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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日为提供较系统的气象资料，给当前的四化建设服务，以填补气象

情况在《房县志》历史上的不足，使后人有所借鉴，特编写本《气象 志》．

编写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根据“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

“纵横结合，经纬交错"的方法，力求做到

数据准确，文实相符，达到存史与致用之目的。以便于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为当前的四化建设服务．

本志所载资料，气象统计数据，止于公元一九八。年。一九五二

年至一九五七年系县城东关雨量站记载资料，一九五八年至一蝎臻酗

蓁萋堡攀翼堑墼氯i霎离婚通藩霪，望蓁蓁|霾霎墅i用萋疆钞郎羹!

撵博碎二魁象攀羹阳羹蓄鬻萋誊譬；；；醣耋垂墨坠墼蓁i再薹塞萎～霞囊

一鲤i萋币鱼{；德要强蹙霎蓼；夏街霎￡蓄鬯鋈苎i娄蓁蓁羹；蓁

霎冀委霎冀蓁薹：蓁雾囊薹蠢稀雾篱薹蘧薹蓁霎羹埔；

薹

料，即材料由甲方提供，乙方(施工企业)按预算定额

和取费标准计取工资和间接费用；一种是包工又包料(含按计划投

资包干 、按施工预算图包干、按平方造价包干等三种包法)。建行

重点抓核实工程预算，搞好定额管理，检查工程质量，督促工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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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郧阳府，房县改属．清朝、民国因之。一一九四九年二月(房县解

放)，隶属两郧专员公署，一九五。年四月属郧阳地区专员公署。一

九五三年元月，襄郧合并，隶属襄阳地区专员公署，一九六五年襄郧

分设，隶属郧阳地区行政公署至今。

全县共辖二十四个社、镇，十一个县属场，六百一十一个大队，

三千四百四十六个小队，共有九万三千七百二十一户，四十五’万一千

六百一十七人。总面积七百七十七万亩，林业用地五百零八万二千三

百亩，其中有林面积二百九十一万七千八百亩，森林复盖率为百分之

三十七点八。耕地六十七万五千七百亩，其中水田一十四万零七百

亩，旱地五十三万五千亩。水面积一十二万亩。境内山高水高，多沟

壑溪流，水利资源丰富，解放后得到较好的利用，兴建中、小型水库

八十二座，共蓄、4引水八千四百六十四万立方。大、小水电站一百四十四

座，装机八千九百千瓦，年发电量一千五百万度。土特产有黑、白木

耳，桐油、生漆、黄莲、党参、天麻等，其中“房耳”驰名中外，畅

销五大洲，负有“燕耳之乡，，的盛名。矿藏种类有金、铜、铁、铅、

磷、磺、盐、膏、煤等。农作物有小麦、水稻、苞谷、芝麻、油菜等。

城南边的凤凰山，一九五八年县人民政府在该地重建“红军烈士

纪念塔”，并将贺龙同志亲笔题词“革命烈士们的业绩永远鼓午着我

们前进”镶嵌在塔的正南面。腑瞰全县，雄伟壮观。城东六公里有

温泉寺，泉水长年不断地流出，水温三十七点七度，日流量八千六百

四十吨，为全省流量之最。池水清澈，小溪雾蒸，风景独特，引人入

胜，深秋寒冬，游览和沐浴的人群络绎不绝。古人诗曰：“烟幕淋梢树

绕村，还从古寺细寻根。春光常驻泉非冷，元气常流水自温。汤热如

蒸寒觉暖，波扬欲拂静闻喧。白云满谷粼粼起，疑有乘鸾玉女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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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第一章 建置沿革

解放前，房县没有专门的气象机构。

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元月至一九五七年在县城东关建立水文雨：曼

站，进行观测记载。

’一九五七年夏季，由省气象局派员筹建房县气象站，于本年底建

成。一九五八年元月一日，正式开始工作。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八日成立房县人民委员会气象科，(房会办字

(5 9)第3 6号文)，与县气象站合署办公，挂两个牌子。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根据鄂革(1 9 7 1]1 4 7号文

件，统一改称为湖北省房县气象站。

一九七四年元月一日，成立房县革命委员会气象科(房革字(1

9 7 4 a第O O 1号)，气象站保留。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改气象科为气象局(房革办第2 6号

文)，站保留，局站合一。

县气象部门，隶属领导关系是上级业务部门与地方党委双重领

导。建站初期是以上级业务部门领导为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

日，根据鄂农办字(5 8]第6 2 6号文，气象体制下放，归所在地

方领导，县气象站属县人委领导。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根据鄂农字

(6 2)笫1 2 l号文，调整气象体制，央定各级气象部门由当地党

委、政府和上级气象部门双重领导，并以上级气象部门领导为主，县
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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