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历史沿革 

东宝区 

东宝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5′15〞（马河镇易畈村沙滩河叉口）-112°21′15〞（牌楼乡

杨冲村马家集），北纬 30°46′02〞-31°27′58〞（仙居太平村胡湾）。东与钟祥市毗邻，西与远

安县、南漳县交界，北与宜城市接壤，南接当阳市、沙洋县。全区南北最大长度约 70.75 千

米，东西最大宽度 48 千米。面积 1645 平方千米。2004 年底，全区人口 363721 人。区人民

政府驻金虾路 9 号。 
东宝得名于隋代所建的东山宝塔。国土面积 1645 平方公里，辖 6 镇 1 乡 2 个街办，总

人口 36.39 万人。历史悠久，山川秀美。巍然耸立的东山宝塔，历经 1400 多年的沧桑依然

形态稳健，气势轩昂；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龙泉书院古朴典雅，学风浓厚，培育出一代代英

才，点缀其间的象山四泉（龙泉、蒙泉、惠泉、顺泉）闻名遐迩；以捉马洞、仙人岩为主的

三国古战场遗址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完美结合；唐安古寺、洪山寺、千佛洞依山傍水，清新

幽静；老莱子山庄、圣境山、九龙谷、白云楼等道教遗迹和名胜源远流长；形成于中生代的

天然溶洞----香龙洞内钟乳石令人叹为观止；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全国八大人工水库之一

的漳河水库风光秀丽，景色怡人，被湖北省列为“着力建设的 10 个省级旅游休闲度假区”之
一。禀承“绿色东宝、天然氧吧、有机食品”发展理念的东宝已越来越成为理想的人居之地。

物华天宝，资源富集。矿产资源多达 24 种，其中石灰石、石膏、方解石储量分别达到 46
亿吨、10 亿吨、1.8 亿吨，均居全省之最，极具开发潜力；原煤储量达 5000 万吨以上；水

泥粘土储量达 3100 万吨；硫铁矿、石英矿、陶土、铁、铜、硅、矾土、大理石等资源均具

有一定的开采价值；森林覆盖率高达 58%；柑桔、香菇、黑木耳、乌臼、核桃、板栗、银

杏等特产畅销全国各地，香菇、黑木耳远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区位优越，交通便利。焦枝、荆沙、长荆铁路与 207 国道、襄荆高速（襄阳至荆州）

公路纵横交错，皂当（天门皂市至宜昌当阳）、荆潜（荆门至潜江）、荆南（荆门至南漳）等

省级公路贯穿全境，已全线动工的武荆高速（武汉至荆门）和荆宜高速（荆门至宜昌）将在

东宝汇合，与沪蓉高速、京珠高速联网，届时在 1 个小时内到达宜昌（三峡），1 个半小时

内到达武汉。长江航道的沙市港及沙市机场、襄阳机场、三峡机场距东宝均只有 100 公里左

右。优越的条件使一大批中央和省属企业落户东宝，全国特大型石化企业荆门石化总厂、华

中电网主力之一荆门热电厂、三峡工程水泥定点生产企业葛洲坝水泥厂以及航空工业总公司

所属的第六○五研究所等均在东宝境内。国家三条微波通道、四条光缆穿境而过，使东宝与

全国各地及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东宝电力设施完善、供应充足，城市和农村

电网改造已全部完成。投资环境良好，发展前景广阔。全区按照“经营城郊，兴工强区”、“唱
响山歌，兴山富民”、“服务城市，提升三产”的工作思路，突出环境建设、民营经济发展、

招商引资三大重点，奋力推进区域经济发展。2007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3.8 亿元，同比

增 14%。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18.1 亿元，同比增 38.3%；实现利税 6.4
亿元，同比增 94.4%。大力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培育市场主体成效明显。规模企业新

增 25 家，达到 84 家；销售收入过 5000 万元企业达到 12 家，亿元企业达到 7 家。石桥驿磷

化工、子陵建材、牌楼轻纺等工业集群发展加快，国道工业走廊经济总量进一步扩大，城郊

工业龙头作用更加突出。大力实施精品名牌战略，获省级以上。知名品牌 7 个，“洋丰”商标

和“洋丰牌过磷酸钙”分获“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着力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狠抓专利实施，申请国家专利 105 件，申报科技项目 16 个，其中 8 个项目被列为全市



 

属大型国有农场。2001 年 10 月，根据鄂发【2001】22 号文，五三农场交由荆门市管辖，设

立屈家岭管理区，作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管理原五三农场区域内的经济社会事务。  

第四章 历代名人 

边居谊 

人物简介 
边居谊(公元 13 世纪在世，卒于 1274 年) 湖北随州人，南宋著名抗元将领。南宋咸淳

十年(公元 1274 年)，因屡立战功，官至账前都统。初事李庭芝，积战功升至都统制。度宗

咸淳十年（1274）为京湖制置帐前都统，守新城。十月，元兵破城，赴火自焚。 
边居谊为抗击元军，率领军民构筑沙洋堡、新城堡。十月，元军从襄阳进兵，攻陷沙洋、新

城(今沙洋县李市镇附近)，新城守军在边居谊的带领下，谱写了一曲与新城共存亡的壮歌。

元军以高官厚禄引诱边居谊投降，边居谊不予理睬。新城被元军攻陷，三千勇士皆殉国，最

后边居谊拔剑在手，仰望苍天，高呼“边居谊宁死不降。”说完，剑刃一横，热血飞溅，自杀

末死，他又用最后一点力气滚进熊熊烈焰。  
元末明初，江陵府学正孔克学凭吊新城遗址时，曾写七绝一首：“铁石肝肠死末休，孤城高

倚汉江秋。三千血战皆忠义，不效襄阳事敌仇。”目前，李市镇附近有新城遗址和居谊庙。  
  边居谊，初在荆湖置制使李庭芝帐下任职，屡立战功，官至都统制。度宗咸淳十年（1274），
奉命守新城。南宋降将吕文焕为元军先锋，围新城，遣人至城下招降，他不从。次日，元军

又驱沙洋降将至城下，再次招降。他表示愿与吕文焕面谈。吕弛马至城下，城中伏弩齐发，

吕身中三箭，“并中其马”，马倒下了，几乎被俘的吕文焕，在兵士的救助下换了一匹马逃走。

越二日，宋军统制黄顺出降。吕文焕又命黄顺招降，居谊决心誓死守城。部属有欲缒城而出

降者，他当即斩之。吕文焕挥兵攻城，并用火炮轰击。他往来督战，并将私人钱财散给将士。

终以众寡悬殊，乃拔剑自刎；未死，又赴火自焚。宋史卷四五○有传。  
  元末明初，江陵府学正孔克学凭吊新城遗址时，曾写七绝一首：“铁石肝肠死末休，孤

城高倚汉江秋。三千血战皆忠义，不效襄阳事敌仇。”  
宋史文载 

  边居谊，随人也。初事李庭芝，积战功至都统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帐 前都统守

新城。居谊善御下，得士心，凡战守之具，治之皆有法。  
  大兵至沙阳，守将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执大用。吕文焕至新城， 意其小垒

可不攻而破，居谊率舟师拒之，文焕列沙阳所斩首招降，不从。明日， 缚大用至壁下，使

呼曰：“边都统急降，不然祸即至矣。”居谊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谊曰：“吾欲与吕参

政语耳。”文焕闻之，以为居谊降己也，驰马至， 伏弩乱发，中文焕者三，并中其马，马仆，

几钩得之，众挟文焕以他马奔走。越二日，总制黄顺挟一人开东门走出降。明日，使顺来招

之，居谊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顺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缒城出，

居谊悉驱以入，当门斩之。文焕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蚁附而上。居谊乃取其家金尽

散将士，往来督战。会暮，破侵汉楼，楼火延毁民居，居谊度力不支，走还第，拔剑自杀，

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颜壮其勇，购得其尸烬中，观之。事闻，赠利 州观察使，立庙死所。  
现存诗作 

  【绝命词】  
  孤城高倚汉江秋，血战三年死未休。  
  铁石肝肠忠义胆，精灵常向岘山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