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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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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市志》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五度春秋，终于付梓，7·
j 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硕果。 ? {， ．：。．，} 二

7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一自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

．年)设荆门县以来，宋、明两代8次修志大都失传，存世者唯有明天启年
’

间徐天佑主修的十四卷《荆门州忠》。清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年问又，4

。．，’ 次纂修州志·．最后一部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刊刻的《荆门直隶州

∥ 志》距今百余年。+新编《荆门市志》时间跨度117年，主叙辛亥革命以来
嚣

’- 历史变迁，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业绩。这是时代赋予
：

的重任，是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是改革开放、探索创新的需要。。‘i
’， ，：编纂《荆门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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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客观地反

“； 映荆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和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

： ．演变，力求在内容上做到门类齐全，重点突出，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

? 料性的统■．'反映出荆门地方特色6为研究市情，鉴古知今t兴利革弊提

一 。 供历幕的、翔实的科学资料。上，_一L．一；。 ：，，乒：’泌 ，； 矗1．，
’

．． 在编纂《荆门市志》过程中，始终得到有识之士的领导和有志于此： j’
～：．1 的同仁们的鼎力支持。这部志书是各方面智慧的结晶。由于旧志断限 ，；’

时间长，朝代更迭，战祸频繁，资料奇缺，加之编纂人员经验不足，水平
·． 有限，疏漏、纰误实难尽免，敬祈读者不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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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i：例
一、本志记述，相对断限为1869"--r1985年，跨时117年。为保持史

实连续性与完整性，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追溯和下延。 ，

二、全志为条目体，篇下用字型、括号区分领属，采用以志为主，述、

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性近事相连，因果事相续。 一‘

、三、遵循“生不立传”的史家通例，志内立传者，大多数为荆门籍的

著名革命烈士和部分比较有社会影响的各界已故知名人士，同时选择

个别反面人物立传。 一i 一’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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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前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前、解放后指1 949年2’月

4 El荆门解放以前和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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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一

h‘ 一’

一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书中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

外，一律用《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和科技术语、

名词、名称等，一律以国家规定或有关方面审定的为准，力求合乎规范：

六、计量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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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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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七、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各级各类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为节

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

’

、 √一

：，；，。。；!嗣；；一j



．：
。 ’

．

’

。
、

●
一

●

：： ；

‘

， 』 。

‘|

。

，
‘J ● r

L

；．’一． √i’．；。’!一一。：一㈠．t◆j o-；◆il 口‘_- r

≯i‘————————————上———————卜_—’_——‘_．_———————————■—————_；． j

：’· 鼍，．一⋯．．一．。．，．’⋯。℃i；。 √、_．．；，一；：jo⋯p．·r蛳气；’．。： ‘

鼍， t-i⋯一．·· ·，·⋯ ℃j i 0 ：： 、··：·‘；一：：r；：¨i⋯·?一‘f渔j：!≯，j ．

。’ 卜‘．．一√：⋯，⋯：⋯：：{j，；：≮!■舞j ；．．7．．．．．⋯ ～．·㈧’。。i，‘÷j

≥j◆：’，_l 010≯，‘只0一零_一蠹≯一羹_’．0簟
3 概 述¨⋯⋯南j．文●．譬⋯⋯⋯⋯⋯”l 煤炭开采．．．⋯⋯⋯⋯⋯⋯．．⋯⋯‘”’150’．：”

j
‘

。．。 ，。。．』一，
． ‘i ，电力工业!·；．；．．．；·；，A工九甚⋯⋯⋯·155

： 、

： ‘。7一：j⋯⋯地理篇·j：-，‘、。； 在；王主．．．⋯。』⋯⋯’⋯j⋯⋯⋯．．i61，f ．i

l
．． ‘建量‘．e‘+o．eo oooooo ooo oee．：．：．：：：⋯：：⋯．．7：建材工业k⋯?m⋯：··：?·：⋯·?”i”168：’

人r白⋯·：⋯．．：．‘”．u：⋯：．’-．F-⋯⋯m．1吼 ．食品工业07”?·P··?，⋯：·j⋯”?”174、 。．

·，一 ～‘地质地貌·：·：”‘j：．．：⋯··；·：⋯⋯√⋯⋯3l 饲料工业?·：·：⋯?·：。⋯??”?⋯吖，·182

■。 气候⋯⋯o—e··：：·：⋯：·：·：·：jj·五⋯l⋯36‘机械工业⋯⋯⋯⋯⋯⋯⋯⋯⋯⋯183： ～，

水 亲⋯●：：7．：：⋯．：·．：⋯：·：·⋯⋯·矗4釜， 纺织工业：·‰州一南一^J．；·u⋯·⋯·191，_卜
’+ ：土壤与植被一“一·i-j⋯．．．⋯⋯⋯⋯”48 电子工业●⋯··r⋯··??⋯一?”臀～，197 1

：1、 生物⋯⋯⋯⋯⋯⋯·⋯⋯””⋯⋯·50．造纸、印刷工业·?⋯?o．．⋯··．．⋯··萨⋯199

．：
1．

一“。：．h‘，二．。一‘J‘‘=一 陶瓷工业，_．．．⋯⋯”．⋯⋯⋯⋯⋯201

：j ”，j．· n城乡建设篇：j。．；㈠，；三壶：．．．-●．．．⋯．．●⋯”⋯．．。i 202，t．1

．

) 城市规划⋯⋯⋯⋯⋯'⋯⋯⋯⋯⋯·54 冶金工业1．⋯?·．⋯．．⋯··簟··．．⋯·r⋯’208
7

7 i j． 要矍餮篓：：⋯⋯⋯⋯⋯：⋯”i⋯⋯57 ： ‘。⋯⋯农业篇?I 1：’：o
’，

l?’ 城市公用事业eo e·ee e 0·00 e·。ooo e6-j⋯⋯65 ．。‘．一． ⋯一一”。．一 ，：0．，j．} {

} 建筑业⋯·；e·O·000·：⋯··：⋯⋯⋯Jm“·72 7土地所有制⋯⋯·：·：⋯：⋯⋯⋯⋯·210
’

房地产”：⋯：⋯。⋯⋯一⋯一：⋯⋯k 80 水利．⋯”I矗●⋯：⋯：·。h_⋯．．．·?215
：‘。 园林绿化‘⋯⋯⋯i崩：k厶山一··：⋯87。 农具、农机⋯”⋯·i4JO·e··，·?“～·?竹·：2≥3 ：：’

■ ：一环境保护．．．．“^⋯_厶；⋯’．．．“^⋯·92： 农 业。·‘．．·峥⋯·x⋯P叶·．-⋯呲。·p 2牡4
‘。

： 区乡建设m。eo o‘··o qpo 4。1,o：o m。o-o·o‘··?⋯⋯98 林’业．．．．．，“，y．，．⋯⋯：．．m⋯·．271一?-，

；．：．。’|．，交通由哆电篇、．。．+：j票牧普：：=：：；：：：：：；：：三：：：：：：：：：I：：主98兰。’l
÷i’ ．-铁路、““⋯地．．．⋯。地Ⅲ⋯k‘‰’。109：蔬菜⋯·丘··j⋯七⋯：上·t．．．．．．⋯”299 7．

二! ．，一 公路·6e coo do#066·od oo eF“川．．．·：矗··111 ：，乡镇企业一⋯·o⋯⋯⋯⋯t一妇．．．譬．300 {，。。

；， ．。呼。电⋯⋯．．几⋯⋯⋯⋯⋯””吵“：13j。，，i』i?，l”‘贸易篇～、f。i．／j。 ：：j。{，，!F ’I ： “‘ 一．， 烈叨栩 ：，j-

}4’，一．’ ：i蔷、工竽篇7．
“

‘，．帚场主展⋯7．竺⋯．o丫⋯：⋯：⋯．．314．?

，。
h

’。

。

。’|，

．1 7。?·’^，，。。‘i_．j， 。 ：

‘

·r ，·

’。

? ，t k，，“‘
i：’．

∥t ，： 。’

’ i’

_ ．． ： ：， ‘． I一。} ，
· _ ．． ’，

一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蕴

2目录

‘。

，．．财政金融篇 ，．

财政⋯⋯⋯⋯⋯⋯⋯⋯⋯⋯⋯385

税务⋯⋯⋯⋯⋯⋯⋯⋯⋯⋯⋯402

金 融“⋯⋯··⋯⋯·⋯⋯··．．·j····419

保险⋯⋯⋯⋯⋯⋯⋯⋯⋯。．··2”436
‘

’⋯。’·、 ’

．，经济综合管理篇．，l

计划管理·⋯⋯⋯·‘⋯⋯⋯⋯⋯⋯·439

统计管理⋯”：⋯⋯⋯o⋯⋯二⋯”442

物资管理⋯⋯⋯⋯⋯··：OO U QO O⋯⋯444

工商行政管理⋯··：⋯⋯·；⋯·、⋯”447

物价管理⋯·．．．⋯．．．．⋯⋯⋯··u⋯”453

标准、计量管理⋯⋯⋯⋯⋯⋯⋯⋯466

审计监督⋯“，⋯⋯⋯⋯⋯⋯⋯⋯469
·· · ：· √-

． ⋯ ．党派团体篇 。 、

．中国共产党荆门地方组织⋯⋯⋯‘471

中国国民党荆门县地方组织⋯⋯506

中国民主建国会荆门市小组’OO U OO·507

群众团体⋯⋯⋯⋯⋯⋯⋯⋯⋯⋯508
●’

政权政协篇 ·?。

清末州政权⋯⋯⋯⋯⋯⋯叫⋯⋯520

民国县政权⋯⋯⋯⋯⋯⋯⋯⋯⋯522

地方人民政权⋯⋯⋯⋯k·一⋯⋯527
人民政协⋯⋯⋯．．t⋯⋯⋯⋯⋯⋯549

．‘ 政务篇

民政⋯⋯⋯⋯⋯⋯⋯⋯⋯⋯⋯553

劳动人事⋯⋯⋯⋯⋯⋯⋯⋯⋯⋯

外事侨务⋯⋯⋯⋯⋯⋯⋯⋯⋯⋯

信访⋯⋯⋯⋯⋯⋯⋯⋯⋯⋯⋯

接待⋯⋯⋯⋯⋯⋯”t⋯⋯⋯⋯

人民生活⋯⋯⋯⋯⋯⋯⋯⋯⋯⋯

军事篇 ‘：

机构及军队⋯⋯而”¨⋯⋯⋯⋯”

民 兵⋯⋯⋯⋯⋯⋯⋯⋯⋯⋯⋯

人民防空⋯⋯⋯⋯⋯⋯⋯⋯⋯⋯

军事设施⋯⋯⋯⋯⋯⋯⋯⋯．⋯⋯

兵役⋯⋯⋯⋯⋯⋯⋯⋯o⋯⋯

主要战争⋯⋯：⋯：⋯：⋯⋯⋯·：⋯·

．一 公安司法篇-，
‘

．，
，●

，

清末、民国公安司法⋯⋯⋯⋯⋯⋯

人民公安司法⋯．．．州⋯⋯⋯⋯⋯

i ’教育篇’
’

j · ·

，．

普通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

师范教育?⋯⋯⋯⋯⋯⋯⋯⋯⋯”

成人教育w⋯?⋯．．．⋯⋯⋯⋯⋯”

师资．⋯．．．⋯⋯⋯⋯⋯⋯⋯⋯⋯

经费、设备⋯⋯⋯⋯⋯⋯⋯⋯⋯”-

二文化篇

文化艺术⋯叩⋯⋯⋯．．t⋯⋯⋯“·

564

573

575

576

578

583

593

598

599

601

603

610

614

631

642

645

646

651

655

659

687

693

697

699

科学技术篇
、

科技组织⋯⋯⋯⋯⋯⋯⋯⋯⋯⋯706

9

9

5

9

4

8

2

4

6

6

7

7

3

3

3

3

3

3

●

●

●

●

●

¨

¨

"

一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匕生销作易营卖务购合贸经专服油销外油草食粮供对石烟饮

●

●

●

●

●

●

●

●

¨

¨

¨志育闻案史方体新档地

■!，{{—矧潮



目荣3

l

、．。 科技管理⋯⋯⋯⋯⋯二⋯··j·j⋯⋯711’ 方言’⋯“?·．．⋯⋯⋯k⋯⋯⋯⋯‘766．。

夕。’婴萎璧量王_三⋯⋯⋯⋯”_⋯‘?⋯·71秘 ．，．?：+÷人物篇州：．： ，。~．
f’ 自然能源利用⋯·eee·eo eee e-·eee eeeQQ*e 719： ‘： ?。一”一 ’i·’

◆．．’ ．一医药卫生篇．。o：：全馨翥五i二：：：：：：：：：：：：：：：：：：：：黔0
7i? 卫生机构⋯⋯⋯"⋯．．o‘ooo@o@oo‘o⋯． ．，菊而苗史高文录coo c。oo coo coo oeo-eeeoee726 804 ‘：

．i． 卫生机构⋯⋯⋯"⋯·· ⋯’ ．，荆门历史闻人录

、．|。医．疗⋯⋯⋯⋯⋯～⋯⋯⋯．．．⋯733 大事记⋯⋯⋯⋯⋯⋯⋯⋯⋯⋯⋯812．‘
一

，；：． 。卫生防疫⋯“；·000．000@oo 000 000·¨⋯j·737 附录⋯⋯⋯⋯⋯⋯⋯．j⋯⋯⋯．842，‘』_
0 j‘妇幼保健⋯⋯⋯-⋯⋯⋯．．．⋯⋯”747 本志纂修始末¨^⋯⋯⋯⋯⋯．876．j：

’：毒 药政药检V⋯“⋯⋯⋯一⋯⋯⋯“752 ·
、。。 阜’‘

。 ：5．

“。! 1．一。．． 民俗宗教篇 ‘+，； 、：：-
-’．

‘’

#’、 风俗习惯⋯⋯”⋯⋯⋯⋯⋯⋯⋯·754" 。

，

“’

，一

卜
．‘ 、 ． ， ： ，： ，

，

．．-
。．

t
‘

I
’

‘

i -

： ^
‘，

．．
● ． I

’

：，：-‘’。，4．～。：～i，，‘． ：．一‘．，，． +!：’ ．。
．、．

、

．

n ，_?，h
．# ．、

2一

。^： ÷ f’

时

、
藿

熏‘ ?‘

’

j

‘
．，-．串

’．

”
、

? j ：

毫’ ：。’ ! ‘
；r t¨、}

?1 ，、
，

，“，

‘

’·
； 一 t、 ·” ：

，
’

。}’
，．· ． !j’：一，．J ’。 ，’‘ ；j一：．、舀·

jt．：：． ：．． +!．’|
．-

。

，-． 一l_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二

-’

0 ’0、f’‘ ，：：
：’'

’

．¨一，o。“∥+
．．

·、

． 一：。。．t：·r． {。 §。∥，、·‘· !；』’7。’‘
r

●
’ ’

。

-；。． ：‘ ．， i二 、’■·’·“，j i．．’h’I l㈠ j，．弘‘：?：j，· ：
·’ i二

、，r

’’7
j。

’1：：轧㈠ ’；“．主r：～二’



：
’

，

o k．寸_：{、．r 1_’’：．，“f
-。

： t．J向，，、■．’+，．
鲁’ ‘

．

： 7

； 荆门市位于鄂中，居江、汉间，扼荆襄要道，界荆州、襄樊、宜昌三地(市)结合部，是一座历 o

：： ．．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属权国、邮国，春秋楚望地，汉置当阳县．晋设长林县，唐立荆门县：宋建。、

孟 荆门军，清为直隶州，领当阳、远安二县．民国降州为县，新中国成立后因之，封国建治三千余

i 年。1960年3月分设沙洋市(县级)，1961年6月撒市复镇；1979年11月分设荆门市；1983年 。

々 8月撤县入市，为湖北省辖市。1985’年设东宝、沙洋两个县级区，辖6个街道办事处、35个乡 ，

．f 镇、41个居民委员会、613个行政村。面积4，412平方公里。人口94．65万人，有汉、满、回、蒙、 ，

j 苗、彝、壮、侗、土家、布衣等19个民族j汉族人口占98％。1984年规划城区范匿为692平方公
‘

里，人口达40万人；1985年建成区面积18．94平方公里，人曰13．9万人。 ，。．
i ·}e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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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境地貌，西北高，东南低。汉水经东，漳河绕西，以荆山余脉为界，分汉江、漳河、长湖三大
¨

水系，连接52条河流、23座湖泊。属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带．年平均温度15．9℃，日照

：： l 989tJ、时，降水量978．8毫米，相对湿度74％，无霜期262天。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 ’。

具有春温湿、夏炎热、秋千凉、冬寒冷的气候特征，适宜多种生物的生息、繁衍。普查现存生物

1 2 800余种。地质，居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地层发育较齐全。矿产为沉积矿藏，已发现的矿种有

燃料、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建材原料等15种。境内地震，据东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
! 年)十一月以来的地震史料记载，多属烈度在4度以下的微震。 ：． ，

‘

1’早在新石器时代，汉江、长湖、漳河三大水系地带就有人类集居生息。夏、商之际，楚族南 、

‘ 徙，“辟在荆山”，兼收并蓄南、北文化，发展成璀璨夺目的楚文化。沿荆襄古道南部，楚汉墓群分 ：

‘． 布连绵，堪称“楚文化地下宝库”．十里铺包山大墓发掘的“楚国贵族家庭墓地”，墓坑及棺椁保

： 存完好，出土大量文物精品，多为首次发现，其中折叠床更使人叹为观止，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
’

，。 的木榫折叠床。这批出土文物，为研究楚国礼制、葬俗及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

j 实证。近年来，还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打磨石质生产工具l战国时期的铜质越王州勾剑、大铁釜

薯 ，及木质龙凤彩棺；西汉时期的铜镜和铜币；唐代的三彩陶枕；元代的八思巴铜印；明代的铜俑组 ．

： 。 等等，都是迄今出土文物中为数不多的珍品。．， ．‘ ～：‘ ．．晴 ．，．

： ‘。：自然景观，有气势雄伟、层峦叠嶂、蜂奇谷幽的偏观寺、圣境山，灵峰山、仙人岩，有山水交

K 融、碧波荡漾的文明湖、漳河水库；有光怪陆离、神奇莫测的竹瓦洞、千佛洞、香龙洞、发旺洞I有． +。

； 澄澈如镜、鱼石可数的蒙、龙、惠、顺四大名泉。以及沿荆山余脉的翻泉、双泉、三泉、高垭泉、青

。≥ 龙泉、建泉、响泉等20余处；有绿郁葱葱、千姿百态的古树木、山石、树桩和绣球花树．“冬青树；

i‘ 上结柿子”等奇观，令人赏心悦目。．． ．．
、； ， j

．4

耄 悠久的历史文化，秀丽的自然风光，使诸多名人墨客为之向往。春秋时期道家名流，以“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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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娱亲”列为中国二十四孝之一的老莱子，曾隐耕蒙山东麓，楚惠王慕贤登门请他出山辅政，他

拒仕遁避江南。东汉光武帝刘秀挚友严子陵隐居子陵岗上泉一带(今子陵地名缘此)，留有客星

井、钓鱼台等遗迹。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天台山智者禅师，在东山顶楚望亭原址筑塔，

门楣石刻“长林头角”，供后人登临观赏，饱览荆楚风光。唐宋陈子昂、杜牧、刘禹锡、李德裕、欧

阳修、苏洵、苏轼等诸多诗作名家，曾驻足荆门，留下不少赞美题咏。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

手书“蒙泉”两个大字保存完好，结体如万弩张弦，相机齐发，寓动于静。

f一、
＼—一／

荆门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建阳驿乡民组织武装起义，反

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和二十年(公元1894年)，州城

市民两次打击外国传教士的嚣张气焰，反抗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的文化侵略。这些自发的斗争-

成为荆门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尝试。1901年，季雨霖毅然放弃科举，投笔从戎，于1906年同

刘静庵、张难先一道，在武汉组织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日知会。荆门青

年祝制六、陈雨苍、廖汇JII、徐祝平、李少翘、张佩绅等人亦相继加入日知会，后来，一起参加孙

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成为武昌首义的骨干。1911年11月，季雨霖出任安襄郧荆招

讨使，率部溯汉江北伐，横扫汉江平原和鄂西北各州府负隅顽抗的清王朝残余势力。1912年1

月，荆门人王伯膏、陈荣钟率领一支敢死队武装，辗转宜昌等地来沙洋投奔季雨霖部。1913年

驻防汉江的鄂军第八师三十二团官兵3 000人。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在沙洋起义。经拾

回桥攻打荆州。

1920年12月，襄阳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荆门籍学生庞万杰、李焕然、贾云程，在教师萧楚女

领导下．创立荆、当、远、南、钟五县乡俗改良会，开展反对封建、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1922年

冬，董必武派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中共党员胡孟平回荆门石桥驿家乡，秘密发展党员，于

1923年9月创建荆门第一个中共党组织——石桥驿党小组。1926年4月，成立中共荆门县支

部委员会，12月，在龙泉书院步云楼上召开首次中国共产党荆门县代表大会，成立荆门县部委

员会，胡盂平任书记。尔后，创建荆钟、荆南和荆当三块边界苏区。建立县、区苏维埃政府，领导

农民扩大农会组织，审判土豪劣绅，开展土地改革，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废除一
· 切苛捐杂税，平均分配土地，人人有田种，人人有饭吃”的口号。1928—1931年，党先后在靳家

湖、邓家湖、高家畈、董场、尖山寨等地组织农民起义，武装夺取政权。1932年7月第四次反“围

剿”失败，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还乡团卷土重来，革命人民惨遭杀害，在赵庙、张场、董场三

地，一天杀害290余人，有12户党员干部全家被杀绝。三块苏区相继丧失，革命转入隐蔽斗争。

1939年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成立，曾志任书记，在城关三里街开设军民合作大饭店，成为宣传

抗日、开展抗日的重要联络地。1940年，荆门大部分地区沦陷，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游击

武装，与日军作战百余次，沉重地打击敌人。1946年1月至1947年5月，在国民党军队多次

“清剿”中，荆门始终保持一支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坚守着约20万人口的北山、荆南两块革

命根据地，牵制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4万余人，配合“中原突围”战役取得胜利。并护送王

树声、刘子厚、刘子久、文敏生等负责干部50余人转移。1949年2月，配合江汉军区解放荆门。

铡门地区成为解放军部队南下的担架、粮食等军需物资和兵源的重要补给线，为“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做出r贡献。

{；—玛翅囊疆眉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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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荆门优秀儿女．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建统治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牺牲的，

一， ．革命烈士有1=110名，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社会主义新荆门，永远受到全市人民的缅怀
“

和敬仰．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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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荆门索以农业为主，以产水稻著称。唐代诗人王建《剂门行》有“火声扑扑寒溪烟，人家烧竹

种山田”诗镪，生动描绘出当时。畲毋”景象。这种以耕织结合为主的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在 ’，

∥ ．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所打破．一些农副产品开始逐步商品化。但由

l 、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农业中商品生产比重小，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上般年景粮食自给 ·

j． 自足，丰年才有外销。193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3 765万公斤．外销6 775’万公斤；棉花总产量 、

，， 543．3万公斤，外销262．9万公斤；油料总产量1 037万公斤，，外销530．7万公斤。当年输入棉 、
·

{ 纱113．1万公斤，棉布15．5万匹。这些物资多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所占有，用来创造剩余价值，．
· +而劳动人民仍过着“衣不遮身、食不终I：1”的困苦生活。·。据1938年调查，全县农户中，负债者达5

‘

：甍， +31 664户，占总农户的35．07％，困难情形，概可想见。1940年日军入侵，农业遭受极大破坏。 ．；

吖 ．1945年粮食总产量减少到1．56亿公斤，比1938年下降34．36％。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

18 810万公斤，棉花总产量107．15万公斤，油料总产量．249．25万公斤，分别比1938年下降

‘t

’

20．90％、80．28％和7s．96％，外销粮食2 583．40万公斤，棉花39．10万公斤，分别比1938年

下降61．87％和85．13％。 ， 。． ‘：
，

：’’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完成民主改革，开始系统地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

． 1，划地经济建设，到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34 062万公斤，棉花总产量190万公斤，油料总产 ，’

1 ．量423万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81．08％、77．32％和69．7l％，全年工农业总产值8 525．2
’

’

万元，其中农业产值7 466．2万元，占总产值的87．57％．社会总产值年递增6．0％，国民生产’
’

： 总值年递增4．2％，国民收入年递增4．o％。一。 ，’，
t． ··-， ’一．

f ．’t：1958--1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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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粮食总产量只8 082万公斤，倒吃国家供应粮(米杂)2 500万公斤。!经过贯彻
’

：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7． ，方针后，1963年情况开始好转。：到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38 586万公斤，棉花总产量

313．36万公斤，均超解放后最高水平；完成工农业总产值9 547．j5万元，比t957年增长12％，一：

l ，其中农业产值8 207．5万元，占总产值85。．96％，．经过严重困难的教训，更加使人们体会到“建

库(水库)如建仓(粮仓)，蓄水如蓄粮”的道理。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水利建设，1966年漳河

名， 水库十大枢纽和渠道工程基本建成．以后又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开展“农业学大寨”，全 。

； ’县掀起大规模的三治(治山i治水、治土)热潮，到1．985年，累计投资12 412万元，完成土石方
一 ‘85 616．4万立方米，浆砌石44万立方米，浇灌混凝土17．63万立方米，标工36 125万个。建成：，

j 大小水利、水电工程4 714处，治理易涝田26万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40万亩，旱涝保收面 i

≥” 积105万亩；整治汉江干堤14，49公里。初步形成以漳河水库为骨干‘，中小型水库、塘堰为基 一

。 ’。础，电力提灌站为补充，大中小(塑水库)、蓄引提相结合的灌溉体系；以堤防抗御外洪，以水库：，

专 群拦蓄山洪的防洪体系和以沿江滨湖涵闸、泵站、河渠排除内渍的排涝体系。从而结束了“荆门

：?’ ．南涝北旱”历史，为农业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 -：· ，．㈨：’t一： 一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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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焦枝铁路通车，一批中央、省属大中型工矿企业和科研事业单位选址荆门城区，使

全县由单一农业经济，逐渐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优劣互补的方向发展，揭开了荆

门经济建设的新篇章。到197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5亿公斤大关，达到56 723万公斤，棉

花总产量564．45万公斤．成为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油料总产量530．53万公斤，创历史最高

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65 441万元，比1970年增长69．06％，其中工业总产值26 417万元，农

业总产值26 735万元，分别比1970年增长5．19倍和24．19％。工业产值接近农业产值。1976

年工农业总产值66，408万元．其中农业产值31 697万元。占总产值47．5％，第一次出现工业

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形势，从而结束了荆门千百年来农业经济为主的历史．工业带动了农业。

此后，粮、棉、油、猪四大农业经济指标逐年稳步增长。 ，
．r

1981年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加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1982

年粮食总产量65 624万公斤，棉花总产量638．06万公斤．油料总产量l 902．31万公斤，生猪

年末存栏40．69万头，出栏26．43万头。1985年，粮食总产量78 496．5万公斤，棉花总产量

958．38万公斤，油料总产量2 075．591万公斤，生猪年末存栏53．19万头，出栏36．52万头。全

年向国家出售粮食41 820万公斤，商品率为53．3％；出售棉花784．5万公斤，商品率为

82．3％；出售油料498．3万公斤，商品率为24％I出售生猪18．76万头，商品率为51．。37％。成

为全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b被誉为“南方水稻产区售粮之冠”。农业迅速发展，为工业提

供市场，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 ·．．
，，

L

·
‘ f ‘+ ．

．‘ (四) ，t- ：

：’ ．．
+： ÷’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使荆门经

济充满活力。1979--1985年全市各项经济指标增长幅度．大大超过1949--1978年30年的总

和。特别是1984年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工业生产发展更快。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19．11

亿元，比1949年的0．96亿元增长18．9倍，比1978年的9．14亿元增长1．08倍，其中工业总

产值14．66亿元，比1949年278万元增长51．2倍f比1978年6．4亿元增长1．28倍；发展成

以石油、化工、建材、食品加工为支柱的新兴工业城市。城区范围由1978年的5平方公里扩展

到40平方公里，“片区组团式”的布局初步拓开，中等城市的格局基本形成。：拓建主次干道16

条；城市房屋建筑面积25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42万平方米。人均4．91平方米；供水、供电、通

讯、排水等基础设施齐全；绿化面积530公顷，覆盖率25．9％，人均绿地2．7平方米。

1985年，全市拥有炼油、电力、煤炭、化工、建材、冶金、机械、电子、纺织、食品、家具等28

个工业门类，484家工业企业。共有各类技术人员11 028人，完成科技项目21个。文化演映场

所87处，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设有座位7．9万个。各类学校795所，其中高等学校2所，

中等专业学校6所，普通中学141所，小学633所，职业中学9所．技工学校4所。在校学生

20．42万人．专职教师1．02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99．9％。医疗卫生机构143个，设病床4 111

张，医务人员4 839人。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5．78‰，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全市商业

网点7 855个，城乡商品零售总额47 865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26 998万元，集市贸易成交

额152 454万元。外贸出口99个品种，总值2 129万元。。全民、集体所有制职工人均年工资

1 110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426元j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4 884万元。 一 一

荆门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到处生机盎然，欣欣向荣，旧貌变新颜。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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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日益显示出她特有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发展前景令人鼓舞。j o t f

。’ 区位。荆门位于全国中心，翕三市(沙市、宜昌、襄樊)而依两江《长江、汉江>·兼山丘而带平

，， -原，是焦柳铁路线上的一令重要城市。有条件发展成南北交流’，东西互补的区域经济。
’“

～

。，交通。古有秦楚大道连接南北。如今，号称第二条京广线的焦柳铁路穿过市境47公里，设

}，i ‘客货运站7个，还有鸦雀岭至宜昌、响岭至沙市两条铁路支线直达长江航运港ICI。207国道直

，‘一 穿南北在十里铺与汉宜公路交汇，连接市境12条干线公路和78条乡间公路I城区公共汽车营

‘j ，·-运线路1l条，全长l’90公里．设99个停靠站，组成城乡公路运输网络。水运有汉江、长湖、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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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便。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军用机场保存完好，具有发展民用航空事业的基础。

能源。中国石化总公司荆门炼油厂，年加工原油350万吨，属大型燃料、润滑油型炼油企

业，生产64个牌号的石油产品，销往国内29个省市，部分产品远销美国、日本等7个国家和地

区。华中电网主力之一的湖北省荆门热电厂．总装机容量62．5万千瓦，建厂10年累计发电7

85．4亿千瓦小时，被誉为“古城明珠”。年产原煤12万吨的荆门国营煤矿．加上集体煤矿和个

体小煤窑．1985年全市原煤产量达到48．54万吨。探明水温34—4l℃的地热水源为无色无味、 !

清澈透明的泉水。农村水力、薪炭、沼气等能源比比皆是。． ： ： ．．

矿产。全市山区面积占18．5％，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石膏2 640万吨，石灰石3．2 ．．

亿吨，红色石英石2亿吨，煤1 500万吨，硫铁矿石952万吨，还有大理石、玄武岩、陶土等．具

有发展建材工业的广阔前景。被誉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坝粮仓”的荆门三三。水泥

厂．年生产能力30万吨，随着2号生产工艺线竣工，年生产能力可提高到55万吨，将再为三峡 警

工程建设做贡献。1985年全市建材工业已发展到242家，生产水泥、玻璃、砖瓦、石膏、大理石、

轻质保温隔热材料、耐火纤维等10多个系列产品。 ’。

t 化工。荆门炼油厂和紧邻的荆襄磷矿及全国最大的潜江地下盐湖．都能提供综合利用和深‘

加工的原料，可逐步形成以石油化工为主体，以磷化、盐化为两翼的化学工业结构。已建成投产

的荆门市化工厂，年产聚丙烯l万吨；行销省内外40多个厂家。1984年省投资900万元扩建 ’。

‘

仙居硫铁矿，生产能力由年产10万吨原矿、3万吨硫精砂．扩大为15万吨原矿，5万吨硫精砂。 ，

1985年，·全市生产合成氨墨3万吨．碳酸氢氨13．1万吨．硫精砂2．5万吨，硫酸1．5万吨，电、-

石9753吨。还有碳酸钾、氟硅酸钠、拉开粉、氧气、乙炔气、硫化碱等原材料产品。1984--1985 一

年，出口电石572吨，行锖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新西兰等国。 t

农产品。1953--1985年，每年收购的农副产品，除本地销售供应外，向国家上调粮食共 ’：：

32．34亿公斤，棉花7 839．5万公斤，生猪127．1万头，菜牛1．6万头，鲜蛋6 217．2万公斤t鲜 i

鱼183．6万公斤I提供外贸出口产品有蚕茧19．3万公斤，土丝11万公斤，蜂蜜96．2l万公斤， j
j．

以及香菇、黑木耳、芡实和畜产品等。农产品外调、加工设施完备，建有日转运粮食180万公斤 ‘，

的荆门粮食中转储备库，从国外引进日处理50吨米糠浸出油设备的油脂食品厂和年产万吨预’

混合浓缩饲料全套设备的浓缩饲料厂．5 000吨冷藏能力盼肉联加工厂，总库容5 308吨的鲜。·‘

蛋冷藏库，年产6．5万吨的啤酒厂等大型骨干配套企业。金龙泉牌啤酒自1982年以来．在全国 !

评比中一直名列前茅，1990年被指定为北京亚运会专用饮料。 -．

旅游。长坂坡古战场遗迹历历可辨，是全省三国旅游线的必经之地。蜀将关云长屯兵设营

l
：‘

的掇刀石与望兵石遗址尚存。城区公园各具特色。龙泉公园集山、水、河、湖、泉、亭诸美于一体，。

；‘’ 堪称园林景点之秀。老莱山庄、陆夫子柯、岚光阁、鸳鸯亭、龙泉书院锗落别致，令人流连忘返。“：
l，4 。东宝山森林公园，山峦叠翠，曲径通幽．千年古塔矗立山巅，白云楼、虎牙关、千佛洞遥相呼应，f

：

r t
‘

i 一
‘

0～

￡． ，

V
、· ， ?

。

．

’

～
‘ I’ ’



。磐，

6概 述

。登塔四望，城区景色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西南境的漳河水库，碧波；ryN，螺浮百屿，乘船游

览其间，饶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是理想的旅游区和疗养胜地。

荆门，正以她的绚丽多姿，激励为“四化”建设的人们，吸引八方观光的中外游客。+

：；j薏，；叠l_墨浔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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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地处荆山余脉，扼荆襄咽喉。荆山为古之名山f乃楚人立国之地，楚国旧号荆。亦称荆

楚。荆门一名始见《资治通鉴》唐武德三年十二月“峡州刺史许绍攻萧铣荆门镇”。盖荆门镇在

鸦铺南坡，属长林县。《舆地纪胜》：。荆楚门户，控制要冲”．“荆州之北门也。”明张居正《荆门州

题名记》：。荆门介居荆、襄间。唐、邓瞰其腹胁，随、郢曳其肘臂。南望江陵，势若建瓴；重关复壁，

利以阻守，运奇制胜，亦足以冲敌人之肘胁，故称荆门，言隘地也。”荆门名称缘由于此。。 ．

早在新石器时代，汉江、长湖、漳河三大水系地带就有人类集居生息。夏分天下为九州，“荆

及衡阳惟荆州”，荆门屑荆州地域。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商王“武丁后裔于汉西建立权国”，权城

在今马良镇西。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室封姬姓宗室于江汉间，周公承成王命，封其弟季载于

冉(冉亦作部或那)建立邮国，地望在今拾回桥镇境。是时，荆门北部为都国南境，东南部为权

国，南部为邮国。后均为楚所灭，荆门全境皆为楚地。战国时期，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

．年)，白起伐楚，占领江汉间，在郢都置南郡，荆门全境属南郡。 ，

二

西汉，在荆门西境置编县。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分江陵及编县地，置当阳县

(故址在今城区南郊)属南郡。新莽代汉(公元9—24年)，升编县为南顺郡，领郡县、当阳县。光

武中兴(公元25年)，复西汉建制。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魏武得荆州，分南郡北境设襄阳

郡，都县随属襄阳郡；南顺郡复为编县，与当阳县同属南郡。十四年，曹仁败北。当阳、编县属东

臭南郡，都县属曹魏襄阳郡。十九年，吴、蜀分荆州，当阳、编县归蜀汉。二十四年，关羽败亡，当

阳、编县重属吴，郡县仍属魏。 ’． _J+ ． ’．．

、 西晋(公元281—316年)沿吴制。东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桓温以沮漳降蛮于编县置

武宁郡，分编县北境立长宁县，分郡县南境立乐乡县为郡属。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于编县故

’城置长林县(故城在今烟墩镇西北境)I长林县与武宁郡俱立。又在长宁县侨立长宁郡，治长宁

县。其后，迁武宁郡于乐乡县与长宁县同属(长林县治与今荆门城区邻近)．当阳、编县仍属南

郡．，t．．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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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时，宋、齐沿晋制。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在乐乡县设都州，辖武宁、永宁二

郡。后梁大定三年(公元557年)，废编县入长林县，在长林县境的内方山设基州，辖章山、上黄

等郡。又分长林县置丰乡、绿麻(故城在今沙洋镇，原有绿麻山俗称桃李山已冲成河，有绿麻寺。

旧址)两县为郡属。北周天和六年(公元571每)，郡、基二州划归后梁，荆门全境属后梁。

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盾梁，废长宁(永宁)、武宁、章山三郡，置江陵总管府。十一年

(公元591年)，废长林县入长宁县。十八年，又改长宁为长林。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废郡、基

二州，改绿麻县为章山县，与乐乡、丰乡同属竟陵郡(郡治石城)．长林县属南郡。大业十四年(公

元618年)，荆门为萧铣割据。废丰乡、章山二县入长林县，属南郡。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长林县属荆州。恢复都州，治乐乡县；恢复基州及章山县。七年，

废基州，章山县入郢州。八年，废郢州，章山县改属荆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废都州，乐乡

县入襄州；废章山县入长林县。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移长林县治于藻湖西岸，属山南东道荆

州郡。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析长林县立荆门县，属南郡江陵府．荆门县名始此。唐末，

废荆门县入长林县。

五代，荆门地域为荆南国高氏所踞。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在当阳设荆门军，领长林

县，属江陵府。不久，军废。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废乐乡县．北境入宜城，南境入长林。

这时，长林县境与今市辖区大体相同。 、

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长林县移治蒙山东(今城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在长林

县复置荆门军，属荆湖北路，领长林、当阳二县。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军废，当阳、长林属江

陵府。元裙三年【公元1088年)，复立荆门军，仍领长林、当阳两县。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

移荆门军于鸦雀铺南坡。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长林县治随荆门军南移长林故城，并在鸦雀

铺南坡设荆门镇。南宋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废当阳县入长林县，荆门军迁回鸦雀铺南

坡，荆门镇移驻新城，不久镇废。十六年(公元1146年)，荆门军与长林县治迁回原址，恢复当阳

县。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荆门军移治当阳，隶江陵府，以长林、当阳为属县。

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升荆门军为刑门府，属河南行省，仍领当阳、长林两县。次

年，荆门府由当阳移治长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降府为州，属荆湖北道宣慰司，仍领长

林、当阳两县。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降荆门州为县，废长林县入荆门县，属荆州府。十年省当阳县

入荆门县。十三年，升为荆门州，复当阳为属县。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荆门州改隶承天府，

仍领当阳县。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改承天府为安陆府，当阳县与荆门州同属安陆府。乾隆五十六

年(公元1791年)，升荆门州为直隶州，属湖北布政使司。领当阳、远安二县。。

1912年改荆门直隶州为县，属湖北省襄阳道，后改属荆宜道11927年，废道，荆门县直属湖

北省。1932年，属湖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1936年，属湖北省第五行政督察区．1940年，日军

占据荆门，县治移驻三泉沟河(今宜城县刘猴集陈湾)。1945年8月，日军投降，县治复回荆门

城关，属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 、

1949年2月4日，荆门县城解放，8月1日县人民政府成立，属湖北省荆州行政区督察专

员公署。1960年，分设沙洋市，1961年，撤市复镇。1979年11月16日，分设荆门市；县、市同属

湖北省荆州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8月19日，撤销荆门县，并入荆门市，直属湖北省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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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地理篇

地域变迁

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割荆门望乡村3个里、马仙村7个里隶属钟祥县。按当时《黄

册》规定每里为110 r户。共划给钟祥县1 100户，即今汉水西岸石牌、冷水一带。清乾隆三十二

年(公元1767年)将荆门丽阳司(今乐乡关至丽阳驿一带)划属钟祥县：

1936年4月，湖北省政府为解决荆门、钟祥、当阳、远安、南漳五县边界飞地纠纷。将钟祥

县的清丽乡(栗溪)划归远安；阳舒乡(永盛集)划归荆门。并在犬牙交错的地域设栗溪区署。置

永清、文盛、公平、永定4乡，32保，2 963户，20 329人，归属远安县。同时将荆门县的张家集、

段家集、桐树铺一线，从人行路以东划归钟祥县，1937年立县界标，荆门县长乐店两个保划归

钟祥县。1947年，调整各县飞地，荆门县划归钟祥县田11 977亩9分6厘；钟祥县分别划归荆

门县、远安县田共54 561亩5分。

，1949年下半年，荆门县刘猴、董家两个乡划归宜城县。

1950年2月，第三区临漳乡．划归远安县第五区。荆门县第五区毗邻江陵县王家场的两个

村与江陵县毗邻荆门县第五区的一个村(郑家场一带)互换。5月，远安县属栗溪区署划归荆门

县。同年冬，栗溪区盘龙、临漳、小秦、西秦4个村划回远安县。
’

1951年5月，钟祥县石牌区陈集、斗笠、麻城3个乡与冷水区牌楼、革集、黄集3个乡划归

荆门县。 。 ．。

一 1955年11月，钟祥县石牌区火山乡改属荆门县。·

1956年调整县界，荆门县古存、凤蛟、八里、新场、积玉、荆河6个乡，改属潜江县。

1959年，江陵县白林、五星、紫金3个生产大队划归国营十里铺农场(1962年lo月农场撤

销，复归江陵县)；同年。江陵县将台人民公社的金牛、彭场、纪山、砖桥、岳山、傅场6个生产大

队划归荆门县拾回桥人民公社。 ，

1960年4月，当阳县观音公社雄峰、新峰、三化、前峰、观峰、高峰6个生产大队划入荆门

县b }

k，1961年3月，钟祥县属邓家湖内的一个生产队，划归荆门县。

附记1940年秋，钟祥县襄河以西的沦陷区改由汪伪荆门县政府管辖，并在冷水铺置伪

特一区公署，在朱堡铺置伪特二区公署。 一 一
‘

行政区划 ，
。

·
+。

清代政区 清代沿用明代里甲与保甲制度。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荆门境内编为12

村，59里。州城与城郊日坊厢村，辖1个里；东日马仙村，以马良集名，辖7个里，有村镇5个

(覃家窑、河塔集、李家集、倒蛸集、董家场)，东南日东寨村，辖7个里，有村镇lo个(康家集、

金鸡冢、七里庙、辛家巷、铁张庙、沙洋镇、毛老店、老仓集、许家场、鲁家店)；东南日长堤村，辖

3个里；东南日阳田村，以阳田寺名，辖7个里，有村镇2个(老山凹、拾回桥)I东南日青冢村，

辖4个里，有村镇2个(殷家河、积玉口)；东南日藻湖村．以藻湖名，辖7个里，有村镇2个(樊

家场、蛟尾)；南日诸里村，辖7个里，有村镇4个(杨家集、王家草场、桑林集、建阳驿)；南日却

陂村，辖7个里，有村镇2个(左家集、后港)；西日羔观村，以羔观寺名，辖7个里，有村镇12个

(石板庙、沈家集、黄家庙、苏明集、柴家集、桥头集、沙凹场、邓家集、范家集、曾家集、腊树庙、谭

家庙)；西北日平泰村，辖5个里．有村镇10个(黄家集、傅家集、袁家集、掇刀石、烟墩集、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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