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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昌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基础上记述武昌县地名的历史沿革、名称来历、

含义和现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的工具书。这部书是根据国务院国发[；萋量餮量§薹薹蠼臻嘲搿

蜒；竿叁氧。瞬坩两蕊稿睇夔=画；霪i雾j拍描辱意糕翟；篓蓊罾些耋疆陋硼蛸张翌翱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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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辩礴笈薷躺地

东北

6公里处。山腰间一块岩石，形状如凤头，故名．面积 ·

O．7平方公里．主峰海拔334米．山上被松林覆盖 着． ‘

t ·

葡萄尖lPntAojian该山位于黄土岗公社新屋河大队与槐

树边大队的交界处．早年，山奇峰秀，长满了野葡萄，故

名，面积O．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20米。山上长满了松树 ．’

． ‘

～．

，
，’

骑龙寨lQn6ngzhai该山位于黄土岗公社山牌头大队

中部．与豫皖边界的群山相望，山形如龙，原建有寨，故

名．主峰海拔808．8米．为战略要地． ，，’

I．双城寨l Shuangchengzhai 该山位于熊家冲大队与槐树
一

．边大队的交界处．早年山上修有双层的寨墙，故名．面积

O．2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28．7米，山上有松树．

【打马尖l D直majian该山位于黄土岗公社驻地东2．7公

里处。山高峰尖，远望似一根很长的鞭子，山前一座山形如

．．，：奔驰的烈马，两山相连，有鞭打烈马之势，故名。面积4

■ 平方公里．主峰海拔473米．山上有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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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建立r中国共产党成武鄂政务委员会，为湘鄂赣苏I式}|，1电安联络站。存抗H战争时

期，武昌县民众纷纷参军参战，为战胜日本帝闰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

武昌县人民又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民党血醒统治的英勇斗争。

1926年夏，首次建立昀中共保福党小组，由葛达同志担任负责人。同年秋成立中共武昌

县党支部，由叶绍禹同志任支部书记。1938年秋成立中国共产党武昌县委会，由王健民同志任

县委书记。武昌县最早的中共党员有李求实同志，又名国伟，亦名伟森，系武昌县金口镇人。

1919年参加革命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二·七"大罢工的组织领导人之一，历

任共青团河南、湖南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还有胡南生烈土，系武昌县法泗公

社石岭后屋村人，中共党员。1927年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中共无锡区委工作，历任上海工

联青工部长、江苏省团委组织部长等职。1933年在上海被捕，同年6月在南京雨花台惨遭国

民党杀害，为革命壮烈牺牲。还有在家乡的葛震环、朱勉之等许多革命先烈艰苦卓绝、英勇

斗争的史迹。据统计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全县就有314人，．

给后代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解放后，党中央和湖北省委对武昌县人民极为关怀。省长张体学同志，曾长期在五里界

蹲点，。为改变农村面貌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敬爱的周总理于1958年4月6日陪同外宾来到

“界豆之乡”的五里界公社绵绣大队视察，并亲笔题词“祝你们成功”。使全县人民深受鼓

舞。

1949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武昌。结束了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使武昌县人民获得了新生。此后，武昌县隶属于湖北省大冶

专署；1952年5月22日大冶专署撤销。武昌县改属孝感专署；1959年11月14日，武昌县划归

武汉市郊县，1961年4月29日，武昌县复归孝感专署；1965年8月7日，武昌县改属咸宁专署；

1975年11月25日，武昌县划归武汉市郊县至今。武昌县城从公元589年至解放后的10年，一直

设置在武汉市的武昌区。为了缩小城乡差别，便于抓好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武昌，1960

年使将县治所从武昌区迁至纸坊。从此、纸坊镇成为武昌县的新县城。

解放后，武昌县与邻近县之间，行政区划曾有一度变动过程，即1960年6月至1961年11月，

嘉鱼县并属武昌县。1975年11月25日至1976年4月份，武昌县的湖泗公社、舒安公社、范湖

公社及部分生产队，曾分别划归咸宁、鄂城，嘉鱼三县管辖。全县境内行政区划建制，亦

有多次大的变动。 r‘

1949年全县划为7个行政区，建立了党的区委会和县，区人民政府。区以下的机构曾暂沿用

民陶末年的乡、保、甲建制。1950年增设湖泗、流芳两个区。全县为9区1镇(即金lj镇)，

同蹦废除了乡、保、甲制，按照行政村并为176个乡。1952年青II|区划属武汉市，增没土地堂

区，法泗洲区。全县共辖10区1镇。1953年青山区从武汉巾．划回，马安山区撤销。】955年青

山区、流芳区划归武汉市，同H寸撤销法泗洲区，土地堂区，全县辖6区1镇。1656年撤区并

乡，划为13个乡，为了便于领导，在撤销的各区设立了指导组，作为县派出机构。1958年人

民公社化时，全县建立6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下设31个管理区。1960年人民政府

及县直机关从武汉市迁往纸坊后，增设纸坊镇。1961年又恢复区的建制，调整公社规模。

1962年流芳区从武汉市划回县辖，从此全县共7区2镇。下辖44个人民公社，1971年撤区并

社，将全县44个人民公社，调并为13个公社。1974年撤销环城公社、实行社镇分治，同时增
设大桥等7个公社，全县共辖19个公社2个镇至今。

全县共有106，393户，507，613人，其中：农业人口4一13，113人，非农业人口64。500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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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山岗．相传岗上原有庵堂白依庵，故名白依岗，后讹传为白

羊岗．长2公里，宽l公里．，面积2平方公里．柳(子岗)

明(山)公路自东向西穿岗而过．岗南是秦家垮村，岗北

是白羊岗大队，岗西是白果公社砖瓦厂．耕地800亩．

，I毛李冲l MaolIch6ng该地片位于黑石咀水库西南山冲

片内村上只有毛、李二姓居民，故名．长2公里，宽l公

里，总面积2平方公里，耕地7r00亩．有董家螃、汪家里，

李家垮、毛家垮4个自然村． ’。

I熊家沟l Xi6ngjia96u该地片位于白果公社南部，以自

然村熊家沟得名．长2公里，宽0．3公里，总面积O．6平方

公里．有熊家沟、夏家垮等自然村．
‘

I汪家沟l W曩ngji磊96u该地片位于白果公社南部，地处河

边．开始来此建村的人姓汪，故名．长l公里，宽O．3公

里，面积0．3平方公里．有尹家里。夏家里，郑家里、河

坎i龚家里5个自然村． j·‘ 。’

I郭家冲l Guoji磊ch6n9该地片位于白果公社大石板水库

‘西侧的山冲。片内田地过去都是郭姓的，敌名．长1公里，

宽O．4公里．只有郭家冲1个自然村．。’’

l卢家河l Lnj iah6该地片位于白果公社卢家河与夫子河

两河的汇合处．因开始来此建村的人姓卢，故名．长1．t

。公里，宽O．4公里，总面积O．44平方公里：
。

I半山l B Anshan该地片位于白果公社瓜子岩西部山

腰，故名．有李家脚、王家脚2个自然村0 ：

I南冲河I N磊nchonghe该地片位于白果公社象棋山南部

的山冲里，冲内有小河，故名．长2公里，宽O．3公里，

总面积O．6平方公里． ?·一 j

‘大杨树I D矗y纽gs妇该地片位于白果公社卢家河东南，+’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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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拉，社社有班车，大队有电话。

社队企业发展迅速，1979年统计全县社队企业有1，537个，25，466人。全年总收入4．980万

元。其中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的产品有：农机修配、插秧机、脱粒机、机耕船、化肥、农药、饲

料加工等。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有：粉条、食油、酒类、米面加工。缝纫服装、纺织、肥皂、皮

革皮鞋、日用电器。为工业建设服务的有：机械工业锅炉、燃化工业合成铵，建筑工业的水

泥、砖瓦、油毡。冶炼工业的石灰石、钢球加工等。其它还有汽车修配、印刷、镀电、五金

等，为适应农业，工业的生产和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1979年社员人平收入132元，比人民社公化时(1958年)人平收入

7l元增长o．86倍。城乡储蓄1，166万元，比1949年14万元增长82．5倍。新建职工住宅26，705平

方米，比1949年150平方米增长177倍。

交通运输极为方便。京广铁路，武(昌)长(沙)公路纵贯县境。解放初期县内公路交

通仅只有武昌至豹解，武昌至贺胜桥，武昌至梁子湖。贺胜桥至金牛等客班车路线。现已发

展社社通班车，全县公共汽车行驶路线20余条，全长760公里，每天定时发车46班次，比解

放初增长17．5倍，每天平均客运量4，307人次，节假日达6，oOo多人次，现在客运量为解放初期

的22倍。各种运输工具大幅度增加。1979年末全县拥有各种民用车辆735部。其中：载重货

车650辆，客车72辆、特种车13辆。拥有机动船舶16艘，1，150匹马力。1979年完成货运量

45．2万吨，货运周转量2，766．3吨公里。

建国三十年来，文教卫生事业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解放初期全县仅有中小学249所，

在校学生10，828人，专职教师795人。至1979年，全县有高中28所，113个班，在校学生5，772

人，专任教师354人。初中120所，764个班，在校学生34，748人，专任教师1，856人。小学289

所，2，145个班，在校学生85，747人，专任教师3，255人，比解放初期中小学增加O．8倍，中小学

在校学生增加10．6倍，适龄儿童已基本全部入学。为了丰富干群的文化活生，县办有文化馆

一个，分馆四个。图书馆，电影院、专业剧团各一个、电影队98个。从县到社基本形成了文化

‘网。全县有医院27个，病床841张，医务人员】，075人，大队有赤脚医生，生产队有保健员。国

家职工普遍实行公费医疗，农村社员也实行了合作医疗。企业厂矿职工享受了劳动保护。

计划生育方面；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有很大进展。全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1949年

16．7‰，1979年下降至儿．27‰，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新风尚开始逐步形成。

武昌县人民政府机关驻地纸坊镇，是一座发展较快的新型城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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