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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口，这个鄂西北、汉水边的重镇，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二十年代后期，我开

始从这里接受革命的洗礼。它曾经在我的生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是，由于1927年大

革命失败，我过早地经受失学的痛苦，经历了同那些爱护我、教导我、带领我走上革命

道路的老大哥们撕肝裂胆的诀别。我在白色恐怖气氛中离开家乡，浪迹四海。日久天长，

家乡于我、我于家乡的印象日渐淡薄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988年一首五言歌行《江汉

行》中含泪写出以下的诗句：。少年涉江去，四海为家乡。更名改籍贯，江海两相忘。汉

江一掬水，注入长江长。长江一朵浪，汇入黄河黄。”以及“故人今何在?英名碑上悬l

鲜花以为奠，热泪洒陵园⋯⋯。” ．

20年代的老河口，曾经是相当繁荣的商业城镇，是鄂北，豫南、川西，陕南一带山

货及农产品集散地，也是来自京、广、汉口华洋杂货向四省边区扩散的市场。美孚洋行、

英美烟公司等外商机构也在这里大发横财。商业的繁荣，引起金融业的兴起。除了国内

几家大银行在这里设有分行外，旧式的钱庄、票号兴旺时近百家，1927--1928年我避难

钱庄学徒时，亦即老河口商业日渐凋零时，还有30余家钱庄在勉强维持。当时城区的行

政大权实际上操在老河口商会之手。商会是当地中等商业资产者的俱乐部，其中也有好

人，但掌权的劣绅勾结官府和反动驻军，随意欺压人民。洋人掌权的天主教堂是老河口

一带的大恶霸，可以随时叫来县长当面训斥。城乡平民深受土洋地主恶霸的迫害，敢怒

而不敢言。

老河口商会先后设立的商科职业学校，郝阳中学，还有基督教会办的育英中学，有

些好教师，向青年学生传播进步文化知识。特别是1925--1927年的商科职业学校，在一

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影响下，在。五卅运动”、迎接北伐和大革命运动中，与襄樊等地

的革命青年相配合，发挥了十分活跃的作用。光化县——老河口的人民群众是有光辉革

命传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英雄志士抛头颅，流鲜血，惊醒了、教育了一代

一代的革命青年，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大显身手，并且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中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曾于1986年秋、1988年秋两度有江汉之行，都曾过访老河口市。行色匆匆，每次

停留不到两日0可是所见所闻，都使我耳目一新。原来那个石板街道相接、铺板门两相

邻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城镇，在抗日战争中经敌机轰炸变成废墟，如今在废墟上兴起了一

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工商业城市，规模与影响都比从前大得多。老河口的党政领导重视

科学和人才。前几年‘人民日报》曾专文介绍他们将新兴的。灰色系统理论”运用于城

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取得良效。而老河口这一新兴的小城市建设与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确

曾博得远近专家的赞许。显身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对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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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今天与明天寄以热烈的希望和祝愿。

30年代初，我曾读过一部线装本的《光化县志》，迄今印象模糊了。如今市委、市政

府设立专门机构，经过几年苦心经营，一部纵横条贯的新型的《老河口市志》大功告成。

这不仅是故乡文化建设的盛举，也是这一地区的历史沿革，近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

变化发展的总汇，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光荣而艰辛的道路在我

们这一地区的深刻体现t对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爱乡和社会主义教育将大有

裨益。谨对本书的问世表示衷心的祝贺!

注，张光年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托乞享
(1991．3．31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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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市人民团结、拼搏向第二个战略目标奋进的时刻，‘老河口市志》出版问世了．

它是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我市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诚堪庆贺l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光化县有过多次修志，保存下来的有明正德

和清光绪年代编修的两部县志。但自光绪九年(1883)以后已有近百年失修。这段时期，

我市和全国一样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时期。百年来，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

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至l妇生会主义初级阶段。

记述好这一伟大时期的历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赋予

我们的光荣任务。

我来市不久，对完成这一任务做的工作不多。我愿意和全市人民一起利用志书提供

的资料进一步认识市情，探求规律，以史为鉴，正确决策。

志书反映了全市人民在封建桎梏下的苦难生活，记述了全市人民争取解放的英勇斗

争，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尤其是再现了无数革命先烈为反抗阶级压

迫、抵御外敌入侵、战胜天灾人祸而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对革命先烈我们要永远缅怀，学

习他们的高贵品质，以他们的事迹为乡土教材，用以激励我们永远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

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生我育我的家乡，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

志书以大量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建国以来我市进行的经济建设。既记有丰富的

经验，也如实地记载了工作中的失误和曲折。今天我们加以回顾，温故而知新，将使我

们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将大大推进经济建设胜利发展。

志书还对科技、文化、风土等各个方面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作了较全面的记述，均

值得我们借鉴、研究。

志书编修过程中，得到了全市人民的关怀和支持，得到了各级领导、专家的热情帮

助和指教，从事编修的专班人员更是兢兢业业、历经十载。值此书成之际，谨向所有为

《老河口市志》付出辛勤劳动的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I

借此机会，期望全市人民承先辈之志，葆乡土之誉，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科技进步、环境优美、城乡安定的老河口市，无愧于革命先烈，无愧于璀璨的历史，无

愧于壮丽的山川，无愧于当今辉煌的时代l

注t樊建国系老河口市市长

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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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地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取事上限一般起自1883年(清光绪九年，光化县最后一部县志的下限年)，

有些需要溯源的事物适当上溯。下限截止1985年。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和记述体。首列总述，述全书之大要。次列大事记，采用编年

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编写方法记载重要大事。然后按照事以类从的原则分为29卷

(不受机构隶属关系的局限)，一卷一志。

四、历史纪年：中华民国以前采用旧纪年，各卷首次使用时，夹注公元纪年。中华

民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

建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即1949年10月1日。

本市解放时间，系指1948年7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老河口城并建立老河口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五、地名、行政区划、党政机构、职官名称均依当时称谓。古地名视需要加注今地

名。光化县、老河口在解放以后曾经三分三合，称谓则按各自当时建置名称。

城区系指原老河口镇所辖范围，老县城则指1945年8月以前的光化县城。

六、全市(县)性数据(记述市、县分治时期的数据为市、县合计数)均系统计局

提供，有缺，则采自有关部门。

七、度量衡表述：1949年以前采用当时计量标准，有的加注今用标准。1949年以后

采用国家统一计量标准。

八、人物卷分传(传略)、名录。生不立传。籍贯不属本市，但对本地革命斗争和经

济建设有较大贡献者，亦收入本志。

九、本志所述高程均系黄海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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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总 。述／也、 心

老河口市位于湖北省西北边缘，汉水中游东岸。总面积1043平方公里。地形北高南

低，最高点海拔462米，最低点海拔74米。西北部为低丘，面积236．4平方公里，东部、

中部为岗地，面积589．9平方公里；南部为平原，面积216．7平方公里1分别占总面积

的22．7％、56．6N、20．7％。总人口42万人，其中城区人口12万人，城镇化比重为

28．57％。耕地面积60万亩，．其中水田面积20万亩。 、

本市属副热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5．3℃，降水量838．1毫米，无霜期236天，

太阳辐射量103—108千卡／平方厘米，适宜多种水旱农作物生长。

现已查明的矿产资源有8种。非金属矿产中主要有石灰石、大理石、型砂等建筑材

料。

老河口原为光化县辖镇。光化县古为阴国，秦置郧、阴二县，至宋历经1100余年，

或为郧、或为阴，郝或为州、或为县，阴或为县、或为镇。宋乾德二年(964)于阴城镇‘

建光化军，并设乾德县。熙宁五年(1072)废军，改乾德县为光化县。元佑初复为军、县。

元至元十四年(1277)废军，复名光化县，迄明、清、民国再未变更。因汉水水患，县

城几度东移，明隆庆六年(1572)定治所于老县城。1945年8月迁于老河口城内。老河

口地居汉水中游，扼南北通道，为鄂、豫、川、陕四省通衙、战略要地。抗日战争时期，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湖北省政府鄂北行政公署驻此达6年之久。解放战争时期，中国

人民解放军三度攻占城区，1949年1月全境解放。1948年、1951年、1979年老河口三

次设市，市、县并立。1983年撤销光化县建置，市、县合并。1985年辖镇2、街道办事

处5、区5、乡32。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本市人民为摆脱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

争。清代咸丰年间，张集人张宏德响应红巾军起义，率众千余，在攻占城区之后，连克

鄂西北数县，清廷为之震惊。光绪三十年(1904)，盐局哄抬盐价，民众将其捣毁，震动

鄂西北。光绪三十三年，哥老会密谋起义不成，首领孙明喜、柯了凡被害，影响甚大。宣

统三年(1911)驻老河口新军张国荃、李秀昂等在革命党人宋韬的指导下，联结江湖会．

众，胁迫知县黄仁焚宣布顺从革命，组织义军进取襄阳，使襄阳府所属7县先后变政。

1926年冬，中国共产党党员左觉农、宋正德在城区组建党支部，燃起新民主主义革命斗

争的火焰。嗣后相继建立中共光化县委、光化中心县委。一个时期中共鄂北特委以光化

为革命活动中心。抗日战争中，全市人民出钱、出粮、流血流汗，作出了重大牺牲。1947

年冬，共产党领导的光化县爱国民主政府成立。在豫西、襄樊等战役中，老河口人民踊

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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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13以汉水舟辑之利，在清末已具相当规模，为鄂、豫、川、陕四省边区物资集

散地，手工业也比较发达。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已“商贾辐辏，烟火万家”，有小汉口之

美称。年贸易总额达白银5千万两。抗日战争中，军政机关林立，城区人口骤增，市面

异常繁荣。1945年遭受日本侵略军蹂躏，损失惨重，旧有建筑十毁八九，元气大伤。解

放前夕，百业箫条，农村尤其贫困，全县粮食不能自给。

新中国成立后，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市(县)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披荆斩棘，

艰苦奋斗，经过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

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建设。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几经曲

折和跌宕，但在党的领导下，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战胜困难，不断前进，取得辉

煌成就。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城乡经济共同繁荣的新局面。特别是

1979年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执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为

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加快了发展速度。1985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

长了54．7倍。

工业生产方面，1949年仅有十余家小工厂和部分手工业作坊，至1985年，已初步建

成以机械、化工、纺织、建材、食品等为骨干的行业共15个部门和259个(乡以上)独

．立核算的工业企业，工业产品千种以上，年产值38796万元，比1949年增长141倍。占

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建国初期为27％，1978年为5l％，1985年为72．9％。现

在年提供利税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63．34％。

农业生产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遗留的废墟上起步的。经过36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

农田基本建设，生产条件大大改善，水田面积由解放前的0．4万亩增长到20万亩，粮食

生产由自给不足到年提供商品粮5000万公斤。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经济结构突

破单一藩篱，向多层次经济结构转变，农产品商品率由1978年的35％提高到现在的

43％。7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不仅为农民增加了致富门路，也为消化农村剩

余劳动力开辟了道路。1985年农村从事工、商、运输、服务行业的劳力占总劳力的比例

达19．6％。

交通运输由以水运为主发展到水陆空运配套的立体运输网络。汉丹、襄渝两铁路线

在境内交汇；公路交通东连河南宛洛，西连车城十堰，北达陕西西安，南下襄樊、武汉I

水路交通上航陕西，下达武汉通江达海。

商业工作执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

服务，取得重大成就。大力发展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1979年恢复集市贸易和发展个体

经营以来，已基本形成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少

环节、开放式的商品流通体制。1985年，全市商业网点6348个，平均每150户1个。商

品零售总额由1957年的1378万元、1978年的6314万元上升到15336万元，比1949年

增长21．9％倍。

经济建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教育方面，全市适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夕的20％左右提高到1985年的

96．5％。中等学校1949年仅2所，1985年发展到48所(其中职业中学4所、师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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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此外，还有成人中专1所、职工学校4所和许多部门办的业余学习班、电视大学班、

函授班等。

文化事业方面，建国后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得到了很快发展。现

在全市文化网络基本形成，12个文化中心初具规模。收音机、电视机、电影放映机已在

农村普及。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形式、表演节目经发掘、整理，不断丰富。1981年开始

出现个体自办家庭文化室，弥补了边僻乡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

本世纪50年代，建立了县、区、乡三级卫生网，大大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由于深入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天花、霍乱、炭疽、d,Jt,麻痹症等传染性疾病已无

新发现，伤寒、疟疾等病症发病率大大降低，新法接生在城乡普及。1985年，每千人拥

有病床2．38张、卫生技术人员3．94人，分别是1949年的39倍和22倍。人均寿命男

66．5岁、女69．7岁。

科学技术的研究与运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科技人员为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1978--1985年共取得获奖科技成果109-项(其中获省以上科技成果奖

6项)。1985年，全市有科技人员4139人，专科研究机构9所、79人。

体育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始有专门领导机构，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全市1985

年据有各类体育设施519个，体育人口占总人口的11％。

建国后对旧城不断整修改建，市、县合并后发展更加迅速。现在，城区面积扩展到

12．5平方公里，共有道路91条，长47．9公里，多层楼房林立，交通、绿化、水电等基

础设施均有很大改观。 ，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985年，全民所有制和市属集体所有制

职工，人均年工资(包括奖金)分别为944元和677元，比1980年的706元和552元分

别增长33．7％和22。6％。农民收入增长更明显。全市人均消费水平，1980年为109元，

其中城市251元、农村79元。1985年增加到441元，其中城市519元，农村415元。城

区人均住房面积6．3平方米。农村6．9万农户中有2．4万多户新建、改建和扩建了住房。

全市人均储蓄124．95元。

鉴于老河口市处于鄂、豫、陕三省边缘的结合部、山区和平原的结合部、温带大陆

性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结合部，从大方位看是科技、经济、社会比较发达地区和资

源丰富地区的结合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本市地势起伏不大，水源丰富，水质良好，一、

二级土壤占全部土壤的74％，土层深度为60—100厘米的占总面积的99％，自然生态条

件比较好，加之工业生产有一定基础，交通便利，水、陆、空运四通八达，有利于工农

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目前自然矿产资源已发现的不多l电力短缺，目前，全市

需电力3．5万千瓦，电网计划分配仅1．8万千瓦I积累性结构失调：1985年国民生产总

值中，一、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是38．3 I 40．1 t 21．6，第三产业比较薄弱，对一，二

产业支持和促进不够。农业内部结构单一的问题仍然存在。工业方面，基本是小而全的

结构，耗能大，部门行业分散，内部联系松弛，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在人才结构上，

几乎无高级科技人员，中级仅占3．5％，初级高达96．5％。以上不利因素，对老河口市

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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