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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老官乡志．》纂成∥实是：老官地方的一件大事。．：值此成。书之

际，’谨书数语，‘．权以为序。r 7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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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乡志》是在广泛收集、：，认真考订大量资料、，编写村史的

基础上，．：：经四年时间编纂而成。．·工：程艰巨。．，然修志人员承命竭力，，

凝成此书≯．以老官乡，“七五”．．建设的一项成果，’．F两个文明”建设

的_朵鲜花j。献给老官乡人民，，可喜、～可慰l一．·．1： ’：
‘

，生长老官乡人民的这块土地，．．1形成乇长江西徙之中，．定型于长

江大堤修筑之后，地下有南岭残丘，地表为淤积平原。¨自．两‘汉．。，

隋、唐至宋，历元、明、t清．、．民国以至于今，老官人民世世代代在这

块土地上奋斗开发，．休养生息，j但两千多年来却从未有过·本记述

它的历史事实的地方志。‘，旧时官吏大都不一睑民。情，．不理建设，，何期

修志li对李今日?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j皇．能再毒历史渣婆?是以
决心编修乡志，o昭传后世，以激励子子孙孙珍惜、j奋发，．建设美好

的家乡∥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no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老官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

承和发扬先辈勇敢、坚强、勤劳、朴实的优良传统．，在这近六十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改造：建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普及文化，社会

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更加奋发图强地医治“十年动乱”遗下的创伤，运用科学，坚

持改革，．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地方面貌逐步改观。然

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方兴，新的科学’技术正在深入发展，形



势逼人，时不我待!欲使老官乡的社会主义建设跟上时代的步伐，

就不能不借鉴地方的历史，了解和掌握地情、民情，依据地方实

际，制订发展蓝图，以利于发掘潜力，卓有成效地开拓前进。

《老官乡志》就是根据这个历史使命而编纂的。它是一部简明、

翔实记述老官地方有史’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人物、自然地理等乡“漪、1j内，容幸

富的资料书；是地方领导机关以’及各村、．各户，亦即全乡干部、群

众，_·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和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

政策，联系地方实际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繁荣经济j一发展文

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的可靠历史依据，；是地方人：民从中吸取效益，。‘

接受’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有’．益于当

代，'泽被于后世。． 一’ ·．‘·一 ’。+·' ，
’，1’

一．编纂新的、社会主义的地方悬，’，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工作。在

乡志编纂过程中，j、虽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审核、．考订资料÷?‘实事

求是记述，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统-，卜更好地为社套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但由于工程浩繁，：+时‘间’紧迫，‘经验不足，仍

不+免存有漏误。f为此，?’除恳切要求批评指正外，+y更期望后之有志者

：留心于此，积累和补正资：料，j’于若二F：年后重修上：部1．更完备的j。高质

量的《老官乡志》，一是为至幸1 1-：：：。 一．·一 少 一：’

谍浩氛
咖小豆每_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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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乡志》今幸刊行，作为责任主纂者≯’不‘能不赘告教言。

·‘《老官乡志》编纂伊始，乡党委和人民政府即认真研究决定，

列为乡社会主义以两个文明”建设重要项目之一于并得到全乡人民

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各村认真采集资料，编写村史，对编写乡志作

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t

全乡人．民热忱修志'。其义唯一：珍惜历史，珍惜实践，系统地

记载过去，以荆继往开来＼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有效地联系本地的历史和客观实际，‘使老官地方的建设日新月

异。《老官乡志》依据可靠资料，翔实地记载了．老官地方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自然、地理等情况，以备当代和后继者借鉴。．

+编纂乡志，．就老官地方来讲，对于过去是首创，对于将来则是

尝试，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不足。然而有了开始，后来之有志于

志者必将奋起续修；以臻完备，此为本届修志者之所寄望!

编纂乡志，贵在求真存实，’挈住本质，毅去芜杂；志其必志，

省其必省，。体现规律，揭示未来。明稽本届修志；虽然依此作出了

努力，但是却未完全迭于此境。可见，主纂之指导思想，及编纂者

之素质，对于态书惯量，‘：至为重要。后来者有省于此，再续修乡
，，

志，必远胜于今。‘“，，“7。‘
‘

乡志之必修，并非个人意愿，．而是人民的需求，是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发展的需求。作为领导者，必须适应形势)善于组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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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把握编纂要领，真正做到认真、细致、切实的领导，贯彻始

终j

．． 《老官乡志·》，在全乡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县、区领导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终以雏型出版，呈献于老官人民，实为一大幸

事。坚信经此一举，继来者必将续修补遗，开拓方志事业，为建设

美好的来来，作曲更加有益的奉献：1 j：_。{j一．-。j’：‘，．．．·

声够璺



凡 例

凡

_、本志下限止于1985年，上限依事据实上溯：地域范围以现

行政区为准，历史上曾辖区域之人、事记载以划出时为止。

二、本志叙事，据实详今稽古，力求系统、翔实、简。要、明

嘹，不加评点，求实存真。 r·

三、本志结构，以类为卷，以事为项，项下有目。 “项”、
“

目”分别以“一”、 “(一)”、 ．“1”、 “·×X·”等标示。’

四．、本志体裁，以志、记、传为主，间1辅图、表、照片。 “志”

以事为纬，：噱时巍经；、分门别类，依时记事之沿革、本末； “记”·

以编年体与本末体相结合；． “传”，志人叙事，在世者则在有关史

4事中介述；图、表、照片，辅载于有关文字之后。
‘’

五、本志文体为记述体，语体文。重要引文保持原貌，历史机

构、官职、．纪年等按历史称谓记叙，史事涉及旧地名者一律括注今

名。本乡解放时间为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本志以此区别为解放

前、后。

六、’本志字符，以汉字记叙，数据，表格用阿拉伯数字，历史

纪年以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计量单位，以历史习惯计量单位

记载，括注现行计量单位；绝对数据、人数、亩数保持到个位，百

分比及特殊数据保持到小数点后两位；统计表上注明计数单位与计

量单位。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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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乡位于嘉鱼县域东北部，一濒长江，．东近金水河，。南接潘

家湾镇，·．西北与东岭乡接壤，北与武昌县范湖乡‘相连。．乡人民政府

所在地苍梧岭(：自‘然镇)．；西南离县城鱼岳镇27‘．5公里-(公：路36公

．里)，‘西北离觯洲镇15公里(公路17．5公里)，北离武．汉市47公里

(公路63公里’)，。． '．I
o：

．． 一 ．’．．．·．，

． ·．老官地方历史悠久。汉初，居民以渔、。农为业。．‘宋政和三年

。．(11．13．J)修筑长江堤防后k人烟渐增。元以前属广贤乡，．明清属广：贤

里，民国十七年(’1 928．，)．为苍梧、良民乡，民国二十六年(1．937)为

。东梧乡。’一九五_年分建为老官、苍梧、解放，游湖、‘杨茂等乡，．

一九五三年并为老官，红旗、：解放三乡，一九五八年为觯洲公社

’大城管．理．区，·?-一九六_年为老官公社，-_九八四年为老官乡。乡

辖l 5个村民委员会，83个村民小组。共25个自．然村，1个自然镇，：计

3654户，1．69．39．人，其中，有回族3人，满族2人，苗族1人，、余皆识

’族· ，
·

．

·+

’．·
’‘’

老官人民勤劳朴实，且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清成丰二年(1．852)，

老官嘴罗洪太等参加太平军东征；辛亥革命，罗一安为武昌首义中

+坚人物之一：大革命时期，‘老官地方成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和．农

民邑卫队，打击土豪劣绅六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金水王委领导

下，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一批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年，与日一伪进

行顽强斗争；、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解放后，老官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

+金乡总面积59，6i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8叻√耕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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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1 7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7．6％，人均2．1 9亩。一九四九年以

前，由于官、绅剥夺，：躁不聊生，加之瀣堤失修，农田水利不兴，

水、旱灾害频仍，农业“望天收”。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人民世世

代代聚积的智慧爆发≯勤劳奋斗，，咖涸堤防，’!兴修农’田水利．，发展

电力、．机械，．调整农业结构‘，推广科学技术，实行农田承包责任制-o

同时兴办正商企业，’发展．文化、’j教育事业；’使老官地方经挤由自然

状态进入开拓领j域，．农业增产，各业兴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到

一九八五年，全乡建修有大渠10条、斗渠48条，全长500公堕，基本

实现农田渠网化。’．沿堤、．渠v通路、．村庄、滩洲植树造林3292 1亩，

森林覆．盖率为36‘．‘81％．、；立木蓄积量29368立方米；基本实现园髑化，且

为：县速生丰产秫基地之f。老官嘴建有．35午7伏变电站二座，』输、变电

线路2．1．b公里．，年供电量307万度。全乡拥有农用电动机2 1-2台(36 93：．2

千瓦)’．，柴油机2，奎台，，’大、中型拖拉机49台，小型手扶拖拉机1 3lQ台，

汽车t1：2辆，总计1．00056．‘9-5力，．亩I平、均2：7--5力；建有固定电力排灌

站1．5座；·小型泵站73处；计龟动机92台，．2452．4千瓦j柴油机3台(32

马仂、)，．受益农田3．5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5．§％，。可防百日大

旱，且日降水180毫米不涝。同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改低洼旱地6,229

窟为水田，冰田面积增加j到．22664亩，改单二粮食生产为粮：i棉、油

并重，‘‘并改良疳种，发，‘展渔、牧，。生产协调增长。‘·‘九八五年，粮

．食总产、3315万厅，．：比一九·四九年的．1085万厅增长+2倍；’芝麻总产。131

’万斤，比’卜九六五年的2，8．4万斤增长3．6倍；一．皮棉总声42”．27万{厅，!

：比卞九七五年的·36：’95万斤增长5d％、；养鱼2835亩j：’年产鲜鱼4可万

斤：，，．比二九七五年．的7．4万斤增长一3．6倍；饲幕牲猎2．1 2万头，‘’比．一

九七五年鲰1．．06万头增长l倍；：总收入l象。14万元，‘为÷九七五年27'2

页元的4．’46倍；‘入均纯收入446元⋯比一九等五年的jn6元’增长2、8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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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前，乡域无工业，少数商业仅集：子老官嘴，’且经营

不畅，‘后趋衰落。’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工副业二时兴起，．由于

经营不当，频于崩溃。?_二九七八年以后，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改革、开放i‘搞活的方针，工商企业发展，到．一．九八五年，“。

金乡办：有砖瓦j’、镀铬、j化工、食品、机械修配等乡村企业22家，固

。定资产l 02．2．8万元、，。．年．产值．1 89：．49万元；饲料、油料、．食品加工及

鞭炮：j。服装、鞋钉：’印刷、’’塑料等个体或联合体企业28家，‘国营供

销合作商业、个体商业245家，年商品营业额1 74．06万元。工商企。

。业韵发展；．使老官地方经济结构改观。一九八五年全乡总收入7

l 2 l 4．1 4万元，其中：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共936．87万元，占。

77．2 o／o：工业企业l 56万元，占1 2．8％；商业l 02．7；Y元，占8．5％；

其它收入18．57万元，占1．5％。 ，
．

．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金乡文教卫生事业日趋兴旺。学校．

教育，民国三十七年(1 948)仅有保国民小学2所，学生380磊；。一

九八五年，全乡有幼儿园l所，小学ll所，中学2所0学生3l 58名，

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2％。且自一九五一年开展扫盲识字以来，到一

九八五年，全乡扫盲率为88％，青壮年皆已脱盲。文化事业得到相

应发展+，‘金乡有一座电影院，四个电影放映队，乡有广播站、文化

站，村有文化室，文娱、体育活动普遍开展。医疗卫生设施普及到

村，乡有卫生院、、血吸虫病防治组，村有医疗站，血吸虫病、麻疯

病己基本消除，天花、霍乱绝迹，常见疫病能及时治疗，人民健康 ·

水平普遍提高。 ·

．在建国后3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老官人民经受了“大跃进”的

磨炼，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检验，从曲折中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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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验教训，认识到实事求是地依据老官地方的客观实际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才能不断开拓前进。

老官地方自然条件好，交通方便，。土地肥沃，堤防巩固，农

田排灌两利，农、‘林、渔、牧、+工商企业及文教、卫生事业都有了

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今后，只要决计发挥农、‘林优势，发展乡村企

业，完善农、．土、，商经济结构，同时进一步健全联产承包责任制，

发挥人民创业的智慧和力量，繁荣农村经济，促进文教、+卫‘生事

业，．老官地方_定会建成经济繁荣、．文明昌盛的牡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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