捕捞向养殖大大跨进了一步。

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黟后，渔场又蓬勃发

展，、全县达141个(含国营4个)，养殖水面(含国营)ii·3万亩o

1977年养殖产量上升到404万斤，占当年成鱼总产的43·7％，与

捕捞产量基本持平。

1978年"-'1985年，由粗放粗养转向精养高产。1977年冬，我

县开始开挖连片精养鱼塘，建设商品鱼基地渔场，至1985年，全

县建立商品鱼基地渔场76个，建成面积39036．8亩(投产成鱼面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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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89亩)，其中1000亩以上基地渔场lt个．由于基地渔场的发

展，加速了我县渔业由粗放低产向精养高产转化的进程。精养基

地成鱼平均单产，由1978年139斤上升到19-85年725．2斤，比1977

年粗养时的平均单产39．8斤增长17．2倍．基地成鱼产量的增加，1

改变了养殖产量在我县成鱼生产中的地位，1985年全县养殖产量

占成鱼总产的86．3％，其中精养产量又占养殖产量的42．9％。我

县已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商品鱼基地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积极放宽渔业政策，不断调
整农业内部结构，不断完善渔业生产责任制，水产生产出现了可

喜的新局面。1985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4390万斤，比1978年

(1126万斤)增长2．89倍，其中成鱼产量4023．49万斤，增长

3·55倍。成鱼增长速度年均50．7％，平均递增率25．25％o尤其是

1984与1985两年，每年的成鱼产量都猛增在1000万斤以上，超过

了历史上任何一年的产量。渔业总产值1985年达2531万元，+占

全县农业总产值7．9％，比1978年增加4．76倍。1985年4月，在荆

州地区水产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全区先进县。

1985年，在水产上还取得了几项新的突破，一是蟹苗繁殖，获批

量生产成功，二是搿围拦养鱼一，初步摸索了二些经验，三是建

立“万亩千斤一示范片，进行大面积单产过1000斤的技术攻关，

获亩产901·3斤的好成绩，四是组织千亩湖泊高产试验，亩产鲜

鱼140斤，高于全县湖泊平均单产4～5倍。

建县35年来，水产工作日新月异，变化很大。但是，水域资

源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存在水多鱼少，大面积单产低，生

产发展不够全面等问题，有待今后继续努力，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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