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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村党政干部进行“三讲”教育
1 999年街总结表彰大会

2000年沌阳街党群工作会议

街办事处党政干部卜街打扫卫生

街党政干部参加植树活动

2000年全街干群淘沟抗早



▲新华小区

▲老式民届

▲车轮广场

▲街道

}沌附街民营科技工业

．沌m农贸m场

卜街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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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发区三中(原沌阳街中学)

T新城小学电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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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国五十周年

上左；成果展览 上右：文艺演出

下左：书画展览 下右：职工拔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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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沌阳街志》是沌阳地区的续志。编撰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

地记述沌阳街断限内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为章节体。按事物性质分类设篇，祥近略远，突出地方特色。融政

治、经济、史地和社会为一书。由总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和附录组成。共9篇41

章195节30．5万字。辅以图、表和照片。

三、本志上限为1980年，有些需要溯源的事物，可适当上溯。下限断至2000

年。取事的重点在1990年以后。

四、纪年：本志采用公元纪年。记述中出现其它纪年时夹注公元纪年；记述

中所称“新中国建立前”系指1949年10月1日以前。

五、政区：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因街治地域和名称多次变更，故有沌口

区、沌口公社、郭徐岭乡、沌阳街四种称谓，前两种辖沌阳、沌口两街。

六、数据：以政府部门统计为准。如缺，以各单位数据为准，所记述社会总

产值、_I：业、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均不包括驻街的外地企业，数据的对比，起始年

限为1985年(乡、镇分设后的第一年)。

七、计量：均采用现行计量单位，如亩、米、平方米、立方米、公里、公斤、吨

等。

八、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用

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一律用汉字，百分比、百分之几均用阿拉伯字，小数点后

至多保留三位。

九、文体：本志采用语体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人物志

除台属和先进人物名录外，按“生不立卷”的原则，以小传、简介和表按生年

排列。

十、资料来源：档案、史料、旧志、报章、专著、刊物以及社会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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沌阳街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下属街道．1980—2000年间，这里的地理、政

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口的贫困乡村，已发展成为城乡一

体化的新型社区。成为开发区的晕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开发的苇要窗LJ。

《沌阳街志》三订纲目、六易其稿，经三载辛勤磨砺，终于问世。实属沌阳地区

的一件大喜事。在这里我向指导我街修志的各级领导、专家以及修志人员，表示衷心

的感谢。

沌阳地区修志始于1985年，在此志之6玎修有《郭徐岭乡志》、《郭徐岭新方志》。

记载了191 1年以来，沌阳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为我们纂修《沌阳街志》提供了难

得的史料和有益的借鉴。

1990年以后，沌阳地区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好局面。区域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开放

取得了丰硕成果。纂修《沌阳街志》的条件成熟。于2000年7月成立了《沌阳街志》

编纂下作领导小组，开始搜资和拟订篇目的]二作。在各村和街直各部门的大力配合下，

于2002年底完成初稿。后由原沌阳街的领导参与审稿，广泛征求意见，最后集中修改

定稿。《沌阳街志》成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众人心血凝聚的成果。

《沌阳街志》是按照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沦和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熏要思想，在新方志理论指导下的一次具体实践。

《沌阳街志》从“资治、存史、教化”的目的出发，根据“详今略古，详独略同、横

排纵写、事以类从”的修志原则，抓住要素，既作了客观的记述，又作了实质性的探

究，力求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阅读者町从志书领略到沌阳街20年来政治、经

济、义化等各方面建设的巨大成就，从而获得教益。

《沌阳街志》是一方之仝史，横及百科，内容丰富，突出了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贮存了大量信息，为今后制定经济战略决策，发展地方经济，可提供科学的依据。《沌

阳街志》是一部权威信史，编纂者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常为一处史实，一个数据

反复调查考证核实，在文字上，则按志体要求，力求简洁、精炼、准确。我诚恳地期

盼《沌阳街志》为发展区域经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沌阳街志》下限断至2000年。2001／十5月，沌阳、沌u两街合并为一街，沌阳

街尚有半年史业未载入《沌阳街志》，留待后志编修。

《沌阳街志》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有错漏之处，挈批评指正，并留给

后志修纂者订正。

辗转沉思，感慨颇多，纸短言长，权以为序。

毒f铲多
／入●＼入／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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沌阳街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蔡甸区东部。全街地域在武汉市区西

南部的中环线与外环线(京珠高速公路)之间。街办事处驻地郭徐岭镇，距市中心

(新华路)1 5公里。

沌阳街北与汉阳区毗邻，东与沌L1街相连，南接珠llIj胡、常福镇，西为后官湖

所环绕。南北长11公里、东西长16．5公里。版图面积61．38平方公里(不含三角

湖面积)(由1987年全围土地详查测算、蔡甸区土地局备案)。其中水面9．18平方

公里、陆地52．2甲方公里，分别为．ee,数的l 4．96％和85．04％。

1 980—2000年，沌阳境内的地貌在不断发生变化。

1991年以前，境内为低矮丘陵地区。整个地彤西高东低，自西向东由官1lI岭、

墙高岭、庙岭、七房岭、郭徐岭、曾家岭和蔡家岭七大岗岭组成彼此起伏的岗岭带，

长达15公里。318围道就从岗岭带上穿过。岗岭带的两侧，由高到低形成阶梯地形，

逐渐向湖畔延伸，形成30多个半岛(湖嘴)。

1991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沌阳、沌U两街，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平整，

使境内地貌开始发生变化。截至2000年，从东北部的新华村、到中部的洪LJJ村，岗

岭已夷为甲地；西部协丰片九个村的土地’F整，也即将连片。除官III岭、庙岭之外，

其他岗岭已不复存在。岗岭两侧的梯地正在按照武汉新区农、T、商、旅的佃局进

行仝方位的改造。以318囡道高程为基准，形成人造甲原，已足高楼林立、食业相

连、公路成网、田列成片。彻底改变了过去岗岭连绵起伏、坡坡坎坎的地貌特

征。

沌阳地区属副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热量丰富。春暖、夏热、秋爽、冬冷，

四季分明。全年主导风向东北风，年甲均气温17．2℃、甲均雨量1031．2毫米。自然

灾害主要有涝灾，其次为早灾。1980—2000年，较为严蘑的涝灾有1991、1996和

1 998三个年份，2000午发生了120年来最为严蓐的春早。

沌阳街自然资源丰富，主要集中在河流、湖泊和上地三个方面。沌阳街地处

长江、东荆河北岸。长江、东荆河过境客水极为丰富，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35．4立

方米，是境内T农业、生活供水的主要水源。长江还是木地区通往外地的黄金水道。

新民河是一条人丁河，把整个东湖水系连成整体，不仅是内河航道；而且与沌u闸、

东湖泵站组成配套水利工程与长江相通，成为包括沌阳在内的七个街、镇排涝抗节

的渠道。沌阳周边湖泊众多，街属水面达9．18平方公里，是沌阳街币要的水产品基

地；也是民间水上航道。湖泊沿岸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义化、体育和旅游资源。

境内上质好、气候温和、十湿明显、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光热同季、无霜期

长，适合水、早农作物及多种经济作物的栽培；上层致密坚实、不透水、厚度达18

—30米、地耐力每平方米30吨以上，具备T业用地的各项要求。土地已成为沌阳

街对外实行丌．放开发的主要载体。

沌阳街共有21个行政村、180个居民小组，至2000年，人u为10395户3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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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境内出现了暂住人口和寄住人口。2 000年，沌阳街

暂住人口4000入、寄住人口1500人。

非农业人U的增长、农业人U的下降是1980—2000年间沌阳街人口结构发生

变化的主要方面。1990年，境内农业人口641l户23285人，分别占当年人u总

数的98．1％和97．33％；2000年，农业人口下降为5230户17828人，分别占当年

人U总数的50．31％和52．04％。

2000年，境内人口出生率8．91‰，计划生育率99．42％，计划生育违法案例2

例。

街派出所自1998年开始对常住人口信息实行微机管理，

全面整顿。居民住宅实行门牌编码化，全面实施一宅一牌、

规范化管理。

境内以汉族为主。2000年，已有回、苗、黎、满、侗、

西和朝鲜l 0个少数民族，人口已达7 1人。

2000年对户政管理进行

一户一簿、一人一表的

土家、布依、仡佬、纳

1980年，沌阳、沌口两街统称沌口公社，隶属汉阳县。下辖24个大队，共分

为沌口农场和协丰、沌龙、沌U三个管理区。先后由方克敏、王玉川任公社党委书

记。1984年1月，沌u公社改体为沌口乡(后更名为郭徐岭乡)和沌u镇，隶属关

系不变。郭徐岭乡人民政府驻地郭徐岭，辖原沌口公社的协丰、沌龙和沌u三个管

理区，共24个大队。管理区更名为党总支、大队更名为村。1987年，县政府将周公、

建华和曹庄三村从郭徐岭乡划出，由沌U镇管辖。郭徐岭乡先后由王玉川、吴德顺、

樊永安任党委书记；吴德顺、张西成任乡长。1993年汉阳县撤县建区，易名为蔡甸

区；1995年撤乡建街，郭徐岭乡更名为沌阳街。1996年，蔡甸区沌阳街移交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沌阳街先后由樊永安、宗贤亮任党委书记，张西成、辛永楚任

办事处主任。

改革开放是沌阳街抓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境内的历史机遇，发展区域经

济的苇大举措。改革是向内使劲、开放则是向外发展。改革开放已成为沌阳街的主

要特色。

1991年，郭徐岭乡制定了抓住机遇、服务车城、发展自己、发挥优势、面向市

场，实行以上地、T业、农业为主体综合开发的总体规划，并出台一系列招简引资

的优惠政策。大力营造投资环境、优化服务功能，使开放丌发为境内培植新的经济

增长点。

1991—2000年，境外国营、集体、合资及私营氽事业单位在境内累计征地2．

27万卣、土地出让0．23万亩，占总面积的27．1 6％。

1991年，乡政府在12号地和6、7弓地率先实行fT业开发，建立T业小区。

村级丁业小区相继形成。截至1995年，工业小区已达到lO个，面积3263卣。其中

村级丁业小区8个、面积2100亩。共投入资金7100万元。1995—2000年，着力_[

业小区软硬环境建设：实现道路硬化、园区绿化、环境美化、管理封闭化、服务优

质化。共引进各类介事业l 7 4个、资金7亿元、专业人才2 2 6人。

对农业的开发熏点是开发基地和引进有发展前景的农业企业、名优特品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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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业技术和农业科技人才。至2000年，已形成500卣的科技农业同和6734亩的

水产基地、5642亩的蔬菜基地、3742亩的莲藕基地、300由-的草莓基地。引进

农业介业、项目6个，资金5 5万元；粮食、蔬菜、水产名优特品种2 O个。引

进和推广高新农业技术6大类40余项；引进农业科技人才1 20人。

改革主要足体现在T农业的经营体制、管理模式、产业结构、产品流通方式等

方面。1980年以前，境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是单一的集体经济。农业是主导产业、

T业是副业、第三产业就更少。统购统销是粮棉油产品流通的唯一方式。进入20世

纪80年代，改革逐步深入。首先是经营体制，接着是产业结构。进入90年代初，乡

政府确立了“稳增农业、主攻T业、起步三产业；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打破“二

囡营”经济模式”的改革方向。1995年又出台了“坚持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二次

创业和小城镇建设三大战略一起抓；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形成蔬菜、水产、苗

木花卉、建筑、建材、交运、机电、商贸游乐、房地产和轻纺十大支柱产业”的更

深层次的改革方案。并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农村丁业化、乡村城镇化、城乡一体

化”的奋斗Ft标。1985年，境内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收入比为l：1．4：0．2；2000

年转化为1：2：1。形成了农业稳步发展、工业成为主体、第三产业不断壮大的新的

产业格局。

产业内部改革率先从农业丌始，又首先从经营体制入手。1981年，公社党委进

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试点：1982年普遍推行包十到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模式：1983年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和粮棉油定购合同；1984年对

农民取消粮棉油统购，执行定购合同，按比例价收购农民的粮棉油：1997年进行第

二轮上地承包，签订承包合同4928份。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了农村土地经营承包责任

制。其次是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1980年，境内农业以粮棉油为主导产业，实行

粗放经营。1990年，粮食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80．4％。乡党委提出了“以农户

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先导、以基地为支撑，逐步实施一取(取缔棉花

种植面积)、二压(压缩早稻面积和低产劣质水稻品种)、三扩(扩大蔬菜、莲藕和

粮经连作面积)”的产业调整规划。1994午全部取缔了棉花种植面积、1998年水稻

全部中晚杂交化。至2000年，共压缩早稻面积31368由．、油料面积5838亩；增加田

藕面积2869由J、蔬菜面积3862亩，形成了蔬菜、水产、苗木化卉新的三大主导产业

和以科技农业浏为龙头的蔬菜、莲藕、水产、草莓四大产业基地。使境内的农业逐

步向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农业收入达到O．53亿元，是1985年的3．

5 3倍。

境内的食业改革是以二次创业为中心，实行外引内改、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

济，实现产业结构、经济成分的多元化。一是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开发T业基

地，实行招商引资，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以3 1 8围道为轴线，民营科技T业

吲为龙头，形成了沌阳街的T业走廊；二是冲破禁锢，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至2000年，非公有制介业发展到1 588个，产值9．2亿元，分别占全街食业总数

的9 6％和5 0％；三是冈氽施策，大胆改革街、村集体企业。对仓业进行改制、

改组、改造，实行资产熏组。通过公有民营、股份合作、拍卖转让、转向三



产业等彤式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管理体制的转变，提高集体企业的整体效

益。2000年，207个街、村集体企业通过改革使产值达到12亿元，是1985年的

l 40．7倍。

第三产业在境内起步晚，但发展快。至2000年，已形成商饮游乐、交运劳务和

服务三大支柱产业，3665人，占全街劳力的31．6％。收入74386万元，占企业总营

业收入的40．87％。

2000年，沌阳街企业(含二、三产业)总产值l 8．2亿元，利税9 33 l万元。

分别是1985年的133倍和39．9倍。企业总产值占全年社会总产值的98％。

由于一、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54260万元，农业增加

值3130万元，企业增加值51 130万元。财政收入也在同步增长。1985年财政收入40

万元：2000年为1420万元。国、地两税收入1744万元。银行各类存款余额22149万

元、贷款2175万元，分别是1990年的48。2倍和1．9倍。有2300人办理了“农转非”

养老保险，每年均有2000名中小学生参加平安保险。1980年，人均纯收入109．70元，

2000年达到3400元，增长31倍。居民银行储蓄比1990年增长87倍。恩格尔系数低

于50％，居民生活已步入小康，开始追求高质量、高品位的生活。吃、穿不再是居

民衡量生活的唯一标准。读书看报、广播电视、娱乐健身、旅游购物、休闲散步、社

交活动、夜生活等均已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已基本实现城镇建设规范化、社

区环境美化、住宅楼房化、家用电器化、膳食养营化、穿戴时髦化、行路车辆化、通

讯现代化。

由于耕地逐年减少，就业矛盾突出。沌阳街从1993年起先后建立劳动服务站和

劳动服务中心等就业中介机构；广辟劳务市场、拓宽就业渠道，大力发展劳务型企

业；组织劳工输出。至2 0 0 O年，累计安置就业人数5 048人次。

沌阳街是武汉市西南的大门户，是进出市区的通交枢纽，具备各类交通优势。距

天河机场30公里、铁路已通到境内、长江沌U段建有沌U港、318国道从市内向西

南直贯沌阳全境。并与市中环线、京珠高速公路(市外环线)在境内纵横交错，与

～百多公里的区、街、村级公路组成公路交通网。武汉长途汽车客运站正在境内兴

建。至2000年，通往境内的市公汽专线已达五条。沌阳街有证驾驶员共923人，拥

有各类机动车辆(不含农用汽车)9 0 1台，是l 9 8 6年的5 3倍。

1984年以前，境内只有蔡家、协丰两个集市，人称“露水集”。1985年，城镇建

设起步。财政投入0．6亿元，兴建郭徐岭镇、改造协丰集镇、创建六个居民小区。城

镇和小区面积为1237．9亩、街道与小区道路总长63公里、敷设地下排污管网61．6

公里、装路灯227盏、建公厕24座、路旁植树36公里、建景点花坛545个、城镇绿

化率57％。有环卫职工65人。城镇和小区常住人口达到7340户25050人。

1990年以前，沌阳街科技人才贫乏。只有少量中专人才、高级人才还是空白。

产品的科技含量也很低微。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手抓人才培养、一手抓人才

引进，形成有职称的科技队伍7 1 6人(不含引进企业中的人才)。其中高级人才

22人、中级人才694入：引进入才346入。另有400人拿到了计算机培训合格证：

街职校培养机电、机械制造、财会、文秘与计算机等中专毕业生5 7 7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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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培训班70期，受训2．5万人次。境内计算机发展到862台，已有十多家氽事

业单位实行微机管理。农业科技产品已达到六类、工业科技产品三个系列。另宵

两项实埘科技产品获得国家专利。

沌阳街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累计投入1500万元，使学校由14所发展到

17所。占地273．66卣、建筑面积5．5万甲方米，分别是1985年的2．8倍和2倍。教

学班达到173个、在校学生7423人。1996年通过了扫盲验收：1997年普及了九年义

务教育。
、

沌阳街把发展文化事业，纳入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累计投入1200万元(其中

开发区投入550万元)，兴建和完善一批以街文化中心、车轮广场为主体的街、村、

部门义化基础设施。1986年架设有线广播，累计装户外广播音箱120个；1994年有

线电视开播、城镇入户率45％。在境内先后建起82个文化休闲娱乐场所、5个文化

团体、120人的专业和业余文化骨十队伍。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

如龙灯、舞狮、戏剧、春联等；而且还兴起了具有乡土气息的现代文化，女Il广播电

视、文艺演出、读书看报、书画摄影、演讲舞会等。并创办了乡上杂志《金三角》。

家庭文化、校同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在境内逢勃发展。“三草”(草

鞋、草绳、草包)文化已成为本地区宝贵的义化遗产。

20世纪80年代以前，境内体育只为学校和少数人所有。进入80年代，群众性的

体育活动逐渐开展起来。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村都先后建立了教]二之家、职

T之家、民兵之家、文化室。体育场地和设施也在逐步完善。青少年的体育项目是

球类、棋类、武术、游泳、溜冰和田径：中老年人则丌展晨练、散步、跑步、打太

极拳、跳健身舞等健身体育活动。中小学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田径运动会。1980—2000

年，沌阳街共举办六次大型体育竞赛活动，项日有球类、棋类、健身舞、拔河和自

行车。境内运动水甲较高的体育项目为篮球、乒乓球、象棋和武术，均在区(县)竞

赛中狱得名次。

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以沌阳医院为龙头形成街道医院、集镇卫生所、村级

卫生搴和私营诊所四级医疗卫生网络。共有各类医疗机构33家：医、药、卫生T作

人员140人。村级卫生室得到进一步巩阎和发展，有乡村医生33人。仅沌阳医院、血

防所和计生服务站三家街级卫生医疗机构建筑面积就达6000甲方米、病床68张、同

定资产300万元，累计门诊50万人次、住院2000人次。加大了传染病的防治力度，

1991、1996和1998三年大水，没有发生大疫。消灭了血丝虫病、血吸虫病得到有效

控制。累计普查血吸虫4万人次、灭螺面积2500亩。新生婴儿的6种接种率均在90

％以上；新生婴儿、孕妇的死亡率均在合格范闱以内。

环保、爱围卫生运动由医疗卫生、城建、环保、共青团、妇联、T会等部门齐

抓共管。门前实行“三包”。常年丌展春防病、夏灭蝇、冬灭鼠的除害活动。每年组

织医务人员开展“计划免疫”、“爱牙目”、“世界无烟口”、“世界卫生口”等专．题环

保卫生活动。

1980—2000年间，派出所、司法部门一是坚持严打方针、突出莆点整治、确保

社会治安；二是开展警民共建，形成良好的治安秩序；三是普法司法，提高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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