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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是一部全面反映后港镇历史沿革 、 行政建置、人物传记、武备兵防、经济物产、

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的百科全书，志书在全体编撰人员辛勤耕耘中，历经五个寒暑 ，

数易其稿，终于要付梓了，这是值得所有后港人欢欣鼓舞的一件大事。

后港镇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地处长湖之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镇。 据 《荆

门州志 》 载，穆帝永和十年( 354 年 )建长林县于藻湖西岸(现后港镇藻湖村)，隆安

五年( 401 年)移长林县，唐贞观二十一年( 647 年) 复设长林县于藻湖西岸，迄今

已有 1360 多年的历史。 民国年间( 1912一1948 年)，后港作为荆门县区划之一，是辖

地内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后港集镇虽经设区、荆州地区长湖管理

处、东风人民公社、 后港公社、镇等几次大的变更，但均系县辖行政机关所在地。 几

十年来，在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 、 政策指引下，历届党委 、 政府带领全体人民坚

持改革开放，坚持艰苦奋斗，顽强拼博，使后港古镇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水乡生态特色日益彰显。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编篡 《后港镇志 ~，全面记述后港镇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奋斗

的业绩，城乡巨变的新貌，这是时代赋予 "后港人"的历史使命。 《后港镇志》是后

港镇有史以来第一部集地域性、资料性、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它纵贯古今，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后港境内自然 、 社会、 人文、经济、政治发展的历

史轨迹、曲折变迁、荣辱兴衰，进行系统收集考证、严谨翔实记载。 读《后港镇志~，

既可使我们全面了解后港历史发展的脉络，又可从实际出发，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建

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还能让我们从振兴后港历程中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加

快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后港镇志》的付梓问世，是后港镇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后港镇文化

建设中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逾 70 万字的志书内容丰富厚重，体例

编排科学，类目设置合理，资料翔实可靠，行文规范流畅，体现出较高的编篡水准。

值此志书问世之际，谨向多年来在修志工作中潜心耕耘、默默奉献的全体修志工作人

员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与志书同为后世景仰。



转眼之间，我到后港工作已近三年了 。 这里风光秀丽，人民勤劳，厚重的历史集

成，丰富的文化底蕴，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览 《后港镇志 》 稿，思绪万千……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志书有"存史、资政 、 教化"作用。

后港镇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打造"水乡生态经济新城"的奋斗目标。 站在新的起点，我

们要以 《后港镇志 》 为鉴，读好史，用好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为推动后港科学发展 、 跨越发展，建设富裕文明、和

谐美丽的新后港努力奋斗。

写上这些，是为序。

仰县委常委后港镇委书记 兑付
2013 年 6 月



凡例

一、 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历史资料为依据，祥今略

古，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特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 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

后港镇的自然 、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实。

二、断限。 本志记述相对断限为 1949 - 2007 年，跨时 58 年。 为保持史实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少数记事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 体例。 本志为章节体，分为章、节、目、子目、细目五个层次，逐级统属。 语体文记述，

以志为主体，志 、 记、述 、 传、图、表、录等综合运用。 性近相连，因果相续。

四、纪年称谓。 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和官职等称谓， 一律沿用历史通称。 本志采

用公元纪年，记述 20 世纪 60 年代 、 70 年代等。 古今地名不一致的，括注现今地名 。 对人物一般

直书其名，直述其事。

五、人物。 本志收录后港籍的革命烈士和部分有影响的各界已故和现在知名人士，同时选择

个别反面人物立传。

六、计才量单位。 解放前境内量具复杂，量制各异，无法按标准计量单位换算，故遵从历史习

俗。 新中国成立后，除涉及市场物价、供应定量、 兑换标准、奖励指标不便换算，而使用旧制计

量单位外，其余一律用标准计量单位。

七、资料。 本志大部分资料以后港镇档案资料为主，部分资料来源于各级各类典籍 、 地情资

料，文史资料和后港镇各方人士提供的资料。 为节省篇幅，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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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后港镇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地处风景秀丽的

长湖之滨，汉宜公路由东至西横贯全境，水陆交通

便利。全镇国土面积 273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8489

公倾，其中，集镇建成区面积 5 .26 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 3.4万人，城镇化水平 45% 0 2007 年，全镇

辖荆南、唐台 、 新宏、胜利、金山 、安坪、龙坦、

双村 、 黎坪 、 凤井 、 黄歇、孙桥 、 云山、黎桥、高

店 、 店湾 、 殷集 、 独枣 、 贯头 、 东岳、乔湖 、李台 、

港口、松林 、 韩场 、 荷花、铁鞭、三咀、黄场、乔

姆 30 个行政村和仙桥、宋湖 、 荆狮 、 按尾 4 个社

区居委会，共 405 个村民小组、 22 123 户，总人口

76132 人。 系全国文明村镇创建先进单位，省级工

业示范小区和全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湖北省

中心镇，第二届、第三届湖北省城镇建设管理"楚

天杯"小城镇和湖北省第三届楚天明星乡镇，也是

湖北省人民政府联系的十五个重点镇之一，荆门市

十个工业重镇之一。

(一)

后港是古长林县治后边的一条水港码头故名后

港。后港镇坐落在东径 1120 ]7'一112027 ' ，北纬 30024'

-30037'之间 。南北斜长 38 公里，东西宽 14.5 公里。

北靠曾集，南及西南与荆州、|江陵隔长湖相望，东和

东南同毛李镇毗邻，西与纪山 、 拾回桥镇接壤。 全

镇北高南低，北皆陵阜小丘，土质为粘土，海拔高

度在 55 米左右，南部多湖洼，地势低，平均在 35

米，龙挡村(原庙岭村)的弓箭岭高程 7 1.4 米为全

镇最高点， 三咀赤眼湖松树潭高程 27 米为全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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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后港镇地处北纬中纬带，亚热带气候，雨量充

沛、阳光充足，元霜期长(年均无霜期 262 天)，具

有春季温湿，夏季炎热，秋季干凉，冬季寒冷的气

候特征。 年平均气温 25 "C ，年均降雨量 1 025.6 毫

米。 1982 年 6 月， 文物普查时，在城河村赵家湾和

金山村 3 组皂角湾及刘院村发现距今 4500-7000

年的新石器文化层。 后港和长林县人的祖先们早在

7000 年前便在这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属于自己的

灿烂文化。

"人" 字街是后港古镇的一大特点。 全镇十余

条街皆由"人"形组成， 誉称"美人地" 。 整个古

镇东 11伍长湖，西靠西湖， 三面环水，北以东升桥引

道，南以聚仙桥一线相联，东有滨湖小游园是集镇

3.4万人的休闲场所和健身中心。 过去古镇的"三

台" (潘家台、王家台、月台)， "八景" ( 柳岗牧笛、

长湖远帆、 渔歌早日目 、 仙桥夜月 、夕阳返照 、 书亭

坠雨 、 凤山晓钟、白羽破金)名播荆楚，美不胜收。

古镇文物古迹众多。 被称为荆门市第一土基园林的

明代翰林墓，坐落在镇东 3 华里处， 墓园有两道土

罗盘，墓葬坐北朝南，墓园陵前有 5 米高的雕龙画

柱石牌坊，牌坊前有真人兽般大小规模的石马、石

羊、 人面兽狮、石人共 5 对，现存石马、石羊、人

面兽相等;铁鞭古祠位于镇域东南紧临长湖北岸的

铁鞭村 7 组，坐北朝南，祠内分为主殿、宝安宫、

观音殿等， 占地面积 2 500 平方米，每年游客达 7

万余人次，是荆门市公布的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之

一。 此外， 直径近 80 米、高 10 米的黄歇摞位于镇

东 8 华里处的黄歇村，双村村的赵家湾遗址 、 新宏

村的止观寺和乱爆群墓、 松林村的严仓古墓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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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村的范家挥、东岳村的冯场古墓群 、 庙湾村的庙

湾古墓群 、 殷集村的殷集古墓群文物胜迹，被荆门

市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港自古人灵地杰，人才辈出 。 明代出了"刘

翰林清代养育了"杨三府"。 清末民国时期，后

港集镇有"两大书院" (集镇街南"长林书院街

北"鹤川书院"后合并为后港长林小学)、 "三大官

学" ( 1940 年，前后建后港国民小学、蛇尾国民小

学和殷集国民小学)。 新中国成立后，后港集镇在鹤

川书院旧址上建后港中心小学，附设中心幼儿园。

1956 年夏，荆门县在后港镇创建"荆门县第三中

学是全镇政治、经济 、 文化的中心。

(二)

后港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镇。 据 《荆门

州志 》 载，穆帝永和十年( 354 年)建长林县于藻

湖西岸(后港镇藻湖村)，隆安五年( 401 年)移长

林县，唐贞观二十一年( 647 年)复设长林县于藻

湖西岸，迄今已有 1360 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后港镇机构经过几次大的变更。

1958 年 9 月，撤后港第六区，设东风人民公社，公

社所在地驻后港镇，管辖现后港镇区域和拾回桥镇

的丁岗 、 杨场 、 更新、拾回桥集镇;毛李镇的毛李 、

付场和曾集镇的许岗 、 雷巷，官挡慎的马坪管理区。

1959 年 10 月，撤销东风人民公社，成立后港区人

民政府。 1975 年，撤区并社，将后港区划分乔姆 、

毛李、 后港三个人民公社。 后港公社管辖西湖 、 广

坪 、 龙坦 、 殷集 4个管理区和后港集镇，共 27 个生

产大队;乔姆公社管辖乔姆、蛇尾、 三咀三个管理

区，共 27 个生产大队。 1978 年 11 月，后港公社与

乔姆公社合并为后港公社，管辖西湖 、 广坪、龙坦、

殷集、乔姆、 H皮尾、 三咀 7 个管理区和后港集镇。

1984 年，管理区改设乡人民政府。 1987 年，撤乡并

镇，将后港镇所辖 6 个乡政府合并成后港 、 蚊尾两

个镇政府，各管辖范围与 1987 年后港 、 乔姆公社各

所辖范围相同。 2001 年 3 月，将后港 、 蛇尾镇合并

为后港镇，下设西湖 、 广坪 、 殷集 、 乔姆、蚊尾 、

= r咀 6 个农业总支和 l 个后港集镇社区，总支。

(三)

后港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古镇。 土地革

命时期，后港人民配合贺龙将军领导的红三军第一

次解放后港古镇。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古镇，

把后港人营造数百年的古镇三条街焚为一片废墟。

不屈不挠的后港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与日军斗智斗

勇，利用氏湖汉多 、 湾杂及天然的芦苇荡、荷花塘

等作掩护，摸哨兵 、 劫车，打击鬼子的嚣张气焰。

同时，还多次配合陈少敏带领的新四军支队和襄西

三 卡三团消灭日寇有生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后港

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区人民委员会和区人

民政府，为荆门县第六区。 区政府领导人民开展轰

轰烈烈地"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

"农业合作化"运动。

(四)

农业历来是后港的主导产业。 作物种植以水稻

为主，油菜 、 小麦次之，兼种棉花 、 芝麻 、 大麦、

黄豆、绿豆、豌豆、 红若 、 玉米 、 甘庶、西瓜、水

果及蔬菜等。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业由于科学技术、

水利条件、生产力水平落后，水旱灾害频繁，苛捐

杂税名目繁多，百姓过着 "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

活。 粮食产量 : 上等水田每亩可收稻谷三 、 四石，

小麦七 、 八斗;次等田可收稻谷二石.小麦四 、 五

斗 。 上等旱地可收籽棉 140 - 150 斤 。 1949 年，全

镇粮食总产量 22625 吨， 其中稻谷 12290 吨，单产

300 斤;油料总产量 248.4吨，其中油菜籽 3 1.68 吨 ，

单产 24 斤;水产品产量 20 吨 。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3 年经济恢复时期，完成

民主改革，开始系统地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

济建设。 1957 年，全镇粮食总产量 37390 吨，油料

总产量 286.1 吨，水产品产量 52 吨，分别比 1949

年增长 65.26% 、 15 . 19% 、 160% 0 1957 年，工农业

总产值 717.58 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689 万元。

1959 - 1961 年，由于"左倾"错误和三年自然灾害

的影响，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 1961 年为最低点，

全镇粮食总产量 5 715 吨，比 1957 年下降 31 675 

吨，倒吃国家供应粮。 1962 年，贯彻《农村人民公

社化条例修正草案 }，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 1966

年，粮食总产量上升到 46340 吨，油料总产量 139 .4

吨，水产品产量 51 吨，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1 757 .45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 1 .45 倍。其中，农业产值 门41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1.53 倍，农业总产值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 99.23%。 经过严重水旱灾害的教训，促

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水利建设。 1958 年修建漳

河水库及配套干渠、支渠，同时以长湖为水源地，

建设老堤坡、拉渡两大抽水泵站.中小型水库、塘

fli为基础，逐步形成大、 中 、 小(型水库)蓄 、 引 、

提相结合的灌慨体系;以长湖围堤抗御外洪，沿长

湖建涵闸、泵站 、 河渠排除内渍的排涝体系，结束

"后港南涝北旱"历史，为农业稳定高产奠定基础。

1975 年，全镇粮食总产量 63 529 吨， 油料总产量

477 吨，水产品产量 86 吨，工农业总产值 2 765.78 

万(农业产值 2 465 万元)， 四大经济指标分别比

1966 年增长 37. 1% 、 242.18% 、 68 .62% 、 57.37%。

其中，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89 . 12%，创新中

国成立后历史最高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使后港经

济快速发展。 1981一1985 年，全镇各项经济指标五

年一大步。 1981 年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82 年，

粮食总产量 7 1 140 吨，油料总产量 1 536 吨 ， 水产

概述 3 

品产量 380 吨，农业总产值(可比价) 3 174 万元 ，

分别比 1975 年增长 1 1.98% 、222% 、 34 1.8% 、28.76%。

1987 年，粮食总产量 945 12 吨，油料总产量 2852

吨，水产品产量 2800 吨，农业总产值 4214 万元，

分别比 1982 年增长 32.58% 、 85 .68% 、 636.8% 、

32.77%0 1992 年，粮食总产量 103 821 吨，油料总

产量 3 182 吨， 水产品产量 18000 吨，工农业总产

值 18597 万元，分别比 1987 年增长 9.85% 、 门 .57% 、

542.86% 、 220.62% ， 其中，农业产值 13511 万元，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2.65% 0 1997 年，粮食总产量

101818 吨，油料总产量 7 106 吨，水产品产量 23500

吨， 工农业总产值 53334 万元， 经济指标除粮食产

量略下降外，油料产量、 水产品产量、工农业总产

值分别比 1992 年增长 1 23 .32% 、 30.56% 、 168.8% ，

其中，农业产值 30 700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57.56%0 2002 年，油料总产量 7959 吨，水产品产

量 3 1 600 吨， 工农业总产值 75 196 万元，分别比

1997 年增长 12% 、 23.53% 、 41%，其中，农业产值

40911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54.4% 0 2002-2007

年粮食总产量在 67794 - 90775 吨之间徘徊。 1990

年，粮食总产量 110517 吨 2004 年，油料总产量

16715 吨，创全镇历史新高。 其它经济指标在 2007

年为历史最高水平。 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 2000

年后，全镇农、 工、商并举，后港经济发展较快。

2003 年， 工业产值开始超出农业总产值，当年工农

业总产值 100678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 58980 万

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58.58%。

2007 年，全镇实现社会总产值 24. 5 亿元噜 实现

财政收入 1497 万元，批发零售贸易总额 17066 万

元，人均纯收入 4680 元 ， 存款余额 42899 万元。

农业建成粮食、水产、油料、林果、蔬菜、畜

禽等六大生产基地。 以湖北荆乔水产有限公司为龙

头 ， 形成种养加 、经科教、兵工农一体化的水产产

业，水产养殖面积 0.67 万公倾，盛产龟 、 鳖、顿鱼、

银鱼等名贵淡水鱼，产品畅销全国 。 以湖北巨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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