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城盐

应城盐同石膏一样，蕴藏量丰富，分布地较广。解放前，采

用熬盐供民棠，但盐质不纯，含杂质较多，对人体不利。1958年

以后省、县两叛盐矿(厂)先后采用真空制盐的先进工艺，制成

多种用途盐，畅销各地，皆受欢迎。1974年国际友人专程前拳进

行过考察。



应城石膏及石膏嗣成的工艺品

应城石膏资源丰富，分布较广，层数多，膏层厚，质量纯，

品住高，在工、农业，医学、卫生以及工艺美术方面用途很广。

从明朝嘉靖年同开采至今，己有四百多年历史，历来畅销国内

外．享有矗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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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的一本较为详细的地名资

料书。其内容有县、公社(镇)，大队，自然村、集镇、重要的

企事业单位、自然地理实体以及人工建筑物和名胜古迹等现行标

准名称，各类地名的概况，各公社(镇)，场地名分幅图和一部

分照片插图。 ·

，

， 《应城县地名志》是在完成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汇编的。

我县地名普查从1c80年6月中旬开始，1981年3月结束。在历时

’9个月的时间中，全县地名普查人员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在省地名委员会和地区地名办公室的指导下，以l I 5万地形

图为基础，对全县1，I,r 3平方公里土地上的3200多条地名进行了

逐个核调，并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国务院发布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经过县人民政府批

准，对部分地名进行了调整，解决了一些一地多名、一名多写、

用字不当，含义不妥，重名等问题，基本上做到了地名含义健

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在规定范围内不重名。因此，本书就

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

《应城县地名志》基本上保持了我县地名的历史面貌，为今

后保持地名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实现地名标准化和地名管理科学

，化打下了基础。本书不仅在使用时为我们提供了地名标准名称及

各类地名含义、历史沿革，而且比较完整地、准确地反映了我县

的历史，地理及经济状况，亦有助于我们分析，探索地名的成名

规律，使地名工作直接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应城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例

， 为了便于查阅和正确使用《应城县地名志》，现就有关情况

简作说明： ’

一，本书共收录地名3163条，占全县总地名的98．8％，其中

公社，大队，自然村(镇)的地名全部照录，对企事业单位、人

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和名胜古迹只编排了主要地名。凡所录之

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单位在使用地名时一律以本书为

准，不得随意更改，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更改地名时，必须按国务

脘305号文件的规定办理手续，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二，本书地名按下列四类体系编排：

(一)分类。
。

1、行政区划及居民点的名称、包括社(镇)办企事业单位

钓名称，
’

，

， 2、县及县以上所属的企事业单位及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

站、港，场等名称，
’

’

3，县范围内的人工建筑、纪念地及名胜古迹名称卜
， 4、县范围内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j

(=)排列：

各类地名排列次序为1类地名按隶属关系的公社(镇)为单

一位，先排公社驻地(或所在大队，没有所在地，均系地名未建在
。

居民点)，然后按照公社地名图，对其它大队，自然村从左至

右，从上到下进行编排，对2、3，4类地名按其性质集中编
4‘

排。为便于区别公社，大队与自然村，在排印时，采用了不同字

。体． ．



三，为分清各条地名的类别，我们在各类地名首页的首行或

备注栏中标有(，)号，如大富水(河)，东西汉(湖)表示其

地名的类别。因自然村占多数，故没有用符号表示类别。

四、为排版合理、直观，我们按公社所属大队集中在各公社

前面用表格反映，各自然村的成名含义除能顾名思义的如以姓氏

命名的赵家湾、李家湾，以序数命名的七湾、九湾j以方位命名
。

的东陶家湾、西陶家湾、前邓，后邓、上湾、下湾等以外，其它

作了简要解释，凡在备注栏中标有“·"号的就是该地名的成名

含义，有些字因当地用意不同，另标有[方]号，表示其字

<词)的当地含义，如挡[方]即低洼之意，土库[方]即土

坯房屋’如标有()号的就是指该地名的别名，对本书中出现较

多的地名用字如咀、台两字，是指本地有一块突兀在湖边或伸向澳

中的较高台地，本地称此为湖咀或台子。 ‘。|

- 五、本书所录之地名，均有一般的概况和历史沿革等情况盼

记载，并逐一填写了地名卡片。因受篇幅所限，我们只将县、公

．，社、集镇以及重要的人工建筑和名胜古迹等写了概况，为要了解

其它地名详情，可查阅地名卡片。这次录用的地名均已标注在．

1 l 5万标准地名图上，并分公社(镇)绘印成图。 ，

六，地名的汉语拼音，一律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溅

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

： 七、凡书中所用高程，系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
’

八、图中所标行政区划界限，均未经过实地测定，仅作一般参

考，不作划界依据，各行政区划名称均系。580年8月份以前的名

称，管理区属一级派出机构，未纳入行政区划名称范筹，书中河

流，渠道、公路等长度，一律只写了在我县境内的长度，其它有

关国民经济和基本情况数字均系1979年底年报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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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城县位于汉北河以北，湖北省中部编东，孝感地区西南。
‘

东以漳水和涣水与云梦县为界，东北与安陆县毗连，西与天门，

京山县接壤，南与汉Jil县为邻。东西冤43公里，南北长45公里，

跨东经113。19 7——1130457，北纬30。43 7——3l。08 7，应城真政

府驻城关镇，该镇东南距湖北省府120公里(公路)，7东距孝感

地区行署4￡公里(公路)。 ．

’

应城县共辖城关，化工，长江3个镇，巡检、杨河、杨岭、·

红旗、兰合、陈河、黄滩、郎君、义和、天鹅lo个公社和一个南

垸良种场。有333个生产大队，2989个产生队，2516个自然村，

37个农村小集镇。总面积115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615090

亩。全县有101662户，其中农业户92030户，总人NS0815T人，

其中城镇人口5∞19人，农业人E]458138人，全县除回、苗、

满、壮、纳西等少数民族2了人外，+其余均是汉族。一
’

应城县古老文明，历史悠久，地宝物华，孕灵毓秀。红旗公

社的门板湾和杨岭公社的四龙河陶家湾等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发现，证明早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开拓生息。据

《应城县志》记载：应城虞夏为荆州之域。周为轸国，亦为郧囤

蒲骚地。《左传》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藏骚。战国时届

．莎



楚。綦属南郡．汉初分南郡，置江夏郡，所属有安陆县，本县为

安陆辖地。东汉仍旧。又为竟陵候国地。三国时吴魏交错其境。

晋置曲陵县．旋并于安陆，仍隶属江夏郡。

，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分江夏置安陆郡，
’

并析安陆县南境置应城县，应城建县自此始。县名应城：昔人谓

荆襄为用武必争之地，应邑地处要冲，北负京山，南临竟沔。左

达黄鄂，右挹荆潜，乃安荆二州咽喉，郧襄东道门户，应置城为

守，故名应城。南朝齐、梁两代，因袭宋旧，无多变更。仅北朝

西魏曾一度为城阳郡洽，并改设浮城县。北周废县为镇，陈仍以

应城为县，属安州。隋又废城阳郡，改应城为应阳，还隶安陆。，

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复为应城，并省云梦入之，太

宗贞观八年(634年)又省应城入云梦，旋复旧置，属安州，隶

淮南道。哀帝夭佑二年(905年)，又改应城为应阳。五代梁因

之，后唐仍复应城。宋代安州为德安府，本县属之。元属德安府

隶河南行中书省，明初降德安府为州，本县改属黄州府，旋复旧，

属湖广布政使司，明洪武十年(13'／'／年)，又省应城入云梦。十

三年(1380年)复置。清袭明制，仍属德安府、隶湖北省。 ．

公元1912年、民国成立，废除府置道，本县隶湖北省江汉

道。后又废道设行政督察区，本县属第五区，旋改隶第三区。自

明至清迄于民国，均为应城县。
‘

。

． 1949年4月应城县全境解放，属江汉行政公署，6月，改属

孝感专区。1959年12月，孝感专区撤销，改属武汉市。1961年6’

月，市地分治，又还属孝感地区(附表如后) 一‘

应城县辖区建置。清末分为53团。辛亥革命后，改团为联保，

并增设区一级。初为3个区，旋改为5个区，后又改为4个区，
‘

下辖3l联保。日寇入侵时，本县仅存汤池1个区，余皆沦陷。解’。

放后，进行政权建设，初置城关、长江，杨岭，巡检、杨河、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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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陈河7个区，共辖68乡。1951年并为5个区，另设城关，长江两

镇。1955年改为6个区。1956年废除区制，将全县划为西十、艾庙、盛

滩、范河、罗湖，西湖、同岭、临江、城台、杨河，古蜂、姜脂、伍山‘巡

检，白湖、袁集，马兴，三合，郑洞，李集，毛河、陈北、人和、

潘集，四龙，，祝景、沥池、27乡，仍设城关，长江两镇。1958

年人民公社化时，全县成立9个公社，1961年恢复区制，全县又

设八区两镇，1975年撤区并社，设18公社和一个良种场，1978年

镇社分治，才定为现在的10个公社，3个镇，1个良种场o i

．《雍正应城志》称应城“上接郧襄，下连江汉控带荆郢，

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 “莫敖狃子蒲骚之役"。西

汉末，王匡、王凤率新市义军，攻拔竟陵、转战云杜，安陆等

地，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张坚据应城与官兵抗衡。南朝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西魏乘梁景候之乱，遣杨忠陷隋

郡、拔安陆、应城。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年，后周将元景

山败陈将樊毅于漳口(即两河口)。唐末，王仙芝起义军予喜宗

乾符四年(877年)攻陷安州。南宋高宗绍兴兰十一年(1161

年)九月，成阕渡江屯应城，十一月，引兵援淮西。孝宗淳熙元年

(1174年)及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金兵南侵，两度包围应

城。宁宗开禧二年(1 206年)，金完颜匡围德安，别遣兵徇下安

陆，应城、云梦、孝感，汉川等县。理宗端平二年(123￡年)，

元以太子阔帅师破德安郡县，俘戮人十余万。明崇祯九年(16

36年)，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应城，十五年(1642年)，李

自成率部在应城一带转战，十六年，张献患再度攻陷应城。清康

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武昌裁兵之变，湖广提督徐治都，

大败复逢龙于应城，1853年一1867年的十余年闻，太平军、捻

军，在应城，长江埠，杨家河、巡检司一带与清兵周旋。
‘

应城县有着革命斗争的历史。1924年，以彭铁，胡必田等同

志为首、在长江镇白布街组织“蒲东文艺研究杜"，宣传革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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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秘密发展党组织，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192T年，党的搿八

七打会议之后，党中央又任命彭铁同志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应

城县委书记。11月，省委派彭铁同志回到应城领导了工人、农民运

动。1931年2月，应城南部湖区一带的马咀，义和等地，在党的

领导下，展开了长期的游击战争，农会和赤卫队等革命组织如雨

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起来。1932年1月，贺龙同志亲自指挥红二

‘军团第九师和汉川独立团，在龙集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四十八师特

务团和蒋介石嫡系第四师的十=旅共四千余人，生俘了敌旅长张．

联华，缴获了大量的枪炮弹药。龙集大捷，鼓舞了应城人民的斗 ．

志，推动了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地开展。1937年12月，。党中央派陶

铸同志来汤池，举办“合作人员湘练班，，，培育了大批骨干，为

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10月23日，应城失陷。为了发动人民

奋起抗击日寇侵略，鄂中特委书记杨学成同志，在潘集等地，大力

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深入进行统战工作，筹建革命武装。蔡

松云同志，积极筹集资金，’购买枪支，组成了应城第一支人民抗
‘

日武装一～应城抗日游击队，不久扩大成兰个大队，改称抗日自卫·

总队，简称“应抗打。1958年9月28日，在应城县成立了全省第一

个人民公社一～红旗公社。11月26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 ，

和张体学省长，陪同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亲临红旗公社视

察。
。 ‘t 。

．

“ 一

。由于应城变革频繁，历经沦桑，因此，留下了许多文物古 ，

迹和革命纪念地。在应城出土文物达五百余件，其中t巡检公社

孙堰大队吴裥湾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爵和卑，饰饕餮纹，

4造型端庄厚重，鼓畈大队支吐家河出土的商代青锕鹗卤，遍体莹

碧，．有玉质感，．在我省还是首次发现·在巡检公社有蒲骚故城遗

址。在黄滩公社有楚王墓。在红旗公社有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读
’

书处及叔父欧阳晔的墓。在应城公园内有古建筑一一孔庙。在城

j南3·5公里的大富水畔，还有凌云塔。在长江镇有第二次国内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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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时期烈士彭铁同志的陵园，在天鹅公社葛蓬岗有抗日故

争时期烈士季伟同志的墓碑。在红旗公社还有周恩来总理的纪念

‘馆。 +； ；
一

·

’j．’

应城县属鄂中丘陵和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区}丘陵、平原相间。

丘陵起伏，背负京山于北，河湖错纵，环抱汉Jll于南。东滨浸水

(府河)与云梦接壤，西连群阜，与天门为邻。东北有漳水，与

安陆隔河相望，大富水自西北折而向南，贯穿县城中央。整个

。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汉宜公路以北，为丘陵地区，系大洪

山余脉，主要有：有名店、团山、伍家山等山。有名店山主峰，

海拔高程“1．6米，为全县最高峰。中部汉宜公路沿线，为海拔

50米以下的冲积平原。南部为海拔25—35米之间的湖沼洼地。主

要河流有大富水(县河)，漳水、府河，衩北河以及省港、四龙

河，渔子河等。湖泊有东西汉湖，龙赛湖，三台湖、老观湖、谱
湖。东西汉湖，龙赛湖边沿及夹河沟一带高程22米，为全县最低地’

区。丘陵岗地，因久经侵蚀，顶宽坡缓，大都辟为农田，湖区贝IJ

由于长期淤积，加上近年对湖区进行治理，湖泊之间，出现了一

片片平原。据统计，全县丘陵共82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1．4％， ．

平原共180平方公里，占15．6％，湖区共150平方公里占13．％。 ’．

应城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年平均、

气温15．9℃，一月平均气温为2．8℃，七月平均气温为28．5℃。 ，

全年无霜期242天。积温≥5℃的为5271℃。≥i0℃的为4979．8

℃。年平均降雨量为1060．T毫米，降雨季节分别是：春季占26．7％r

夏季占49．5％，秋季占12．1％，冬季占11．7％。通常年景，秋末

春初雨量偏少。夏季雨量较多。具有雨热同季的气候特征。但由

于降雨变率较大，雨量不稳。常常导致旱涝灾害发生。1954年，

阴雨连绵，山洪频发，平原湖区，均被水淹：1977年秋旱，1978

年春夏干旱，时间长．面积大，为近百年来所罕见，造成塘堰干

涸，水库无水，河水断流，田地龟裂，丘陵地区水稻普遍严重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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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其它如秋寒，倒春寒，大风等一类灾异性气候，也时有发

生，给农业生产带来危害。

应城县素称“鱼米之乡”。主要农作物有水稻、棉花、小麦，

豆类，油菜、芝麻蹲。可是在解放前，农业生产水平却很低。解
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狠抓了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

设。兴建了短港，渔子河中型水库2处，小一型水库2()处，小二

型水库80处，加之塘堰16935处，蓄水能力达2．1亿立方，开通大

型渠道4条，全长200余公里，修建抽水机站1e8处，总装机270

台，24000匹马力，有效灌溉面积达53万余亩。同时，’进行了府

诃、漳河，汉北河、县河的改道和肖家畈、天鹅挡、龙赛湖、芒

洞湖等湖泊的治理。兴修和加高培厚堤防100余公里，新建排水

涵闸69处，排水能力达i i00秒立方，受益农田达30余万亩。这些

水利工程设施，在战胜洪水和旱灾中，都发挥了显著的效益，为

旱涝保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改善自然条件的同时，还进行了耕

作制度方面的改革，普遍实行早晚连作，推广科学种田，广种绿

肥、增施化肥，选育良种，改良土壤，从而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

。展，使各项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上升。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

4．708亿斤。相当于1949年的2．52倍j棉花总产量66203担，相当

于1949年的2c倍；油料总产量68864担，相当于1949年的1．64倍；

鲜鱼产量9931担；牲猪存栏14．35万头。全县农副总产值89 92万

元，人平收入97．5元。向国家贡献米杂10392万斤，交售棉花578

34担；油料8686担，上调牲猪62621头。

，为了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全县购置了大批农业机械，计有

大中型拖拉机396台，手扶拖拉机1163台，机耕船124只，收割机

119台，农用汽车36辆，柴油机2904台，电动机2065台，脱粒机

2143台，农用泵2907台，各种加工机械1922台，拥有农用机械总

动力143583匹马力。排灌，加工、脱粒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运

输、耕田_整田也部分实现了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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