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百科名片 

建始县位于鄂西南山区北部，跨北纬 30°06′至 30°54′,东经 109°32′至 110°12′，东连巴东

县，以野三河为界；西接恩施市，以太阳河为界；南邻鹤峰县，以长河、茶寮河为界；北与

重庆市巫山县毗连；西北与重庆市奉节、巫山两县接壤。 

地理位置 

 建始县位于鄂西南山区北部，跨北纬 30°06′至 30°54′,东经 109°32′至 110 °12′，东连巴东县，

以野三河为界；西接恩施市，以太阳河为界；南邻鹤峰县，以长河、茶寮河为界；北与重庆

市巫山县毗连；西北与重庆市奉节、巫山两县接壤。  

  县城业州镇沿 318 国道距省会武汉市 615 公里，沿 209 国道距州府所在地恩施市区 59

公里。  

建始县版图整体状似蘑菇云，南北长 89 公里，东西最宽 64.5 公里，最窄处 12.5 公里，

总面积 2666.55 平方公里。全县最高点北部太平峰海拔 2090.1 米，最低点东南部野三口（野

三河汇入清江处）海拔 213 米，平均海拔 1152 米。 

开发的产品 

20 世纪 90 年代县开发出来的“稀世宝”矿泉水，经国家地矿部门鉴定，含硒 0.014—0.017

毫克∕立方分米，含锶 0.42—0.51 毫克／立方分米，硒、锶等微量元素及其他指标均符合饮

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瓶装矿泉水年生产能力 2 万吨，实际生产 1 万多吨。该矿泉水微甜，

为消暑止渴佳饮，投入武汉市等大中等城市市场后，深受消费者欢迎。 

自然环境 

建始县境内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候，夏季多偏南风，冬季多偏北风，雨量充沛，

雨热同季，立体气候特征十分显著。 

县境地处新华夏系第三隆起带内，跨大巴山脉南缘分枝末端与武陵山脉分枝余脉结合

部，经受地壳运动次数较多，地壳断陷和抬升显著。地貌形态以褶皱为主，属构造、侵蚀、

溶融等体系的结合，山体走向 NE 至 SE 向，与构造线走向基本一致。南北两端以构造作用

为主，有强烈的侵蚀切割作用，有古老的高原和平缓起伏的岗峦，基岩为碳酸盐类的山峦，



芋 10 万吨，产值 1.4 亿元。万亩以上的乡镇两个（官店、花坪），近 60 个专业村，2 亩以上

的专业户近万家。随着魔芋种植面积的不断增长，加工企业也随之发展壮大，产生了“农泰”、

“金源行”、“樊达”、“宝华”、“金璐”等魔芋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加工能力达到了 1000 吨

以上，基本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4、药材产业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道地药材资源极为丰富，有“华中天然药库”之称，是恩施州道地

药材主产区，以发现药用植物 186 科、654 属、1100 多种。目前，药材主要在二高山、高山

规模种植。骨干品种有湖北贝母、丹皮、黄连、玄参、党参、大黄、天麻、紫油厚朴等。目

前全县草本药材面积 8 万亩，产值 1 个亿。  

5、林果产业 

全县结合国家长防林工程及“天保”工程，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 40 万亩（其中：

日本落叶松 20 万亩，杉木 10 万亩，马尾松和黄山松 10 万亩）；规模种植与庭院种植相结合

发展高效经济林 35 万亩（主要品种有杜仲、黄柏、厚朴、银杏、薄壳核桃、板栗、生漆等），

其中基地面积 14.4 万亩，庭院种植折合面积 21.6 万亩。另外全县还有小水果面积 2.5 亩，

形成规模的品种有柑桔、桃、猕猴桃、关口葡萄、柿。小水果尤以猕猴桃最具发展潜力，目

前主要集中在花坪乡。 

第二章  历史沿革 

建始县域古属巴子国地，三国吴景帝孙休永安三年（260）置县，隶属荆州；西晋太康

五年（285）省后复置，属建平郡，仍隶属荆州；北周建德三年（574）改置业州，隋大业初

年（605）废州置县，属清江郡；义宁二年（618）复置业州；唐贞观八年（634）再废州，

以县属施州；宋属夔州路总管府；元仍属夔州路；元末明初，明玉珍及子明升以四川为主，

建立农民政权夏（1362-1371），建始随属。明洪武四年（1371）属湖广都司施州卫，二十三

年（1390），拨卫入楚，县属夔州府；清初属夔州府，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

属施州府。民国元年（1912）废府存县，直属湖北省；民国 22 年（1933）贺龙领导的工农

红军曾在官店口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先后成立乡、县苏维埃政府；民国 25 年（1936）属湖

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至 1949 年 11 月 4 日；1949 年 11 月 5 日全境解放，建始县隶属于湖

北省恩施专署辖；1983 年 12 月 1 日，恩施专署更名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93 年更名为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仍为该州辖八县（市）之一。 1984 年，全县设 9 区（猫坪、

长梁、茅田、龙坪、高坪、三里、花坪、景阳、官店）2 镇（业州、红岩），100 个乡、7 个

乡级镇。1992 年，将茅田区所辖天生等 9 个乡从茅田区分离出来单独设天生区（1994 年改



为天生镇），共设 10 区 2 镇，100 个乡、7 个乡级镇。1996 年实行区乡行政区划体制改革，

撤销原 12 个区（镇），建立 7 乡（长梁、茅田、龙坪、高坪、三里、花坪、景阳）4 镇（业

州、红岩、天生、官店），将原猫坪区与业州镇合并，仍然称业州镇；原区辖乡镇改为管理

区，全县设 78 个管理区。1997 年，高坪、景阳两区改称镇。2001 年 3 月，天生镇并入长梁

乡，全县设 5 乡（长梁、茅田、龙坪、三里、花坪）5 镇（业州、红岩、高坪、景阳、官店），

撤销 78 个管理区，将管理区改为办事处、片或工作组。全县设 407 个行政村，3590 个村民

小组。2003 年，县人民政府行文批准对业州镇、官店镇、龙坪乡、三里乡的行政村进行部

分调整后，全县设 368 个村（居）民委员会，3614 个村民小组。2005 年建始县辖长梁、茅

田、龙坪、三里、花坪 5 个乡和业州、红岩、高坪、景阳、官店 5 个镇，共有 368 个村（社

区居民委员会），3614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148676 户，总人口 507672 人，其中城镇人口 7.48

万人，农业人口 43.29 万人。 

长梁乡  

乡政府驻头坝堰，人口 79127 人，面积 310 平方千米。辖 65 个村委会：龙洞湾、桂花

树、瓦子院、下坝、拦羊坝、柏蜡坪、广龙、黄土坎、新安、石板山、金塘、铜锣、清河、

三宝、杨扎营、马子峡、苏家匾、玉洪、沙坝、河坪、三块碑、胜空坝、独树子、杨桥、磨

谷坝、大坦、陇里、长梁、旋龙、双河、白云、红石垭、七矿、松林坝、双塘、龙潭、石盆

水、箭楼、金鞍坝、天生桥、江家垭、邱家台子、柒树坪、田家梁子、东门溪、罗家嘴、喻

家包、茶豆坦、杨家坦、火龙、二台子、大锣、黄岩、百股水、鹿鸣、肖家坪、天鹅池、双

河口、榨茨河、卸甲坝、前三溪、后三溪、磨角塘、钟塘、金竹园、肖家坪林场、下坝良种

场、东风畜牧场。 
龙坪乡 

  龙坪乡位于建始县东北角，地跨东经 110009`，北纬 30048`。南与高坪隔石柱河、石门

河而相望，西接茅田，北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  

  全乡版土面积 225 平方公里，其版土图图形状如正向长江游去的一条鲤鱼。全境属于巫

山山脉，山脉走向纵横交错，山峰高度从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境内层峦叠障、沟壑纵横、

多槽、坦和坡地。西北最高点尖峰山海拔 1882 米，东南最低点下方河海拔 800 米，海拔高

低相差 1000 余米。境内年平均气温 14OC，年平均降雨量 1400—1600 毫米，无霜期 200 天

左右，俗有“自古龙坪多云雾”之称，属典型的高寒山区。  

  209 国道经过境内 7 个村和龙潭、楂树坪两个乡集镇，经 209 国道距巴东港 63 公里、

距邺州镇 82 公里，“楂红”、“楂巫”公路穿过距龙潭坪集镇 19 公里的楂树坪集镇，向南 28

公里接 318 国道线，向北通重庆市巫山县城。  

  龙坪自改土归流后，一直属建始管辖，民国 7 年（1918 年），龙坪属建始县设“仁、义、



礼、智、信、温、良、恭、俭、让”10 个区的礼字区。民国 24 年（1935 年），龙坪属长梁区

所辖的联保。民国 25 年（1936 年），龙坪属建始县所辖的一个乡。民国 32 年（1943 年），

龙坪属茅田区的一个乡，辖 10 个保 168 个甲。  

  1949 年 11 月 6 日，建始县人民政府成立后，龙坪属于茅田区所辖的乡。1950 年，龙坪

的 10 个保改为 10 个行政村，仍属茅田区所管辖。1953 年至 1955 年，龙坪建乡 15 个，撤

消行政村，辖 350 个互助组，其间于 1954 年组建农业合作社 1 个，到 1955 年发展到 10 个。

1956 年，组建农业合作社 35 个，其中高级社 1 个。1957 年，建乡 8 个，辖 36 个大队，218

个生产队。1958 年，龙坪、高坪合并为高龙公社，龙坪设 9 个管理区，辖 31 个大队，128

个生产队。1959 年至 1975 年 3 月，将 9 个管理区改为区辖的 9 个人民公社，其大队由 31

个合并为 28 个，生产队由 128 个增加为 210 个，1964 年 2 月将生产队合并为 186 个。1975

年 4 月，龙坪设立县辖的龙坪、阳坪、申酉 3 个人民公社，将原高坪的荣河公社划归申酉公

社，将原柳林公社的大洪大队和阳坪公社的和兴大队划归青花公社。龙坪、阳坪、申酉 3

个人民公社下辖 28 个大队，186 个生产队。  

  [1984 年 7 月，折社建区，原龙坪、阳坪、申酉 3 个人民公社合并为龙坪区，下辖龙潭

坪、光河、楂树坪、柳林、下棋棚、申酉坪、小垭、花椒园、玉兰 9 个乡（镇）人民政府，

设立 1 个区集镇，将原前进大队在集镇范围内的 3 个生产队划归原社直的农科大队变更为许

家湾村。  

  1996 年 11 月，撤消龙坪区建立龙坪乡人民政府，原 9 个乡（镇）人民政府变更为 9 个

管理区，将楂树坪集镇纳入建制镇。1997 年 7 月，将玉兰坪管理区的玉兰坪、黄金坦两个

村合并到龙潭坪管理区，全乡辖 8 个管理区 30 个村（居）民委员会 267 个村（居）民小组。

2002 年 4 月，撤消 8 个管理区设立龙潭坪、楂树坪、申酉坪 3 个办事处。2002 年 11 月，将

居委会、龙潭村、许家湾村合并为龙潭坪村，全乡 30 个行政村变成 28 个行政村。  

  全乡总面积 22467 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 15330 公顷（天然林 12000 公顷，人工林 3330

公顷），河流、道路、宅基地及草山草坡面积 4600 公顷，耕地面积 2670 公顷，现有耕地面

积约 2537 公顷。  

  由于全境地面型态结构的沟、槽、淌、坡交错存在，大于 25 度的坡耕地约占耕地总面

积的 35%左右，耕地主要为两大类型，一类是高山一带的冷气灰色田，地力较差，一类是

二高山一带的大土田，地力稍强一些，全乡以玉米和洋芋生产为主，二高山以下生产小麦、

油菜、豌豆和花生。其经济作物，高山主要出产蔬菜、党参、玄参、西大黄、云木香、大力

子、桔梗、独活等，二高山一带以烤烟、魔芋为主。  

  立体型自然气候，使境内蕴藏了较为丰富的生物资源。有国家二级保护树种马褂木，俗



名鹅掌秋。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锦鸡，且分布较为广泛。有名贵树种泡桐树，数量不多，零

星分布。在下棋棚村的下棋棚生长着一棵很大的华山松，树高 36 米，胸径 0.95 米。在杨桥

河村的白果树坪有棵巨大的白果树，此树枝繁叶茂，占地面积达 0.1 公顷。全乡盛产梨子和

苹果，高山的部分地方盛产核桃。二高山以下盛产柿子。芸豆，又名大四季豆，是高山一带

的特产。在辽箭坪、岳家坪、桃园垭、山羊头等地有一定规模的茶叶，其茶叶品质较好。另

外，野生天麻，贯叶连翘（对叶草）、鱼腥草等野生中药材较为丰富，每年都有大量采购，

是农民收入的一个补充部分。  

  境内主要河流有冷水河和纸洪溪，冷水河发源于铁场坝和小垭子交界的龙洞子，流经下

方河、毛茸河注入野三河。纸洪溪发源于辽箭坪与瓦渣坪交界的猴子洞，流经马玲河注入重

庆市的抱龙河。两条河流曾经开发建成电站 4 座装机容量 1184 千瓦。  

  境内已探明的矿藏、矿产资源有煤、铁、硫、硒、铅、耐火材料、墨玉大理石和石灰石

8 种。硫铁矿主要分布在十八格一带，储量 3200 万吨，1958 年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时社办

企业进行过大量开采。全乡煤炭储量达 8200 万吨，重点妥布在铁场坝、吴家湾、磨场沟、

杨家槽、黑岩包、阴阳槽、姜家沟等地，柳林煤矿生产的无烟煤是远近较闻名的优质煤。全

乡煤炭开采最高产量达 10 万吨以上，产值 2800 万元，目前仍是该乡的一大支柱产业。 
茅田乡 

茅田乡位于建始县东北部，东面与高坪、三里二乡隔河相望，南面西面与长梁乡相邻，

北面与重庆巫山县及本县龙坪乡接壤。地处北纬 30°38′至 30°51′，东经 109°46′至 109°56′。

版图面积 220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1120 亩，森林覆盖率 72%。辖 29 个行政村，232 个村

民小组，6328 户，21832 人，其中少数民族占 13%。茅田整个地型呈狭长形，东北高，西

南低，境内大山绵延，沟壑纵横，辖区内最高点为封竹坦村大包山，海拔 1947.3 米，最低

点为火龙峡沟，海拔 580 米，境内平均海拔 1250 米左右，乡政府所在地海拔 1280 米。年平

均气温 12.5℃，年降雨量 800——1300 毫米。茅田交通比较便利，209 国道贯穿全境，境内

国道里程为 41 公里，距县城 37 公里，距巴东港 109 公里。  

2001 年 8 月机构改革时，将原阳坡管理区、茅田管理区、太和管理区、安石管理区、

子母管理区、封竹管理区撤销，由乡政府直辖 29 个村民委员会。 

到 2002 年末，全乡总人口达到 22991 人，其中农业人口 21832 人，农业户数 6328 户，

非农业人口 1159 人。全乡人口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男性偏多，占全乡总人数的 51.92%，当

年出生人口 173 人，出生率 7.17‰，当年死亡人口 190 人，死亡率 7.87‰,计划生育率为 100%。

通过第五次人口普查，全乡共有汉族、土家族、苗族、蒙古族等四个民族，其中人口最多的

是汉族和土家族，分别占总人口的 74%、10%。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13%，版图面积 220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1120 亩，森林覆盖率 72%。境内资源丰富。盛产煤、硫、磺，煤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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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蕴藏量大，据勘测达 1500 万吨，煤质好，易开采。区域内封竹坦、木桥、板场槽等 10

个村均有开采，有木桥国营煤矿、绣水沟煤矿等骨干煤矿 10 个。硫铁矿蕴藏量５００万吨。 

农作物主产玉米、马铃薯、水稻、红薯、烤烟、油菜、魔芋等，烤烟的质量、种植规模居全

县第一；经济林木盛产茶叶、核桃、板栗、李、桃、杏、柿，“子母”茶久享盛名，新场坪“纸

核桃”在全州小有名气，新发展“名优特”水果有中华圣桃、布朗李、雪枣、梨枣等。森林资

源主要有青岩——长岭岗林场 5 万亩日本落叶松等。动物资源主要有香獐、麂子、兔、锦鸡、

野猪、八哥、黄莺。药材资源主要有川芎、玄参、丹皮、花椒 、黄连、天麻、竹节人参等

中药材。旅游资源主要有张大顶“穿洞子”、三道岩瀑布、耍操门的“桃花节”等。  

2000 年—2002 年，茅田乡党委、政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全局，实施“三线”发

展战略，着力培植五大支柱产业（烟产业、畜牧业、矿产业、加工业、特色产业）；打造发

展平台，构筑五大基础网络（电网、路网、水网、通信网、有线电视网）；以党建为突破口，

推进社会发展五大工程（税费改革、机构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村务公开、文明创建、落实

三大国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三线”发展效果明显。“三

线”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依据我乡立体气候明显的特点进行经济结构布局。自 2000 年以来，明

确太安一线为烟叶专业区，调减了海拔 1400 米以上和 800 米以下地区的烟叶计划近 2000

亩，发展烟叶专业村 14 个，种植面积稳定在 6000 亩以上，收购量达 705 吨；明确张大顶至

伍家坦一线为草食畜牧区，山羊饲养量达 6801 只，出栏 2739 只，全乡牲猪饲养量 36232

头，出栏 19232 头；明确耍操门至阳坡沿 209 国道一线为特色林果区，发展专业村 4 个，

建中华圣桃基地 1050 亩，雪枣梨枣基地 2000 亩，布朗李 300 亩，魔芋基地 3500 亩。通过

几年的调整，全乡粮经结构比例由 7：3 调整为 5：5。魔芋、农机、石材等加工业有新的发

展。新发展民营企业 2 户，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达到 610 户，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达到 4000 多

人。2002 年实现农业经济总收入 7028 万元，实现财政收入 247 万元，比 1999 年增长 21%，

农民人均纯收入 1562 元，比 1999 年增长 21%，粮食产量稳定在 11100 吨，人均占有粮食

510 公斤，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683 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集镇面貌得以改观。自 2000 年以来，紧紧抓住西部开发进行“农

网改造”、“人畜饮水解困”、西部通县工程以及国防光纤网建设的机遇，大力推进电网、路

网、水网、通信网和有线电视网的建设。完成农网改造一、二期工程，供电质量明显提高。

完成 209 国道 41 公里的改造升级任务，新修村级公路 3 条，乡级公路 1 条，整修公路 5 条，

改造升级 2 条，全乡村级公路通车里程达 163.1 公里,组级公路通车里程 179 公里,入户率达

70%。全乡基本形成以 209 国道为主线，以村道为支线，连接千家万户的公路网络。人畜饮

水解困工程第一期工程，解决了饮水特困村的饮水难题。依托国防光纤网建成集镇有线电视



网，覆盖 5 个村，用户达 500 户，线路总长达 8000 多米，同时，地面卫星接收天线发展迅

速，电视覆盖率 80%。通信事业有较大发展，开通了电信 128 寻呼网，新建了移动、联通

基站，移动电话用户增长较快，无线接入 ETS 落户茅田并开通 20 门，固定电话发展到 730

户，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电话，电话普及率达到 18%。集镇配套设施得到改 造，新建了下水

道 2 公里，改造了供水网络。 

社会事业有突破性发展。精心组织，顺利完成税费改革试点任务，农民总负担减轻 20%，

减少机构 17 个（其中撤销管理区 6 个，撤销教育站 1 个，合并减少事业单位 10 个），减少

了财政供养人员和财政支出，推行财政“七类”管理办法，实行会计统派统管制度，财政运转

情况明显好转。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建设得到加强。政府机关和干部的

勤政廉政形象得以树立，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加强，广泛推行“村务公开日”活动，

实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充分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大力开展“文明单位”的评选和“十

星级文明户”的创建活动，推进文明单位“321”扶贫帮困活动。落实计生、国土、环保三大国

策，计划生育率达 100%，走在全州的前列；土地执法成效显著，被评为全州模范乡镇；集

镇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生态环境保护明显进步，三岔沟、东龙河流域得到了治理，完

成退耕还林 2062 亩。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2002 年刑事案件发案 7 起，结案 3 起，

治安案件 18 起，查处 18 起，查处率 100 %，被州委州政府表彰为综治优胜单位。教育事

业稳步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巩固率 100 %，茅田小学被定为州德育教育试验基地，

初中学生入学率 93%，巩固率 93%。全乡科教兴乡战略进一步推进，全民的科技意识明显

增强，农业科技推广面逐步扩大。完成了笫五次人口普查工作任务。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煤

矿安全、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得到加强，2002 年获全县第 2 名。国防教育和民兵预备役工

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险事业有新的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进展明显，中心

福利院供养能力进一步加强。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也取得不同程度进展。 

按照中央、省、州、县的统一要求和部署，茅田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于 2001

年 5 月 17 日正式启动，按照乡党委、政府机关、乡直站所和村三个层次分三期开展了学教

活动，共有参与单位 56 个，参与对象 1120 人，其中乡党委、政府机关 68 人，重点参与对

象 20 人，乡直单位 26 个，397 人，重点参与对象 39 人，村级 29 个 657 人，重点参与对象

58 人，党员 599 人。学教活动期间全乡共撰写读书笔记 676 万字，心得体会 2049 万字。主

要作法是：一是紧扣“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这个中心，重点做到五抓：①抓领导，实施

领导工程、示范工程、指导工程、专班责任工程。②抓环节，做到三个贯穿始终，即学习贯

彻始终，进村入户贯穿始终，整改贯穿始终。③抓质量，重点把好“四关”，即学习关、材料

关、征求意见关、转段关。④抓中心，始终坚持学习工作两手抓、两不误，用学习提高工作



效率，用工作检验学习质量。⑤抓整顿效果。二是认真开展“回头看”，做到“四查四看”，即：

查学习笔记，看干部是否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是否转为经常性的自觉行为；查干

部作风，看干部是否转变了工作作风，是否深入农村一线，为民排忧解难，是否在真心实意，

扎扎实产地用实际行动，做“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查工作情况，看“三个代表”学习教育

活动是否见成效；查整改效果，看整改计划，整改方案是否落实。三是建章立制，巩固学教

成果。各单位通过学教活动认真剖析，深究产生问题原因，建立健全了制度，做到了有章可

循，用制度管人。 

通过学教活动，取得了明显效果。一是文明新村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硬化学校操场

6 处，修建 18 口水池，新办 2 个打石场，完成耍操门村村级公路 1060 米的达标升级工程，

修通到户石板路 29 条，房屋压脊镶边 56 户，加强村委会、支委会的阵地建设和制度建设，

开展十星级文明户的评选活动。二是产业结构调整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建成了山羊基地。三

是农网改造取得实质性进展。四是理论学习走上规范化轨道，制定了理论学习制度和规划。

五是经济秩序整顿步入实施阶段。六是机关内部管理得到加强。七是基层组织得到加强。八

是干部职工素质得到提高，服务意识得到加强。 

从 2000 年开始，茅田乡启动农网改造第一、第二期工程，全乡 29 个村都参与了农网改

造，近 7000 农户受益。全乡三年间共新增台区 27 台 ，增容 810 千伏安，改造台区 78 个，

容量 2050 千伏安，新增 10 千伏线路 35.14 千米，新增 400 伏线路 39.367 千米，改造 400

伏线路 96.672 千米，新增 220 伏线路 209.057 千米，改造 220 伏线路 446.515 千米，完成

国家投资 977.414547 万元。结束了封竹片区六个村无电的历史，同时，增加了全乡的用电

密度，减少了供电半径，合理调整了网络结构。在改造过程中,我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

一是加强领导,成立了 29 个工作专班,并落实专班负责制。二是科学规划，按图施工，保证质

量。三是走群众路线，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严格加强对农网改造中农民负担的管理，出台了

义务投工、收旧、补损（到村线路不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妥善处理农网改造过程中的一

系列矛盾。通过农网建设与改造，全乡 2002 年底实现了同网同价，农村电价由平均 1.4 元/

度下降到 0.5022 元/度。实行了管理到户，服务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让农户用上明

白电、放心电。用电保证基本达到 100%，小型加工机械普及达到 95% 以上。  

2002 年，茅田乡积极稳妥地实施了人畜饮水解困工程。人畜引水解困工程是德政工程、

民心工程，该乡把这项工程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工作来抓。一是采取先试点，再展开。

二是严格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三是公开办事，遇事同群众商量，以人民满意为标准。

四是严把五关：即设计关，做到设计群众满意；施工关，技术员现场指导，并善始善终；施

工、材料质量关，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施工，落实材料责任制；养护关，加强群众的自我管理，



自我养护；安全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通过前后三个多月的日夜奋战，使茅田第一

批实施的缺水村大部分农户解决了用水难的问题，特别是铁厂村、朱家包村，吃脏水、喝泥

水、挑远水的日子已成为昨天。到目前为止，先后在全乡的十七个村累计完成投工 26603

个，完成国家建设投资 883120 元，共建成水窖 128 口，水池 44 口，引水 6 处，共有 468

户，2220 人受益。  

随着茅田乡的山羊产业的发展，涌现出“建始县山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建始县

鹏程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两家民营企业。“山地公司”的发起人，系锣底村支部书记，2001

年他利用本地草场资源优势，发展山羊 400 只，2002 年 12 月他联合片区养殖大户组建了“山

地公司”，注册资金 50 万元，公司现已饲养并存栏山羊 2053 只，其中能繁母羊 1250 只，南

江黄羊种公羊 30 只，与 130 户农户签订了饲养承包合同，建立了能饲养 1000 余只羊的放牧

场所 4 个，聘请了畜牧兽医 7 人，其中有中级职称 2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2 人，技术员 3

人，在草场建设上聘请农技师 3 名。公司大力进行标准化栏圈建设，《恩施日报》曾以“锣底

建全州第一羊圈”为题对此进行报道。现已建成标准栏圈 1500 平方米。2002 年实现销售收

入 25 万元，“鹏程公司”为原乡兽医站改制而成的民营企业，现有注册资金 50 万元，该公司

技术力量雄厚，有畜牧兽医 27 人，其中中级职称 8 人，助理职称 15 人。该公司致力于山羊

的品种改良，优质草场建设和山羊的销售工作。现已成功引进南江黄羊 50 只，建起以“红三

叶“、“白三叶”，“鲁梅克斯”为主的优质牧草基地 5000 余亩，走“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路

子，2002 年实现销售收入 50 余万元。在两家公司的带动下，全乡山羊饲养量达到 6801 只，

出栏量 2739 只，总收入 70 万元，成为了我乡经济新的增长点。 

2002 年 5 月 18 日，县委、县政府将茅田乡确定为全县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乡镇，乡成

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乡长为第一 副组长，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和财政、经管等部门领导

为成员的领导班子，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工作组，29 个工作小班，层层召开培训会，从 5 月

15 日起，全乡成立了 6 个清理专班，对全乡村级债权进行了清理、冻结，从 6 月 4 日起，

就全乡的计税土地面积、产量进行 了重新核实，纠正了退孬不退好、计税面积不实等现象，

并于 6 月 6 日和 6 月 12 日对全乡的计税土地面积和承包产量进行了两轮公布。在改革过程 

中，强化干部责任，严格目标考核，推行“四包、三挂、八不准”的管理办法，化解了五大难

题，即：进一步核实面积，着力解决作为测算依据的常年产量与群众已认可的承包产量之间

存在差距导致的任务落实难的问题；着力解决因农村债务大，导致税收征收难的问题；着力

解决因抛荒导致工作任务落实难的问题；着力解决税收完成进度与农业税收入季节性之间的

矛盾；着力解决因历史原因造成村与村、组与组之间农民税负差距大导致税收任务落实难的

问题。科学确定改革后农民负担。通过税费改革，改革前 2001 年农民负担 134.04 万元,人平



负担 61.52 元,亩平负担 38.55 元,改革后全乡农民负担 91.49 万元，人平负担 41.99 元，亩平

负担 26.32 元，实现了村村减负，户户不增负的目标。同时，推进了配套改革，一是精减机

构，撤销 6 个管理区，将机关内设机构改设为 5 个（党政办、人武部、综治办、民政办、计

生办），将事业站所农技站、农机站、水管站、企管站、林业站、兽医站、公路管理所、劳

动和社会保障所等 8 站所合并为“农业服务中心”，将广播站、文化站合并为“文化服务中心”，

将土管所、环保站与矿管所合并为国土资源所，卫生院与计生服务站合并，撤销教育站，两

所初中合为一所，撤销村级教育点 6 个。二是精减人员，制定出《茅田乡竞争上岗实施方案》，

严肃改革纪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妥善处理了这一棘手问题。行政机关分流人

员 15 名，乡直站所精减 56 人，教育系统清退民办教师 25 人，代课教师 3 人，精减村干部

121 人。三是减支出，按照“七类管理”，削减预算经费 13.77 万元，压缩事业单位经费支出

5.186 万元。做好转移支付工作，拨付转移支付资金 63.9 万元（其中民政 23.1 万元，计生

3.7 万元，交通 15.8 万元、学校 3.5 万元、村级运转 17.8 万元）。搞好结算清退工作，共清

退违规收费 28.28 万元。全乡的税费改革工作顺利通过了省评估验收小组的验收，得到了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昌尔的充分肯定。  

退耕还林工程是国家实施西部开发的重点工程，乡党委为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落实，

成立了退耕还林指挥部，出台《茅田乡退耕还林实施管理办法》。2002 年，茅田乡开展退耕

还林试点工作，先后在阳坡村、后坡槽村、三岔沟村、三道岩村、耍操门村、小溪河村等 5

个村进行试点工作。按照坚决地退、科学地还，退得有力，还得有效的总要求，把坚持退耕

还林、荒山造林与建设生态环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广普及农村适用技术相结合。在实

施过程中，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度，将退耕还林政策贯彻到村、组，使广大群众懂得政策，为

退耕还林的实施创造良好环境；二是加大工程管理力度，严把规划设计关、验收兑现关、后

续管理关，确保工程质量；三是强化责任追究，乡与村签定责任状，每村确定一名乡领导、

一名公务员、一名技术员、二名村主职干部组成专班，责任到人。做到退得下，稳得住，不

反弹。这项工作的开展，还解决了因坡度大，耕地分散，农户长期未耕种而税收任务不减，

造成农民怨气大的矛盾，受到了广大农民欢迎。2002 年底全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2012 亩，

其中营造经济林 500 亩，生态林 1512 亩，完成荒山造林 1570 亩。茅田的退耕还林试点工作

顺利通过州县验收，做到了上级肯定，群众满意。 

2001 年，耍操门村作为全县重点建设的 10 个参与式扶贫小康示范村之一。在县开发办、

县计委、县人武部、县公安局、县地税局、团县委等六个参建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三子

四化”为主要内容，变输血为造血，改领导为引导，耍操门村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发生了巨

变。以“五改三建”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两年来，县直各个参建部门投入帮



扶资金 37 万元，带动农户自筹资金 257 万元。投入劳动力 7000 余个，改造升级村级公路

1060 米，新修组级公路 1390 米（达到山岭重丘四级路标准）；新修公路桥、人行桥 16 座，

新修到户石板路、砂石路、水泥路 59 条共 4750 米；新修房屋 65 栋，房屋“压脊镶边”96 户；

新建沼气池 15 口；改厨改灶 50 户；改栏圈 40 户。村容村貌发生根本改观。农村经济结构

和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调整，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全村发展中华圣桃 1050 亩，套种魔芋 400

亩，川芎、玄参、丹皮等药材 190 亩，“鄂马铃薯三号”100 亩，种植结构从“粮——猪”为主，

调整为以“果——药”、“果——芋”为主。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一是“订单”农业将农民的

生产变为民营龙头企业的“车间”生产，耍操门村的魔芋、药材、马铃薯从播种之日起就与我

县“农泰”、“玉泉”公司签订了产销合同，公司包前期投入、包技术指导、包产品回收。农民

调整结构、科技兴农的积极性高涨。二是专业大户发展迅猛。牲猪、药材、林果业都有相应

的专业大户，其规模、生产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三是加大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力度，

石材加工厂吸纳劳力 45 人，运输吸纳劳力 25 人，此外，还有 109 个劳力输出到经济发达地

区，耍操门村 2002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500 元以上。村民素质明显提高。在村支部的带领下，

村两委班子推进“民主治村”、“依法治村”进程，落实了“村务公开”和重大问题村民集体决策

制度，干群关系明显改善，村开设农民科技学校，建起了村报刊阅览室，经常举办专题科技

培训，解决农民农业生产中的科技难题，深受农民欢迎。广泛开展了“十星级文明农户”的评

选工作，通过评星活动，有力地促进社会风气和治安环境好转。  

安全生产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2002 年茅田乡设立了安监所，从此安全生产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乡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安全生产工作，选派年富力强、有丰富农村工作和矿山安全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安监所任职，

并为安监所解决了办公用房、办公设备和职工的差额工资，配备了专用车辆，保证了办公经

费，提供了人、财、物的保障。同时把安全生产与经济工作一同安排一同考核，及时解决工

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安全生产上，一是认真落实全国“关井压产”精神，对非法小煤窑进

行了“炸、封、断、撤、立”，并采取了“四个一”的管理办法，即一个井口挂一名驻村公务员，

一名村干部一管到底，全乡共关停、炸封非法井口 62 口次，并对井口进行拍照建档。建立

非法矿业 主档案 45 份，杜绝“今天炸、明天开，白天封、晚上开”的现象发生。从而使全乡

的煤炭行业管理正规化；二是在道路安全整治上，开展以“安全才能回家”为主题的宣传教育

活动，全乡发放安全文明公约 6800 余份，并张贴到户。对危险路段设立了安全警示牌，严

格杜绝无证驾驶和三轮车载人。三是加大了消防安全、危险物品、民爆物品的专项整治力度，

在全县率先采取“由村或单位开具证明，安监所审核，派出所审批”的管理办法，全乡 2002

年度被县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高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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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坪镇位于建始县东部与巴东县隔河相望，西接茅田、三里、红岩，南邻花坪，东北与

龙坪毗连，距县城 54 公里，距州政府恩施市区 104 公里，距省会武汉 540 公里。“318”国道

穿腹而过，横贯 9 个村，全长 18.7 公里，“高三”公路自东向西直达县城,“高渣”公路由南向

北连接“318”和“209”国道,正在建设的沪蓉西高速公路和宜万铁路横贯全镇。全镇分布在巫山

余脉的崇山峻岭中，全镇 100%的村通公路，物资交流活跃、市场繁荣。  

  全镇共有 7 个办事处，42 个村，345 个村民小组，13908 户，53357 人，据第五次人口

普查统计，共有 6 个民族，土家族占总人口的 10.3%。苗、回等民族占总人口的 22.3%，67.4%

的汉族主要居住在低山村。 

  高坪镇总耕地面积 61696 亩（其中水田 6021 亩），山林面积 38 万亩，共 292 平方公里，

平均每平方公里 175 人。是一个二高山与低山兼并的地方，平均海拔 800 公尺，境内山峦起

伏，层峦叠嶂，水旱农田散布其间，低山和二高山多平坝、水田,高山多槽、坦、坡地，河

谷盆地星罗棋布。水草丰茂，阳光充足，年降雨量 1400—2300 毫米。年平均气温 14.9℃，

气候温润，四季分明。 

  镇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一个桐、茶、漆、倍（五倍子）样样都盛产的地方，历史

上粮食作物主要是生产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红薯等，水旱兼作，一年两熟。经济作

物主要有白肋烟、油菜、魔芋、生漆、油桐、杜仲、银杏、富硒绿茶等。家畜家禽以猪、牛、

羊、鸡为大宗。 

  镇内地表水资源丰富，主要有野三河、石门河、阴坡河、擦耳河、黄家湾塘堰、青林沟

水库、红珠河水库，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红珠河水库 1999 年底大坝枢纽工程竣工，现已

关闸蓄水，该工程始建于 1971 年，曾一度因多方面原因停建，1996 年重新设计、施工，总

投资 1700 余万元，水库库容达 613 万立方米，坝高 57.5 米，是具发电、灌溉、人畜饮水为

一体的综合效益型水库。擦耳河引水工程是通过招商引资的第一个自来水基础建设项目，可

解决集镇 2 万人的饮水问题。 

  生物资源有白肋烟、魔芋、柿子、富硒茶叶，已基本形成规模的有白肋烟、茶叶。白肋

烟种植在全镇已有 30 多年历史，常年种植面积均在 1.5 万亩左右，曾是美国菲莫烟草公司

的示范基地，烟叶早已进入国际市场，多次被省、州政府授予“全州白肋烟生产第一乡（镇）”

的称号。茶叶主要分布在小水田、桑园、土岭、河落子、赤沙地、八角等村，茶园面积达

3733 亩。八角的炒青绿茶多次在全州、全县评比中名列前茅。其他林产品资源主要有生漆、

油桐、棕片、杜仲、银杏等。油料资源主要是盛产油菜，全镇常年种植面积在 1.5 万亩以上，

油料产量达 1340 吨。 

  矿产资源有紫色砂岩，属三迭系巴东组沙泥岩，风化后称紫陶土，储量极大，遍及全镇



的小水田、桑园、石垭、向午村一带，是紫陶制品的原料，小水田、向午的页岩被高坪水泥

厂研制出了以页岩代替粘土生产的 R—型高抗折道路水泥，这项成果在 1994 年顺利通过国

家级鉴定，受到专家们的认定，达全州先进水平。硫铁矿经普查，含硫率 24.7%。含矿率

1331——1760kg/m3，主要分布在土岭的苏坪村。大理石矿床红筋红石，产于石垭金银山一

带，被 318 国道切成南北两部分,路北矿石储量为 20 万立方米，路面矿石储量为 4.8 万立方

米。 

  高坪的名胜古迹有奇、新、多之说，全县受省级保护的文物单位有 4 个，高坪镇就占了

一半。全国闻名的石柱观，离高坪集镇 21 公里，古称蟠龙山朝真观，始建于明嘉靖年间

（1522—1566），位于高坪镇望坪中坝，高山环绕下一块方圆 5000 多亩的平坝中。石柱高

50 多米，方圆有 230 米，石柱三脚鼎立，从柱脚下至顶铺有 238 步蜿蜒石阶，供游人和朝

觐者上下。崖顶有亭楼一座，主要由大殿、中厅组成，分别为六棱形四层亭阁和单脊歇山式

厅房，均为土木结构。蹬道两侧古树郁茂，景色奇秀，有石碑 12 块，分别记载着明、清以

来石柱观的兴废史，其中最大的一块石碑高 1.7 米，在山脚下不远处有方圆 3 亩的池潭，没

有水源，却四季有绿茵茵的水象块碧玉，倒映着石柱，曾有“上有石柱冲天，下有金盆偃月”

之说，1992 年 12 月石柱观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柱观风景区含石门河、红珠河、野

三河峡谷、马脚迹、一、二级电站建筑群，桑园坝等景点。 

  野三河长达 59 公里，垂直切割山体，形成野三河大峡谷，相对落差均达 300 米，建在

这峡谷上连接巴东、建始的“318”国道野三河大桥，桥高 125 米，净跨 90 米，钢筋混凝土结

构，大跨高架拱桥，气势雄伟，直如天堑飞虹。在这座公路大桥下不到一公里的峡谷里，还

存在着一座古代的单跨石拱桥，又名“永寿桥”、“普济桥”，现人们称之为“野三河老桥”，建

于 1837 年。石门河属野三河的支流，石门风景号称“施南第一佳景”。顺野三河下，在河落

子人称“马脚迹”的地方，有大小马足迹数千并出露在马虎山下岩石上，被《建始县志》记为

“花石仙踪”。 

  巨猿洞位于高坪镇麻扎坪村境内，人称龙骨洞，1968 年至 1998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多次进行试掘，在洞内发掘出步氏巨猿化石 5 枚，其它动物化石

30 多个种属。高坪巨猿洞是已知的世界巨猿产地纬度最高的地方，1970 年巨猿洞被封存保

护，1992 年 12 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高坪镇西北部的望坪办事处境内。含石门河、红珠河、野三河峡谷、一、二级电站

建筑群、桑园坝等景点。其中石柱观景点“左有定塔映日，右有蛤蟆吐涎，上有石柱冲天，

下有‘金盆堰月’”；石门河号称“施南第一要隘”，系古代从宜昌到恩施州的必经之路；野三河

大桥，高 125 米，为湖北之最；麻扎坪村的巨猿洞，有化石宝库之称，此洞是迄今已知的世



界巨猿产地纬度最高的地方（北纬 30 度 39 分），被中科院命名为“建始县直立人遗址”；马

虎山下岩石上有数千个马蹄状的岩窝，俗称“马脚迹”，被誉为“花石仙踪”被载入同治版县志。 

  高坪镇主要工业门类有食品制造加工业、煤炭开采业、土沙石开采业、水泥制造业等共

计 361 户  

三里乡 

三里乡位于建始县中部，地跨北纬 30°33′至北纬 30°39′，东经 109°56′至东经 109°47′。

东南邻红岩、高坪、西与小溪口电站接壤，北与长梁、茅田毗邻，南与恩施市崔坝镇相连。

版图面积为 170.7 平方公里。乡境内山峦起伏，峰峦叠翠。地形南北长 19.5 公里，东西宽

21.2 公里。西北较高，东南略低，中部沿东龙河、河水坪一带沿岸至蟠龙，由北而南形成

12 公里长的冲积河谷，呈陷落盆地。山脉多呈东北——西南走向，系高山、二高山、低山

相间。全乡境内平均海拔 800——1000 米，属暖温带——中亚热带季风湿润的山地气候过渡

带。年降水量在 1300——1400 毫米之间。最高峰是大丰村的望天坪海拔 1563 米；最低大沙

河村七组（膝渡溪）河谷与恩施崔坝镇洞门村相邻，海拔 477 米。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阴

雨，气温变化异常，昼夜温差大。共有大小河流 10 条，东龙河、马水河（小溪口）、中坦河

龙家沟形成三大流域，东龙河西流与马水河（小溪口）相汇，龙家沟经长梁两溪河汇入马水

河，三河相汇大沙河入清江。东龙河流至九母滩两岸一马平川，万亩良田，地势平坦、土地

肥沃，是建始县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乡内公路建设和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省道业红

公路横穿乡境内石牌等 7 个村，蟠龙至三里坝宽阔的 13.5 公里油路横穿其境，石牌小康村

2.8 公里环村油路与业红路接壤，全乡有乡道 28.5 公里，村道 240.76 公里，组户公路 225

公里；形成 12 公里三高公路，10.3 公里三中公路、18 公里中槐公路、14 公里河槐公路（原

建官路）四条环形主干道；通村率 100%，入户率 70%。    

乡内矿产资源有煤、磺、铁、铜、磷、紫色砂岩、石英石等。煤主要分布在煤炭沟，煤

层厚度约 3 米以上，属于无烟煤、灰夹块状煤，白果有少量鸡窝煤；磺主要分布在煤炭沟、

白岩村，1979 年至 1981 年原三里公社曾在白岩办有硫磺厂；铁分布在中坦坪的富叶沟，1958

年办有炼铁厂，所炼毛铁在中坦农户尚存。据了解，中坦坪的硫铁矿已经省有关部门鉴定，

可作为铁道道渣使用。铜矿系河水坪一带三迭属巴东统绿色砂岩中，矿化带有孔雀石伴生。

磷主要分布在三里老村村，储藏量预计达 1000 万吨；硐主要分布三里老村村、青林口村、

枫香树村。硐矿储藏量及品位不强，尚未开发。   

建国后，三里乡一直隶属建始县辖。1949 年 11 月设三里区，1958 年 9 月撤消区乡建制，

建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1961 年，恢复区，下设乡级人民公社；1975 年 3 月，又撤

区并社，原三里区改为三里公社，下辖大队、生产队。1984 年 8 月，撤消人民公社，改为



区乡建制，三里区全区下设 10 乡 1 镇，46 个村，430 个组。1987 年底，据建政文[1987]3

号文件通知，将凉水、落水乡划归红岩寺镇管辖，其余未变。1996 年 11 月，全县机构改革，

区更名乡，乡更名管理区。三里乡所辖 6 个管理区：大牌、三里坝（二龙、老村、三里镇合

并，村组数未变）、河水坪、蟠龙、槐坦、中坦。三里镇是 1994 年 8 月全县设 7 个乡级镇之

一，1996 年 11 月随机构改革取消。2001 年 3 月，撤消管理区，原大牌、三里坝、河水坪、

蟠龙、槐坦、中坦管理区随之撤消。建国后老村 4 组一直是三里乡政府机关所在地。 

[水能资源]乡境内水能资源丰富，主要河流有东龙河、龙家沟河（马子峡）、大沙河。东龙

河流域横穿乡境中部，属清江水系马水河支流，源于封竹李家湾，流经茅田、三里坝、河水

坪、自鹰嘴岩入洞伏流，于汪家寨岩壁出口汇入马水河，全长 38 公里。乡内有三座电站，

东龙河天桥有一级站（1964 年建成），赶鹅沟电站和老沟坝电站。小溪口电站为槐坦村带来

了旅游业、网箱养鱼的发展机遇。     

  境内土地资源丰富，总面积 17070.33 公顷，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非耕地三大类，

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 70%、7.8%、22.2%。其中，耕地面积 41288 亩，其中水田 11137 亩。

海拔 800 米以下的国土面积 6885.4 公顷，占总面积的 40.3%；800—1200 米的国土面积 7286.5

公顷，占总面积的 42.7%；1200—1500 米之间的国土面积 2898.4 公顷，占总面积的 17%。

全乡土壤以紫砂页岩、黄棕壤、紫色土为主。疏松肥沃。全乡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

麦、洋芋、红薯、油菜、烟叶等，还有茶叶、柑橘、桃李等，林木以松、杉为主。   

全乡现有 36 个行政村，346 个村民小组。2004 年末农业年报统计全乡有 11239 户，42825

人，其中：男性 21825 人，女性 21000 人，劳力 21015 人。 

景阳镇 

  景阳地处湖北省建始县城南部，八百里清江中游最开阔的地带，东接巴东县金果坪乡，

西连恩施市红土乡，南靠本县官店镇，北抵本县花坪乡。  

  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东经 110°，北纬 30°22″，地域面积 164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4.6

万亩，占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境内最高海拔 1641 米（位于南部的轿顶山），最低海拔 213

米（位于野三河汇入清江的入口处），海拔高差悬殊，属典型的河谷台地。  

  清江横贯东西,“天二”公路沟通南北，属八百里清江中游最开阔地带，距县城业州镇 67

公里，清江开发后，逆流西进恩施州府仅 87 公里，顺江东下水布垭仅 30 公里。东接巴东县

金果坪乡，西连恩施市红土乡，南靠本县官店镇，北抵本县花坪乡，西北边有长达近 10 公

里边界线与恩施沙地乡相壤，是周边乡镇人流、物流来来往往的集结地。  

  景阳镇以清江河为界分为江北、江南两大部分，江北八个村，其中村坊坪村于 2004 年

搬迁后，江北为 7 个村，江南有 25 个村。  



  景阳镇既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地方，也是革命老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贺龙、关向应等曾在景阳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江南七乡都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

府，是全国老区贫困乡镇，同时也是恩施州委州政府实施“五八思源工程”建设的重点老区乡

镇。全镇辖 32 个村，268 个村民小组，人口 3.9 万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占

59%。  

该镇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候，垂直变化大，立体气候十分明显，夏天酷热，冬天

严寒，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温暖湿润。主要气候有伏旱、冰雹、暴雨、大风、

连阴雨等，年平均气温在 15—17℃左右，大里、凤凰、景阳、楠木、硝洞、革坦、高燎、

尹家、喜洋、青龙等地气候暖和，坡地气候明显。一月最冷，平均气温 4.1℃,七月最热,平均

气温 26.2℃,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39.9℃(1959 年 8 月 23 日),极端最低气温-15.2℃(1977 年 1 月

30 日),年均积温 500—1510℃，平均初霜日出现在 12 月上旬，终霜日出现在 3 月上旬，无

霜期 232 天（高山 203 天，二高山 233 天，低山 260 天）。  

由于地貌、太阳辐射强度、土壤温度、植被密度、风力大小、大气环流等因素的影响，

境内还有谷地气候、凸地气候、坡地暖带等多种小气候特征，在光、热、水的配合下，突出

表现为春末夏初的雨热同步和秋季的温光互补特点。因引，全镇年降雨量为 1300—1500 毫

米，历年平均年降雨量 1515.6 毫米，最高年降雨量 2131.5 毫米（1983 年），最低年降雨量

1045.9 毫米（1959 年），但降雨时程分布不均，夏秋多，春冬少，春季降水量 350 毫米左右，

夏季降水量 500—750 毫米，秋季降水量 250—350 毫米，冬季一般为 100 毫米左右，6、7

两月雨量最多，年均降水量 241 毫米，极端最大降水量 5141.1 毫米，1、2 月雨量最少，约

20—30 毫米，4—10 月降水量占全年的 81.4%。  

  该镇雨量充沛，水资源较多。流经镇内的河流主要有刀龙河、青龙河、伍家河、粟谷坝

河、清江河。清江河流经镇内 17 公里，影响区 9 个村,刀龙河流经镇内 18 公里，流域面积

109.4 平方公里，伍家河流经镇内 8 公里，流域面积 179.6 玉方公里,最大洪水流量 15 立方米

/秒，粟谷坝河流经镇内 2.5 公里，流经镇境内 40 平方公里,最大洪水流量 10 立方米/秒，青

龙河流经镇内 12 公里,流经镇境内 40 平方公里。这些河流分布在全镇东北、西南及中部一

带，河流流域地带沟谷发育，其封面形态多呈“S”字型部分，地带呈“U”字型，切割深度达

500—1600 米，河流沟谷纵横，两侧斜坡坡度在 50°—90°之间形成了悬崖陡壁式陡坎状地形。

这五大河流水系上,又布有数条小溪,均属清江河水系,全镇共有大小河流 11 条,多年平均流量

14 亿立方米,平均径流量 931 毫米,流域面积在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7 条,总长 250 公里,

水能蕴藏量 5.95 万千瓦,可开发量 5.45 万千瓦,现已装机 6745 千瓦。  

  连接全县 8 个乡镇的天二公路纵贯全境，距县城业州镇 67 公里。清江开发后，逆流西



进恩施州府仅 87 公里，顺江东下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仅 30 公里。  

  景阳镇自然资源丰富，独特的气候，适宜多种植物生长，香椿、箬叶、中华蚊母资源十

分丰富，尤其是干鲜果种类多，四季不断，春有桃李杏，夏有苹果梨，秋有核桃和板栗，冬

有柚子和柑橘，是建始县著名的水果之乡，被著名作家齐克誉之为“天赐的百果园，立体的

水果带，干鲜果王国的一部百科全书”。  

  景阳镇独特的气候，适宜多种植物生长，香椿、箬叶、中华蚊母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

干鲜果种类多，四季不断，春有桃李杏，夏有苹果梨，秋有核桃和板栗，冬有柚子和柑桔。

“景阳薄壳核桃”、“景阳白柚”、“咸丰梨”是果中佳品，久负盛名，被誉之为“天赐的百果园、

立体的水果带、干鲜果王国的一部百科全书”。“景阳九斤鸡”以其个大、肉嫩、味鲜、营养

高而闻名瑕迩，成为全省养殖业发展的重点品种。  

景阳鸡自明万历八年（公元 1580 年），意大利神父利玛窦首来中国传播基督教起，后由

比利时神父将此鸡引进景阳，经多年自然杂交训化而成，年生长 5 公斤左右，是上等补品之

一，以其个大、肉嫩、味鲜、营养高而闻名瑕迩，是全省养殖业发展的重点品种，经农业部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景阳鸡鸡蛋、鸡肉符合无公害产品标准要求，准予在产品包装上

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动物资源共有 50 目，140 科，50 种，是全县动物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之一。动物有：野

兔、獐、穿山甲、野猪、豪猪、刺猥、獾、豹、黄鼠狼、水獭、猴等。在此地已绝迹的动物

有：狐狸、果子狸等。  

  鸟类：白冠长雉、画眉、乌鸦、斑鸠、鹞子、猫头鹰、喜鹊、啄木鸟、八哥、野鸭、黄

莺、燕、杜鹃、双汊子现自然存量稀少。  

  爬行动物：有乌龟、甲鱼、螃蟹、蛇类、晰蜴、蜈蚣、千脚虫等。  

  鱼类有 40 种，分属 40 科，其中鲤科、鳅科依次分别占总量的 65%、15%，其它杂类占

总数的 20%，主要有鲤鲫、鲍等。名贵鱼种有清江鲢、黄骨头、娃娃鱼、鳜鱼。  

  两栖动物：有中国林蛙、蟾蜍、青蛙、大鲵（娃娃鱼）、甲鱼。其它水生动物有鳌、鳝、

虾、蚌、螺等。  

  天敌动物资源有 40 余种，除益兽、益鸟、益菌、蛇类和青蛙外，主要有蜂、蛛两类。

蜂类有赤眼蜂、稻包虫黑瘤姬蜂、蜜蜂等。蛛类共计有草间小黑蛛、食虫瘤胸蛛等。其它还

有七星瓢虫、龟纹瓢虫、异色瓢虫灾、稻红瓢虫等.  

  景阳旅游资源特色独具。八百里清江如画廊，景阳镇是八百里清江画廓中的一颗明珠。

神奇的大自然赐予景阳佳图胜景，有“雄关古道”、“关口观景”、“景阳峡谷”、“绝壁挂莲”、“雄

关古道”、“雾中石人”、“五花暮霭”、“双柱擎天”、“轿顶揽胜”、“兴隆古寺”、“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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