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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文烈

新编《随州志》问世了，它是新中国建立后本市的第一部志书。这对

于开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
‘

意义。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本地修志亦有悠久的历史。东汉

初年曾修有风俗志，以后各代相继编有各类志书。清同治《随州志》对境

内山川I城池名称之异同、古迹名胜之缘起、州县建置之离合，以及风俗、

物产、兵事、人物、艺文等广为搜罗，分类撰辑，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但其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故谬误甚多、详略失措，尤其不重视记载经济

资料，不反映生产的发展是其大弊。

这部志书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开创社会主

义建设新局面的需要而编修的。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弄

清国情、县情、乡情，使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必须全面、系统、正确地揭示

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必须从历史上全面考察分

析，以求达到预期目的与效果。故此我们于1980年9月动员各方面力

‘量广泛搜集资料，组织编写专业志、社志、镇志，1982年开始进行《随县

志》的编修，1984年完成初稿总纂。1979年11月，国务院批准析随县建

随州市，市、县分治；1983年8月，国务院批准撤销随县并入随州市。为

了完整地记述随地的历史和现状，《随县志》四易其稿，三延下限，现更名



为《随州志》。此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客观地记述了本地

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及优劣之势，资料宏富、分类科学，为各级领导及有

关业务部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是研究随州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史的大型工具书。可以预料这部科学著述所产生的社

会效益将愈来愈大。

注：李文烈系随州市市长、《随州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987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初名《随县志》，因编撰期间行政区划两次变更和随县已撤销并入随州市的原因，

成书时为了完整地反映这一地域的历史和现状而更名为《随州志》。 ．

二、取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相对断限为1869年(清同治八年)至1985年，部分卷目或事

件适当上溯下延，旨在保持吏实的连续性与完整性。

三、体例按“事以类从，事近相聚，事同相并，横排竖写”的办法处理；体裁有记、志、传、录、

图、表、附等形式，以志为主。事类划分不受机构隶属关系限制。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开篇为综述，卷首设概述，卷F以童、节、目、子目标题，共30

卷，317节。

五、人物以近、现代为主，对历史上曲记、漏记者予以纠正、补记。凡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记其功，凡阻碍历史前进的人物记其过，善恶并举，据事直书。

六、资料录自省、襄樊市、随州市档案局(馆)档案，本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早期活动和武装

斗争录用中共随州市委党史编研办公室的资料；烈士英名表由随州市民政局提供。

七、数据为统计部门公布的随县和随州市的合计数。统计部门没有的，以事业主管单位统

计数为准；取不到全数的用典型数据说明。

八、本志文字中的“建国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豫鄂边区”、“鄂豫边

区”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两个历史阶段里的名称：1942

年以前为豫鄂边区，以后为鄂豫边区，“《随州志》”是指清同治八年编纂的一部志书。

九、度量衡表述，1949年以前因袭历史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1983年前的国

家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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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位于湖北省北部，跨东经112。43，一113。46，，北纬31。19'一32。26'。面积6989平方

公里。北有桐柏山绵亘鄂豫两省，南有大洪山雄镇荆襄，其间随枣孔道岗岭纡盘，河谷蜿蜒，素

有“荆豫要冲”、“汉襄咽喉”之称。现有汉丹铁路贯穿全境，公路四通八达，是承东启西，连接南

北的纽带和桥梁。

地貌形态类型有山地、丘陵和冲洪积平原。南北是山，东西系陂陀岗地，中部为岗地和大、

小平原。地貌特征为低山丘陵，一般高度海拔200--800米。北部太白顶最高。海拔1140米，

中部平原平均海拔100米左右，城区海拔68米；最低点为东南涣水出境河床，海拔47米。属

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5．9。C，无霜期220—240天，年平均降水量820m1282毫米，

全年日照城区为2059．7小时。有知名常流河139条，分为浸水、淮河、汉水、漳水四个水系和

损水、撅水、均水、漂水、溢水五大河流。浸水贯穿全境，境内流长194公里，流域面积5528．5

平方公里，经安陆、云梦等县会溃水由黄花涝到谌家矶注入长江。名山125座。矿藏资源丰

富。森林覆盖率占46．9％。树种240余种，以松、栎为主要树种，稀有珍贵树有银杏、楠木、香

果树、玉兰等。土地肥沃，盛产粮、棉，素有“鄂北粮仓”之称，土特产品甚多。

随地进入人类文明较早，三里岗冷皮垭出土有距今四五千年的谷物标本。据史籍记载，随

于上古为列山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云：。神农氏起列山，为列山氏，今义阳随县厉乡是也”。

周为随侯国，史称。汉东诸国随为大”。战国末，楚灭随建县。秦汉因之。晋太康九年(公元

288年)析置随国。南北朝宋升县为郡，名随阳郡。齐改为随郡。西魏大统元年(535年)由郡

升为州，名随州。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晋爵为王，封于随地建国，领20郡。嗣后各朝为

次于郡的州。中华民国易州为县，湖北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县城。新中国建立后，随

县先后属孝感、襄阳地区。1979年，国务院批准以县城及郊区建随州市，县市分治。1983年

11月，撤销随县并入随州市，次年设区建乡，行政设置为4个城区办事处、7个镇、10个区、1个

国营农场。人口126万，其中城镇入口11万。

随州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勤劳勇敢的品德。历史上有绿林军、平林兵、张昌、明玉

珍、赵邦璧起义反抗封建统治，李白成、张献忠、太平军、捻军、白莲教、白朗以及民族英雄岳飞

都在此进行过酣战。民主革命时期，随州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是

湖北省革命老根据地之一。新四军第五师创建于洛阳九口堰。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州人民根据。七山一水两分田”有利于农、林、牧、

副、渔全面发展的特点和河流众多但均为源头、既怕涝又怕旱而以旱灾为主的自然状况，大力

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修建大中小型水库518处，总有效蓄水能力12．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130多万亩，是全国水利建设的五大名县(市)之一，亦是湖北省粮、棉、牧、渔、蚕茧等多种经营

的生产基地之一。1985年有耕地152．5万亩，农业人12／平均耕地1．39亩，粮食总产16．19亿

斤，棉花总产48．33万担。农业总产值54495万元，是1949年的5．48倍；工业已形成以机械、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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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化工、建材、食品为主的工业门类，总产值为65925万元，是1949年的272．4倍，产品千

余种，其中薄帆布、白厂丝、软缎被面、浸水绸，裘皮衣、皮毛玩具、齿轮箱、电风扇、台钻、插秧

机、改装汽车、各类挂车、重晶石等10余种产品销往国内外。电力发展迅速，小水电装机106

台，发电功能12437千瓦，汉丹电网变电站11座，总容量165950千伏安。境内公路通车里程

1865公里，已达到乡乡通汽车，并有班车抵达安徽、河南省的部分城镇和本省的沙市、宜昌、武

汉、天门、沔阳、襄樊、老河口等地，年客运量405万人次，年货运量1696万吨公里。邮电通信

有电话杆程7102公里，线路5416．3对公里，交换机41部、4675门，载波机78部，并有与全国

各地直接通话设备；邮路123条，5863行程公里。商业贸易欣欣向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96

亿元，是1949年的34．2倍。财政收入4633．96万元，是1949年的136．3倍。城区面积由

1949年的1．2平方公里扩大到8．2平方公里。自来水厂2座，日供生活用水4．5万吨。公共

汽车年客运量近百万人次。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共有科技人员

8108名，其中授予各种技术职称的3332人，先后有18种农业生产技术，26项工业科研成果和

6种医疗新技术获得省、地区科技成果奖；文化事业机构357个，文化室(俱乐部)1325个，图书

馆(室)665个，藏书15．8万余册，博物馆1个，馆藏文物1万余件，另有革命纪念馆1个，国家

主席李先念为其题额；1984年兴建了《随州报》社，随州电视台，随州广播电台；教育事业1985

年有各类学校1454所，在校学生(员)267318名，是1949年的31．4倍；医疗卫生机构207个，

医院3l所，病床2888张，是1949年的288．8倍f体育运动场201个，其中专业运动场3 3处。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85年人均收入519元，是1957年的lO倍。

随县撤销并入随州市后，随州市被列为湖北省九个县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实行计划单列，列为开放城市，并批准了发展为中等城市的总体建设规划。市委、市政府确定

“市为中心，网络集镇，城乡一体，综合发展”，逐步把随州建成农工商综合经营商品基地的战略

方针，推广“齿轮道路”(齿轮厂向区、镇工业扩散粗加工件和技术)，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加速了

经济发展。

“七五”计划期间，市委、市政府提出：进一步认识市情，认真总结改革经验，坚持改革道路，

发挥随州优势，为实现“一活三富”(全面搞活经济，富裕企业、富裕乡镇、富裕农民)，采取以机

械工业为主，相应发展轻纺、食品、化工、建材工业，积极开发旅游业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

战略目标，正在克服能源紧缺、金属材料制约着机械工业的发展和资金不足及人才缺乏的困

难。在农业上，保证粮棉稳定增产的同时，大力开发“七山一水”，发挥综合优势，使农、林、牧、

副、渔业全面发展；在工业上，调整布局，发展支柱工业，逐步形成具有随州特色的工业体系；在

第三产业上，加强文化教育，科学普及和交通邮电的发展，搞好商业贸易和旅游业，使随州成为

新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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