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概况 

 

城市名片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是一个土家族占 6 成以上的自治县。历史悠久，

矿产资源繁多，林业资源丰富，产各种中药材，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五峰县辖五镇三乡，

特产土家族茶叶、土家腊肉等。境内有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革命遗迹等得天

独厚。五峰人杰地灵，先后出现胡春华、刘德培、宋芳荣等历代名人。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是湖北省宜昌地区辖县。湘鄂西革命老根据地之一。中国畜牧良种繁

殖基地县和山羊板皮基地县之一，湖北省香菌和“宜红茶”主要产区。位于省境西南部，南

与湖南省石门县相邻,面积 2072 平方公里,人口 20.77 万。其中土家族占 62.9％。县府驻五峰

镇。清置长乐县，1914 年以境内五峰山为名改称五峰县，1984 年成立土家族自治县。境内

山岭层叠,奇峰林立,平均海拔千米左右。石灰岩分布广，喀斯特地貌发育，自然溶洞遍及全

境，仅五峰镇附近即有龙洞、燕子洞、长生洞、犀牛洞等多处，规模宏大，洞中清泉潺潺，

钟乳石千姿百态，为风景名胜地。重晶石储量居湖北省前列。森林覆盖率 30％，有珙桐、

水青、铁尖杉等珍贵林木，在西南部分布有原始森林。盛产香菌、蜂蜜、药材和“宜红茶”，

传统绿茶以珍眉、玉露、水仙等著称。县东北的柴埠溪，峡谷长 50 多公里，两岸峰奇洞幽，

风光秀美，尤以 48 座蜡烛峰最为绚丽，已辟为风景区。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位于中国湖北省西南部，邻接湖南省。面积 2072 平方千米。人口约

20.77 万，以土家族为主。明洪武六年（1373）置五峰石宝长官司，十四年废。永乐五年（1407）

复置，清雍正十三年(1735)析置长乐县，以境内长乐坪得名。1914 年因与福建长乐县同名改

为五峰县，以县治西南五峰山得名。1984 年成立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矿藏资源有煤、铁、

铜、重晶石等，以重晶石、煤炭储量最大。境内河流多，水能蕴藏量大。茶机是国家定点产

品，畅销省内外茶区。农业主产玉米、薯类、大豆等。畜牧业以饲养生猪、山羊为主，为中

国山羊板皮基地县。林业资源丰富。后河原始森林有珙桐、连香树、香果树等珍贵树种。产

党参、独活、当归等多种药材。宜红茶产区。名胜古迹有兴文塔、白溢寨、长生洞等。 



 

  杨霞，1977 年出生于湖南保靖县，举重运动员，2004 年奥运会冠军。  
  许晴，著名演员。 
 

行政区划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辖 5 个镇、3 个乡：五峰、长乐坪、渔洋

关、仁和坪、湾潭 5 镇，采花、傅家堰、牛庄 3 乡。共有 11 个社区居委会、104 个村委会。  

五峰镇  

五峰镇位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中部，属五夷山支脉，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县城所在地。它东与长乐坪镇交界，西与采花乡相连，北与长阳县接壤，

南与湖南省毗邻。全镇辖 3 个社区居委会，18 个村，171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11886 户，39263

人，其中农业户数 7791 户，27002 人，非农业户数 3578 户，12170 人。全镇国土面积 456

平方公里，其中山林面积 184666.6 公顷，年末耕地 3070 公顷，退耕还林 48 公顷，水田 91

公顷，旱地 2979 公顷。  

  五峰镇，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五峰镇政府驻万马池，面积 456 平方千米。辖 3 个居委会、18 个村委会：长坪、正街、

北门、谢家坪、麦庄、怀抱窝、小河、大坡、前河、水尽司、楠木河、高古、香东、后河、

长坡、后荒、二墩岩、北溪河、茅坪、石梁司、阳晒坡。  

  全年全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41115 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 30271 万元，其中工业企业总

产值 14241 万元。占企业总产值的 47%。农业总产值 10844 万元，其中多种经营产值 8622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79%；全年财政收入 1040 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500 万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500 万元，其中生产性投资 1650 万元，全年保费 12.56 万元；农村经

济总收入 8951 万无，农民人均纯收入 1616 元。  

  镇党委、镇政府紧紧围绕农民增收，财政增效的目标，农村经济稳步增长，一批具有一

定科技含量，一定市场优势的农业产业逐步发展壮大，在全镇形成了茶、烟、林、畜、菜、

魔六大支柱产业。全镇粮食总产量 12265 吨，油料总产量 968 吨，生猪出栏 25800 头，水产

品产量 2 吨，家禽出笼 19918 只，烟叶总产量 100 万斤，茶叶社会产量 650 吨，其中名茶

260 吨，茶叶税收达 100 万元，蔬菜产量 2.3 万吨。  

  项目建设成效成效显著，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抓“项目年”机遇，创名优茶 5000 亩，有

机茶基地 500 亩，“水仙春毫”茶先后荣获国际、国内多项大奖，实现税收 50 万元以上；茶

农人均收入达到 500 元以上。魔芋精粉、魔芋微粉、魔芋纯化粉及鲜芋生产线于 2002 年 6



 

月投产，年产量达到 800 吨，总产量达到 2000 吨，创产值 1200 万元。  

  各项改革走向深入，农村社会全面稳定，机构改革后，精简人员 15 人，圆满完成了农

村税费改革；村级建制由原来的 36 个村合并为 18 个；大力实施镇企改制，对北门饭店、龙

潭湾电站、双阳河电站、三级电站、社会福利院、中心茶站进行了改制。  

  全镇共有企业 1167 个，其中个体企业两家，私营企业 7 家，个体企业 1158 家，从业人

员 4762 人，实现工业产值 1.58 万元，其中个体民营企业完成产值 1.46 万元。占 92.4%。  

全镇有旅游景点 2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个。社区事业全面发展，全年投资 300

万元修建了镇中学教学楼，投资 400 万元建起金桥停车场、兴发鱼肉市场和蔬菜专业市场。

先后在水尽司、怀抱窝村建起基站通，50%的户可用上移动电话，年内程控电话交换机容量

达到 4000 门。全年报刊流转量 32 万元，邮电业务量 220 万元。“普九”成果得到巩固，参加

2004 年中考 428 名学生，升学率达到 60%；全镇有中小学校 17 所，教职工 283 人，校园占

地面积 7.0059 万平方米；全镇有卫生院 1 个，卫生所 5 个，村级卫生室 24 个，个体医疗点

4 个，有医护人员 68 人，病床 61 张，先进医疗器械 11 台，主治医师 9 人，医士 5 人，卫

生普及率达 100%；文化广播事业有所突破，文化服务中心 3 名职工年内为 18 个村 15 所学

校巡回放映电影 30 多场，观众达到 2 万多人次。镇建立了地面卫星接收站，用户扩大到 2

万多人，可收视 20 多套电视节目。  

长生洞 

  长生洞位于五峰镇南 4.5 公里，鸦来公路两侧 150 米处山腰，海拔 680 米，距今已 1 亿

4000 年，有一洞口高悬天池河畔峭壁之上。此即有“地下龙宫”之称的长生洞。长生洞是一

个天然形成的溶洞，结构非常复杂，纵横交错，回还曲折，有厅堂、长廊、峡谷、地下河，

自然进出口三个，洞高 50－100 米，纵深 300 米，南北横跨 1500 米，上下 5 层，高约 50－

100 米，洞中石柱、石笋、石藻、石花色彩斑斓，多姿多彩。有专家称赞为“溶洞之冠，国

之瑰宝。”现已开发 1500 多米，五个景区：东宫、石林、天台、长廊、灵隐宫，一百多个景

点。  

长生洞内的景观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有的像飞禽走兽，有的似活动人物，有的似水晶

珊瑚，似田园山庄，美景目不暇接。诸如“断臂女神维纳斯”、“唐僧西游图”、“凯旋门”的造

型栩栩如生，让人惊叹倾倒。长生洞冬暖夏凉，是休息、游玩的理想之地。据说公元前 11

世纪，土家族祖先廪君常带领家人、兵丁长期在洞中居住游玩，用洞中山泉和苞谷酿造“土

家老烧”美酒，饮后长生不老，过着神仙般的生活。相传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从长沙

领兵入川，途径长生洞，特意在洞中休养七天后，精神大振，气宇轩昂，惊叹“洞中居七日，

世上几千年。”  



 

白溢寨 

  距五峰镇西北 10.5 公里，为四面绝壁的高山古寨，称为白溢寨。是古代土家部落首领

的军事险隘，多为山石所垒，内除居民房舍外，有土司唐镇邦帅府遗址，还有古树、怪石、

奇洞、异穴等等。据《长乐县志》载：“白溢寨高数千仞，春夏之交，雨霁天晓，东望宜昌、

枝江，江水如带；西望蜀山娃娃寨等处如蜂房；南望湖南诸山，如点点青螺；北望施州郡界，

若隐若现……，询邑中登览胜区也。”所以白溢寨素称“邑中登览胜区。”  

  白溢寨寨顶总面积 20 平方公里，主峰 2320 米，为五峰第一高峰，华中地区第二高峰，

仅次于神农顶，山体险峻雄伟。据载，清嘉庆元年（1796 年），长乐、长阳一带白莲教首领

林之华、覃加辉等率众踞此，清廷派威武侯额勒登保统大军围剿，造大炮轰击，白莲教终因

粮尽难支，相携跳崖殉难，现今白溢寨尚有“藏军洞”、“隐洞”、“寨洞”等遗存。  

  白溢寨有众多神秘的自然景观。特别是在主峰北侧的前夹湾，有一暑天自然冰穴，其范

围宽 1 米，长 50 米，每当三伏盛夏，临境寒气逼人，水气凝成巨大冰块，一过伏天冰即消

融，冬季反而暖气腾腾，此处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考察。  

  白溢寨上人文古迹繁多，古土司衙门、月拱桥、望湖楼、仙女观都有数百年历史，遗迹

尚存，古朴的土家民居星罗棋布，与竹林、棕树相映成趣。四十八股清泉在寨上处处喷涌，

汇成清溪，构成一幅寨上江南的美景图 

长乐坪镇   

长乐坪镇地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中部，东接渔洋关镇，西连五峰镇，南邻湖南石

门县，北靠长阳县，325 省道横穿其境，是五峰进出的门户和走廊。长乐坪因地势狭长而平

坦，取长久安乐之意，故名长乐坪。全镇辖长乐、洞口、白岩坪、苏家河、甘沟、月山、百

年关、三教庙、柴埠溪、青岩冲、白鹿庄、桥坪、大湾、红渔潭、菖蒲溪、腰牌、石桥构

16 个村，1 个居委会，117 个村民小组，6876 户，25615 人，其中农业人口 23651 人；国土

面积 374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7341 亩；地势西高东低，海拔高度 300—21531 米。  

气候特点 

  气候冬寒夏凉，年平均气温 12.8℃，常年均降雨量 1650mm，相对湿度 86%，雨水主要

集中在夏季，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50%，7、8 月份多暴雨，全年无霜期 220 天。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长乐坪镇人杰地灵，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富集，概括起来有四大资源：  

一、绿色农产品优势突出：现有高山无公害蔬菜 5 万亩，年产量 15 万吨以上，无公害

茶叶 1.2 万亩，茶叶产量 280 吨，空心李、天然林果食品及药材品种类繁多，开发潜力极大。  

二、生态旅游资源特色鲜明：境内拥有柴埠溪大峡谷 4A 级风景区、白鹿梦幻石林和将



 

军洞、双龙洞等旅游资源。全镇有林地 49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88%，良好的生态环境，已

使长乐坪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胜地。  

三、各种矿产资源赋存：已探明的主要矿产有重晶石、煤炭、铁矿等。其中，重晶石藏

量达 800 万吨以上，煤炭、铁矿藏量分别在 500 万吨以上。  

四、民族文化底蕴深厚：长乐坪历史悠久，是土汉文化的交融之地，文化灿烂，古风犹

存。建于明、清时期的白燕寺石雕、多三塔为宜昌市重点保护文物；这里孕育了土家诗人田

泰斗、民间故事家刘德培等文化名人，土家诗人田泰斗著有《望鹤楼诗钞》，民间故事家刘

德培故事集《新笑府》更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沿袭至今的以土家歌舞祭亡灵，以哭泣贺婚嫁

的民俗以及柴埠溪南曲、山歌等文化瑰宝独具魅力。。  

渔洋关镇  
渔洋关镇位于鄂西南部，东出宜都，北接长阳，南邻湖南，西连长乐坪，盛产鱼、羊，

元代设关，得名渔洋关。鸦来省级干线公路贯穿全镇，是鄂西山区通往江汉平原、三峡地区

的咽喉要道。全镇国土面积 356 平方公里，辖 12 个村，3 个居委会，97 个村民小组和 26

个居民小组，15501 户，45500 人。城镇面积 2.82 平方公里，城镇常住人口 2.2 万人。2006

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 66400 万元。该镇绿色资源富饶，矿产资源丰富，水电资源充盈，交

通四通八达。城镇建设发展较快。 

渔洋关镇辖曹家坪、桥河、大房坪、火田坑、鞍山、涨水坪、王家坪、枚二冲、三房坪、

汉马池、清水湾、南河、三板桥、沙淌、石柱山 12 个村。渔洋关镇是全省小城镇建设重点

镇，荣夺三届“楚天杯”，是五峰县的经济重镇和龙头大镇，2006 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 66400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 54400 万元，地域性财政收入完成 187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240

元。  

文化 

  古老的渔洋关历史与文化交融，自然与人文辉映，绿色资源富饶，矿产资源丰富，水电

资源充盈，背倚柴埠溪 4A 景区与后河国家森林公园，政通人和，经济发达，商贾云集。  

工农业 

  农业结构优化。全镇耕地面积 8.7 万亩，茶叶、烟叶、蔬菜、魔芋、药材等多经面积达

4.5 万亩，其中茶叶面积达 3.2 万亩，居全县第二位。生猪养殖趋向专业化、规模化、市场

化，年发展生猪 60255 头。农业基础稳定，结构优化，农民增收因素稳定。  

  工业重镇形成。全镇已经形成以亚泰化工、恒大化工、金利公司为龙头的矿产品加工业，

以五东薯业、宏力魔芋、千珠碧茶业、骏王酒业为龙头的农产品加工业和以汉阳桥电站、新

思电业等为主体的水电工业三大支柱。全镇共有工业企业 1237 家，工业总产值达到 8.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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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交通 

  交通四通八达。全镇公路里程达 1239 公里，以渔洋关为中心可直达“一江”（长江），“二

站”（枝城、刘家场），“三地”（宜昌、荆州、常德），五县（宜都、松滋、石门、鹤峰、长

阳），基本满足货畅物流、人便于行的交通运输之需。80%的村实现了道路“黑色化”，100%

的组通公路。  

商贸 

  商贸旅游兴旺。全镇有商业网点 2000 家，从业人员 8000 多人，已经建成渔洋市场、瑜

龙超市、东方服饰、宜美超市、东泰商城、古潭农贸市场等 8 个集贸市场，总建筑面积达 8

万平方米。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全镇个体工商户达 3000 家，三产业收入达 1.3 亿，来

自 10 多个省、市、地区的 200 多家外地商人纷纷来渔投资经商。古镇历史文化悠久，自然

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渔洋十景”、“渔洋十味”传遍荆楚大地，柴埠溪 4A 景区与后河国家

森林公园扬名大江南北，形成了“食、住、游、娱、购”一体化的旅游休闲中心，成为三峡旅

游圈的休闲驿站和宜昌后花园。  

城镇建设 

  城镇功能完备。城镇道路、供水、供电、通讯、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完善。先后铺设了

水田街、河街水泥路面，钟岭路、古潭路柏油路面，改造扩宽了南北路，启动了“两路四桥”；

相继建成“古潭居住小区”、“南北路商贸小区”、“茶城休闲区”、“东泰商城”四大建筑亮点；

建有日供水 5000 吨的自来水厂；全县电力在此并入中南电网；有线电视可同时转播 31 套电

视节目；通讯覆盖 100%，百人拥有电话 38 部；城区内建有文化分馆、新华书店、演艺吧、

舞厅等多种文化娱乐设施；五峰二中、镇小被列为市级名牌学校，镇中心卫生院建设达到一

等甲级标准。 

仁和坪镇 

仁和坪镇位于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东端，地处“两省四县（市）六乡（镇）”交界之

地，其境东临松滋，南接湖南石门太平，西与渔关接壤，北界宜都市，沙（沙市）渔（渔关）

二级公路横贯全境。全镇版图面积 242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37232 亩，所辖仁和坪、大

栗树、林家坪、大檀树、桥梁、富裕冲、升子坪、杨家淌、枫香坪、仁和坪、业产坪、杨柳

池、梅坪、船山坪、罗汉淌 14 个行政村，1 个街道居委会，66 个村民小组，7520 户，24113

人。  

自然资源 

  镇内地势西高东低，以南北二岭最为出名，最高海拔 1172 米，最低海拔 158 米，气候



 

特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15oC 左右，年无霜期 247 天，年降雨量在 1500—1800

毫米之间，境内南河流域系危水系支流，流经本镇 24km，水能资源达 2.5 万 kw，并具有丰

富的高岭土、碳、酸、钙等矿产和石材资源，其薄层页岩为盖房佳品，为鄂西一大特色产品。  

社会发展 

  近几年来，镇党委、镇政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

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构建“水电强镇”、“矿产重镇”、“绿色生猪产业大镇”战略，扎实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

前全镇 100%的村组，95%的农户通公路，已有 11 个村通硬化道路，开通了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信号，覆盖率达 100%。到 2006 年底，全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2.8418 元；

地方财政总收入达到 317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915 元。先后荣获“全市文化乡镇”、“全

市信用乡镇”、“全市文明乡镇”等荣誉称号镇政府驻仁和坪，人口 24216 人，面积 243 平方

千米。辖 1 个居委会、14 个村委会：仁和坪、大栗树、林家坪、大檀树、桥梁、富裕冲、

升子坪、杨家淌、枫香坪、仁和坪、业产坪、杨柳池、梅坪、船山坪、罗汉淌。  

湾潭镇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位于鄂西南腹地，325 省道横贯全境，跨湘鄂两省边界，邻鹤

峰、石门两县，是宜昌市的“西南大门”、湖北省边贸口子镇、湖北省林业经济示范镇。地跨

东经 110°17′至 110°23′、北纬 28°56′至 30°09′。地势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最高海拔 2250 米，

最低海拔 450 米，平均海拔 1200 米。境内气候温和，降雨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1400 毫米，

平均气温 13.5℃ ，无霜期 247 天。辖 10 个行政村、1 个居委会、3 个农场、48 个村民小组、

4774 个农户、17000 人（其中土家族人口占 98%以上，属土家族聚居区）。镇域国土面积 326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43443 亩（承包面积 2.2 万亩），具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特点。  

自然资源 

  林特资源。境内林地面积 43.29 万亩，活立木蓄积量 50 万立方米以上，森林覆盖率 83%，

有连片万亩油松基地和万亩草场；箬叶面积万余亩，年产量近千吨；人工种植厚朴、杜仲、

五倍子等木本药材万余亩，天麻、贝母、续断等草本药材数千亩；盛产猕猴桃、板栗、核桃

等干鲜果，茶叶面积达到 3000 亩。  

  水能资源。境内大小河流十来条，湾潭河水能理论蕴藏量 7.5 万千瓦，可供开发 5.9 万

千瓦。流域总体规划“四库九站”，库容量 5000 万立方米，总装机 5.7 万千瓦。目前已开发

4.564 万千瓦，尚有 1.336 万千瓦可供开发。  

  矿产资源。境内富藏煤、铁、铜、方解石、重晶石、大理石等矿种，工业开发前景广阔。

探明煤炭储量 600 万吨，平均发热量 6800 大卡，素有宜昌“白煤之都”的美称。探明方解石



 

储量 200 万吨，急待实施工业开发。  

民俗文化 

  地民间盛传地花鼓、阴花鼓、围鼓、板凳龙、柳子戏、满堂音、傩戏等富有土家特色的

文化，湾潭奇石美名远播、可谓一绝，土汉文物留存数处，革命遗址依稀可见，土家吊脚楼

俯拾即是。  

旅游资源 

  独岭佛光展现“海市蜃楼”，万亩草场一马平川，峡谷地貌奇特灵异，高原水库趣味横生，

适宜发展避暑、休闲、养生、狩猎、农耕等现代旅游。  

经济发展 

  近年来，湾潭镇党委政府坚持立足开发优势资源，培育壮大支柱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步

伐的思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绿色开发、能源带动、民营突破、整体推进的战略策

动，突出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大工作重点，把握农民经济、能源经

济、集镇经济、打工经济四大主攻方向，积极培育烟叶、蔬菜、生猪、林特、茶叶五大区域

优势产业，努力打造湘鄂边区的生态环保镇、土家风情镇、能源经济镇、边贸口子镇和对外

开放的窗口。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强，到 2006 年，全镇实现农村人平纯收入 1858

元，地方财政收入 326 万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金额 3500 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全镇约有

40%的农户拥有机动车辆，75%以上的农户拥有了移动、联通、村村通、程控电话等通讯工

具，90 以上的农户拥有彩电和“家庭影院”，30%以上的农户住上了“小洋楼”，55%以上的农

户拥有了各种高档家俱，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步入现代化发展轨道。 

采花乡 
素有“楚天茶叶第一乡”和“山歌之乡”美誉的采花乡是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西部最

大的乡镇，东邻县城，西接巴东，南临鹤峰，北出清江，政府机关所在地距县城 52 公里 。

采花乡是典型的属革命老区和土家族聚居区。全乡国土面积 300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39615 亩 2006 年，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 1.013 亿元，实现乡镇企业总产值 1.5 亿元，其中工

业总产值完成 7900 万元；实现全地域财政收入完成 452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923 元。通

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已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电视广播、移动电话和

程控电话。全乡通村公路黑色（硬）化工程全面启动，已完成采花台、前坪、万里等村的乡

村道路硬化工程。计算机、宽带网开始进入农户家庭。  

  这里生态优美，文化底蕴深厚。有奇山、秀水、幽洞、怪石；有悠长的土家文化和淳朴

归真的民俗风情；有明未土司唐镇邦修筑的俗称“寨洞”或“将军洞”的帅府遗址，至今炮台沿

存；有 1931 年中共湘鄂边区鹤峰、五峰、长阳、桑植、石门等五县党代会遗址；有省级文



 

物、至今 300 多年之久的楠木桥“贞节牌坊”；有至今保存完整的 300 多年前英国商人来采花

开办茶庄的招牌“英商宝顺合茶庄”……  

  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茶叶生长。具有悠久的产茶制茶历史。300 多年前，

英国商人就在此置厂设铺，茶叶以其富含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和“香高味醇、汤清色绿、经

久耐泡”的独特品质远销欧美等国家，盛极一时，“至今保存完整的“英商宝顺合”茶庄也就是

湖北采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目前全乡已建无公害茶叶基地 5 万亩，现可采摘面积达

3.1 万亩,产量 3000 吨以上。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现已申报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采花毛尖”是中国名牌农产品、“湖北名茶第一品牌”，今年公司核心企业销售收入可达 1 亿

元以上。采花水能资源丰富，泗洋河流域水能蕴藏量达 6 万千瓦，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  

地理行政 

  采花乡东邻县城，西接巴东，南邻鹤峰，北出清江，是湖北五峰西部大乡。典型的革命

老区和土家族聚居区。境内群峰迭翠，沟壑纵横，地势南高北低，泗洋河以此发源贯串全乡

在北边融入清江，平均海拔 900 米，年平均降雨量 1300 毫米，年平均气温 20℃。乡内有丰

富的水能、畜牧、烟叶、茶叶、林果、魔芋等自然资源，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乡。独具田园

风光的白溢寨旅游资源，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  

  乡政府驻长茂司，人口 29503 人，面积 300 平方千米。辖 1 个居委会、16 个村委会：

采花、长茂司、万里、大村、楠木桥、白鹤、前坪、采花台、黄家台、星岩坪、珍珠头、苦

竹坪、红渔坪、唐家河、白溢坪、宋家河、梨子坪。  

历史前沿 

  位于五峰县西部的采花乡，古称荆梁蛮夷之地，秦属黔中郡，后汉隶属南郡。三国先属

蜀，后属吴，晋、宋、齐隶属宜都郡。梁属江州，西魏属拓州，北周属亭州，隶资田郡。隋

初属睦州，后隶荆州南郡。唐初复属睦州，继属东松州，旋属南郡，后属峡州彝郡。五代属

南平峡州，宋属湖北路峡州，元属荆湖北道峡州路。元末土司错处其间，长茅关之南菩提隘

之西，隶属容美土司，归四川管辖。明初隶属峡州府，后隶彝陵州，归湖广管辖。明天启七

年后，百年关以西，属容美宣抚司。清初仍隶彝陵州，后隶荆州府。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即

由土家族统一改为汉族），升彝陵州为司南府。这里，地处中原平原的末端，进可至中原，

北上京都，退可进西蜀，入滇桂。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从古至今，历来都是兵家必

争之地。  

  境内生态优美，文化底蕴深厚。有 300 多年树龄的“茶树王”等众多的自然和文化景观，

有悠长的土家文化和淳朴归真的土家民俗风情；有明未汉土疆界碑、这里是明未土司唐镇邦

修筑的俗称“寨洞”或“将军洞”的帅府遗址，至今炮台沿存；有 1931 年中共湘鄂边区鹤峰、



 

五峰、长阳、桑植、石门等五县党代会遗址；有省级文物、至今 300 多年之久的楠木桥“贞

节牌坊”。有至今保存完整的 300 多年前英国商人来采花开办茶庄的招牌“英商宝顺合茶庄”。  

经济文化 

  采花乡已在全市十八个贫困乡镇中，率先实现了整体脱贫。全乡粮食总产量达到 14886

吨，肉类总产量达到 2199 吨，财政总收入 348 万元，各类企业 409 家，从业人员 2438 人，

实现工企业税收 230 万元，其中：个人独资企业 403 家，从业人员工 1988 人，总产值达 8553

万元，固定资产 553 万元。  

  茶叶是采花的支柱产业和拳头商品，通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茶叶面积已达 4 万亩。采

花茶在以武汉为代表的省内市场已经站稳了脚跟，采花毛尖、天麻剑毫成功登陆北京市场、

广东市场，中低档茶出口已破题，几家骨干厂家的名优茶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今年茶叶

生产形势喜人，茶农收入稳中有升。据统计，今年全乡茶叶社会产量达到 1800 吨，鲜叶收

购金额达到 1500 万元，企业销售收入达到 3000 万元以上。  

  采花乡有 5 万千瓦水电储量，至 2005 年年中已竣工投产的超过 8000 千瓦。由中溪水电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装机 1260 千瓦的白溢坪水电站已经竣工投产，由宜昌天能公司投资

开发装机 1260 千瓦的白水水电站今年年底竣工投产，由浙江客商投资开发装机 2500 千瓦的

白岩泉水电站和由深圳伊泰科技发展公司投资开发装机 2400 千瓦的采花台水电站竣工投

产，由亿业公司投资的渔泉河流域水电开发全面启动，第一、二级电站竣工投产，泗洋河主

干流的水电开发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预计五年内全乡水电装机可达到 4 万千瓦。  

  农网改造工程累计已完成投资 950 万元，共完成 10 千伏电路改造 132 公里，低压电路

改造 248 公里，台区安装 81 个，10 千伏开关站已经竣工，35 千伏变电站动工，全乡的供电

设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栗子坪白肋烟基地面积达到 180 亩，建成标准晾房 140 间，成为全

县烟叶种植的示范样板。退耕还林项目进展顺利，全乡已实施退耕还林 1450 亩；搬迁扶贫

近 100 农户，基本上达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至富”的目标。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全乡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话，户户

有电灯，90%以上的农户有电视；农村中小学校设施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观，

村村设有卫生室；农户拥有各类机动车辆 2000 多辆（台）；投资 1200 万元的五牛路改造工

程已完成；每个村有 2 个以上集科技文化类书籍、棋类、球类等文化设施齐全的文化中心户。

集镇建有 300 多用户的有线电视网络，还有一支 27 位退休老年组成的“采花乡社区老年艺术

团”，常年送戏到农户，寓教于乐，给人民群众送去了欢乐的精神食粮。  

  本地山歌名目繁多，曲式丰富，浩如烟海，仅歌种就有山歌、田歌、采茶歌、风俗歌和

灯调等。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有南曲、吹锣鼓、满堂音、皮影、堂戏、多种吹打乐等等。全乡



 

有白溢坪村“山吆子嗬”农民艺术团和采花茶业老年艺术团等艺术团体。成功录制五峰第一首

村歌《我爱家乡星岩坪》的 MTV。  

乡镇领导 

  邵爱华（乡党委书记、乡人民政府乡长） 主持乡党委、政府全面工作。  

  刘 琼（乡党委副书记、乡人民政府常务副乡长） 协助邵爱华同志主持乡党委、政府全

面工作；分管政府日常工作、安委会日常工作；负责财贸、计划、交通、集镇村镇建设、环

保、国土资源、水电、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招商引资、金融保险、统计等工作；联系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  

  汪祖明（乡党委副书记、乡人大主席团主席） 主持人大主席团全面工作;分管党务、群

团、政法、武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环境工作；联系国土整治项目，“三农”工作和茶

叶龙头企业建设。  

  田艳平（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分管纪检、监察、工会、政协、卫生、农村合作医

疗、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周其楷（乡党委委员、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分管农村安全饮水、移民搬迁、烟叶生产、

烟叶新村建设、科技、教育等工作；分管烟草站、水利服务中心；协助做好对上项目争取工

作。  

  徐锦凤（乡党委委员、乡人民政府副乡长、妇联主席） 分管农业农村、新农村建设、

民政优抚、防汛抗旱、农村财务、森林防火、旅游、妇联、整村推进项目、扶贫开发、民族

宗教等工作；协助分管茶叶龙头企业、国土整治项目建设。  

  叶正勇（乡党委组织(统战)委员、武装部长） 负责组织、劳动人事、村级阵地建设、

统战、武装、老干部工作；协助分管工交、安全生产、协税护税、村镇建设、项目申报工作。  

  唐祖国(乡党委宣传委员、党政综合办主任、团委书记) 主持党政综合办公室全面工作；

负责机关、宣传、共青团、信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电脑农业、居委会等工作；分管文

化服务中心。  

  颜家斌(乡党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主持采花派出所全面工作；协助有关领导分管政法、

信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稳定等工作。  

  内设机构及联系电话  

  党政综合办公室：5761032  

  经济发展办公室：5761934 或 5761933  

  社会事务办公室：5761242  

  乡政府传真电话：57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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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花毛尖 

  采花毛尖茶产于湖北省五峰县西部的采花乡。全乡国土面积 300 平方公里，人口 3 万，

16 个村和 1 个居委会，是革命老区和土家族集聚区。采花资源丰富，尤其以茶叶闻名，具

有 2000 多年的茶叶生产史。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商人远涉重洋，进采花台，入撤花溪，

置厂设铺，经营采花富硒茶，其金字招牌“英商宝顺合茶庄”至今仍保存在采花毛尖集团。  

  开发最早、规模最大、名茶最多是该乡茶叶生产的特色。一九九七年省茶叶专家专程考

察后确认：采花不仅是湖北茶叶第一乡，而且是湖北名茶第一乡，“楚天茶叶第一乡”由此得

名。茶叶己撑起乡域经济的半壁河山，茶叶单项税收占全县茶叶税收的 40％，占全乡财政

收入的 50％，茶叶收入占全乡农民人平纯收入的 30％。近年来，茶叶产业化进程加快，已

形成一个集团(采花毛尖集团)、两大名茶(采花毛尖、天麻剑毫)、两万多亩基地、联八千农

户的茶叶产业链。良好的生产环境，独特的土壤、气温、山水条件，给采花茶赐予优良的内

质。乡党委、政府果断决定深度开发茶叶项目，按照大产业、大规模、高效益的要求，全党

动员、全民动手、全力以赴实施“采龙毛尖茶叶高新技术系列开发”工程，其主要措施和目标

是：一业（茶叶产业）兴乡、两轮（民营和科技）驱动、三年翻番（茶叶收入）。  

采花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十分适宜发展茶叶生产，到 1999 年，全乡茶园面积达到 2.3

万亩，为充分发挥自然优势资源。  

采花毛尖茶品质特征：外形细秀匀直显露，色泽翠绿油润，香气高而持久，滋味鲜爽回

甘，汤色清澈，叶底嫩绿明亮。清康熙年间开始流传的《采茶歌》道：“采茶去，去入云山

最深处……年年常作采茶人，飞逢双宾衣褴褛，采茶归去 不自尝，妇姑烘焙终朝忙，须臾

盛得青满筐，谁其贩者湖南商。” 20 世纪 80 年代创制的采花毛尖茶，外形细秀翠绿悦目，

内质香高持久，滋味鲜醇回甘。  

  采花毛尖系列茶多次获得国际、国内金奖，九八年获得国家名牌产品称号，九九年“绿

珠毛尖”被评为湖北十大名优茶精品，并位居榜首。“天麻剑毫”茶是湖北唯一的一支保健茶，

在国内茶叶评比中也数次夺得奖牌，通过与卫生部门联合申报国家“健”字号，被批准为国家

级保健饮品，其效益成倍增长。“采花毛尖王”、“天麻剑毫”两支名茶均获国家专利和绿色食

品证书，坚持聘请省内外专家，组成专家组，积极推进与日本等国家的技术交流与合作，请

名师，创名解，扬名声，壮名品，通过三至五年的奋斗使“采花毛尖”跻身全国十大名茶，开

发茶叶高新技术，力创茶叶知名品牌，使名优茶在茶叶总量中的比重由现在的 40％上升到

50％，在茶叶收入中的比重由现在的 50％上升到 80％，全面提高茶叶档次和效益。  

白溢寨 

  白溢寨位于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城北 10.5 公里处，寨顶总面积 20 平方公里，主峰



 

黑峰尖海拔 2320.3 米，为五峰第一高峰、华中地区第二高峰(仅次神农顶)，山体险峻雄伟。

景区为四面绝壁的高山古寨，是古代土家部落首领的军事险隘和指挥部。  

  白溢寨湖坪人文古迹繁多，古土司衙门、月拱桥、望湖楼、仙女观都有数百年历史，遗

迹尚存。寨上土家风情浓郁，跳丧舞、放风灯、唱堂戏，至今仍沿袭不衰。四十八股清泉在

寨上喷涌，汇成清溪，水质奇特，为中国罕见的富锶低钠矿泉水。现有年产 3000 吨矿泉水

厂一座。  

  白溢寨古来为土家先民抵抗外来侵袭的兵家要塞，寨上自古有东南西北四关扼守绝壁四

周入口，有炮台、关口、寨门等古军事遗址。最为雄伟的是明末土司唐镇帮所建“帅府”遗址，

号称“藏军洞”，位于寨西绝壁半岩间，洞中有“帅府金殿”，仅石径一线可攀绝壁而上，古称

“48 步上金殿”。洞外石阶、寨门、制高点炮台、洞内所筑点将台，以及石钟乳天然形成的

土司“龙床”遗迹尚存。系“一夫当关，万夫莫越”之天险。  

  神秘而古老的山寨，蕴藏着无数的自然奇观，特别是以其世间罕见的“六大不解之谜”

闻名遐迩。成为中国境内独有的神奇景观。  

  白溢寨集雄伟的高山风光、神秘的自然奇观、浓郁的民族风情、秀美的田园山水、古老

的土家兵寨遗址为一体，自古有“登览胜区”之誉。曾载入“中国名胜辞典”和神州九奇之一。  

  寨西绝壁之下的山腰名为“夹湾”，海拔 1800 米左右，是方圆五十平方米的一片怪石鳞

屿之地，干不见水，却每年立夏前后天气转热时，慢慢结冰，立秋后随天气转冷而消融。  

  寨上湖坪有一巨石，人立其上用力踏地只见地动山摇，15 米外立足者，感觉犹如地震。  

  湖坪稻田之米奇香可口，蒸熟后粒粒竖起，细长如杆，古为上贡皇帝专用，米为何熟后

自立?无从道清，成为华夏一绝。  

  绝壁上有一土司藏宝的“藏金洞”，数百年来，许多勇士曾攀岩于绝壁寻宝至今未果。  

  每至深秋午夜，只见在第二级绝壁之上银花竞放，接着在其下方出现一金盆，托起银花，

光彩四射，清晰可见，由暗变明，再由明变暗，最后消失，大约持续 30 分钟左右。  

  白溢寨交通从宜昌乘坐班车到达五峰。 

傅家堰乡  

傅家堰乡位于湖北五峰县西北边陲，东与五峰镇接壤，北与长阳渔峡口交界，西与牛庄

乡毗邻，南与采花乡相接。建制 1 个居委会，9 个村，46 个村民小组，5815 户，18799 人，

其中农村户数 5653 户，农村人口 17686 人，全乡现有党支部 23 个，党员 666 人。全乡国土

面积 139.5 平方公里，其中农村承包耕地面积 1.92 万亩。  

  境内群峰迭起，沟壑纵横，地势西高东低，泗洋河流经境内融入清江，平均海拔 1118

米，年平均降雨量 1400 毫米，平均气温 12℃，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乡镇。2006 年乡第八



 

届党代会明确了继续实施“能源富乡,特色富民”的经济发展思路，即开发水力资源,发展烟叶、

魔芋、干鲜果、生猪等特色产业。  

  2006 年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 5529.13 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 2900 万元，实现本级财政

收入 238 万元，农村人平纯收入 1860 元。实现粮食产量 10214 吨，油料产量 1094 吨，魔芋

产量 4958 吨，烟叶产量 697 吨，茶叶产量 100 吨，柑桔 777 吨，生猪出栏 41262 头，山羊

出栏 7230 只。通过多年的奋战和不懈努力，全乡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乡域经济不断发

展，已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广播电视和移动电话，60%的村通程控电话，基本形成低山以鲜

果为主的产业带，中高山一带以烟叶、魔芋、核桃为主的产业带，高山以烟叶、药材为主的

产业带。由宜昌骏王集团投资 2.4 亿元修建的泗洋河流域开发马渡河电站工程于 2005 年 4

月动工，总装机 3 万千瓦，半地下式厂房，是目前五峰最大的在建能源项目。2008 年第一

台机组可投产发电。乡政府驻傅家堰，人口 18115 人，面积 139.5 平方千米。辖 1 个居委会、

9 个村委会：堰窝子、傅家堰、鸭儿坪、桥料、白庙、火山、左泉洞、马蹄井、田家山、大

龙坪。  

牛庄乡   

全乡国土面积 154 平方公里，辖 9 村 1 场，71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8400 人，其中农业

人口 7680 人，耕地面积 12948 亩，林地面积 12.34 万亩，草荒面积 8 万亩。乡内最高海拔

2260 米，平均海拔 1540 米，乡政府驻地海拔 1730 米，多年平均降雨量 1600mm，全年无

霜 200 天左右，年平均气温 9.3℃，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控制区，“三月覆积雪，

七月降早霜”是这里高寒气候的真实写照，素因高寒边远、山大人稀而有“宜昌西藏”之称。

乡内经济作物以大宗药材、烟叶、天麻、商品蔬菜为主。  

  2006 年，全乡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 29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农民人平纯收入达到

2013 元，本级财政收入 206 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 187 万元。  

  全乡烟叶种植面积近 5000 亩，产量 176 万斤；大宗药材面积 5100 亩，产量 2040 吨；

商品蔬菜种植面积 5000 多亩，产量 2.5 万吨；天麻种植面积 5 万平方米，产量 750 吨；生

猪出栏 9000 头；山羊出栏 6000 只；全乡形成了 5000 亩蔬菜、5000 亩药材、5000 亩烟叶的

“三五”经济支柱产业带布局。以独活为主要品种的中药材被纳入湖北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示

范基地（即 GAP 基地）并通过验收。王家河电站项目总装机 10 台套 1.88 万千瓦，包括一

库五站。总库容量 337 万立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7000 万元，预计年发电量 6962 万千瓦时。

到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3000 多万元，预计装机 3200 千瓦的一级站将近期建成投产发电。投

资 1.2 亿元，装机 2 万千瓦的九里坪流域水电开发项目已经落实项目建设业主。  

全乡村组公路里程达到 110 公里，100%的村、70%的村民小组通了公路。35 千伏输电



 

线路架设到了牛庄，农村电网得到全面改造，全乡实现户户通电。全乡通讯综合覆盖率达到

了 90%以上。全乡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 100%，中学生巩固率达到了 99%。2005 年、2006

年均被确定为全县唯一一个零辍学乡镇并通过了市县两级的考核验收。由北京卷烟厂捐资，

知名演员张秋芳任名誉校长的“中南海爱心学校”在牛庄正式挂牌。乡政府驻牛庄，人口 8576

人，面积 154 平方千米。辖 9 个村委会：牛庄、池南、凌云、沙河、金山、松木坪、九里坪、

横茅葫、沙湾。 

第三章 文化教育 

 

  现有各类学校(含民办)69 所，其中，普通高中 2 所，初中 13 所、小学 39 所（含教学点

3 个）、中等职业学校 2 所（其中民办 1 所）、特校 1 所、幼儿园 12 所(其中民办 11 所)。全

县在校中小学生(含中职学生,不含特校学生和幼儿园幼儿)总数为 19263 人，其中高中 4009

人（含中专生），初中 6130 人，小学 9124 人。全县在职中小学教职工 1564 人（其中在编

1358 人，招聘教师 206 人），有专任教师 1396 人，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

率分别为 98.1%、94.3%、81.0%。有省级骨干教师 13 人、市级学科带头人 18 人、县级骨干

教师 308 人。全县 80%以上的中小学为寄宿制学校，寄宿生 13339 人，占学生总数的 69.2%，

创建保育寄宿制示范学校 31 所。  

近几年来，在县委、县政府和省市教育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我县民族教育事业得到了较

快发展。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百科名片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第一中学简称五峰一中,几易其名，历经县立初中，县第一中学，五

峰土家族自治县第一中学等历史时期。六十三年的创业史，历经坎坷而又灿烂辉煌。数迁校

址：从李家湾到书院坡，再到梅家坪。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第一中学(简称五峰一中)坐落在五峰山下，天池河畔，环抱在青山绿

水之中。始建于 1941 年的五峰一中，已有 60 多年的建校历史，现占地面积 26.5 亩，建筑

面积 17058 平方米。现有 24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1500 多人，教职工 108 人。  

方针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把强化管理，深化改革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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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华 

  男，汉族，1963 年 4 月生，湖北五峰人，1983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 年 8 月参

加工作，大学学历。  

  1979.09--1983.08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  

  1983.08--1985.01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干部  

  1985.01--1985.11 西藏青年报社工作  

  1985.11--1986.08 西藏饭店党委委员、人事部副主任  

  1986.08--1987.08 西藏饭店党委副书记、人事部经理  

  1987.08--1990.02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正处级)  

  1990.02--1992.03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副厅级)  

  1992.03--1992.12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  

  1992.12--1995.07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1995.07--1997.11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其间：1996.09--1997.07 在中央党校培训部一年制中青班学习)  

  1997.11-1997.12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正地级，主持地委工作)  

  1997.12--2001.07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  

  (1998.11)(1996.09--1999.07 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  

  2001.07--2003.11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兼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2003.11--2005.03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2005.03--2005.07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2005.07--2005.11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党校校长  

  2005.11--2006.10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党校校长  

  2006.11--2008.3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2008.03——2008.04，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  

  2008.04——2009.01，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党组书记  

  2009.01——2009.11，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2009.11——2010.01，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大量装有火药的小竹筒。   

队伍开走不久，团练大队长郭德安闻讯即率一只人马从板桥冲赶来，妄图乘隙而入，血

洗赤卫队在西坡垴、赶鹿坡、磙子坪一带的大本营。   

 当敌人一出现，他就在山头上打响三眼铳和土铳。每放一枪就迅速拉掉竹筒的棉球塞

子，把火药装进枪膛，接着再放，就这样，他一口气爬上五座山头，放响 100 多枪。团练见

到山头有红旗，又听见枪声不断，不知有多少埋伏，竟一枪也没敢放就调头回逃，我根据地

人民生命财产未受任何损失。   

 1931 年 3 月 26 日，因叛徒告密，向光振在西坡垴不幸被捕。敌人施用酷刑，将他的一

个手指和一个脚趾绑住悬吊于屋梁，企图以来刑拷打从他口中掏出赤卫队活动情况。但他始

终不屈，直至吊得昏死，也未吐露一字。   

第三天，他被 20 多个团练押着去处决，因土铳“泡子”受潮，一连五枪未响，第六枪虽

然泡子响了，却又“忍火”。在泡子忍火的一刹那，他灵机一动，佯装中弹，于枪响前倒地。

团练大队长张福洞不死心，说还要补一枪，便亲自装铳，由于手忙脚乱，竟忘了用“掩子”

将枪膛里的火药和铁子掩好，扣火时，铁子却先从枪膛滚出，他脖子上只被火药烧了一块黑

疤。团匪们一看，直吐舌头，说是碰上了“枪打不进的神兵”。大队长大吼一声：“祭刀”，于

是，几把铁梭标一起往他身上捅，共捅了七处。然而，他却没有死，直到天黑后，才爬回西

坡垴。为了不露马脚，又在家中共了一个假灵位。一个月后，伤刚好，就挑起了带领赤卫队

与敌人继续斗争的重担。   

解放后，他本色不变，一直在村里做民兵工作。1960 年秋，作为苏区英雄人物代表，

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并奖给他一支步枪。   

1982 年 2 月病故。 

第五章 五峰政府机构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方税务局 

机构简介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方税务局成立于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负责全县五镇三乡纳税人的

税费征管工作。全局内设办公室、监察考评科、税费服务科、税费管理一科、税费管理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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