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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沿革
据同治八年重修“随州志”地形图记载有“淅河店”三：

字，清朝中期猪笼巷子城楼上刻有“古淅河”三字，东门上生f

有。汉东屏障”四个大字，可证此地乃历代淅河镇之旧址．淅

河地近漂水的东岸．漂水自高家滩经罗家井汇入浸水竹杆潭

计三千米的流域称为小西河，浙河以此河水而得名(浙河的由

来杂记上有说明)．
、

．’，

随州志载：州东北八十里有平林城，晋以后置县，唐武德

并入随；州东南三十里为光化县故城．南齐所置，宋时并入

随。淅河距随=十里，介于光化、平林两县之间；当时隶属
过何县，无所考证。历代置县滋繁，疆域变革难记，兹就其有

据者志之予后：

秦汉以后，随城反复建过郡．县，州，浙河坶属随。明成化

年问，增新厢里，淅河属损Jil乡新厢里辖(新厢里辖区：r．东至

马坪．南至光化铺，西至随城外东美，北至蟮咒湾≯。-清靶隆

三十九年，随县设六总，·淅河系吏目辖区。：良国扔年，渐j皤为

东二区。其辖区。东南至马坪，南至永丰浪河i北至李家寨’，东至

应山境，西止漂水河。一九二九年浙河定为第二区，辖区与东

二区同。一九三二年改为第一区，辖区增添了随东郊和万店．

-JL三八年，淅河沦陷，日寇以淅河为据点，将村、镇划为

二、三个区，其辖区即今公社全境和大堰坡公社的光化管理

区．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将淅河划为淅河镇、觉辅乡两个行政

区．一九四六年乡、镇合并为淅河乡，其辖区即今公社全

境。-Jr,四八年解放．浙河属随，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浙河一直是区、乡，人民公社所在地．



二、行政区划

(一)位置：

浙河公社位于随洲东南十公里，驻府河上游=lkjL#，处浈、

漂两水汇合处的东北方，正处北纬3 1。4 2／，东经

l l 3 。2 8／。 ．

(二)至界面积：

本公社东至陈畈管理区王家畈与应山县马坪公社颜家铺交

界，西以漂水河与环城公社寨湾管理区为界，北至魏岗管理区

与万店公社老店大队隔河相望，南以府河与大堰坡公社为界，

东北至陈畈管理区与虚山县徐店管理区王家湾接壤，东南以随

应桥与应山县马坪镇为界，南北长约三十公里．东西宽一十五

公里．全社总面积约为一百七十平方公里。其中山林五万九千

七酉零三亩；非耕地水面十一万一千余亩；耕地九万一千零七

亩。耕地中的水田六万五千二百七十一亩，旱地--ji五千七百

三十六亩。其中水、早稳产保收的计六万五千亩．

(三)行政区划：
●’

淅河，一九四九年划为第二区，辖长岭、余家畈、光化

铺，独山，黄河口、马铺，土城、刘包子，魏家畈，十里，陈

畈，柏树、六合、龙嘴、黄家水寨、聂家嘴、花园、金电、邵

家岗、方罗．魏岗，包埠、沙坡二十三个小乡和淅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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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Ji：小乡为火乡，淅河区辖光化、渐河、金屯，

马铀(后更名十岗将源马谪的部份地区划归浙河管理区)、陈

畈、魏岗、塔儿湾、兴隆、兴中、万店等十卜乡和一个淅河

镇。一九五八年曾改为先锋人民公社，旋复旧名一一淅河区。

一一九六三年淅河，万店分区；渐河区辖魏岗、金电、陈畈、淅

河、十岗．光化、长岭七个管理区和一个渐河镇。一

--JL七五年撒区并社，组成渐河人民公社，渐河辖金屯、

魏岗、陈畈、淅河、十岗血个管理区和一个淅河镇。光化、艮

岭划归大堰坡人民公社所辖。

(四)人口劳力：
一九八。年公社共有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四户，7 0 7 4 2

人。其中农业一万四千=百四十户，6 5 5 7 6人；非农业九

汀九十四户，5 1 6 6人。劳动力为2 5 3 5 1人，男劳力

j 2 7 j 3人，女劳力1 2 6 3 0人。一九八。年人口净增率

是千分之九点N-"。历年户数，人数附表于4页；



淅河人民公社历年来户数、人口、劳力统}f．表

数 人 口 劳 力

年度 全 劳 半 劳
户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男 女

1957 10457 43045 21052 2199 3 1446l 561 7 4507 2131 2206

1958 10432 43958 21954 21984 1 3050 5567 3787 1489 2207

1959 l 0822 40951 23567 23384 14l 99 55l 1 4430 l 726 2532

1960 11767 46583 23029 23554 13437 57￡6 4669 l 276 1 706

196l 11690 46985 23352 23633 1441 7 601 4 4770 l 728 l 905

1962 11920 49888 25214 24674 15409 6437 5309 i 720 1943

1963 11398 50499 25414 25085 16964 7607 6074 161 9 1664

1964 11478 51530 25969 25561 l 7503 7883 6308 1632 1680

1965 11508 52507 26903 25904 19077 860l 6800 18lO 1866

1966 11743 55532 27738 27794 1972l 8606 7 155 1920 2040

1967 12110 56829 28748 27676 20004 8790 7430 1821 l 962

1968 I 2183 57424 29401 28524 2037l 8857 7652 1914 1948

1969 1 2500 59983 30474 29509 20917 9006 7735 2l 1 2 2064

197G 12520 61061 30926 30135 22322 10074 7’852 2152 2244

197l 13082 60800 31468 29332 21658 8524 8278 2348 2508

1972 13354 63889 32323 31566 2288"4 9807 8452 2328 2297

1973 1 31 29 61 785 32185 29600 231 02 9657 8786 2395 2264

1974 14057 65298 32775 32523 23103 9976 8089 257： 254'

1975 14565 67113 34003 33110 24313 1017l 8935 267￡ 253：

1976 15321 67803 34450 33353 24289 9840 8891 284t 27l(

1977 16700 68417 34634 33783 2481 2 9918 8786 303 1 2871

1 978 15405 69397 35708 33609 25001 ，9852 90l 2 313E 2919E

1979 15097 70267 35l 22 34845 25567 1 0220 9332 2761 274：

1980 15234 70742 35642 35100 2535l 12713 1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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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河镇，历史悠久，索有“小汉口”之称，特别足襄(阳)

花(园)公路建成以后，水陆交通更为方便。水运，西通随县、环

潭，东通安陆、武汉。陆运，公路远达襄、浸、武汉；致于北而

的英、草、万店、信阳，南面的洛阳，三里岗、京山、应城，东

面的应山各店均有大道串连。商贾云集，车水马龙，天天逢集

是淅河地理条件决定。清末，淅河土布远销山、陕、陨西。帝困

主义经济侵随。先以淅河为驻点，排斥土货、推销洋货，在浙河

设“官方盐局”，“太古煤油”、“洋行”等，大小贮存仑库

数百余间，占地三千多平方米。市面京广杂货、饮食、交易，

行栈应运而茂．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日寇侵淅，蹂躏七年，老街房舍

毁之一尽，街道居民在桃园寨、安民乡另建新街。一九四丑年八

月十四日，日寇投降，恢复老街，但生意仍然萧条。解放后，浙

河镇为区、乡，公社所在地，百废具兴，镇容壮观，汉丹铁路、

公路横穿集镇北门口，三条长街整洁地排列于公路南面，街道

均以鹅蛋石沥清油渣铺垫。自北向南宽八米，长八百多米的街

道为云露街，街南端接浸水河，河上架一座长一百五十米的平水

桥，是通往长岭、府河的要道。北门口至十字街的一段长五百多

米的街道，是集体，个体商贩集中经营区。介于两条街道之间的

长二百五十米，宽十五米的街道为北门横街，是供销社商业集中

区，设有匹头、针织、百货、文具、书店、五金、农具、收

购、食堂等十二个门市部。浈水河畔修水箭，营造防风林，戏

杨插柳现已成荫。镇内供销社、铁中、印刷厂、招待所、影剧

院、银行、照像馆，卫生院、粮管所、邮电局皆为三层以上雄

伟壮观的大楼。店内商品琳琅满目，街道人群川流不息，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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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通，,lisa繁荣。--／D／L<：,年全镇LA；]kJL-n'X十四户，二千八

百六十七人，早已形成了全社的政治、经济、2：'f-k,中心。

(淅河镇一角)

：j；村落：全社共有四百--4-4：个自然村。其中二十户以上的
*_

一百零五个，三十户以上的三百零三个，十户以下的小湾-T'JL

个。现在4 o％以上的村庄变成了新农村，55％以上的农户安上

了电灯，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零落破旧、参差不齐的老式模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浙河三大队二从新农村)

(六)民族、宗教：

本社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只有十多个人是皿I族。解放

前，道．积、灭主教均有。至今浙河沿河夫队尚有少数居比竹

仲天主教，兹就该教情况概述如下：

传教时间、机构、宗旨。

天主教自公元一七一一年传入渐河，渐}lⅡ教堂一直属意人

利教区。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夕，因教徒何道义系爱尔兰人，

教堂亦属爱尔兰所辖。

一九二六年，天主教在淅河沿河大队修建一栋两层楼的教

堂，面积五百平方米，高四十米；另建饭厅、宿舍、学校等

房子五十余间；设有教徒办公室，社会救济所，圣经堂，事务

处等。一九三七年办了一所小学，学生一百余名，、教师十多

名。一九二一年梅神甫被土匪害死，国民党政府强迫群众兴建

梅神甫医院，梅神甫路。至何道义任神甫时，解放战争势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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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该教徒返回本国。

天主教传教宗旨：主要宣扬唯心主义，让群众倍鬼信神，

认为地上万物是天赐，世事靠神主宰，劝人民信奉天主。

二，传教内容，方法：

①举办学校．传授天主教；一九三七年前就创办了“随县

天主教堂启元小学分部”，入学者大多数是教徒子女．一小部

分非教徒孩子(只占l 2％)。学习内容以圣经为主，兼学圆

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学稃。’--．在教学时闻上除星期六
师生都参加教会活动外，每周传授三到四节圣经：’当H寇侵l_

浙河，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扰得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时，

该教堂就举办难民所，收容难名四百余名，顺收新教徒二百多

人，扩大了传教市场。

②定规戒，立守则：a、占礼六(实为星期五)不吃肉，吃

了肉下地狱。这天是耶苏病故之日，为记念耶苏，教徒们一定

要斋。b、十戒。其内容：一、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二，毋呼天

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瞻礼主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杀

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盗。八、毋妄证。九，毋愿他人妻。

十、毋贪他人财物。C．为扩大教徒，规定在教的女青年不能同不

在教的男青年结婚；不在教的女青年可同在教的男青年结婚。

③天主日=韵由来(星期日)：天主教者认为世界是耶苏创

造的。耶苏于星期一公天地，星期二分日月，星期三造山水，

星期四造万物，星期五分飞禽走兽，星期六整个世界成功，星

期口是他休息日。故此，教徒们在这天念经祷福，下午做降

福，如果星期天搞了劳动，就算冒犯了天主。

天主教以施恩赐福为口头禅，积极扩展传教范围。淅河人

民于一九二六年在党代表程雪祯的率领下，开展反帝反封建的

斗争，捣毁了天主堂，撵走了神甫．

暑



三、自然地理
(一)地形：

淅河公社境内山、岗，嗲具备：崛起于东北的，为桐柏山

余脉，群山环列、山峦峻峥、系东方屏障；绵亘于巾的，是大

片丘陵，岗峦起伏、坡坡勾连、是中原良田；平铺于西的，是

广阔平原，人口稠密、土质肥沃，是膏腴地带．随应河逆折回

川于东，马蹄沟漪漪萦绕于中，漂、涣二水奔流曲绕于西。淅

河踞倚五山，襟带四水，北有先觉．鞍山两水库灌溉公社全

境，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农、林、牧，付，鱼业各项均宜发

展，农业年年增产；南有淅河集镇，北通信阳，南接随南各

镇；处襄、汉要冲，厄随洲咽喉，集散幅员百余里的物资，商业

历来茂盛。

(二)山脉：

公社东北高于西南，除东北山岗交错处有几座高山外，其

余均属丘陵和平原，兹就几座名山记载于后：

俩仙山：山高二百九十九点七米，位于淅河镇东北方陈畈

管理区。该山北跨楼子湾，六合寨大队，东跨马当大队，西和南

跨龙嘴大队。主山西北方的附山脉为笔架山。山腰、山脚、山

洼有人造油茶林，湘杉林和松树混交林。也有少量果树，油桐

树。正北方洼子有一块残生的山竹林。东西方山脚建有队办林

场．山顶原有一座古庙(已毁)，现竖立测绘三角点。山的正

南角有一vl龙潭，龙潭是一股泉水，大干三年泉水不断。旧社

会遇大早之年，人们抬着香、桌，背着水壶来此求水。右侧有

几户人家的村庄，扬名龙嘴。前方是梯形农田。古今神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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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有俩仙人在山上下棋，因而得名为俩彳IIl￡n。 ．

马鞍山：山脊两端跷起．中间凹下，形似马鞍，故名马鞍

山。该山位于淅河镇北十二里，高(海拨)二百五十米，属金屯
管理区所辖，跨邵家岗，燕子湾两个大队。右侧解放后建了一座

水库，为马鞍山水库。山上历来有庙堂和房舍及古寨墙，几经

兵荒拆毁。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山上筑碉堡作为侵略据点。

该山土层较厚，宜栽松竹，现已绿阴蔽日，灌木丛生。

李家寨：是前人防匪建筑的山寨，因李家大姓丽得名。位

子淅河镇北，属魏岗管理区李家寨大队所辖。山高二百四十九

米，山顶还有古寨墙痕迹，寨墙里是果园和黄花地。山北建有

大队林场，山南建有一所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略军在

此筑碉堡为侵略据点。

孙家寨：是前人防匪建筑的山寨，以孙家大姓而定名。位

于淅河镇西北，属魏岗管理区孙家寨大队所辖。山高二百一十

六米。山顶还残存寨脚痕迹。山上松柏已经成林。

先觉庙：位于淅河镇北十三公里，属魏岗华家湾大队所

辖。山高二百四十四米，山顶原有一座古庙(已拆)，正北建

有一座大型水库，为先觉庙水库。山左侧马鞍形处建有大队林

场，向西一长岗是人造果树林，岗尾有一片人工湘杉林。山东

有一片龙须草。山左侧洼里原有一片青翠挺拔的竹林(已毁)，

抗日战争时期，一次，数十名百姓躲乱到竹丛里，不幸被171本

鬼子察觉，全被屠杀，致使血流山河，后称杀人洼。

(三)河 流：

本社河流，主要有府河、漂河、马蹄沟、守溪水计四水，

现将其流源载于后：

府河，发源于大洪山(称浸水)，流经茅茨畈，环潭、安



居、环城公社，绕淅河公社的淅河镇、淅河、十岗管理区，计

经淅河三十华里，经云潭、马坪．安陆汇入刁叉湖，注入汉水，

流向长江．

漂水：发源于朱家店，东支流由万店，先觉庙水库，经淅

河公社的魏岗．金屯西边注入府河。经淅河段全长三十华里。

马蹄沟：发源于卢合寨北部，流经陈畈、马家铺，注入府

河，全长二十二华里。

守溪水又名刘家河。发源于俩仙山，自上下龙池、流经舒

家河、严家铺，天缘桥、到狮子潭入涣水，全长二十华里。

(四)雨量，气候 ．

一九五九年⋯九八零年降雨量统计表
年

降雨大数
降雨量 年 降雨量

度 (毫米) 度 降雨天数 备注(毫米)

1959 45 546．2 1970 。96 986．8

1960 45 436 1 97l| 86 824．4

196l 54 564．1 1972 95 ． 946．4

1962 4l‘’一 。602：7～ t973 ～‘l寸2— 1374．5

1963 78 864．2 1974 97 896

1964 89 987．4 1975 90 143l

1965 79 864 1976 86 1201

l 966 87 1120．3 1977 89 l 01．0

1967 90 l 234 1978 98 l 245

1968 84 Il 34．4 1979 l 05 948．6

1969 10l 1 24 1980 86 845．4

气候：淅河公社地处府河上游、随中平原、气候温和．全

lI



社无霜期达二百三十天左右。年降雨量在九百一一一千毫米左

右。具有四季分明的特点；春天风和日暖。雨量充沛，万物繁

荣，百花争艳；夏天天气逐渐炎热时而雷雨降临，时而云散日

现，骄阳似火；秋季天高气爽，有时阴雨连绵；冬季雨量很少，

霜雪较多，寒风刺骨。一般气温：冬季(一月)平均2 2。C，夏

季(七月)平均2 8。C，年平均气温为j 5．6’C．

(五)自然灾害

时 间 类别 危害程度 时 间 类别 危害程度

1865年 大早 稻棉枯焦 1960年
大旱 稻棉枯焦咸丰2年 90余天

1870年 大水 淹没庄稼 连 日 麦长在田
同治九年 冲毁房屋 1970年

阴 雨 里发芽

1818年 瘟疫 死的人有的户 水源奇缺

民国七年 流行
占总数l嘶． 1978年 夏旱 部队吃水130余天全家死绝。 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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