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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

我的祖籍在汉南。我对汉南一往情深，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几十年来，我学海泛舟，为国勤劳，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但一直

没有机会回祖籍去看一看。

2004年国庆节，我到武汉去，想了却多年的夙愿：看一看祖籍的风貌，喝上

一口祖籍甘甜的水。结果未能成行。感谢汉南区的领导，拨冗到我下榻的地方

看望我，并给我送来了《聚焦汉南》、《汉南史话》、《汉南民俗》等书籍，使我对祖

籍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为祖籍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自豪，我为祖籍肥美的土地和

丰富的物产而骄傲，更为祖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欢

欣鼓舞。

现在，第一部反映祖籍各方面情况的地情书一汉南区志》即将出版，汉
南区人民政府和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同志托我属序，我既感激又感动。

《汉南区志》以翔实的资料，科学的编排，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汉南的历史与

现状，是一部开发地方资源的成功之作，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我对编

纂者付出的智慧和辛劳表示衷心的感谢。借此机会，我遥望南天，恭祝祖籍人

民在中共汉南区委、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取得更新更大

的成就，早日把汉南建设成为城乡一体化的滨江生态新城。

2006年6月18日于北京寓所

(朱光亚：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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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

汉南，是我的家乡。

那里有我的童年。我儿时的记忆都是与汉南有关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是

永世不会忘记的。

儿时最羡慕的事是希望能去放牛。别以为那是牧童吹笛的浪漫，其实，只

是希望家里有头牛，能有和放牧伙伴一块玩耍的自由。童年时，第一次给我极

大自信的是，我能独自挑起水桶去长江边挑水，而再不用奶奶步履蹒跚去辛劳；

读小学的时候，令我最苦恼的是没有自己的书桌。记得有时候风雨交加，奶奶

让我头顶一条麻袋(没有雨伞，也没有蓑衣)，目送我上学。我记得当年似乎进

入共产主义的情景(尽管还不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以为集体食堂就是)，也记

得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我哭着让奶奶多吃一点；还记得在汉南长江大堤沙基回

填的时候，我们如何把浑浊的长江水成碗地倒进肚里。

记得家里菜地的模样，在播种的季节，我如何每天跑到菜地里，看嫩芽出

土、生长；及至花开之后，又如何看着奶瓜一点点长大；记得在长江边经常看到

江豚翻腾嬉戏；记得村后面的池塘，虽然不大，却很美丽；还记得家乡的芦苇

⋯⋯当然，我更记得家乡的乡亲。

家乡的变化实在快、实在大。从今天的容颜已经很难分辨出只有留在记忆

中的当年的模样。这是时代的进步，家乡的成就，乡亲们的幸福。有时候，我会

觉得变化还应该更快、更大。想一想今日江南和广东的乡村，难道不应该如此?

汉南，地处江汉平原，长江之滨，这一方沃土，还有勤劳、智慧的人民，没有理由

不能使汉南有更快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有些变化要尽可能地慢，譬如江豚、

池塘、芦苇，还有那朴实的民风。汉南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以

后。特别是1984年建区以来，287平方千米的汉南土地上更是春意盎然，经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建设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令人惊羡的硕果，城乡处处充

满着生机和活力，彰显出富裕和文明。这是勤劳智慧的故乡人民，在中共汉南

区委、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汉南这

块神奇的土地上，挥洒心血和汗水，写下的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的最新最美的

画图。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

变化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变化，当快则快，当慢则慢，这难道不是科

学发展观?

欣悉《汉南区志》编纂完成，即将公开出版。《汉南区志》编纂委员会嘱我写

序，我甚感荣幸。在这里，我谨向《汉南区志》的组织者和编纂者致以崇高的敬

意，并为《汉南区志》的出版发行感到由衷的高兴。祝愿《汉南区志》的“资治、教

化、存史”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祝愿故乡的明天更美好!

感谢汉南，她给了我仁爱、自信和坚强。 爷

2006年3月于华中科大

(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哆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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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功卓

汉南之域古属云梦泽，位列“大汉阳"群落。古往今来，几多嬗变，几多分

合。历代先民，潜心开发，虽十年九淹而勤耕不辍；百世英杰，锐意垦殖，纵九死

一生而壮志不堕。感念禹青治水，改堵为疏，千秋功业万民讴歌；堪叹魏武挥

师，饮马长江，百人矶下铸成大错。思往日沿江胜景，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

明灯，热闹非凡，生机勃勃；想旧时腹地惨象，春夏白水茫茫，秋冬衰草森森，哀

鸿遍野，寒荒漠漠。最难忘，雪压霜欺时候，莽原中有志士斩木为兵，为砸碎身

上枷锁；荒滩上有仁人揭竿为旗，为求得自由安乐。源远流长，耀古烁今，更留

下文化遗址三个、青铜宝樽一座，还有“汉阳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将武汉文明

史提前1至5万年之多。

旭日照长空，河山展新貌，挖穷根、栽富苗，除旧布新，全靠共产党领导。

五八年东城垸拓荒，六六年银莲湖围垦，彰显出决策之正确，人力之高超。改
革开新宇，开放涌春潮。“思想”指航程，“理论”作先导，为民立极，还有“三个
代表”。实施“依法治区，科教兴区"战略，坚持“工业立区，开放强区”目标，生
产力大解放，经济大发展，人民的生活大提高。簇簇新绿，缕缕温馨，把个古
老而富饶的汉南，装点得气象万千，分外妖娆。在市场经济的大比拼中，乘

“中部崛起’’的东风，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万支神来之笔，

在287平方千米的版图上，各显身手、各展精妙，同心同德建设富裕汉南、生
态汉南、和谐汉南，向着小康社会兼程倍道。

美哉汉南!大地流金，风景独好。壮哉汉南!俊彦辈出，独领风骚。

欣悉《汉南区志》面世，谨致贺忱，同时祝愿汉南的明天更美好。
是为序o

2006年11月

(谢功卓：中共武汉市汉南区委员会书记、武汉市汉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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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裕江

《汉南区志》出版发行，这是汉南区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诚为可喜可贺。

我谨向全体编纂人员及关心支持编纂工作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

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志为信史。《汉南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纵贯古今，横兼百业，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较为客观

地反映了汉南的历史与现状，有着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汉南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自然条件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改革开放特

别是建区以来，中共汉南区委、汉南区人民政府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

发展作为执政兴区的第一要务，把解放思想、重塑汉南精神作为振兴汉南的强

大动力，把突出重点、兼顾全局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关键举措，把坚持“三个文

明"一起抓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作为

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多条战线、多项工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领导下，我们决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

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组织带领全区人民，认真落实科学发展

观，抢抓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机遇，正确把握方向，精心谋划全

局，努力实现全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

(曹裕江：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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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卫国

志乃一方之全史。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汉南区志》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编就的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其记叙的内

容，纵贯古今，横陈百业，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活动的各个门

类、各个领域到社会各项事业和思想意识等无所不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

部经世致用的综合地情资料书。

编纂《汉南区志》是一项十分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其编纂成功，是各方面

通力合作的结果，是参与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几年来，广大修志工作者以高度

的事业心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不辞辛劳，广征博采，去伪存真，去芜取精，存信

阙疑，厘讹增漏，为全区人民无私奉献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另外，还得感谢

驻区各单位和区属各部门、各单位提供了大量资料，省、市方志办的专家、学者

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已经离退休的许多老领导倾注了不少心血。

《汉南区志》的出版发行，为人们鉴往知来，认识汉南、研究汉南、开发和建

设汉南大有裨益，我谨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范卫国：政协武汉市汉南区委员会主席)

200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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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

汉南是个好地方，这里佳话迭出、奇迹繁多，革命英烈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

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农垦战士用信念和意志铸造了新时代的辉煌。这里俊彦

辈出、人才荟萃，许许多多的汉南人走出去，为外面的世界增添了精彩，许许多

多的外乡人走进来，为古老的汉南带来了繁荣。这里襟江带河、风景如画，人们

既可领略到长江磅礴东去的豪迈，也能感受到通顺河涓涓流淌的柔情，从中得

到悟彻和熏陶。这里江堤巍巍、四通八达，裹挟深厚的历史底蕴，凭倚江河翕张

之地利，走出了一条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发展之路。这里沃土流金、风光无限，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决了绵延几千年的自由经济堤坝，希望的田野在改革

春风的吹拂下，各行各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斑斓图景。
一

为抢救和挖掘沉淀久远的历史记忆，链接和绵续我们今日的前进轨迹，教

育和鼓舞后来人开启未来的光辉航程，《汉南区志》的编纂者遵循详今明古的原

则，以务实求真的作风、吃苦耐劳的精神，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汉南区

志》全面、客观、真实地记叙了汉南区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叙了

1984年建区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汉南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事业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是一部汇古今之资料、集一区之全史、内容

丰富的地情书和乡土教材，是汉南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

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价值。我为《汉南区志》的出版发行鼓与呼，并相信这个

开汉南千秋之创、发汉南百世之韧的文化资源，一定会为“富裕汉南、生态汉南、

和谐汉南’’的建设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2006年7月

(李忠：时任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区长)



序

张浩元

1992年，我由市直机关调到汉南工作，现在，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汉南这块

镶嵌在武汉西南的璀璨明珠，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勤劳、智慧、质朴的汉南人民。

汉南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在这里发现了“汉阳人”头盖骨化石，出土了造

型华美、做工精湛的商代青铜樽。汉南襟江带河，得水独优，堪称武汉防汛的第

一哨和西南水利屏障。汉南交通便捷，京珠、沪蓉、福乌三条高速公路在这里交

汇，汉洪高速公路纵贯全境，是我国中西部水陆交通的区域性中心。汉南物阜

民丰，人杰地灵，农业独具特色，工业前景良好，投资环境日趋完善，成为国内外

客商争相投资的热土。

《汉南区志》的编纂者克服重重困难，殚精竭虑，广收博采，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向世人奉献了一道丰美的文化大餐，精神感人，行为可嘉。我深信，《汉南

区志》这部经世致用之作，必将激励汉南人民常励凌云志、苦练揽日功，同心同

德把汉南建成武汉城乡一体化的滨江生态新城。

(张浩元：时任武汉市汉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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