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鞭

繁
一 016558

湖 北 省
HUBEISHENG

老河口市地名志
1。AOHEKOUSHI DIMINGZHI

老河口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湖 北 省
HUBEISHENG

老河口市地名志
LAOHEKOUSHI DIMINGZHI

(内部资料)

老河口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三年七月





老河口城区一隅

光化县化工局供稿



j

老河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光化县化工局供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毒埘《：王翌．拍宣掣截￥苷乓餐掣毒』2晦辎。匪器菇
，i●’‘0-l：I^um《，～，＼t



—屿—扣
刖 吾

《老河口市地名志》，是一本综合反映老河口市有关自

然地理实体和经济地理实体方面的地名资料书。它载录了本

市的行政区划及居民点，城区街巷居民区，企事业单位和专

业部门，人工建筑，纪念、游览地，自然地理实体等各类现

行标准地名303条，附有地名图4幅，地名照片27张。全书系

用词条式编写，力求详尽地介绍各条地名的标准书写形式，

标准读音，地理位置，名称的含义、由来及其沿革，并反映

该地名所指范围内的自然和经济概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没提供较为完整、准确、规范的地名资料。

本书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写的。书中所收录的地

名，是按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地名普查有关规定

的要求，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是具有法定效力的。

今后使用地名，均应以此为准。凡需命名、更名地名，必须

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办理，确保地名的标准化和严肃性。

在附录的地名图中，市一级行政区划边界线，未经实地

严格勘测；市内街道办事处(公社)之间存在有插花地。因

此，市界、街道办事处(公社)界，仅作参考，不作定界依据。

地名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地名普查和地名志编辑，亦属

首次。虽经编者多方考证史料，深入调查研究和反复修改，

但限于经验不足、水平不高，书中谬误之处仍属难免，恳望

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七月



凡 例

一、本书录用的地名，是按照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地

名普查有关规定》的原则选取的。大队(居委会)以上的行

政区划，农村居民点，城市街巷，街道办事处直属工厂等地

名，全部编录。其它类别地名，则只录重要的，独立存在

的，具有方位意义并超地名作用的。

二、书中采用以行政区划分类和地名类别相结合的编排

体系，即在老河口市概况之后，先排城区街道办事处，郊

区街道办事处和公社，再排企事业摹位、专业部门、人工建

筑、游览地、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等地名。行政区划与居

民点、街巷居民区、直属单位，按隶属关系排列，同类地名

按先北后南，先西后东的原则依次排列。

三、地名标准名称的书写，以《新华字典》规范字为

准。标准读音，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及《城

市街道名称拼写规则》的要求拼写。

四、各种计量单位，按国务院一九五九年元月二十五日

发布的《统一公制计量单位中之名称方案》处理，书中表示

的高程系黄海高程。

五、纪年方法：建国前一般用旧纪年，并加注公元纪

年，建国后使用公元纪年。

六、数字的引用，原则上以一九八二年底市计划委员会

年报资料为据。人口数字系第三次人口普查数。表示距离的

数字，一般为图上的直线距离。

七、为便于查找地名，正文前面列有总目，正文后印有汉

字笔划索引，以及与地名有关的文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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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 口 市

一L AOHEKOU SHI一

【概述】 老河口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东

岸，跨东经111。36 7至111043 7，北纬32。19 7至32。297，市境

与光化县毗邻，唯西部隔汉江与谷城县相对。市人民政府驻

老河口，东南沿汉孟公路至襄阳地区行署驻地襄樊71公里，

至湖北省人民政府驻地武昌422公里。

市境沿汉江分布。南北长20公里，东西宽7公里，总面

积8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6，769亩(含水田5，960亩，旱地

18，409亩，蔬菜地2，40晡)，宜林面积42，000亩，已造林
20，000亩；水产养殖面积800亩(不含汉江)。辖区分三个街

道办事处，一个公社，计22个居委会，23个大队，147个生

产队，70个自然村(镇)。24，167户，101，439人。城镇人

口62，543人。农业入口38，896人。居民多为汉族。此外有回

族1，608人，满族48人，蒙古族20人，壮族10人，朝鲜族6人，

维吾尔、苗、瑶、土家族8人。

【地形】 老河口市西滨汉江，东依马头山，北枕云

台、白虎诸山，南为开阔平原。整个地势西北高，西南低，

一般高程海拔90米。最高处西北部国营江山机械厂北缘，海

拔165米I最低处西南部王府洲下端汉河边，海拔82．9米。中部

老河口地区属汉江河漫滩地，其地势由东北向西南缓缓倾斜。

汉江自老河口西北苏家河工业区流入市区，于西南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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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洲南端出境，长约20公里。市境段河床开阔，河道水面宽

度600至800米。上游有客落湖洲，面积约5平方公里，由老河

口市、光化县和谷城县共管，下游王府洲总面积18平方公

里，为本市畚岱阳公社的王府洲管理区。市区北部有苏家河、

杜槽河。这两条季节性小河，发源于光化县三尖山，由北向

南流注汉江。此外，还有彭家沟、刘家沟、石河等南北流向

的山沟、小河，构成梳状水系。市内地下水位较高，一般离

地表面8至6．5米，并且多泉眼和溪流，水源丰富。地质上为

沿江冲积层，以黄油砂、淤泥土为主，表面耕作层厚0。5米

左右，下为亚粘土和卵砾石层，厚约20米，再下为红砂岩

层，厚约70米，地耐力12吨／平方米。据有关地震资料记载，

最近四百年内曾发生地震32次。其中建国后19次。震级除

一次为四级外，其它均小于三级。

【气候】 全市属北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一年四季

分明。1951—1978年年平均气温15．3℃。夏季(七月)气温平

均27．8℃，绝对最高气温41℃(1961年7月23日)，冬季

(一月)气温平均1．9℃．绝对最低气温一17．2℃(1977年1

月31日)。无霜期240天(每年约从3月23日至11月10日)。

≥5℃积温为5，350℃；≥10℃积温为4，882℃。年平均降

水量827．6毫米，年最大降水量1，245．3毫米(1954年)，日

最大降水量218．2毫米(1935年7月7日)。全年降水量分

配，春季占11．6％，夏季占28．6％，秋季占43．8％，冬季占

16％。年平均相对湿度76％。冬季多刮东北风，夏季多刮东

南风。1974年6月17日，局部地方有短暂的10级大风。寒潮

主要出现在十二月至翌年三月，一至二月有冰冻现象，冻土

最深9厘米。四至五月偶下冰雹，均时间短，区域小，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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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沿革】 老河口地区明洪武年间，属光化县堡子社辖

境。清康熙年间称新镇。．因地当汉江故道之口，也称老

河口镇。据清光绪版《光化县志》记载：“镇长十里，
为邑一大都会"， “商贾辐辏，烟火万家，诚为富庶之

区”。康熙二十，＼年(公元1689年)驻“巡检司"、“千
总署"，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设厘金局，同治三年

(公元1864年)四品京堂统兵驻守J．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年)设警察局。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老河口为光

化县第二区，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改为第三区，三十

年(公元1941年)，老河口戈q为中山、中正、德邻，民族、
民权，民生和汉水七镇，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夏，归并

为中山、中正、德邻三镇。1949年元月中原军区第六纵队王

近山部解放老河口后，改中山镇、中正镇、德邻镇为第一

区、第二区、第三区。旋即老河口市撤销，划为光化县第一

区。1951年8月，遵襄阳行署命令(秘办字第22号)以老

河口镇建老河口市，次年8月市撤属县，称老河口镇。1952

年全镇建立11个街政府(1956年改为居民委员会)，1958年实

行政社合一，成立“老河口人民公社”，下有六个分社I 1961

年不设分社后，原第五分社遂改“环城公社”，直属老河口

镇领导。1973年，街道戈Ⅱ为三个办事处。1975年撤销环城公

社，并从光化县自莲公社划入八个农业大队，组建环城蔬菜

片，五星农业片和王府渊农业片。1979年11月16日，经国务

院国发E19793269号文件批准，以老河口镇为基础，划入光化

县七个农业大队，设老河口市。1980年初建环城公社(1981年

更名为那阳公社)、北京路街道办事处、和平路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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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洪山咀街道办事处。老河口市隶属襄阳地区行政公署，为

地辖市。

【历史事件】 老河口“东西距襄均之要地，南北当谷

邓之通衙"j(清光绪版《光伍县志一形势》)l，’历史上发生

过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

二月，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转战鄂豫陕边境，7兵锋直逼老河

口，在城北拦马河与明将卢象升激战，。清成丰六年(公元

1 865年)，光化东乡农民张宏德率众起义，领兵奇袭光化县

城，攻占老河El，惩宫商，抗清庭，活跃于光河、谷城等

地，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老河口发生震惊鄂西北的

“盐案弦风潮，城乡劳苦大众冲匈街头，捣毁盐局，反对盐

价暴涨，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老河口口江湖会”数千

会党预谋武装起义，虽事泄未遂，但影晌甚大。宣统三年

(公元1911年)十月十八日，老河口新军下级官佐张国荃、

李秀昂等策动驻军倒戈，响应武昌起义，一举光复老河口，

旋即挥师玫取襄阳，成立“襄阳军政分府刀，民国三年(公

元1914年)三月八Et，自朗起义军攻克老河口，军威大振，

泵胜进发陕西。北伐战争失败后，老河口先后被国民革命军

第二、四集团军占踞。十八年(公元1929年)冬，蒋介石嫡

系部队51师进驻。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41师替代。二

十七年(公元1938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在老河口设“鄂

北办事处弦(后改鄂北行署)。是年冬，各界进步人士隆重

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周年，会后举行数万民众参加

的反间谍大游行。二十八年(公元i939年)秋，国民党第五

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所属机构驻此，老河口作为五战区的军

事指挥中心达六年之久。其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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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织，广泛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三十二年(公元1943

年)，设“鄂北战斗指挥部"。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二

月，日本侵略军以一个瓶团兵力从汉口、信阳两路侵犯。四

月八日老河口沦陷，遭到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解放战争

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5月和7月两次重创盘踞老

河I=1．之敌，1949年1月15日解放了这座城市。同年春，老河口

市民主爱国政府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发动的“三月

三”(农历三月三日)反革命暴乱，进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
- ：

权，o

．【城建】 清乾隆年间，老河口沿河以土为堤。，嘉庆五

年(公元180仃年)创土堡，‘长1，336丈，修城门九座，日“利

涉门静(小北门)， “恩湛门"(化城门)， “导源门”(小

东门)，“丰注f-1”(大东f-j)， “文治门”(洪城门)，

“溥宁门”(玉皇阎、。中山门)，“通济门”(洞宾楼)，“安

澜门”(迎汉门、水西门)，“临江门"(新码头)I二十

五年(公元i820年)，河堤瓷以石，长750丈有奇，建码头

22个，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开浚护城河；光绪十六年

(公元1890年)，修砖城，逾十二年修成，老河口城地基本

定型，南北长七华里有余。有七十二条街，被．誉为。“小汉

口’，。

老河口旧对街道短而繁华，窄而严井，路面一律用青石

条铺砌。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城镇残垣断壁，满目癌痍。

建国后，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全面治理，在翻修、改造1日街

道的同时，修建了胜利路、北京路、大桥路，沿江大道等主

要道路。城市布局为：城北拦马河至小东门一带属轻纺工业

区，城东大东门至洪城门一带属机电工业区，城南属化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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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中心胜利路、北京路、和平路属商业闹区。市境北

郊洪山阻街道办事处辖区，国营江山机械厂、湖北省光化水

泥厂、期北汽车工具广和湖北第二汽车电器厂等四个中央、省

属工业企业，建成区面积约四平方公里；办事处驻地洪山咀自

然镇，向着新兴的工业集镇发展。’

·。目前；老河口街道总长31公里，实有铺装道路面积26万

平方米。城市园林绿化面积1，185亩。堤防全长5公里。市

自来水厂生产能力1．5万吨／日，供水管道总长25公里，全

年供水总量465万吨。公共汽车公司辟有老河口至苏家河，

老河口至竹林桥，老河口至莫家营等三条营运线路：总长65公

里，全年客运量79万人次。城区内房屋建筑面积135．2万平

方米，市民人平住房面积4．3平方米。

市境内两所变电站，总容量4．36万千伏安。洪山咀变电

站供应苏家河、洪山咀两个工业区及周围农村用电，老河口

变电站供应老河口地区的城乡工农业用电。公用电讯方面，市

话交换机容量900门，单机数量8831"-]，市话线路66杆程公

里。其中：架空明线234线对公里，电缆28．7皮长公里。基本

形成市农两用电话网。

【工交】 在历史上，老河口手工业较为发展。清代末

年，私营铁业、铜业、竹木业、刨烟业之类的作坊、店铺不

断兴起。民国初，美、英、德、日、法帝国主义经济侵入，

买办资产阶级应运而生。良国九年(公元1920年)以后，陆

续出现了官商合办的“启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商办的

“平民织布厂”，私立的“蔚丰机器面粉厂”、“针记织袜

厂”、“工艺实习所”等工商企业。抗日战争期间，地方工业

品“汪大昌”剪刀、“协昌’’肥皂名驰鄂豫川陕一带。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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