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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代新武

《奇峰志~ ( 1911一2013 )付梓在即，堪称青峰文明史上一件盛事，欣慰

之余，掩卷沉思，感慨颇多。

青啼镇地处房县东部，东临万峪、尹吉甫镇和保康县，西接红塔、白鹤镇，

南与五台、野人谷镇毗邻，北与丹江口市接壤，总版土面积 415 平方公里，辖

26 个行政村， 3.4万人，居民 3.8 万人，是一个"七山半水二分田，半分道路

和家园"的山区乡镇，古为"荆楚之襟屏"今为"陵州之要塞"，地理位置独

特，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资源富庶，人杰地灵，是

房品东部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在这块美丽神奇的土地上，发生过许

多袁大历史事件，演绎出许多美丽传说。上神女娟炼石补天，遗石青峰山上;

商纣姜子牙修道紫阳洞，洞存满天星黑;西周太师尹古甫辅佐周宣玉，功勋卓

著，名冠中华，魂归松林挫;古《诗经》源起奇峰出诗扭，千古绝唱传后人;

贺元帅扬鞭策马青峰镇，创苏区闹革命威震鄂西北;李先念中原突罔经古镇，

挥师剿匪可歌可泣鬼神惊;建国后工农作主家乡巨变，改革开放百射争流万象

新。抚今忆昔，浮想联翩，宜地风水，人寿物半，实可谓"忠孝名域山水秀，

英才俊杰代代出"。

青峰镇素有"陈酿古镇(黄酒)"、"果茶之乡"之美称，土特产誉满天下，

有人吟诗赞叹"黑木耳漂洋过海，俏香菇驰名中外，蜜榄树漫山遍野，陈黄

油醉翻酒怪。" 30 年前，当改革开放春风吹进山镇，青峰人勇立潮头，展姿井

潮:修公路、架桥梁、办学校、建工厂、兴集镇、抓商贸，升发采茶基地，筹

划引资招商，多方发展经济，活跃农贸市场，科技兴农富氏，特色经济强村，

大力推进城镇化、工业化战略，镇容镇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工农业总产值过 10 亿，多项工作受国家、省、市农彰，跻身全县前列，成为

全市乃至全省名镇。

乱世研刃，盛世编志，古往今来，莫不如此。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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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忠实为明时胜事，旨在帮助我们察古示今，认清历史发展规律，拷问成败得

失原因，使成们能更好地了解历史，鹅知过去，研究现在，开创未来，激发企

镇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豪情壮志，调动和凝聚各方面力量，把家乡建设

得更加关好，使青峰的山更青、峰史俊、夭史蓝、水更秀、人更好、地更灵，

真正成为房县东部的一颗争奇斗艳、璀燥无比的明珠。

"观兴衰、明得失、察民风、促教化"忆史蝙志意义重大，既是一项重

要的文化建设，又是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或

缺的乡土教材。纵观合志，资料翔实，广征博引，据事实录，精心撰文，字斟

句酌，反复校且，窝成功得失，分是非曲直，彰显盛事，记述伟业，述而不评，

实事求是，展示经验教训，反映客观规律，文字简明凝炼，语句通俗易懂，构

思新颖别致，布局工整得体，真实再现时代特点、地方特色、行业特征，承载

了古镇青峰特有的人脉、文脉，记载了青峰一百多年饱经战乱、历经沧桑、几

度兴衰的悠久历史。对于抢救地方文化遗产、研究本地历史，繁荣当地文化，

传承优良传统，对青少年进行爱党、爱闺、爱家、爱民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O 将成为青峰子孙后代研究地方历史的珍贵文字资料和地方"百科全书"，

起到汇集、保存历史资料的作用 O

100 多年来，青峰镇从封建专制走向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 60 多年来，

奇峰镇由农业大镇过渡为经济大镇， 30 多年来，青峰镇由山区小镇跨入县城

强镇、省域名镇，点滴之墨不容赞述，幸编篡者博览群书，查史访众，宵衣肝

食，凤兴夜寐，茹苦含辛，不为名利，不怨清苦，历时年余，终成凤愿，将其

著述于册，令人倍感欣慰，谨书数语，权以为序，望饱学之仕斧正。

愿该志对读者进一步了解青峰、研究青峰有所桦益。

愿与青峰五万多人民以史为鉴，同心同向，合哀共济，与时俱进，乘势而

为，开拓创新，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注:代新武现任中共青峰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凡例

一、编慕《青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祥今略古，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限民国一年( 1911 年)，下限公元 2013 年。有接部分

适当上i朔。

二、全志为纲目体，先综述，在大事记，后分类立目，一般分三个层次。

全志 30 卷， 30 万字，立起记述近代和现代史实。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阁、农、录等形式，以志为主，资料大部按事

以类从的方式处瑕，不受机构隶属关系局限。

五、入传人物，为本镇有影响人士，不分职位、政治面貌，以年代为序;

领导人更迭，只记正副科级，其他则因事系人。

六、本志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纪年，每节首次出现，则

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记年，文字表述

统称"新中国建立后"或"建国后"。凡年代出现皆系上世纪 1900-1999 年间，

不再标注"上世纪"或"二十世纪"。

七、本志所用各项统计数字，以镇统计年报为准，也取部门提供数字，数

字用法以 1986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为准。

八、本志资料，来自《房县志》和县直各部门专业志，以及市、县收藏史

书，不一一注明出处。



古镇新姿

镇政府大门

镇委政府办公大楼



团结拼搏开拓进取的领导班子

镇委书记、人大主席代新武 青峰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青峰视察工作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王生铁在青峰调研



十堪市委书记周雾在青峰调研

时任房县县长张维国在青峰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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