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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石灰窑区委书记黄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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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石灰窑区志>编纂成书，填补了石灰窑区无志空白，开出精神

文明新葩，实在可喜可贺。 ．!-·。 ：’、0j- j
．

石灰窑区位于长江中游南岸、黄荆山北麓、黄石市东部，素有楚之重镇之称。唐虞之世，地
‘

属三苗，后历代所属更易，解放前为大冶县辖地。1950年8月，归属黄石市。全区国土总面积．’

为112．4平方公里，是黄石市最大的城区扒
。

石灰窑区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早期人类文明。

境内山水雄奇，风光旖旎，北有浩荡东去的长江，南有东西走向的黄荆山，中有碧波荡漾的磁

湖，更有飞云洞、云雾洞、白龙井、澄月岛等景点点缀其中，与磁湖风光交相辉映；临江耸立的西

塞山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以其断束长江的险要地势，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以其秀丽的风光，是

历代文人唱和的场所。“烟波钓徒”张志和一首《渔歌子>，使西塞山闻名海内。‘

石灰窑区工商业自古兴盛。建材业的兴起，可上朔至秦汉，石灰业于明代初具规模。昔日

的道仕漱有“七仓、八典、九庙、一观”，西塞山下的十里长街，商贾云集，江边千船泊集，连樯如

云。20世纪初期，钢铁、水泥、煤炭等近代工业在石灰窑地区兴起；鄂东南地区的革命圣火，首

先在这里点燃，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人运动增添了绚烂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石灰窑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前人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未达到的辉煌业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石灰窑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加快发展为主线，建设

经济强区、创建文明城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全区上下

同心同德，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

‘，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风云变幻，人事纷繁，如实记载这段区情，积蓄宝贵的精神财富，事关

重大。在区委、区政府主持下，经过区志办公室及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各战线的共同努力，几

经寒暑，数易其稿，百余万言的志书终于付梓问世。区志编撰人员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在广阔的历史空间认真撷取资料，按照科学分类，归纳为自然、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诸领域，再叙述成文，使区志内容丰富、整体性强、重点突出、文风

朴实，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真实性、准确性，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这里，我’

作为一名公仆，向为编写志书给予帮助的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



清学者梁启超言：“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一部

优秀的区志，作为“一方之全史”，不仅因其取材翔实、真确，可以“为国羽翼”，而且由于志书“义

以经世，例以救时”，故可以“佐时务”、“裨风教”、“存信史”，广泛而长远地服务于社会事业。今

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掌握大量真实的材料，以便进行科学预测和决策。

利用这部志书所提供的依据，进一步认识区情，判明石灰窑区经济依托和主攻的方向，求得新

的进展，使之有益当代，惠及后人。这是我们的意愿。 一

在石灰窑区更名为西塞山区的第一年。《石灰窑区志》付梓出版，内心喜悦。特出数言，藉

以为序，并希望新西塞山区各项事业蒸蒸El上，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壤溯捌■登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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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窑区人民政府区长柯俊

．几经寒暑，数易其稿，一部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石灰窑区志>终于问世，从而结束了

石灰窑区有建制以来无志书的历史，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百花园添一奇葩，真乃可喜可贺。

石灰窑地区是块风水宝地。远在1日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即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留下

了石龙头古文化遗址；黄荆山下有丰富的煤矿和取之不尽的优质石材；西塞山壁立江心，风光

秀丽，既是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又是历代文化荟萃的场所，留下了许多炙脍人口的不朽篇章。

就鄂东南而言，石灰窑地区是人类文明之光最先照耀之地。早在商周时代，商贸已相当发达，

唐代初年，黄石地区第一个沿江市镇道仕袱已具大型市镇的规模，“士、农、工、商，连樯如云”，

成为远销深购的集散地。到明代，道仕袱驻军设防。商业发展到鼎盛时期，西塞山下形成十里

长街o

20世纪初期，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石灰窑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的钢铁摇篮、水泥故乡、

煤炭基地，聚集着一批产业工人，建立起鄂东南地区中共的第一个组织。从此，熊熊的革命烈

火燃遍石灰窑地区的山山水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产业工人反压迫、反剥削、求生存、求

发展的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董必武、陈谭秋等一批党的创始人亲临石灰窑这片红色的土

地，指导党的工作，使石灰窑地区的革命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也产生了一批“当代保尔——

吴运铎”式的革命英才。

解放初，石灰窑地区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在中共黄石市委、黄石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

速医治战争创伤。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激励和鼓舞全区人民自强不息，使这里的采掘、冶金、

建材、机械等一批现代工业迅速崛起。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50万元，到1978年增加到

30742万元，增长67．89倍，平均每年以20．15％的速度递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石灰窑地区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

天，经济建设走七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6470万元，增加

到2(XX)年的386284万元，22年增长22．45倍，平均每年递增15．92％。到2000年末，全区各类

企业235家，除f}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外，还发展了轻工、食品、纺织、化工、医药、电子等，形成比

较齐全的现代rlk体系，以冶钢轴承钢、齿轮钢、弹簧钢、工模具钢、中厚壁高精度无缝钢管为

代表的工业产品出口亚、欧、美三大洲216个国家和地区。

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区面积由1949年的1．2平方公里，发展到



2000年的34平方公里，增长27．33倍，城市道路达到高、中级水泥路面水平，市政设施和环卫

设施配套完善，城区面貌大为改观。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医疗等社会事业平衡发展，人民享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医疗等系列服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最

强音。

为系统、准确地再现石灰窑地区发展的历史，区委、区政府实施浩繁的地方志编纂工程。

区志编修人员广泛深入收集资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真进行甄别分

类，去伪存真。去租取精，使《石灰窑区志》成为一部体例完备、内容翔实、结构严谨、文风朴实的

好书。全书贯穿了改革、发展、稳定这根主线，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石灰窑区解放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22年来各行各业所取得的成果和辉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作为主政

石灰窑区的一名公仆，我要感谢勤劳智慧的石灰窑区人民，感谢那些几十年来关心和支持石灰
i、

窑区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感谢那些为编纂《石灰窑志》而付出辛勤汗水的同志们。
●

。

站在2l世纪的新起点上，我们要发挥地方志的社会功能，把握区情，放眼世界，科学决策，

实现石灰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再次腾飞，再铸石灰窑的历史辉煌。这正是政府主持编纂

<石灰窑区志》的动因所在。’

一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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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石灰窑区的历史。

二、本志为首部区志。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记事，下限断至2000年，上限1949

年。为保持资料的完整和石灰窑之特点，溯源不限。

三二本志采用分卷纲目体，以卷归类，设卷、一、(一)、l、①五个层次。述、记、志、传、图、表、

录等体裁并用。首立综述。为志之纲；次记大事，为志之经；志为主体，凡二十八卷；末设附录，

为志之尾。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各卷依事横排，以且叙事，纵横结合，依时竖写。

五、本志划分事类，原则上打破机构隶属关系。按“事以类从”办法领属关系。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除因事叙人者外，<人物>卷传、录收录各方面有代表性已故人

物，按出生年月排列；表中列县团级以上领导、革命烈士、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分别按任职、出

生、获奖时间排列。社会知名人物先本籍、后客籍；古代知名人物按年代、榜期排列。

七、本志文字，采用标准简化汉字。时间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中国历史朝代

年号纪年，加注公元年份。清朝以前用夏历，汉字书写；民国以后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地名书

写，以事件发生的地名为准，古地名变更者注明今地。

八、本志行文对某些过长的名称始记全称，后记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省市人民

政府简称省、市政府等。

九、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海拔高度采用吴淞口高程；

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数字采用统计部门法定数据。

十、本志采用资料，来源于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及单位采编资料，文中不注明出

处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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