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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部《新洲县志略》(以下简称《志略》)是根据县委书记项能

．文，副书记孙鹤，蔡有恒和县长潘经澄以及县志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童

庆启、李云台等同志的提议，在《新洲县概况》的基础上，经过增

补，修订而成的。

新洲县是l 9 5 1年7月从原黄冈县西乡析置的一个新县，修志

工作起步晚，要编纂第一部《新洲县志》，预计需时五年左右。在

《新洲县志》间世之前，先编一部《新渊县志略》，．显得非常必要·

它一方面可以较为系统地，真实地提供一些情况和数据，作为历史借

鉴，为当前的“四化黟建设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志略》的编写，

可以丰富我们的修志知识和经验，提高写作水平，广泛地听取各方面

的意见，为下段编纂《新洲县志》创造条件。

在编写这部《志略》的过程中，我们对有关问题，是这样处理

的。+ ．。‘． ．． 。．

，关予书名，编写和内容问题。我们编写的这部书，定名为《新滤

县志略》。全书约九万字，分政区沿革、自然条件，政治军事：经

济建设，文教科技，重大事件，文物胜迹，古今人物、社会风化，文

苑杂录等十个方配记述了新溯县境内的人和事的概况，并附有图表
和照片。党的十一届三卑全会以来的情况是编写的重点．有一些人和

事，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对其情况掌握不多，本《志略》未予编入，留

待编纂《新洲县志》再加以记述o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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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上溯和下限问题。原黄冈县清光绪八年(1882年)以

后，没有修志，迄今一百霉二年了。在这段时间内，凡属今新洲县境

内的人和事，我们都有选择地作了记述。比如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

黄冈县的区，乡、镇，其中属于今新洲县的，就分时期进行了列举，

让人们对当时的政区有一个梗概的了解。对于当前“四化彦建设有参

考价值的历史情况，就不受时间限制。比如“灾异’’一节，远溯到晋

大兴元年(318年)，距今一千六百六十六年， “建置沿革"一节，上

溯的年代就更远了。

下限时间，属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部份，使用的都是

l 9 8 2年底止的数字，以期与《湖北市县概况·新洲县》的数字

保持一致。1‘9 8 3年冬，新洲县划属武汉市，有些情况就下延到

l 9 8 4年6月3 0日。因此，《志略》中的政区称谓，有的使用了

区、乡、村，有的仍保留着公社、管理区和生产大队。县直机关的机

构改革尚未完全结束，只记述了农工商联合服务总公司，其余情况未

加记述。

关于资料来源和篇幅问题。《志略》的资料，主要是由金县各

区，镇，农场和县直各部门，各单位提供约。明《弘治黄州府志》，

清光绪七年(1 8 8 1年)编纂的《黄冈县志》、《湖北文史资料》、

《武汉文史资料》，《辛亥革命论文集》等书籍和一部份《宗谱》，

也是资料来源的重要渠道。数字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统计部门没

有的，则以主管部门的数字为据。《志略》涉及的门类很多，但篇幅

有限，对有些人和事只能提到，不可能作全面，系统地记述。比如县

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的领导人，只记了正职，副职领

导人将来编县志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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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于古今人物I．-1题。凡在历史长河中，、对社会发展起过。定的推

，．：+
’

动作用或阻碍作用的新洲入，：’以及长期在新洲从事社会活动并卒于新

；‘ 洲的外地人，一般都应为其撰写传略，但也得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

·． 如已故的前县委书记崔廷智，前代理县长陈绍平等，虽然在新洲工作

t， 过．，但未卒于新洲，就没有为其立传。唐代杰出诗人、黄州刺史杜牧例
‘’· 外。有的如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魏文伯和董兴谱，董万华等革命前

辈，今尚健在，根据“生人不立传抄的原则，也没有为其立传。还

．有的如李开优，卢燧采，汪明源，王毓藻等近代名人和陈葆华，王洪

等革命人物以及朱鼎卿等，由于对其情况一时难于了解清楚，则无法

为其立传。
’’_

‘

．古今人物分古代名人、革命烈士、现代人物和知名人士四节，顺序

‘排列。在现代人物一节中，又分革命干部，辛亥革命人士，国民党人

物(包括汪伪人员)三个小节．每小节结尾空两行，以区别人物的属

性。

关于解放前后的提法问题．解放前和解放后是两个社会性质不同

，． 的时间概念．使用这一概念，有的入主张提“建国前后刀，有的入主

'： 张用“一九四九年前后”．新洲县城是l 9 4 9年2月2 8日解放
_

的，新洲县全境是同年5月4自解放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则是

l 9 4 9年1 0月1日，“1 9 4 9年前后”和“建国前后"的提法．

都不能反映新洲县的实际，所以，我们采用了“解放前后矽的提法．

关于“社会风化”部分中的“民俗”和臼方言黟问题。由于编写

． 入员的知识有限，又无专门部门提供资料，所以，这部分的资料搜集

得不全面，不广泛，有的、可能还不准确．我们写它的目的，一是使

《志略》横不缺项，二是想得到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并为我们提

。了 0



供这方面的资料，使将来《新洲县志》的这一部分写得更好一些．

关于《志略》稿件的审核问题．为了保证《志略》的质量，从编

纂《新洲县概况》起，到本《志略》成书止·己九易其稿．其中第八

稿曾分章打印成册，送交各有关主管单位负责审查核实，他们提了很

多宝贵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进行了第九次修改和补充．
’

总之，我们是第一次修志，缺乏经验，加之编纂人员政治理论水

平和文史知识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各界人士批

评‘指正．

新洲县志办公室

1 9 8 4年8月1 5日



区 沿 革

新洲县是个苏区县。北靠大别山，南临扬子江，河流如网，湖泊棋

布，主产粮棉，是湖北著名的棉麦两熟削产区之一，也是全国农业

机械化试点县之一。出土有距今约六千万年的“龟化石”新种和距今

一百万年的杉树化石．据l 9 8 4年文物普查发现，阳逻镇之香炉山

为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 ．

．[位置，面积]新洲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余脉南端，长

江中游北岸·地跨东经114。30’一115‘5’，北纬304 35’一31·2’之

间．东邻黄冈，西接黄陂，南与武汉，鄂城隔江相望，北同红安，麻

城交错毗连。县治城关镇西南去武汉市市区95公里，东南至黄冈行署

驻地黄州镇62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43公里，南北最大纵距42公里．总面积1475平

方公里(折合2，212，500亩)．其中陆地面积l，815，017．1亩，

占总面积82％I水域面积397，482·～·9亩，占总面积18％。

[建置沿革]新洲县是原黄冈县的西半部。考证《大清一统志》，

《湖北通志》、《黄州府志》、《黄冈县志》和《肇域志》，唐、虞，．

夏、商时，乃荆州之域．周为弦子国，后片于楚．楚灭朱Ij，徙其君

于此，建朱Jj城。秦为邾邑，属南郡．公元前206年，项羽封吴芮为衡

山王，都邾．汉时分南郡为江夏郡，置西陵县、朱lj县，西陵县为江

夏郡治。三国时，先属魏，后属吴，赤乌四年，陆逊尝以三万人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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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J5城。南北朝刘‘宋改朱15县为南安县，肖齐于南安设齐安郡，高齐于齐安

郡设衡州，县、郡、州治都在今新洲县城附近．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合齐安，南安二县为黄冈县，置黄州，县治、州治均在今新洲

县城。唐中和五年(885年)，将州、县两级驻地“移就大江之边修，

即今黄州镇。当时为区别州治所在地，将原州治地称为旧洲，后从俗

呼为新洲，沿用至今。宋属淮南西路黄州．元先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

黄圻州宣慰司，后属湖广行中书省黄州路，再属河南江北行省黄州

路。明属湖广布政司武昌道黄州府。清属湖广湖北布政司汉黄德道黄

州府．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属湖北省江汉道，二十一年(1932年)

属第四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年)属第二行政督察区，二十八

年(1939年)属鄂东行署，三十年(1941年)复属第二行政督察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冈县属黄冈地区，‘新洲县l 9 5，1年从黄冈

县析置后，亦属黄冈地区． I 9 8 3年8月l 9日，国务院国函字第

164号文件·将新洲县划归为武汉市管辖．

(行政区划]清光绪七年(1 8 8 1年)，黄冈县划为六个乡，

辖七十三个区。其中属今新洲县的有：
。

。厢坊乡辖的阳逻镇内的五个区I 二 一

慕义乡辖的辛家冲、刘家集二个区，

上伍重乡辖的校鱼寺、叶顾岗、徐鞔鼓、易家河、潘家塘、道观

河，上谢店，下谢店八个区和铁冶区的一部；

庶安乡辖的汪家集，余家店、钱家堡、张店，彭家畈、柳子港，

石屋山，周余堡、东三店，西三店，嘉鱼村十一个区， ‘

j．：下伍重乡辖的旧街，黄林墅、夏家畈、柳林河四个区； ，

’

．、，．中和乡辖的东冯集、西冯集、李家集，张家集，周山铺、毕家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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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埠镇、杨裴庙、王家集、龙1：I，双柳铺、雷冲铺、陶山铺，三山铺，一一：

沙口，汪家铺，毛家集、粉壁铺、孔家埠十九个区。此建制沿用到民

国七年(1 9 l 8年)。． ． ．一
．，．

‘

民国八年(1 9 l g年)改为六个区公所，旋即改称区署，．77个

联合乡。其中属今新洲县的有新洲(第四区署)，仓子埠(第五区

暑)，阳逻(第六区署)三个区的全部和团风(第一区署)的大埠

街、马驿，东岳庙等三个乡。 ，． ．

．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年)，．日军侵入，新洲出现了三个政

权，国民党踞在徐古、潘塘，汪集几个点；日伪占领新洲，仓埠，阳

逻的公路沿线几个点，新四军五师则以涨渡湖区为中心，普遍建立了

区，乡抗日民主政权，隶鄂豫边区政府。三个政权行政区划名称、范

围各异，既重叠，又犬牙交错。l 9 4 5年日军投降后，国，共两个

政权同时存在，一直持续到新洲金境解放。

民国三十七年(1 9 4．8年)，黄冈县共3 7个乡，镇。其中
’

属今新洲县的有：夏河、潘河，三嘉、举东、举南、举西、举北、古

道、孔埠，李集、石屋、西安、刘集(今刘镇)、金毕，毛第、广

安，同仁、新洲、仓埠、阳逻等二十个乡、镇。、 ·-

．
1 9 4 9年黄冈县解放后，成立1 1个区人民政府，，其中属今新

洲县的有：第七区(新集)、第八区(新洲)、。第九区(仓埠)，第十

区(汪集)、第十一区(阳逻)的全部和第一区(团风)下’辖的大

埠，挖沟、东岳三个村。
’-。

1 9 5 1年7月1日建县时，将原徐古、旧街、’三店、新洲、李

集、汪集、仓埠、阳逻八个区划归新洲县辖。新洲县在此基础上，重

新划分为1 2个区，‘3个县属镇，．1 6 1个乡(镇)o-，． ．

悬



第一区(新洲)辖：李林、顾岗、松林，章兴、毛铺、新建、朱15

城、白溪、宋大、涂河、施庙、刘六共l 2个乡。 。

第二区(旧街)辖：腾山，利河、黄林、旧街、二庙、柳林、王

屋，福禄，干堰，段山，李寨，梅大、王兴．岳摆共l 4个乡。

第三区(徐古)辖：管仲、余河、周岩、许易、谢元、封城、道

观、刘二、岳王、胡畈、安全、沙河、‘桃花、柳河、新集(镇)、梅

阁共1 6个乡。

第四区(潘塘)辖：孙祠、关庙、姜大、李店、栾岗、罗堰、登

城、姚寨、朱大、太平、蔡畈、桃源、易河、蔡大、潘塘(镇)、马

畈共I 6个乡。’

第五区(三店)辖：陈田、柳溪、白庙、郑园、份子、宋寨、官

圣、新龙、花园，郭玉、段家、黄庙、龙岗、三店(镇)共I 4个

乡。

第六区(张店)辖：张店、万福，陶河、永立、刘集，大渡、得

胜、双河、刘敏、谈祥、长岭、西峰、大塘、凤凰共l 4个乡．

第七区(辛冲)辖：熊家、站桥、单岗、新堤、江禹、．五河、肖

桥、邢榨、胡仁、辛二、河东共1 1个乡。

第八区(汪集)辖：咀阜、如意、冯铺、汪集、余楼、陈墩，宝

龙、西湖、复兴、白杨、杨桥、宋挡、蒿湖、安仁共1 4个乡。

第九区(李集)辖：罗院、觉明、回龙、普达、冯集，莲花，张

信、方杨、五福、李刘、张集、新河、李集(镇)共l 3个乡。 。．

第十区(仓埠)辖：林江、河口、茶店、独屋、周铺、孔埠、堤

围、三山、南极、米筛、杨裴、洪山、八里共I 3个乡。

第十一区(金台)辖：毛集、杨咀、毕铺、竹邵、金台、锦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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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朱集、烟铺、东岳、余集，五云、曹铺共i 3个乡。

第十二区(阳逻)辖：龙口、中份、牮楼、施岗、潘庙、元通、古

龙、殷店、双柳、刘镇、汪林共l 1个乡。

县属镇是：城关、仓埠、阳逻3个镇。

此后，行政区划还有过多次变更，区改称过指导组和大人民公

社，乡改称过小人民公社和管理区，具体变化情况从略。

l 9 7．5年撤区并社，划为2 0个人民公社(刘集、汪集、张

店，联合、顾岗、辛冲、旧街、新集、徐古、潘塘、和平、三店、凤

凰、李集、方杨、仓埠、孔埠、金台、阳逻、双柳)，下辖7 0个管

理区，5 6 0个生产大队，4 9 5 4个生产队，两个县属镇(城关，

阳逻)，两个国营农场(涨渡湖、龙王咀)。 ：

l 9 8 4年元月体制改革后，设立了l 2个区(新洲、辛冲、l口

街、徐古、三店、凤凰、汪集、孔埠、李集、仓埠、阳逻、双柳)，

6 2个乡、镇、管理区(联合、肖桥、刘集、大渡、顾’岗、周

河、马河、河东、单岗、辛冲、黄林、王屋、贺桥、新集、利河、旧

街、柳河、桃花、徐古、潘塘、桃源、李店、幸福、前进、三店、红

旗，新胜、和平、胜利、张店、民主、凤凰、长岭，宝龙、汪集、复

兴、冯铺，白洋、双河、八里、孔埠、李集、方杨、刘溪、觉明，南

极、周铺、毕铺、杨裴、余集、金台，毛集、施岗、武湖、龙口、殷

店、．刘镇、汪林、大埠、李林、高潮)，三个县属镇(城关、仓埠、

阳逻)，两个国营农场(涨渡湖、龙王咀)。 ，

城关镇：古称朱15城。汉为邾县治，刘宋称南安，肖齐称齐安，高齐

称衡州，隋、唐称黄州，唐中和五年(8 8 5年)，州、县治所南

迁，改称旧州，后从俗称新洲，今为新洲县治，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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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新洲县，就是以新洲镇之名而命名的。金镇现有人口33，000

人，工厂3 2个，生产机械，球阀、粉末冶金、化纤、棉布、印刷、

印染、轮胎、农用薄膜、生物农药、凉鞋、橡塑制品、药品、米、

面、食油、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产品，共一百余种。城西脚下的举水

河，直注长江，常年通航；公路四通八达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

整洁，绿树成阴；市场兴旺，一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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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逻镇：古称阳逻堡。战国时属楚，汉属朱15县，刘宋以后属南安

县，隋唐以后属黄冈县。清代，阳逻镇直属厢坊乡，并为重要驿地。

中华民国初期为第六区署驻地．地处武汉外围，踞阜临江，东至县城

3 6公里，西去武汉市区3 2公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既是武汉

东面的门户，又是新洲、红安，麻城三县物资吞吐的重要港口。武汉

市轮渡阳逻管理站、黄冈地区汽车六队，长航阳逻港务局和工程船

厂．，县直棉纺，化肥、水泥，阀门、汽车发动机、磷肥等厂，都建于

此。全镇现有人口35，000人，工厂4 3个，生产产品2 8 1种。其中：

自行车配件、五洋牌啤酒行销湖南，河南，广东，广西、山西、云

南、天津等省▲市，44寸提花被单，获省优质产品证书，远销加拿

大，美国和香港等地。

汉石线，汉浔线客轮每天四班停靠，轮渡每天五个班次往返，机

动车辆每天通过四百余辆，每年水陆客运量近2 0 0万人次，货运量

近2 0 0万吨。丹汉电网二回线的过江铁塔，高耸在武矶山上多倒水

出口的龙口闸，雄踞长山末端。 一

仓埠镇：古称中和镇。明代建贮粮所，故易名仓埠。清代为汛地，

道光时设巡检司署；中华民国初期为第五区署驻地，抗日时期为日

伪黄．冈县政府所在地；建国初期至l 9 5 1年为区辖镇，1 9 5 2

年一1 9 6 0年为县辖镇，后又降格为区(社)辖镇，1 9 8 2年

恢复县辖镇建制。位于武湖之滨，紧靠黄陂，是红安，麻城等县运输

车辆来往阳逻的必经之地。新洲师范和新洲二中都设在这里。全镇现

有人口7，100人，工厂2 4个。镇西南的徐源泉公馆，被武汉市列为

文物保护单位。 ．

． (人口民族)人口密度，l 9 8 2年为每平方公里517．9人，自然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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