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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山川秀丽，景物宜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幕阜逶迤，联群峰以毓秀；

淦水奔流，纳百川而钟灵。万山资源丰富，四季原野流青。经历代人辛勤开拓，

云蒸霞蔚；历无数次革命洗礼，壮丽多娇。桂花甲冠全国，楠竹闻名神州，苎麻饮

誉荆楚，茶叶畅销欧美。池中锦鳞跃，畈上稻香飘。既是山肥水美之地，又是稻

香鱼跃之区。在全国享有“桂花之乡9、“楠竹之乡”、。苎麻之乡”，。茶叶之乡”的

多重美誉。

咸宁人民敢于拚博，勇于斗争，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千百年来，为反抗内

外压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明末，峡山口农民李华率众起义，名闻遐迩；清代，

度章训、祁国富举戈反清，威震朝廷；辛亥首义，金铸时弃家报国，建功阳夏之

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成宁更是英才辈出．中国共产党早期

理论家钱亦石，著作等身，厥功至伟；鄂南农运先驱曹振常，挺身靖难，叱咤风云；

一代英烈何功伟，坚贞不屈，浩气长存；无产阶级革命家钱瑛、聂洪钧为人民事业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成宁有968名烈士为国捐

躯，其英雄业绩，自"-3永垂青史，彪炳千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云开雾散，日月重光。成宁人民协力同心，投

身社会主义建设，面貌焕然一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人民遵循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工业持续发展，农业

连年丰收，城市农村欣欣向荣。 7‘

史述兴亡，志表盛衰。盛世修志，历来如此。成宁修志始于明代，尚存者仅

清代康熙、同治、光绪3部。大抵歌皇恩、颂官德，重人文而轻经济，虽然可鉴，终

有局限。自光绪以后，风云变幻，江山代易，时光流逝百年，而无志以表，岂非憾

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历史新纪元，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届时新编《咸

宁市志》，继往开来，扬清激浊，存历史之真容，探发展之轨迹，补历史之遗缺，匡

旧志之谬误，乃是续吏延流，惠今益后之大事。

娥宁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纵述历史，横陈百科；分门别类，各有所归；材料稽考，力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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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行文铺陈，不用浮辞，实事求是，系统而准确地反映咸宁之历史与现状。

《成宁市志》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撷古今诸要，悉心编纂，记环境演变，

述历史发展，弘民族精华，扬先辈美德，载施政方针，录桑梓淳风。俾供后世审时

通变，鉴古察今，有“存史、资治、教化”之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大成

果。

<铖宁市志》自组班到成书，聚百数人之心血，积十年之辛劳，成书不易，治学
雏艰。虽数易其稿，疏漏在所难免。谬误之处，尚望识者斧正。

建设咸宁，振兴咸宁，是咸宁儿女的共同心愿；改革开放，开创未来，是历史

赋予全市人民的使命。市委寄厚望于全市人民：了解市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同心同德，建设桂乡，使前进中的咸宁更加英姿焕发，光彩照人。

在《咸宁市志》付梓问世之际，谨向全体修志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

(夏汉生系中共咸宁市委书记)

夏汉生

一九九二年六月



力求反映事物质的变化和基本面貌。省、地驻成单位，均在本志相关条目末作简

介。

四、人物卷(录)遵循。生不立传”通例，以近、现代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

编排以卒年为序。在世有影响的人物，均以事系人，随事入志。

五、纪年：1949年5月16日成宁解放以前，均按历史朝代以汉字记述(夹注

公元年号)。成宁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均采用公元纪年，以阿拉伯数

字记述。凡称几十年代字样的，均指二十世纪。。解放后”一词限指咸宁解放日起

至1949年9月30日止。

六、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外，余皆简称“新中国”。政

区及机关，均用所记事件的当时名称。人物一律直书其名。本地地名采用<缄宁
市地名志》标准地名，个别沿用历史地名时，同时夹注今标准地名。地名。飞鸡

尻”的“尻”字系前人生造，本志均用“等”字。

七、数据：凡属全局性的，均采用市统计局编缄宁四十年》数据；统计部门没
有的，取有关部门数据。数据中凡有“全口径”字样的，均合省、地驻成单位。

八、计量：一律取用事物发生时的历史计量单位。凡与1985年作比较的数

据，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换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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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咸宁，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东临阳新，南接崇阳，西界蒲圻，北交武昌，东

南与通山接壤，西北与嘉鱼毗邻．市境东西横距58公里，南北纵距41公里，总面积1501．6

平方公里，人口40万．境域50．1％属山地，11．4％为水域，18．5％是耕地，20％系其他占用

地。地形属江汉平原与鄂东南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呈坡状。地

貌复杂，丘陵、平原兼有，幕阜山脉逶迤东南边沿，斧头湖、西梁湖镶嵌于西北界。淦水、高桥

河、汀泗河3大水系，汇集大小支流70条，由东南蜿蜒流向西北。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

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6．8℃，活动积温为5000--5300’C。年均降雨量为1500毫米，无霜期

258天。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

咸宁古为荆州地。汉属江夏郡沙羡(yf移)县。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置永安镇。南唐

李琮保大十三年(955)升为永安县。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易名咸宁县。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咸宁县曾先后隶属大冶、孝感专区、武汉市及咸宁地区。1984年1月15日，成宁县

改为省辖县级市，下设3个办事处，6个区，35个乡和9个乡级镇。

市治永安。自南唐由镇升县，始为县治．旧城，创建于明孝宗弘治年间．至清宣宗道光

年间形成“城周七百五十丈”规模，置承恩、宾阳、云稼、文治4门。城内外建有亭、台，楼、阁、

寺庙、碑、坊30余座。古城山青水秀，景物宜人．道光年后，因屡经兵燹，古迹荡然无存．民

国时期，又因战火频仍，古城遂成百孔千疮。至1949年，城区总面积不足l平方公里。人口

不满4000。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在1965年咸宁专员公署设治温泉后，城区建设迅

速向东南方向扩展，永安、温泉、浮山逐渐连成一片，总面积达50．98平方公里，人口10．73

万．大街小蔷级横交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京广铁路、武长公路、一。七国道和淦水航道

均经永安，水陆运输四通八达．永安既是全市的中枢，又是鄂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

咸宁自然资源丰富。全市耕地有41．63万亩，盛产水稻、小麦，油菜、芝麻，山地有

112．89万亩，其中林地75．97万亩，森林覆盖率为36．2％，木材蓄积量85．1万立方米，立竹

蓄积量3134万根。林木树种有65科291种。其中银杏、红豆杉为国家珍稀保护树种．花

毛竹、龟甲竹为竹类之珍奇。特产有桂花、苎麻、茶叶等．矿藏资源已探明的有煤，铁、钒、

锌、锑、锰、磷等11种．水域面积25万亩，水产品有3大类90种，其中鱼、贝，水禽、莲籽、莲



2 概述

藕等产量甚丰。

咸宁植桂，始于明代，今为全国著名的桂花产地之一．所产桂花因其朵大、瓣厚、色鲜、

香浓，质量均居全国之首。以桂花为原料研制的食品、饮料等系列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

声誉。咸宁所产楠竹，因其节稀、肉厚、径围大，首尾匀称，篾质坚韧，为省内外用户所争购．

各种竹制家具和竹雕、竹编工艺品，造型别致，技艺精湛，远销欧美和港澳，深受国内外顾客

的青睐。苎麻历史悠久，清代农村广为种植。旧志诗云：“任是桑麻遍绿野，也都作态缀山

墉。”民国十六年(1927)，咸宁青麻以其质优被列为一等品，参加湖北省首次国货展览。新中

国建立后，苎麻成为境内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其中濯港“黄荆皮”麻，质量居全国之冠。茶叶

为咸宁大宗特产。浮山茶场研制的。莲台龙井”、。浮泉绿茶”和“剑春茶”先后被评为省优和

部优产品。咸宁由于盛产上述名优特产，在全国享有“桂花之乡”、。楠竹之乡”、“茶叶之乡7、

。苎麻之乡”的美誉。

咸宁山河秀丽，旅游资源丰富：有享誉中外的柏墩桂花园林；有碧绿无涯的星星竹海；有

水天一色的南川水库；有“热可瀹(y6跃)鸡”的淳沸温泉；有绚丽多彩的杜鹃花卉；还有近

代著名的北伐战场遗迹——汀泗桥、贺胜桥革命纪念地等。全市旅游景点达30多处，吸引

众多国内外游客到咸宁寻幽揽胜。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李一氓、藏克家、郭小川等都曾在

咸泼墨挥毫，留下脍炙人口的篇章。

(三)

咸宁居鄂南要冲，是“通黔粤之要途，为武鄂之前屏。”地势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元

末陈友谅退守武昌，明朝张献忠屯兵江夏，李自成南进通山，均在咸有过战事。民国时期，咸

宁更是风云叠起。护国、护法之战，汀泗桥是争夺要地。民国十年(1921)的湘鄂之战，咸宁

县城、汀泗桥是主战场。双方3万余人鏖战50余天。民国十五年(1926)=IL伐军在汀泗桥、

贺胜桥之战中，一举摧毁军阀吴佩孚主力，为北伐奠定了胜利基础。汀泗桥、贺胜桥因此闻

名中外，永垂青史。

咸宁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咸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为谋求解放，从未间断革命斗争。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咸籍人士、共产党员聂洪钧

受中共湖北区执委派遣，回咸宁建立中共咸宁县特别支部，谋求国共合作，开展农工运动，组

织农民军支援北伐．一时农民革命浪潮在全县迅速掀起。打土豪、斗劣绅、烧田契、废苛捐，

革命风暴席卷全县。民国十六年(1927)。七·一五”宁汉合流后，国共分裂，国民党大肆屠杀

共产党人。中共咸宁县委根据斗争形势和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和建立农民武装，同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咸宁农民在鄂南特委曹振常等领导下，联合鄂南

农军举行秋收暴动，给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后来暴动受挫，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

革命志士慷慨赴难。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李灿、何长工、彭德怀等先后率领工农红军第

五纵队挺进鄂南咸宁，帮助地方发展人民游击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咸宁人民努力配合，掀

起鄂南革命斗争新高潮。民国二十一年(1932)，咸宁建立起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并在

3个区30个乡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使5万农民分得了土地．抗日战争期间，咸宁沦陷，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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