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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远安县志》自明成化始纂，凡七修，

今存有清顺治、咸丰、同治版本。同治五年后一百二十余年，历经晚清、民

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性质迥异的社会制度，风云变幻，波澜曲折，世态人

事，杂然纷呈。盛世修志，彰往昭来。今值建国来最好历史时期，纂修新志，

实时代之使命，人民之愿望，社会之需要。

远安西倚荆山余脉，东望江汉平原，‘上通巴蜀，下连荆襄，‘山青水秀，

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民淳朴勤劳。汉武帝置临沮，已有二千一百余年建

县史。地当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的交点，是明、清农民军的重要活动区域。

1927年9月，在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瓦仓起义，建立瓦仓区苏维埃政权，

本县成为革命老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本县处国防前线，军民共筑铜

墙铁壁，大后方依为屏藩。解放战争中，本县系人民军队游击据点，支援进

军大西南的中继站。

解放前，远安县社会腐败，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为争取解放，无数革

命先烈前仆后继，血染山川。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

下，全县人民意气风发，百废俱兴。然而道路坎坷，创业维艰。“文化大革

命一动乱十年，尤堪痛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

开放，开拓前进，出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各项成就

历历可数。编修一代新志，为领导决策、部门规划，为科研、生产，为各行

各业提供县情资料，为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

土教材。县志的出版，可以告慰先烈，遗惠后世，服务当代，实乃本县两个

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

新编《远安县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

导，主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远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据实直书，寓论于述，以正确反映历史和现状，示其发展轨迹。

新编《远安县志》，积6年辛勤，凝百人心血，更承上级修志领导、专家

学者悉心指导，各方热心人士大力支持，数易其稿，于今出版，谨向所有为

县志做出贡献的同志敬致谢忱!



深望新编《远安县志》能激励今人，启迪后代，发扬革命传统，继承先辈

业绩，以热爱乡土之情，为振兴远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远安而奋发努

力，积极进取，俾古邑远安由落后而跻于先进之列，庶不负编修一代新志之

宏愿。

中共远安县委书记

远安县县长杉墨笈妻



尼 例

凡 例 ．1

一、《远安县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自然和社会诸方面的历史

和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

二，本志断限，，上限一般为1867年(清同治六年)，下限1985年。本着详近略远的原

则，重点记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29卷及编后记。历次政治运动不单独立卷，按其内容

分别编入《大事记》和有关各卷。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记

述体。事以类从，横排竖写。部分卷采用“综述历史，分陈当代”的方法，寓褒贬于记事之

中。

五、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立传者，多为著名革命烈士和有社会影响的已故知

名人士；收入个别反动人物以作反面教员。在世人物按“以事系人”的原则处理。

六。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简称“建国前”)，采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以1948年8月6日远安解放为

界，分解放前、解放后。50年代，60年代⋯⋯系20世纪的时代简称。

七，数目字用阿拉伯数字著录。卷目序号，夏历和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计量，一

般采用原计量单位。 ．

八，地名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称谓，以当时的正称为准。建国后行政区划名称，

1958年9月至1984年2月间，以公社、大队称；其前其后均以乡、村建制称。

九，本志资料，大部分采自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和县直各部门编写的史志资料，

部分采自有关报刊及口碑、回忆录等，引用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目

概述⋯⋯⋯⋯⋯⋯⋯⋯⋯⋯⋯⋯⋯⋯⋯

大事记⋯⋯⋯⋯⋯⋯⋯⋯⋯⋯⋯⋯⋯⋯

卷一建置⋯⋯⋯⋯⋯⋯⋯⋯．．⋯⋯·

’一、县域⋯⋯⋯⋯⋯⋯⋯⋯⋯⋯⋯

二、沿革⋯．．．⋯⋯⋯⋯⋯⋯⋯⋯⋯

三、区划⋯⋯⋯⋯⋯⋯⋯⋯⋯⋯⋯

． 拟划远安县新区界图⋯⋯⋯⋯

一九四二年远安县栗溪区署及

四、县城⋯⋯⋯：⋯⋯⋯⋯⋯⋯⋯··

远安县城平面示意图⋯⋯⋯⋯

卷二人 口⋯⋯⋯⋯⋯⋯⋯⋯⋯⋯⋯

一、人I：／变化⋯⋯⋯⋯⋯⋯⋯⋯⋯

二、人口分布⋯⋯⋯⋯⋯⋯⋯⋯⋯

远安县人口密度分布示意图⋯

三、人IJ结构⋯⋯⋯⋯⋯⋯⋯⋯⋯

四、人I：／控制⋯⋯⋯⋯⋯⋯⋯⋯⋯

卷三自然环境⋯⋯⋯⋯⋯⋯⋯⋯⋯⋯

一、地质⋯⋯⋯⋯⋯⋯⋯⋯⋯⋯⋯

二、地貌⋯⋯⋯⋯⋯⋯⋯⋯⋯⋯⋯

远安县水系分布示意图⋯⋯⋯

三、陆地水⋯⋯⋯⋯⋯⋯⋯⋯⋯⋯

四、气侯物候⋯⋯⋯⋯⋯⋯⋯⋯

远安县年平均气温分布示意图

远安县雨量分布示意图⋯⋯⋯

远安县冰雹路径示意图⋯⋯··

远安县土壤母质图⋯⋯⋯⋯一

五、土壤植被⋯⋯⋯⋯⋯⋯⋯⋯··

六、自然资源⋯⋯⋯⋯⋯⋯⋯⋯一

远安县主要自然资源分布示意



2 目 录

七、自然灾害⋯⋯⋯⋯⋯⋯⋯⋯⋯⋯⋯⋯⋯⋯⋯⋯⋯⋯⋯⋯⋯⋯⋯⋯⋯⋯⋯⋯(117)

卷四农业⋯⋯⋯⋯⋯⋯⋯⋯⋯⋯⋯⋯⋯⋯⋯⋯⋯⋯⋯⋯⋯⋯⋯⋯⋯⋯⋯⋯⋯⋯(123)

远安县农业区划图⋯⋯⋯⋯⋯⋯⋯⋯⋯⋯⋯⋯⋯⋯⋯⋯⋯⋯⋯⋯⋯⋯⋯⋯(124)

一、土地所有制⋯⋯⋯⋯⋯⋯⋯⋯⋯⋯⋯⋯⋯⋯⋯⋯⋯⋯⋯⋯⋯⋯⋯⋯⋯⋯⋯(125)

二、生产条件⋯⋯⋯⋯⋯⋯⋯⋯⋯⋯⋯⋯⋯⋯⋯⋯⋯⋯⋯⋯⋯⋯⋯⋯⋯⋯一⋯(132)

三、农作物⋯⋯⋯⋯⋯⋯⋯⋯⋯⋯⋯⋯⋯⋯⋯⋯⋯⋯⋯⋯⋯⋯⋯⋯⋯⋯⋯⋯⋯(137)

四、土特产⋯⋯⋯⋯⋯⋯⋯⋯⋯⋯⋯⋯⋯⋯⋯⋯⋯⋯⋯⋯⋯⋯⋯⋯⋯⋯⋯⋯⋯(161)

五、畜牧⋯⋯⋯⋯⋯⋯⋯⋯⋯⋯⋯⋯⋯⋯⋯⋯⋯⋯⋯⋯⋯⋯⋯⋯⋯⋯⋯⋯⋯⋯(167)

六、水产⋯⋯⋯⋯⋯⋯⋯⋯⋯⋯⋯⋯⋯⋯⋯⋯⋯⋯⋯⋯⋯⋯⋯⋯⋯⋯⋯⋯⋯⋯(176)

七、经营管理⋯⋯⋯⋯⋯⋯⋯⋯⋯⋯⋯⋯⋯⋯⋯⋯⋯⋯⋯⋯⋯⋯⋯⋯⋯⋯⋯⋯(179)

卷五林业⋯⋯⋯⋯⋯⋯⋯⋯⋯⋯⋯⋯⋯⋯⋯⋯⋯⋯⋯⋯⋯⋯⋯⋯⋯⋯⋯⋯⋯⋯(183)

一、森林概况⋯⋯⋯⋯⋯⋯⋯⋯⋯⋯⋯⋯⋯⋯⋯⋯⋯⋯⋯⋯⋯⋯⋯⋯⋯⋯⋯⋯(183)

远安县森林资源示意图⋯⋯⋯⋯⋯⋯⋯⋯⋯⋯⋯⋯⋯⋯⋯⋯⋯⋯⋯⋯⋯⋯(184)

二、山林权属⋯⋯⋯⋯⋯⋯⋯⋯⋯⋯⋯⋯⋯⋯⋯⋯⋯⋯⋯⋯⋯⋯⋯⋯⋯⋯⋯⋯(193)

三、营林⋯．．．⋯⋯⋯⋯⋯⋯⋯⋯⋯⋯⋯⋯⋯⋯⋯⋯⋯⋯⋯⋯⋯⋯⋯⋯⋯⋯⋯⋯(194)

四、森林保护⋯⋯⋯⋯⋯⋯⋯⋯⋯⋯⋯⋯⋯⋯⋯⋯⋯⋯⋯⋯⋯⋯⋯⋯⋯⋯⋯⋯(201)

卷六水利⋯⋯⋯⋯⋯⋯⋯⋯⋯⋯⋯一⋯⋯⋯⋯⋯⋯⋯⋯⋯⋯⋯⋯⋯⋯⋯⋯⋯⋯(205)

远安县主要水利设施示意图⋯⋯⋯⋯⋯⋯⋯⋯⋯⋯⋯⋯⋯⋯⋯⋯⋯⋯⋯⋯(206)

一、引、蓄、提水设施⋯⋯⋯⋯⋯⋯⋯⋯⋯⋯⋯⋯⋯⋯⋯⋯⋯⋯⋯⋯⋯⋯⋯⋯(207)

二、堤防、治河工程⋯⋯⋯⋯⋯⋯⋯⋯⋯⋯⋯⋯⋯⋯．．⋯⋯⋯⋯⋯⋯⋯⋯⋯⋯-(218)

三、工程管理⋯⋯⋯⋯⋯⋯⋯⋯⋯⋯⋯⋯⋯⋯⋯⋯⋯⋯⋯⋯一⋯⋯⋯⋯⋯⋯⋯·(220)

卷七工业⋯⋯⋯⋯⋯⋯⋯⋯⋯⋯⋯⋯⋯⋯⋯⋯⋯⋯⋯⋯⋯⋯⋯⋯⋯⋯⋯⋯⋯⋯(223)

远安县煤炭、磷矿资源及矿井示意图⋯⋯⋯⋯⋯⋯⋯⋯⋯⋯⋯⋯⋯⋯⋯⋯(226)

一、煤炭工业⋯⋯⋯⋯⋯⋯⋯⋯⋯⋯⋯⋯⋯⋯⋯⋯⋯⋯⋯⋯⋯⋯⋯⋯⋯⋯⋯⋯(227)

二、化学工业⋯⋯⋯⋯⋯⋯⋯⋯⋯⋯⋯⋯⋯⋯⋯⋯⋯⋯⋯⋯⋯⋯⋯⋯⋯⋯⋯⋯(232)

三、电力工业⋯⋯⋯⋯⋯⋯⋯⋯⋯⋯⋯⋯⋯⋯⋯⋯⋯⋯⋯⋯⋯⋯⋯⋯⋯⋯⋯⋯(239)

远安县电站电网示意图⋯⋯⋯⋯⋯⋯⋯⋯⋯⋯⋯⋯⋯⋯⋯⋯⋯⋯⋯⋯⋯⋯(240)

四、机械、冶炼工业⋯⋯⋯⋯⋯⋯⋯⋯⋯⋯⋯⋯⋯⋯⋯⋯⋯⋯⋯⋯⋯⋯⋯⋯⋯(247)

’五、建材工业⋯⋯⋯⋯⋯⋯⋯⋯⋯⋯⋯⋯⋯⋯⋯⋯⋯⋯⋯⋯⋯⋯⋯⋯⋯⋯⋯⋯(250)

六、森林工业⋯⋯⋯⋯⋯⋯⋯⋯⋯⋯⋯⋯⋯⋯⋯⋯⋯⋯⋯⋯⋯⋯⋯⋯⋯⋯⋯⋯(252)

七、轻纺工业⋯⋯⋯⋯⋯⋯⋯⋯⋯⋯⋯⋯⋯⋯⋯⋯⋯⋯⋯⋯⋯⋯⋯⋯⋯⋯⋯⋯(255)

八、粮油食品加工⋯⋯⋯⋯⋯⋯⋯⋯⋯⋯⋯⋯⋯⋯⋯⋯⋯⋯⋯⋯⋯⋯⋯⋯⋯⋯(261)

卷八乡镇企业⋯⋯⋯⋯．．．⋯⋯⋯⋯⋯⋯··：⋯⋯⋯⋯⋯⋯⋯⋯⋯⋯⋯⋯⋯⋯⋯⋯⋯(265)

一、发展概况⋯⋯⋯⋯⋯⋯⋯⋯⋯⋯⋯⋯⋯⋯⋯⋯⋯⋯⋯⋯⋯⋯⋯⋯⋯⋯⋯⋯(265)

二、产业结构⋯⋯⋯⋯⋯⋯⋯⋯⋯⋯⋯⋯⋯⋯⋯⋯⋯⋯⋯⋯⋯⋯⋯⋯⋯⋯⋯⋯(269)

三、经营管理⋯⋯⋯⋯⋯⋯⋯⋯⋯⋯⋯⋯⋯⋯⋯⋯⋯⋯⋯⋯⋯⋯⋯⋯⋯⋯⋯⋯(274)

卷九在县部属企业⋯⋯⋯⋯⋯⋯⋯⋯⋯⋯⋯⋯⋯⋯⋯⋯⋯⋯⋯⋯⋯⋯⋯⋯⋯⋯⋯(277)



目 录 3

一、交通⋯⋯⋯⋯⋯⋯⋯⋯⋯⋯⋯⋯⋯⋯⋯⋯⋯⋯⋯⋯⋯⋯⋯⋯⋯⋯⋯⋯⋯一(277)

二、供水⋯⋯⋯⋯⋯⋯⋯⋯⋯⋯⋯⋯⋯⋯⋯⋯⋯⋯⋯⋯⋯⋯⋯⋯⋯⋯⋯⋯⋯⋯(278)

三、供电⋯⋯⋯⋯⋯⋯⋯⋯⋯⋯⋯⋯⋯⋯⋯⋯⋯⋯⋯⋯⋯⋯·．．．．·0 01⋯⋯(278)

’四、产品⋯⋯一．．⋯⋯⋯⋯⋯⋯⋯⋯⋯⋯⋯⋯⋯⋯⋯⋯⋯⋯⋯⋯⋯⋯⋯⋯⋯⋯一(279)

五、教育⋯⋯⋯⋯⋯⋯⋯⋯⋯⋯⋯⋯⋯⋯⋯⋯⋯⋯⋯⋯⋯⋯⋯⋯⋯⋯⋯⋯⋯⋯(280)

六、卫生与计划生育⋯⋯⋯⋯⋯⋯⋯⋯⋯⋯⋯⋯⋯⋯⋯⋯⋯⋯⋯⋯⋯⋯⋯⋯⋯(281)

七、文化体育⋯⋯⋯⋯⋯⋯⋯⋯⋯⋯⋯⋯⋯⋯⋯⋯⋯⋯⋯⋯⋯⋯⋯⋯⋯⋯⋯⋯(282)

八、科技⋯⋯⋯⋯⋯⋯⋯⋯⋯⋯⋯⋯⋯⋯⋯⋯⋯⋯⋯⋯⋯⋯⋯⋯⋯⋯⋯⋯⋯⋯(282)

九、各厂简介⋯⋯⋯⋯⋯⋯⋯⋯⋯⋯⋯⋯⋯⋯⋯⋯⋯⋯⋯⋯⋯⋯⋯⋯⋯⋯⋯⋯(283)

卷+交通⋯⋯⋯⋯⋯⋯⋯⋯⋯⋯⋯⋯⋯⋯⋯⋯⋯⋯⋯⋯⋯⋯⋯⋯⋯⋯⋯⋯⋯⋯(285)

一、陆路交通⋯⋯⋯⋯⋯⋯⋯⋯⋯⋯⋯⋯⋯⋯⋯⋯⋯⋯⋯⋯⋯⋯⋯⋯⋯⋯⋯⋯(285)

远安县交通示意图⋯⋯⋯⋯⋯⋯⋯⋯⋯⋯⋯⋯⋯⋯⋯⋯⋯⋯⋯⋯⋯⋯⋯⋯(287)

二、水路交通⋯⋯⋯⋯⋯⋯⋯⋯·’⋯⋯⋯⋯⋯⋯⋯⋯⋯⋯⋯⋯⋯⋯⋯⋯⋯⋯⋯一(310)

三、交通管理⋯⋯⋯⋯⋯⋯⋯⋯⋯⋯⋯⋯⋯⋯⋯⋯⋯⋯⋯⋯⋯⋯⋯⋯⋯⋯⋯⋯(313)

卷十一邮电⋯⋯⋯⋯⋯⋯⋯⋯⋯⋯⋯⋯⋯⋯⋯⋯⋯⋯⋯⋯⋯⋯⋯⋯⋯⋯⋯⋯⋯(319)

一、机构⋯⋯⋯⋯⋯⋯⋯⋯⋯⋯⋯⋯⋯⋯⋯⋯⋯⋯⋯⋯⋯⋯⋯⋯⋯⋯⋯⋯⋯⋯(319)

二、邮政⋯⋯⋯⋯⋯⋯⋯⋯⋯⋯⋯⋯⋯⋯⋯⋯⋯⋯⋯⋯⋯⋯⋯⋯⋯⋯⋯⋯⋯⋯(320)

三、电信⋯⋯⋯⋯⋯⋯⋯⋯⋯⋯⋯⋯⋯⋯⋯⋯⋯⋯⋯⋯⋯⋯⋯⋯⋯⋯⋯⋯⋯⋯(325)

卷十二城乡建设⋯⋯⋯⋯⋯⋯⋯⋯⋯⋯⋯⋯⋯⋯⋯⋯⋯⋯⋯⋯⋯⋯⋯⋯⋯⋯⋯⋯(329)

一、县城建设⋯⋯⋯⋯⋯⋯⋯⋯⋯⋯⋯⋯⋯⋯⋯⋯⋯⋯⋯⋯⋯⋯⋯⋯⋯⋯⋯⋯(329)

二、乡村建设⋯⋯⋯⋯⋯⋯⋯⋯⋯⋯⋯⋯⋯⋯⋯⋯⋯⋯⋯⋯⋯⋯⋯⋯⋯⋯⋯⋯(334)

、 三、建筑⋯⋯⋯⋯⋯⋯⋯⋯⋯⋯⋯⋯⋯⋯⋯⋯⋯⋯⋯⋯⋯⋯⋯⋯⋯⋯⋯⋯⋯⋯(338)

四、环境保护⋯⋯⋯⋯⋯⋯⋯⋯⋯⋯⋯⋯⋯⋯⋯⋯⋯⋯⋯⋯⋯⋯⋯⋯⋯⋯⋯⋯(341)

卷十三商业⋯⋯⋯⋯⋯⋯⋯⋯⋯⋯⋯⋯⋯⋯⋯⋯⋯⋯⋯⋯⋯⋯⋯⋯⋯⋯⋯⋯⋯(345)

一、市场⋯⋯⋯⋯⋯⋯⋯⋯⋯⋯⋯⋯⋯⋯⋯⋯⋯⋯⋯⋯⋯⋯⋯⋯⋯⋯⋯⋯⋯⋯(345)

二、经营体制⋯⋯⋯⋯⋯⋯⋯⋯⋯⋯⋯⋯⋯⋯⋯⋯⋯⋯⋯⋯⋯⋯⋯⋯⋯⋯⋯⋯(350)

三、商品购销⋯⋯⋯⋯⋯⋯⋯⋯⋯⋯⋯⋯⋯⋯⋯⋯⋯⋯⋯⋯．．．⋯⋯⋯⋯⋯⋯⋯(357)

四、饮食服务业⋯⋯⋯⋯⋯一⋯⋯⋯⋯⋯⋯⋯⋯⋯⋯⋯⋯⋯⋯⋯⋯⋯⋯⋯⋯⋯(372)

五、经营管理⋯⋯⋯⋯⋯⋯⋯⋯⋯⋯⋯⋯．．-⋯⋯⋯⋯⋯⋯⋯⋯⋯⋯⋯⋯⋯⋯⋯(374)

卷十四工商管理⋯⋯⋯⋯⋯⋯⋯⋯·‘⋯⋯⋯⋯⋯⋯⋯⋯⋯⋯⋯⋯⋯⋯⋯⋯⋯⋯⋯一(377)

一、工商行政管理·：⋯⋯⋯⋯⋯⋯⋯⋯⋯⋯⋯⋯⋯⋯⋯⋯⋯⋯⋯⋯⋯⋯⋯⋯⋯·(377)

’二、物价⋯⋯⋯⋯⋯⋯⋯⋯⋯⋯⋯⋯⋯⋯⋯⋯⋯⋯⋯⋯⋯⋯⋯⋯⋯⋯⋯⋯⋯⋯(383)

三、计量⋯⋯⋯⋯⋯⋯⋯⋯⋯⋯⋯⋯⋯⋯⋯⋯⋯⋯⋯⋯⋯⋯⋯⋯⋯⋯⋯⋯⋯⋯(395)

卷十五财政⋯⋯⋯⋯⋯⋯⋯⋯⋯⋯⋯⋯⋯⋯⋯⋯⋯⋯⋯⋯⋯⋯⋯⋯⋯⋯⋯⋯⋯(397)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县财政⋯⋯⋯⋯⋯⋯⋯⋯⋯⋯⋯⋯⋯⋯⋯⋯⋯⋯⋯⋯⋯(397)

二、建国后的县财政⋯⋯⋯⋯⋯⋯⋯⋯⋯⋯⋯⋯⋯⋯⋯⋯．⋯⋯⋯⋯⋯⋯⋯⋯⋯(401)

三、财政监督和审计⋯⋯⋯⋯⋯⋯⋯⋯⋯⋯⋯⋯⋯⋯⋯⋯⋯⋯⋯⋯⋯⋯⋯⋯⋯(41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目 录

卷十六金融⋯⋯⋯⋯⋯⋯⋯⋯⋯⋯⋯⋯⋯⋯⋯⋯⋯⋯⋯⋯⋯⋯⋯⋯⋯⋯⋯⋯⋯(419)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远安金融⋯⋯⋯⋯⋯⋯⋯⋯⋯⋯⋯⋯：⋯⋯⋯⋯⋯⋯⋯．．(420)

二、建国后的远安金融⋯⋯⋯⋯⋯⋯⋯⋯⋯⋯⋯⋯⋯⋯⋯⋯⋯⋯⋯⋯⋯⋯⋯⋯(424)

卷十七政党政协社团⋯⋯⋯⋯⋯⋯⋯⋯⋯⋯⋯⋯⋯⋯⋯⋯⋯．：⋯⋯⋯⋯⋯⋯⋯．(443)

一、中国共产党⋯⋯⋯⋯⋯⋯⋯⋯⋯⋯⋯⋯⋯⋯⋯⋯⋯⋯⋯⋯⋯⋯⋯⋯⋯⋯⋯(443)

二、中国国民党⋯⋯⋯⋯⋯⋯⋯⋯⋯⋯⋯⋯⋯⋯⋯⋯⋯⋯⋯⋯⋯⋯⋯⋯⋯⋯⋯(461)

三、人民政协⋯⋯⋯⋯⋯⋯⋯⋯⋯⋯⋯⋯⋯⋯⋯⋯⋯⋯⋯⋯⋯⋯⋯⋯⋯⋯．⋯．．(463)

四、社会团体⋯⋯⋯⋯⋯⋯⋯⋯⋯⋯⋯⋯⋯⋯⋯⋯⋯⋯⋯⋯⋯⋯⋯⋯⋯⋯⋯⋯(466)

卷-I-A政权⋯⋯⋯⋯⋯⋯⋯⋯⋯⋯⋯⋯⋯⋯⋯⋯⋯⋯⋯⋯⋯⋯⋯⋯⋯⋯⋯⋯⋯(479)

一、人民代表大会⋯⋯⋯⋯⋯⋯⋯⋯⋯⋯⋯⋯⋯⋯⋯⋯⋯⋯⋯⋯⋯．+⋯⋯⋯⋯．．(479)

二、人民政府⋯⋯⋯⋯⋯⋯⋯⋯⋯⋯⋯⋯⋯⋯⋯⋯⋯⋯⋯⋯⋯⋯⋯⋯⋯⋯⋯⋯(492)

三、司法机构⋯⋯⋯⋯⋯⋯⋯⋯⋯⋯⋯⋯⋯⋯⋯··：⋯⋯⋯⋯⋯⋯⋯⋯⋯⋯⋯⋯(501)

四、民国政权及代议机构⋯⋯⋯⋯⋯⋯⋯⋯⋯⋯⋯⋯⋯⋯⋯⋯⋯⋯⋯⋯⋯⋯⋯(503)

卷十九司法⋯⋯⋯⋯⋯⋯⋯⋯⋯⋯⋯⋯⋯⋯⋯⋯⋯⋯⋯⋯⋯⋯⋯⋯⋯⋯⋯⋯⋯(507)

一、民国时期的司法⋯⋯⋯⋯⋯⋯⋯⋯⋯⋯⋯⋯⋯⋯⋯⋯⋯⋯⋯⋯⋯⋯⋯⋯⋯(507)

二、建国后的司法⋯⋯⋯⋯⋯⋯⋯⋯⋯⋯⋯⋯⋯⋯⋯⋯⋯⋯⋯⋯⋯⋯⋯⋯⋯⋯(510)

卷二十军事⋯⋯⋯⋯⋯⋯⋯⋯⋯⋯⋯⋯⋯⋯⋯⋯⋯⋯⋯⋯⋯⋯⋯⋯⋯⋯⋯⋯⋯(529)

一、建制⋯⋯⋯⋯⋯⋯⋯⋯⋯⋯⋯⋯⋯⋯⋯⋯⋯⋯⋯⋯⋯⋯⋯⋯⋯⋯⋯⋯⋯⋯(529)

二、驻军⋯⋯⋯⋯⋯⋯⋯⋯⋯⋯⋯⋯⋯⋯⋯⋯⋯⋯⋯⋯⋯⋯⋯．．(532)
三、兵役⋯⋯⋯⋯⋯⋯⋯⋯⋯⋯⋯⋯⋯⋯⋯⋯⋯⋯．j⋯⋯⋯⋯(534)
四、民兵⋯⋯⋯⋯⋯⋯⋯⋯⋯⋯⋯⋯⋯⋯⋯⋯⋯⋯⋯⋯⋯⋯⋯(535)
五、兵事⋯⋯⋯⋯⋯⋯⋯⋯⋯⋯⋯⋯⋯⋯⋯⋯⋯⋯⋯⋯⋯⋯⋯⋯⋯⋯⋯．．(540)

卷二十一民政⋯⋯⋯⋯⋯⋯⋯⋯⋯⋯⋯⋯⋯⋯⋯⋯⋯⋯⋯⋯⋯⋯⋯⋯⋯⋯⋯⋯(549)

一、拥军优属⋯⋯⋯⋯⋯⋯⋯⋯⋯⋯⋯⋯⋯⋯⋯⋯⋯⋯⋯⋯⋯⋯⋯⋯⋯⋯⋯⋯(549)

二、扶助苏区．．⋯⋯⋯⋯⋯⋯⋯⋯⋯⋯⋯⋯⋯⋯⋯⋯⋯⋯⋯⋯⋯⋯⋯⋯⋯⋯⋯．(553)

三、复退军人安置⋯⋯⋯⋯⋯⋯⋯⋯⋯⋯⋯⋯⋯⋯⋯⋯⋯⋯⋯⋯⋯⋯⋯⋯⋯⋯(554)

四、救灾救济⋯⋯⋯⋯⋯⋯⋯⋯⋯⋯⋯⋯⋯⋯⋯⋯⋯⋯⋯⋯⋯⋯⋯⋯⋯⋯⋯⋯(555)

五、社会福利⋯⋯⋯⋯⋯⋯⋯⋯⋯⋯¨⋯⋯⋯⋯⋯⋯⋯⋯⋯⋯⋯⋯⋯⋯⋯⋯⋯(559)

六、婚姻登记⋯⋯⋯⋯⋯⋯⋯⋯⋯⋯⋯⋯⋯⋯⋯⋯⋯⋯⋯⋯⋯⋯⋯⋯⋯⋯⋯⋯(560)

七、殡葬改革⋯⋯⋯⋯⋯⋯⋯⋯⋯⋯⋯⋯⋯⋯⋯⋯⋯⋯⋯⋯⋯⋯⋯⋯⋯⋯⋯⋯(560)

卷--+--劳动人事⋯⋯⋯⋯⋯⋯⋯⋯⋯⋯⋯⋯⋯⋯⋯⋯⋯⋯．．：⋯⋯⋯⋯⋯⋯⋯⋯(563)

一、就业安置⋯⋯⋯⋯⋯⋯⋯⋯⋯⋯⋯⋯⋯⋯⋯⋯⋯⋯⋯⋯⋯⋯⋯⋯⋯⋯⋯⋯(563)

二、干部、职工管理⋯⋯⋯⋯⋯⋯⋯⋯⋯⋯⋯⋯⋯⋯⋯⋯⋯⋯⋯⋯⋯⋯⋯⋯⋯(566)

三、工资奖金⋯⋯⋯⋯⋯⋯⋯⋯⋯⋯⋯⋯⋯⋯⋯⋯⋯⋯⋯⋯⋯⋯⋯⋯⋯⋯⋯⋯(572)

四、劳保福利⋯⋯⋯⋯⋯⋯⋯⋯⋯⋯⋯⋯⋯⋯⋯⋯⋯⋯⋯⋯⋯⋯⋯⋯⋯⋯⋯⋯(576)

卷二十三教育⋯⋯⋯⋯⋯⋯⋯⋯⋯⋯⋯⋯⋯⋯⋯⋯⋯⋯⋯⋯⋯⋯⋯．：⋯⋯⋯⋯．(579)

一、书院私塾⋯⋯⋯⋯⋯⋯⋯⋯⋯⋯⋯⋯⋯⋯⋯⋯⋯⋯⋯⋯⋯⋯⋯⋯．-．⋯⋯(579)



目 录 5

远安县学校分布示意图⋯⋯⋯⋯⋯⋯⋯⋯⋯⋯⋯⋯⋯一⋯⋯⋯⋯⋯⋯⋯⋯(580)

二、幼儿教育⋯⋯⋯⋯⋯⋯⋯⋯⋯⋯⋯⋯⋯⋯⋯⋯⋯⋯⋯⋯⋯⋯⋯⋯⋯⋯⋯⋯(581)

三、小学教育⋯⋯⋯⋯⋯⋯⋯⋯⋯⋯⋯⋯⋯⋯⋯⋯⋯⋯⋯⋯⋯⋯⋯⋯⋯⋯⋯⋯(583)

四、中学教育⋯⋯⋯⋯⋯⋯⋯⋯⋯⋯⋯⋯⋯⋯⋯⋯⋯⋯⋯⋯⋯⋯⋯⋯⋯⋯⋯⋯(589)

五、中等专业和技工教育⋯⋯⋯⋯⋯⋯⋯⋯⋯⋯⋯⋯⋯⋯⋯⋯⋯⋯⋯⋯⋯⋯⋯(595)

六、成人教育⋯⋯⋯⋯⋯⋯⋯“⋯⋯⋯⋯⋯⋯⋯⋯⋯⋯⋯⋯⋯⋯⋯⋯⋯⋯⋯⋯·(597)

七、教职工队伍⋯⋯⋯⋯⋯⋯⋯⋯⋯⋯⋯⋯⋯⋯⋯⋯⋯⋯⋯⋯⋯⋯⋯⋯⋯⋯⋯(600)

八、教育经费与设施⋯⋯⋯⋯⋯⋯⋯⋯⋯⋯⋯⋯⋯⋯⋯⋯⋯⋯⋯⋯⋯⋯⋯⋯⋯(602)

卷二十四科学技术⋯⋯⋯⋯⋯⋯⋯⋯⋯⋯⋯⋯⋯⋯⋯⋯⋯⋯⋯··⋯⋯⋯⋯⋯⋯⋯·(607)

一、科技组织⋯⋯⋯⋯⋯⋯⋯⋯⋯⋯⋯⋯⋯⋯⋯⋯⋯⋯⋯⋯⋯⋯⋯⋯⋯⋯⋯⋯(607)

二、科技队伍⋯⋯⋯⋯⋯⋯⋯⋯⋯⋯⋯⋯⋯⋯⋯⋯⋯⋯⋯⋯⋯⋯⋯⋯⋯⋯⋯⋯(609)

三、科技普及⋯⋯⋯⋯⋯⋯⋯⋯⋯⋯⋯⋯⋯⋯⋯⋯⋯⋯⋯⋯⋯⋯⋯⋯⋯⋯⋯⋯(610)

四、科技成果O 0．．．．⋯：⋯⋯⋯⋯⋯⋯⋯⋯⋯⋯⋯⋯⋯⋯⋯⋯⋯⋯⋯⋯⋯⋯⋯·(613)

卷二十五文化⋯⋯⋯⋯⋯⋯⋯⋯⋯⋯⋯⋯⋯⋯⋯⋯⋯⋯⋯⋯⋯⋯⋯⋯⋯⋯⋯⋯(619)

一、群众文化⋯⋯⋯⋯⋯⋯⋯⋯⋯⋯⋯⋯⋯⋯⋯⋯⋯⋯⋯⋯⋯⋯⋯⋯⋯⋯⋯⋯(619)

二、文学艺术⋯⋯⋯⋯⋯⋯⋯⋯⋯⋯⋯⋯⋯⋯⋯⋯⋯⋯⋯⋯⋯⋯⋯⋯⋯⋯⋯⋯(621)

三、图书馆⋯⋯⋯⋯⋯⋯⋯⋯⋯⋯⋯⋯⋯⋯⋯⋯⋯⋯⋯⋯⋯⋯⋯⋯⋯⋯⋯⋯⋯(633)

四、电影⋯⋯⋯⋯⋯⋯⋯⋯⋯⋯⋯⋯⋯⋯⋯⋯⋯⋯⋯⋯⋯⋯⋯⋯⋯⋯⋯⋯⋯⋯(634)

五、书店⋯⋯⋯⋯⋯⋯⋯⋯⋯⋯⋯⋯⋯⋯⋯⋯⋯⋯⋯⋯⋯⋯⋯⋯⋯⋯⋯⋯⋯⋯(635)

六、档案⋯⋯⋯⋯⋯⋯⋯⋯⋯⋯⋯⋯⋯⋯⋯⋯⋯⋯⋯⋯⋯⋯⋯⋯⋯⋯⋯⋯⋯⋯(636)

七、新闻⋯⋯⋯⋯⋯⋯⋯⋯⋯⋯⋯⋯⋯⋯⋯⋯⋯⋯⋯⋯⋯⋯⋯⋯⋯⋯⋯⋯⋯一·(637)

八、文物胜迹⋯⋯⋯⋯⋯⋯⋯⋯⋯⋯⋯⋯⋯⋯⋯⋯⋯⋯⋯⋯⋯⋯⋯⋯⋯⋯⋯(640)

卷二十六卫生⋯⋯⋯⋯⋯⋯⋯⋯⋯⋯⋯·⋯⋯⋯⋯⋯⋯⋯⋯⋯⋯⋯⋯⋯⋯⋯⋯·．(645)

一、医疗单位⋯⋯⋯⋯⋯⋯⋯⋯⋯⋯⋯⋯⋯⋯⋯⋯⋯⋯⋯⋯⋯⋯⋯⋯⋯⋯⋯⋯(645)

远安县医疗卫生机构分布示意图⋯⋯⋯⋯⋯⋯⋯⋯⋯⋯⋯⋯⋯⋯⋯⋯⋯⋯(646)

二、卫生防疫⋯⋯⋯⋯⋯⋯⋯⋯⋯⋯⋯⋯⋯⋯⋯⋯⋯⋯⋯⋯⋯⋯⋯⋯⋯⋯⋯⋯(648)

三、医疗⋯⋯⋯⋯⋯⋯⋯⋯⋯⋯⋯⋯⋯⋯⋯⋯⋯⋯⋯⋯⋯⋯⋯⋯⋯⋯⋯⋯⋯⋯(654)

四、妇幼保健⋯⋯⋯⋯⋯⋯⋯⋯．．．⋯⋯⋯⋯⋯⋯⋯⋯⋯⋯⋯⋯⋯⋯⋯⋯⋯⋯⋯(657)

五、医药管理⋯⋯⋯⋯⋯⋯⋯⋯⋯⋯⋯⋯⋯⋯⋯⋯⋯⋯⋯⋯⋯⋯⋯⋯⋯⋯⋯⋯(661)

卷二十七体育⋯⋯⋯⋯⋯⋯⋯⋯⋯⋯⋯⋯⋯⋯⋯⋯⋯⋯⋯⋯⋯⋯⋯⋯⋯⋯⋯⋯(663)

一、体育设施⋯⋯⋯⋯⋯⋯⋯⋯⋯⋯⋯⋯⋯⋯⋯⋯⋯⋯⋯⋯⋯⋯⋯⋯⋯⋯⋯⋯(663)

二、群众体育⋯⋯⋯⋯⋯⋯⋯⋯⋯⋯⋯⋯⋯⋯⋯⋯⋯⋯⋯⋯⋯⋯⋯⋯⋯⋯⋯-(664)

三、学校体育⋯⋯⋯⋯⋯⋯⋯⋯⋯⋯⋯⋯⋯⋯⋯⋯⋯⋯⋯⋯⋯⋯⋯⋯⋯⋯⋯⋯(665)

四、竞赛活动⋯⋯⋯⋯⋯⋯⋯⋯⋯⋯⋯⋯⋯⋯⋯⋯⋯⋯⋯⋯⋯⋯⋯⋯⋯⋯⋯⋯(666)

卷二十八社会⋯⋯⋯⋯⋯⋯⋯⋯⋯⋯⋯⋯⋯⋯⋯⋯⋯⋯⋯⋯⋯⋯⋯⋯⋯⋯⋯⋯(673)

一、人民生活⋯⋯⋯．．．⋯⋯j⋯⋯⋯⋯j⋯⋯⋯⋯⋯⋯⋯⋯⋯⋯⋯⋯⋯⋯⋯⋯⋯．(673)

二、风俗⋯⋯⋯⋯⋯⋯⋯⋯⋯⋯⋯⋯⋯⋯⋯⋯⋯⋯⋯⋯⋯⋯⋯⋯⋯⋯⋯⋯⋯⋯(676)



6 目 录

三、方言⋯⋯⋯⋯⋯⋯⋯⋯⋯⋯⋯⋯⋯⋯⋯⋯⋯⋯⋯⋯⋯⋯⋯⋯⋯⋯⋯⋯⋯⋯(681)

四、宗教⋯⋯⋯⋯⋯⋯⋯⋯⋯⋯⋯⋯⋯⋯⋯⋯⋯⋯⋯⋯⋯⋯⋯⋯⋯⋯⋯⋯⋯⋯(694)

卷二十九人物⋯⋯⋯⋯⋯⋯⋯⋯⋯⋯⋯⋯⋯⋯⋯⋯⋯⋯⋯⋯⋯⋯⋯⋯⋯⋯⋯⋯(697)

附 录⋯⋯⋯⋯⋯⋯⋯⋯⋯⋯⋯⋯⋯⋯⋯⋯⋯⋯⋯⋯⋯⋯⋯⋯⋯⋯⋯⋯⋯⋯⋯⋯(723)

远安县历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723)

为总纂提供资料的各专志人员名单⋯⋯⋯⋯⋯⋯⋯⋯⋯⋯⋯⋯⋯⋯⋯⋯⋯⋯⋯(727)

《远安县志》稿评审及终审人员⋯⋯⋯⋯⋯⋯⋯⋯⋯⋯⋯⋯⋯⋯⋯⋯⋯⋯⋯⋯⋯(728)

编后记⋯⋯⋯⋯⋯⋯⋯⋯⋯⋯⋯⋯⋯⋯⋯⋯⋯⋯⋯⋯⋯⋯⋯⋯⋯⋯⋯⋯⋯⋯⋯⋯(729)



概 述

概 述 1

远安县位于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跨东经111。147～111。527，北纬30。537

--31。227之间。东，东南与荆门，当阳毗连，西南，西与宜昌为邻，北同保康，南漳接壤。

总面积1752平方公里。县治鸣凤镇东距省会武汉市355公里，西南距宜昌行署驻地宜昌市

117公里。

远安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属楚国封地。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置临沮县，属

南郡。东晋隆安末年(公元401年)改名高安县，隶属襄阳郡。南朝宋初(公元420年)为汶

阳郡治，齐梁因之。北周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改高安为远安，隶属峡州。后唐初年远安

曾并入南平国。宋隶荆湖北路夷陵郡。元隶河南行省荆湖北道峡州路。明属夷陵州。清先

后隶荆州府及荆门直隶州。民国远安始属襄阳道，继属荆宜道。民国21年(1932年)属湖北

省第九行政督察区，民国24年改属第六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宜昌行署

至今。

清末，远安全县分为清溪、木瓜，县前，歇马、后砦，鹿洋、许旧，白土，郝枧，石

管，茅福，布元，傅什等13铺。民国23年实行保甲制，始分4区，下辖55联保，189保，

1858甲。后经多次变更，至民国36年，全县分为清华，治平，白鹿，临沮，临漳，中和，

远北，永清，永平，文盛等10乡。建国后，全县分城关、洋坪、茅坪、河口，远北，荷花

6个区，下辖93个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行政区划变更频繁。1984年2月实行政社分

开。1985年10月，全县设城关．洋坪两个县辖镇，苟家垭，l刚委，花林寺、茅坪场，河口

5个区级镇，石头店、望家，晓坪3个乡级镇和17个乡，196个村民委员会，1414个村民

小组。

1949年，全县人口为9788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000人，农业人口94887人。1985年，

全县有207761人，是1949年的2．12倍。其中，非农业人口40785人，农业人口166976人。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9人。全县人口主要为汉族。1982年人口普查，有少数民族302

人。

远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次高山，丘陵，河谷冲积平畈兼而有之。西北部山地占总面

积的38．6％，全县最高点太平顶海拔1325．1米；东部丘陵占总面积的38％；中部河谷冲

积平畈占总面积的23．4％，全县最低点雷打岩海拔76米。

远安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较足，四季分明。年平均

气温12—16℃；年降雨量1000--1100毫米；年太阳辐射80～107千卡／平方厘米；无霜

期，在西部山地和东部丘陵是220～240天之间，而中部平畈则在240～250天之间。良好



2 概 述

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资源比较丰富。过境客水有沮河，漳河，西河，还有43条溪流分布全县，不仅提供

了较好的灌溉条件，而且蕴藏着可供开发的3．17万千瓦水能资源。

远安素有“林海”之称，是湖北著名的重点产材县之一。1985年，全县山林面积为187．8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1．49％。森林覆盖率达62％，人均占有林地9亩。活立木蓄积量

在建国初期达487万立方米，1985年蓄积量为257万立方米。1949年至1985年，共生产

商品材156．25万立方米，上调95．46万立方米，占商品材的61．1％。累计产值6787．75万

元，利税1824．77万元。远安县曾受到林业部的嘉奖。所产红薄皮马尾松属优良树种，被

林业部定为采种基地。远安也是全省天麻、茯苓重要生产基地。苟家垭所产“垭丝”，色白

柔润，远销印度，苏联等国。“鹿苑茶”曾获全省评比第一名，属全国30种名茶之列。黑木

耳是传统产品，近年蓬勃发展的人工培植香菌，也占有重要地位。

境内矿藏资源丰富，已发现矿点40多处。磷矿储量13792万吨，平均含五氧化二磷

28％以上，是化工部定点生产基地之一，煤炭储量4562万吨；紫砂陶土储量5亿吨，居全

省之首。

《左传》：“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远安适当沮水之中，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

留下许多古文化遗迹。在县境内考古发掘并经鉴定确认，有新石器时代和周、汉．三国时

期的古墓，古文化遗址52处，出土文物有战国时期的兵器，陶器、瓷器和西汉时期的铜器、

货币117件，以及南襄郡古城垣和古陶井遗迹。

远安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明、清时期，远安曾是农民起义军刘通、石龙．李

自成，李来亨以及白莲教的活动地区之一。1925年9月，远安创立了宜昌地区第一个共产

党支部；1926年9月，在中共远安支部领导下，建立了宜昌地区最早的农民自卫团；1927

年9月14日，举行了威震鄂西的瓦仓起义，建立了宜昌地区第一个工农政权——瓦仓区苏

维埃政府；11月，共产党员汪文化、傅丹湘、黄冠柏等组建了宜昌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

鄂西挺进大队，转战于荆、当、南，远4县毗邻地区，同反革命势力顽强斗争。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远安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有陈海涛，李时鲜，汪

效禹、吴永德，张代瑾．王崇林等355位先烈为革命英勇牺牲。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

期，远安地处抗战前线，有1460名本县籍抗日将士，民佚和平民在战火中殉难。在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远安人民的优秀儿女有65人光荣献身。

建国36年来，中共远安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历经坎坷，在探索中前进，

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县情的发展途径，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

县工农业总产值(含在县部属企业)，1985年达到26888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比

1949年的1674万元增长15倍多。

198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6463万元，比1949年1578万元增长3．10倍。粮食总产89458

吨，比1949年24192吨增长2．70倍；油料总产3523吨，比1949年的232吨增长14．18

倍；棉花总产2015担，比1949年980担增长1．05倍。在人口成倍增长的情况下，人均占

有粮食达到431公斤，比1949年增长40％。1950年至1985年，国家从远安净调出粮食

125650吨，年均调出3490．28吨。1985年，国家按合同收购20940吨，比1952年59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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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2．55倍，商品率达23．4l％。产业结构渐趋合理。1985年，种植业产值3762万元，占

农业总产值的58．92％；林业863万元，占总产值的13．35％；畜牧业1400万元，占总产

值的21．65％；副业393万元，占总产值的6．08％。农村劳动力有16．13％转移到第二，第

三产业去务工经商。

工业由建国前的手工作坊，发展到拥有机械，建材，燃化，电力，轻纺，森工，食品

等门类的工业体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尤为迅速。到1985年，县办工业企业107

家，职工11685人。产值由1978年的2259万元，上升到6975万元，比1949年增长71．70

倍，比1978年增长2．10倍。以磷矿为依托的化学工业，其产品黄磷已逐渐成为本县出口

创汇的拳头产品。缫丝业也由手工操作发展为机械化生产。电力工业从零开始，到1985年，

县建水电站23处，装机容量13331千瓦，与大电网联接。全县年用电总量达4283．36万度，

其中工业用电3790万度，农村用电400万度。有163个村通电，占83．2％，电网覆盖面达

87％。乡镇企业迅速崛起，1985年，区，乡，村，联户，个体五个层次共4526家，从业劳

力1．5万人，总产值5092万元，成为地方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通、邮电事业的迅速发展，打破了远安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1954

年4月，一通往县城的第一条公路——远(安)当(阳)公路建成通车，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地

努力，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基本形成。1985年，全县有公路84条，总长837公里，其中有7

条公路分别与宜昌，当阳，南漳：保康等县相通。全县有各种汽车1004辆，拖拉机1262辆，

其他机动车113辆。客运量157．18万人次，旅客周转量4908．07万人公里；货运量140．99

万吨，货物周转量9942．46万吨公里。县内邮路1070公里；农村电话用户273户，城镇用

户交换机3100 f-h长途电话通往全国，业务总量65．7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乡建设发展异常迅速。7年中县城房屋建筑面积达49．62万

平方米，占建国后36年房屋建筑面积总和的33％。农村新建房屋逐年增多。据1982年至

1985年统计，私人建房741351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达20平方米以上。在公用事业上，县

城普遍用电和自来水，全县83．7％的农户也用电灯照明，部分农村集镇有了自来水。

财贸工作有较大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业建立了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

通体制，出现购销两旺的好形势。1985年，全县各类商业网点3373个，从业人员6513人，

比1965年的381个．1189人，分别增长7．85倍和4．48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996万元，

比1976年增长2．68倍。地方财政收入为1516万元，比1978年增长2．59倍，比1949年

增长75倍。 ．

．．

建国前夕，全县仅有初中1所，小学93所，学生5073人，平均19人中只有1人读书。

建国后教育事业受到重视而发展较快。1985年，全县有小学196所，学生23072人，教职

工1324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9．7％，小学生年巩固率为99．98％，小学生毕业率为

99．81％，普及率为98．58％；中学22所，初中学生6184人，高中学生1065人，教职工683

人。平均每6．9人中有中，小学生1名。各种形式的教育网络已形成。1983年成为基本无

文盲县，1985年成为普及五年初等教育县。先后为大专院校输送人才347名。

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在开发和建设远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底成立科

学技术普及协会以来，到1985年已有科技人员920人，占全县人口的4．4％oo中共十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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