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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城市(原宜城县)历届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成员及办公室负责人名单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

宜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1年7月)

黄保发
‘

。

胡相斌沈玉振盖成杰沈均翠王芝庆刘自力

范家权

杨超郭家隆吴学华杨大义吴心汉张世善

张道元朱致忠赵化鹏吴代秀何荣锡邓辉富

肖大德张世彩闵绍堂刘富兴刘楚勤徐仁斌

闵祖秀周镜明王定一秦三圣冷光华欧学文

何启明金家德徐良勇 李高弟杨启礼李成运

黄芝凤刘国璋张兆义。张高泉袁光祖王言实

游选仁袁作雪罗秉义 肖祖文李贵华彭荣卿

盖成杰(兼)

吴代秀(兼)刘国璋(兼)

宜城县史志编纂领导小组

j(1982年1只)
’ ‘

陈训生。。’ 4、

：

沈玉振贾恒炳盖成杰王芝庆

杨超周守范张世善刘自力范家权杨大义

吴心汉张道元沈大乾朱致忠于义三张全华

刘国璋马大伟程正兴彭荣卿

盖成杰(兼)

沈大乾于义三



‘宜城县史志编纂领导小组

(1982年J2月)

组 长 ．尚立学

副组长 沈玉振贾恒炳马能泽丁胜华王芝庆

成 员“杨超范家权周守范张世善刘自力杨大义

吴心汉张道元沈大乾朱致忠于义三张全华

刘国璋马大伟程正兴彭荣卿王生益
一-

．办公室主任缺

副主任沈大乾(1984年3月至1985年5月兼主任)

于义三．王生益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宜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5年5月)

王家康

连庆云程兴荣丁胜华沈玉振

李家其李诚杨大义李方银王兆和魏天佑

姚元正王生益
‘’

李家其(兼)

王生益(1986年10月至1991年6月任主任)

副主任匡鼎111(1986年6月至1991年6月)

戴学青(1987年7月一)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顾

委

问

员

宜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肖祖文

刘永培

丁胜华

刘正元

汪仁华

周勤达

张永玉

吴大明

(1992年12月)

吉道明+肖光启 陈运喜郑国华r。
；

陈品贵何在勤

向安友周文义

陈连国席明发

屈传经邹光国

‘李诚

丁志学

孙湘政

。张正勤

办公室主任’戴学青(1991年6月—。'

副主任鲁家翰余晓春
’7

黄品用

邱文才

卢建军

汪家才

宜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年8月)

周勤国

程培学

何荣华

戴学青

主任委员 刘永培

副主任委员许元习 田经纯张忠发吉道明

顾 问丁胜华

委 员 陈连国刘正元何在勤周勤国汪仁华 向安友

黄品用’丁志学刘明天程培学顾文卿周文义

吕德替席明发孙湘政简大美何荣华张永玉

赵焕本王志海李诚乔本成邹光国李方银

曾 明戴学青吴大明

办公室主任戴学青

副主任鲁家翰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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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年7月)

主任委员 刘善桥

副主任委员 陈运喜 田经纯张忠发吉道明 张富山
。

顾 问丁胜华

委 j 员江继才李振友胡忠诗章德全赵立功周勤达

陈运才丁志学全开化程培学李振保张家德

、丁化春林时才闵组成简大美何荣华赵家全

。。高万德王志海李诚乔本成邹光国李方银

曾 明胡和平余晓春黄春华．鲁家翰．萧明忠

办公室主任余晓春(1995年6月一 ) ；

副主任黄春华(1995年8月一 )
。

．鲁家翰：’ 一一f
一

萧明忠(1995年8月一 )



《宜城志》总纂人员

编 审黄保发陈i)11生尚立学王家康 肖祖文

刘永培刘善桥

顾 问丁胜华

主 编王生益戴学青余晓春萧明忠匡鼎山

鲁家翰黄春华

编 辑王文杰徐大珍邓国庆

特邀编辑白明殿王树艺王化村唐继尧李觉民

李书珍

编 务龚生斌李俊陈立文杨兆国．杨家松

陈海清张德勇徐淑娥余飞

绘 图萧明忠曾照勤刘晓定

摄 影章立祖陈明成严功启耿新斌

校 对萧明忠李伶甫徐大珍邓国庆杨兆国

陈海清徐溆娥余飞

封面设计佘晓春王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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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一，J

古往今来，编史修志，历为有识之士所重视。宜城自汉惠帝

三年(公元前1 9 2年)建制以来，．曾于明正德九午、明嘉靖四十

二年、清康熙二十年、清同治五年、清光绪九年5次编修《宜城

县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的

j重视和关怀。原宜城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 9 81年7月将修志工

作纳入议事日程，并抽调人员，。经组织培训学习之后，于1 9 82

年2月正式开展工作，至1 99 6年9月，《宜城志》付梓，前后

《历经1 5载，终告大成。这是宜城52‘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t大事，是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为宜城的

? 历史文化建设树立了一座丰碑。值《宜城志》问世之际，谨向所

有参加和支持宜城修志工作的各寡人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宜城地当荆襄要道，素有“八省通衢刀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

之地，古今多次战争在此发生。历史文化悠久。据考古发现原始

， 社会、新石器时代遗址达7处。宜城是楚国故都所在地，因而这

里是楚辞、楚歌产生、发展和传播的主要区域。自古人文荟萃，

代有人出，举凡宋玉：伯嘉、王逸、王延寿·、马良、马谡、向

朗、向宠、柳季、段成式、王麒、王凝、鲁桂元、王万芳等文武

贤士无不名传于世，文留后人。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

宜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早在大革

命时期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宜城



新街是中共鄂豫边特委、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和鄂豫边区临时省

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宜城境内建有宜东、襄南、钟北、刘猴集4

个苏区，成为鄂北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宜城人

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捐款献物，支援抗战，抗日将领张自忠将

军在长山以身殉国。解放战争时期，宜城人民为支援中原人民解

放军南路突围部队过汉江，为开辟襄枣宜、洪山、钟北、荆钟宜

解放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宜城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

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 949年至1 995年的46年中，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经曲折但成效显著，尤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工、．农、运、建、商五轮齐转，科、教、文、卫、体

各业俱兴，先后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一、“全国农村电气化

县’’、。全国扫除文盲先进县力、“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一、“全国民政

工作先进县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跃上一个新台阶，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所有这些，在《宜城志》中都得到了充分的

反映。 ．．．

新编《宜城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则，本着。继承创新，服务现实，有益后世’’的宗旨，详今略古，

存真求实，数易其稿，方众手成书。全书共设三十二卷，1 40余

万宇，按照“综述历史，横陈现状’’与“横分门类，纵述始末’’相结

合的编写方法，忠实地记载了宜城建制2000余年的历史，详尽

地反映了清末以来的沧桑巨变，重点记述了1 949年以来全市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历的曲折道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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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还以饱蘸乡情的笔墨，记述了宜城壮美的山川、富饶的资

源、纯朴的民风和灿烂的文化。她不仅是一部地方性百科全书，

同时也是一部为社会各界提供翔实资料的工具书。运用她对广大

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

育，让子孙后代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从而坚定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自觉执行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继续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

把宜城建设成为‘‘农业强市、工业大市、财政富市’’作贡献。

宜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 9 9 6年9月



序二

王家康

．新编《宜城志》，历经十余载，数易其稿，今付梓问世。这

是宜城文化建设中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是各级领导重视和广大

方志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果。际此书成，不胜感奋，恭疏短引，

志喜志贺。
。

7，

宜城历史悠久，远祖自原始即在此繁衍生息，楚国早期又建

都于此，。历史文化光辉灿烂，革命传统世代相续。从明成化年间

起，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辛亥革命时期，不少仁

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英勇献身。1 92 6年至1 9 31

年，王全芝、简发生、胡培洲等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如

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先后有500余人献出宝

贵生命。抗日战争时期，张自忠将军率领部属十万余众，同日寇

浴血奋战，张自忠将军殉国于长山之巅。1 949年4月，在平息

反革命暴乱中，一百多位革命同志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英勇牺

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涌现出许多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他们的献身重于泰山，他们的浩气与世长存。新志以生动而感人

的史实，扬先烈之美德，炳英灵于青史，是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的良好教材。

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宜城百年

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变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反映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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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来的艰苦历程，尤其精当贴切地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宜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集新思想、

新观点、新材料为一体，熔内容广泛性、信息综合性、知识密集

性于一炉，汇百家于一处，集万卷于一册。一方乡风，展卷可

得；一卷在握，百业可晓。是我们了解宜城、认识宜城、建设宜

城，服务“四化万的丰富而珍贵的地情书、资料书、资政书。

新志是按。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现状’’的方

法编纂而成，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篇旧合理，结构严谨，

资料翔实，文图并茂。她的辑成，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史料，

对宜城的开发振兴，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特为之序。

注：作者为原宜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1 989年1 2月



凡 例

一、本志初拟名《宜城县志》，因成书前撤销宜城县建制设

置宜城市，故名《宜城志》。

二、《宜城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求实存真的科学态度，运用

记事存史笔法，力求编纂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一方之全

史。

三、本志相对断限于1 88 3年(清光绪九年)至1 98 5年。

因成书时间下限时间长，总述，大事记、建置沿革，乡镇概况、

外地驻宜单位简介、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等卷下延至1 995年。为

保持有关史料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对少数事件适当上溯、下延。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按事物

性质分类，共分1述、1记、32卷及附录，以志为主，图、表

随文附插，照片集中安排。立卷坚持。类为一志一，事类划分不受

行政隶属关系限制。总述列于卷首，卷下结构以序号或字体标

示，一般不超过4层。由于本志断限跨越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3个历史时期，部分事物分类，名同质异，故采用

。综述历史，横陈现状，’’与。横分门类，纵述始末一相结合的体

例。

五、本志纪年，清代以前皆用其年号，并加注公元纪年。中

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公元纪年；纪年3位数以上省公元2

字。国名及各种名称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

}墨



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

产党宜城县委员会宜城县人民政府简称“中共宜城县委、县政

府’’。 i

六、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1 986年

1 2月．1 5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机构、官职等称谓均按各历史时期习惯称呼。地名以《宜城县地

名志》为准，必要时加注。 t．

七、人物志分传记、表录两部分。对生人不立传。立传人物

以卒年为序。立传标准，视其在本地区的业绩或影响而定。县历

届党政领导人，在政党、政权、政协卷中列名。

八、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

九、本志所列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

未统计的数字，以主管业务部门的为准。度量衡表述：1 949年

前从习惯，，之后为通用的市制、公制。1 949年前的货币，行文

中注明种类名称；1 9 55年前旧人民币拆算为新人民币。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国家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地方党

史、地方组织史，以及1 981年来新编《专业志》、《乡土志》，

少数取自当事者口碑资料，凡考证无误者均予载入，均不注明出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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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构成⋯⋯⋯⋯⋯⋯⋯⋯⋯⋯⋯⋯⋯⋯⋯．．．⋯⋯⋯⋯⋯⋯⋯⋯⋯⋯

(一)性别构成⋯⋯⋯⋯⋯⋯⋯⋯⋯⋯⋯⋯⋯⋯⋯⋯⋯⋯⋯⋯⋯⋯⋯⋯⋯⋯

(二)年龄构成⋯⋯⋯⋯⋯⋯⋯⋯⋯⋯⋯⋯⋯⋯⋯⋯⋯⋯⋯⋯⋯⋯⋯⋯⋯j一

(三)民族构成⋯⋯⋯⋯⋯⋯⋯⋯⋯⋯⋯⋯⋯⋯⋯⋯⋯⋯⋯⋯⋯⋯⋯⋯⋯⋯

(四)文化构成⋯⋯⋯⋯⋯⋯⋯⋯⋯⋯⋯⋯⋯⋯⋯．．．⋯⋯⋯⋯⋯⋯⋯⋯⋯⋯

’(五)婚姻，家庭构成⋯⋯⋯⋯⋯⋯⋯⋯⋯⋯⋯⋯⋯⋯⋯⋯⋯．．．⋯⋯⋯⋯⋯

(六)行业、职业构成⋯⋯⋯⋯⋯⋯⋯⋯⋯⋯⋯⋯⋯⋯⋯⋯⋯⋯⋯⋯⋯⋯⋯

四人口生育管理⋯⋯⋯⋯⋯⋯⋯⋯⋯⋯⋯⋯⋯⋯⋯⋯⋯⋯⋯⋯⋯⋯⋯⋯⋯

卷四政党 ，

一中国国民党⋯⋯⋯⋯⋯⋯⋯⋯⋯⋯⋯⋯⋯⋯⋯⋯⋯⋯⋯⋯⋯⋯⋯⋯⋯⋯⋯

，(一)宜城县党部⋯⋯⋯⋯⋯⋯⋯⋯⋯⋯⋯⋯⋯⋯⋯⋯⋯⋯⋯⋯⋯⋯⋯⋯⋯

．(二)区党部、区分部及党员状况⋯⋯⋯⋯⋯⋯⋯⋯⋯⋯⋯⋯⋯⋯⋯⋯⋯

二。‘中国共产党⋯⋯⋯⋯⋯⋯⋯⋯⋯⋯⋯⋯⋯⋯⋯⋯⋯⋯⋯⋯“
(一)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二)党员状况⋯⋯⋯⋯⋯⋯⋯⋯⋯⋯⋯⋯⋯⋯⋯_⋯⋯⋯⋯⋯⋯⋯⋯⋯⋯

(三)历次代表大会⋯⋯⋯⋯⋯⋯⋯⋯⋯⋯一⋯⋯⋯⋯⋯⋯⋯⋯⋯⋯⋯⋯一

(四)党员教育⋯⋯⋯⋯⋯⋯⋯⋯⋯⋯⋯⋯⋯⋯⋯⋯⋯⋯⋯⋯⋯⋯⋯⋯⋯⋯

(五)纪律检查⋯⋯⋯⋯⋯⋯⋯⋯⋯⋯⋯一⋯⋯⋯⋯⋯⋯⋯⋯⋯⋯⋯⋯⋯⋯

‘(六)统战工作⋯⋯⋯⋯⋯⋯⋯⋯⋯⋯⋯⋯⋯⋯⋯⋯⋯⋯⋯⋯⋯⋯⋯⋯⋯⋯

卷五政协

一组织机构⋯⋯⋯⋯⋯⋯⋯⋯⋯⋯⋯⋯⋯⋯⋯⋯⋯⋯⋯⋯⋯⋯⋯⋯⋯⋯·

二历届会议⋯⋯⋯⋯⋯⋯⋯⋯⋯⋯⋯⋯一⋯⋯⋯⋯⋯⋯⋯⋯·
(一)政协宜城县第一届委员会⋯⋯⋯⋯⋯⋯⋯⋯⋯⋯⋯⋯⋯⋯
(二)政协宜城县第二届委员会⋯⋯⋯⋯⋯⋯⋯⋯⋯⋯⋯⋯⋯⋯⋯⋯⋯⋯

三活动纪略⋯⋯⋯⋯⋯⋯⋯⋯⋯⋯⋯⋯⋯⋯⋯⋯⋯⋯⋯⋯⋯⋯⋯⋯“

(一)民主监督⋯⋯⋯⋯⋯⋯⋯⋯⋯⋯⋯⋯⋯⋯⋯⋯⋯⋯⋯⋯⋯⋯⋯⋯⋯⋯ 、，、J、J、J、，、，、，、，、，、，、，、J、J、，、，、，、，、，、，、，、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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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时期的地方政权⋯⋯⋯⋯⋯⋯⋯⋯⋯⋯⋯⋯⋯⋯⋯⋯一”
(一)县署⋯⋯⋯⋯⋯⋯⋯⋯⋯⋯⋯⋯⋯⋯⋯⋯⋯⋯⋯⋯⋯”⋯⋯⋯⋯⋯·

(二)自治公所⋯⋯⋯⋯⋯⋯⋯⋯⋯⋯⋯⋯⋯⋯⋯⋯⋯⋯⋯⋯⋯⋯⋯⋯⋯⋯

(三)基层建制⋯⋯⋯⋯⋯⋯⋯⋯⋯⋯⋯⋯⋯⋯⋯⋯⋯⋯⋯⋯⋯⋯⋯⋯⋯⋯

二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权⋯⋯⋯⋯⋯⋯⋯⋯⋯⋯⋯⋯⋯⋯⋯⋯⋯⋯⋯⋯”

(一)宜城国民政府⋯⋯⋯⋯⋯⋯⋯⋯⋯⋯⋯⋯⋯⋯⋯⋯⋯⋯⋯⋯⋯⋯⋯⋯

(二)苏维埃政府⋯⋯⋯⋯⋯⋯⋯⋯⋯⋯⋯⋯⋯⋯⋯⋯⋯0 0,·'0
0⋯⋯⋯⋯⋯⋯

(三)爱国民主政府⋯⋯⋯⋯⋯⋯⋯⋯⋯⋯⋯⋯⋯⋯⋯⋯⋯一⋯⋯⋯⋯“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地方政权⋯⋯⋯⋯⋯⋯⋯⋯⋯⋯⋯⋯⋯⋯”

(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二)行政机关⋯⋯⋯⋯⋯⋯⋯⋯⋯⋯⋯⋯⋯⋯⋯⋯⋯⋯⋯⋯⋯⋯⋯⋯⋯⋯

(三)司法机关⋯⋯⋯⋯⋯⋯⋯⋯⋯⋯⋯⋯⋯⋯⋯⋯⋯⋯⋯一⋯⋯⋯⋯⋯⋯
，

一

二

～ 。

卷八军事奁八年争

一军事体制⋯⋯⋯⋯⋯⋯⋯⋯⋯⋯⋯⋯⋯⋯⋯⋯⋯⋯””_⋯⋯⋯⋯·

(一)机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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