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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县黄龙滩库区建设，已跨越了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

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回过头来沿着这个发展的轨迹，探寻

一下其中的规律，以利我们今后的工作，这是十分必要的。

《房县库区志》的编纂，就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以史

为鉴，忠于史实，也是我们编撰房县库区志最基本的指导思

想。 ．

二十多年来，我县库区建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局

部到全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库区建设，不仅取

得了可观的物资文明硕果，而且还锻炼了一支库区建设的

干部队伍，掌握了一套库区建设的管理经验。库区的移民安

置、移民扶持资金的管理和发放，库区开发性项目的立项和

实施，库区山体滑坡的防治，库区“七大难”的解决，都已有

了一定的眉目。

库区建设可以说是一门科学的学科，不是一朝一夕所

能掌握的，我们许多同志都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一直处在实

践中摸索。这些符合房县县情的历史经验得之不易，我们应

该十分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库区建设指明了一条改革开放

的新路，使库区建设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我们经历了许

多的曲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的创业精神是



我们经济振兴的希望所在。库区志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

些英雄的群体以及他们在库区建设上留下的足迹。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用一代励精图治的库区人创业精神来激励、

鼓舞我们子孙后代，这也是我们I编纂库区志的初衷。

库区建没已经取得辉煌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各级库建干部的积极努力，离不开省、地领导和县委、人

大、政府、政协四家领导班子对库区建设的重视。但是也应

当看到库区建设还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工作还有很多不

足。库区志就是一面镜子，可使我们今后的路子走得更扎实

一些，以少走弯路。

《房县库区志》的编修工作是一个浩繁的系统工程，凝

聚了编修人员的心血，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房县人民政府县长 吴修亭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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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编《房县库区志》由序、总述、大事记、专业章及附

录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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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陋1968年、下限1993年，个别内容下延至1994
5 年。

三、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

实事求是地记述库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与现状，不加

评论。

． 四、文体：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它

以章、节、目记叙文体。

五、本志数据均来源于县库建指挥部档案资料，个别欠

’缺者取自调查口碑。

六、计量单位均按现行。

七、数字书写均用阿拉伯数字，个别常数用中文小写。

八、本志载志人物只作典型记述，不作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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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县库区位于黄龙滩水库腹地，处东径110。20L一
110。29’，北纬32。14’——32。24。。为房县、竹山、郧县、十堰市

交接点。

房县库区，呈峡谷尖脊型地貌i水域长52．5公里，辖姚

坪、板桥、窑淮、大木厂3乡1镇中的9个管理区，30个村，

158个组，5029户，22583人。库区总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7．3％。最高海拔1434米(姚坪牛角山)，最低海拔180米

(板桥罗湾)，平均海拔为800米左右。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年平均气温15．1。C。地质结构大部分为云母片岩层。主

库区辖30个村，79个组，2719户，11882人。耕地1．18万

亩，占农业用地2．55％；山林39．89万亩，占86．17％；水面

2．54万亩，占5．"99％。

60年代，房县库区人民为黄龙滩水库工程建设作出了

巨大贡献与牺牲。投劳3000多个，奋战6个年头，因公伤残

130多人。建库时，砍伐库区木材1．1万立方米。水库蓄水

发电，淹没居民1158户，5879人，民房2852问，国家公房

438间，集体公房246间，耕地3895亩(其中水田2350

亩)。淹没街道集镇5个，道路80公里，中型码头2个，渡口

16处，邮电线路90杆／公里，广播线路75杆／公里，淹没经

济林2100亩及16个社队场矿和大量水利设施。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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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因滑坡，受损居民992户，5564人，其中滑坡体移民

903户，5058人。从而使房县库区面临着大量移民和机关、

企事业单位搬迁、安置及生产、交通等艰难的恢复工作。

由于黄龙滩电站在十年动乱期间兴建，移民安汽医选

点十分草率，补偿标准低，加之黄龙滩水库库岸塌力+严重。

造成一些移民多次重复搬迁，致使移民群众K期不能安居

乐业。

黄龙滩水库的遗留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陆续安排经费，用于解决移民安置和发展生产。1968——

1984年，国家拨给房县库区移民经费455．14万元(无偿)，

1985——1 993年拨移民经费2276．98万元，其中拨款

1544．38万元，贷款735．6万元(含1 985年紧急转移专款

105万元)。

本着“尊重历史，突出主库区”的指导思想，遵照国务院

关于库区移民应“先脱险，后脱难，再脱贫"的原则．保证了

移民经费用在淹没损失大，对国家贡献大，现实困难大的

乡、村、组、户，有效地解决了库区移民的“七难、八难”问题，

发展了生产，提高了移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库区贫困面貌有

较大改观，呈现出社会安定，群情稳定的好局面。

一、移民搬迁安置基本结束。据专家调查，上级移民领

导机关认定，房县库区移民11443人，其中姚坪9669人，板

桥1774人。1 969——1972年，安置淹没区移民790户．

4197人。1985——1987年，安置移民341户，1 706人。

1987——1989年，搬迁347．户，1913人。1990一1993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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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373户，2041人。25年来，房县黄龙滩库区总计安置移

民1851户，9857人，建房4929间。尚剩待观察搬迁420

．户，1586人。

二、农业生产稳步上升。据1970年——1993年统计，

库区改田造地11560亩，人平0．4亩当家地，加之科技兴

．农，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93年主库区粮食总产4110．03

吨，人均占有粮食351公斤；农业收入达677．5万元，人均

收入449元，分别比1984年增长37．4％和404．5％。

三、多种经营生产基地初具规模。截止1993年，库区已

初步形成以柑桔、茶叶、龙须草、桐子、药材为主的农特产品

生产基地26280亩，其中柑桔2950亩、脐橙500亩、小杂果

1480亩、肚倍3810亩、茶叶3650亩、龙须草7290亩、桐子

5700亩、药材900亩。多种经营收入434万元，占总收入的

52．7％。

四、乡村企业异军突起。截止1993年。库区乡村企业发

展到128个，其中乡办4个，村办44个，组户办80个，从业

人员836人，企业产值达146万元，企业个数、产值分别比

1 991年增长191％和181％，企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收入的

18 oA。

五、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恢复。1985——1993年，新

修机耕路23．7公里，人行道64．5公里，维修窑(淮)一姚

(坪)公路46．3公里，新建公路桥2座，码头17处，添置渡

船7只，库区实现了沿河有路，过河有渡，方便了移民生产、

生活；库区已通电30个村、71个组，通电村、组分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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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和89．9％，用电2447户、10694人，占90％；共兴建

人畜引水工程27处，铺设管道15万米。建蓄水池69个，20

个村47个组1 846户7940人的人畜饮水和1 000余卤土地

的灌溉得到解决。

六、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1 974— 1 993年，新建改

建学校24所，增设教学点8个，新建校舍400余问，适龄儿

童入学率由1 983年的78．2％上升到98％。

1975年后，主库区有电影队4个，年放映320场次，姚

坪板桥两乡分别建起了电视差转站，恢复广播线路13条，

总长580杆／公里。

1985——1 992年，新增医疗点14个，恢复诊所4个，

建房64间，增设病床126张。主库区共有卫生院(所)7个，

医护人员89人，年就医达4．5万人次。

房县库区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广阔，库区历史遗留问题

已引．起上级机关极大关注，国家给予重点扶持，相信在较短

的时间内，就会摘掉贫穷落后的帽j!：，走上富裕之路，一个

富庶美好的房县库区，定会在为期不远的时间展现在人们

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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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68年

4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房县移民地区建设安置领导

小组，办公室附设县民政局内。

5月，县革委会从县直有关单位抽出干部，组成移民工

作组，深入黄龙滩库区房县段进行移民调查工作。

1969年

5月10日，水利电力部长沙勘测设计院会同郧阳地区

革委会，组成黄龙滩水库调查组，先后对水库淹没范围施行

测量调查工作，历时一个月，于7月4日结束，写出了《黄龙

滩水库淹没损失调查报告》。参加单位和人员：水利电力部

长沙勘测设计院叶祖成、雷源洁、方善燃、陶世节，郧阳地区

革委会傅勤学，十堰办事处革委会王永安、黄鼎新、杨正学，

郧县革委会孙继武，王义德、梁重庆、宋宏容，房县革委会吴

光生、李从训、邓兆康、王之杰，竹山县革委会李方修、周维

训、刘定恒、樊立泉。

7月，县民政局局长吴光生、干部王之杰一行深入房县

．蕊露篱罄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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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对移民登记进行检查。

12月5日，郧m地区民政局派出工作组，对房县库区

淹没人口进行复查定案，并规定从核定之El起，生的小增

加，死的不减少。

1 970年

春，县革委会从县直机关抽调人员，对中坝、门古、军

店、通省等区，调查接受移民安置能力，以及地点、人数。其

人员是：县民政局局长吴光生、干部王之杰、王治顺，农、Ik局

副局长彭耀堂，大木区邓兆康等8人。调查结束，专文上报

县革委会和地区民政局移民办公室。

本年，地区民政局对房县库区首次拨款20万元。

1 971年

春，县革委会从县直机关抽出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房

县库区开展移民大动迁工作，主要成员有县民政局干部王

之杰，县公安局干部宋景林等。

春，大木区革委会主任余修铎挂帅，从区直机关抽出8

名干部，配合县移民工作组，深入库区开展移民大动迁上

作。区移民工作组成员有：区干部余荣虎、朱家龙、兽医站站

长樊兴培、会计辅导万El荣。航管站刘成安，粮管所小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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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卫生院小邓等。 ．

春，姚坪、板桥、大木区，组织区、社干部和民工，突击修

筑公路便道7．5公里，为搬迁作准备。

4—5月，姚坪、公坪、板桥公社干部，全力以赴投入大

动员搬迁，深入到各生产队，逐户上f-]动员，要求6月1 El

以前搬走。至年底，移民安置：后靠490户，2690人；，内安

229户，1 148人；外迁11户，52人。‘

6月，县委副书记王少彬一行深入房县库区姚坪、黄

坪、公坪等公社、生产队，检查移民安置工作。 ’

8月，黄坪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邓兆康，组织移民搬迁。

中午热昏，从岩上摔下，折断一条腿，住医院治疗4月余。

本年，库区社直机关开始新选点建房。
‘

1972年

4月，县移民办公室，组织调运库区专业项目计划物资

器材。计炸药43吨，钢材13吨，水泥50吨，铁丝5吨。

7月2日，暴雨。姚坪16个大队，70多个生产队农作物

受损达2400多亩，其中无收1050亩，粮食减产35．1万斤；

倒塌房屋6间；冲毁河堤18处，5050米。灾后国家供应粮

食43．3万斤，拨救济款2万元。

10月，县移民办公室启用公章，工作人员有’张祖森、

秦国安、王之杰。 ，

本年搬迁煞尾。截止年未共完成搬迁790户，4197人。



8 大事记

本年开始出现返迁户．年底陆续返迁25户．142人。

1 973年

4月，中南设计院设计工程U啦刘振礼、地质工程师李庆

普．规划工程师岳荣寿和技术人员』导12人同地区民政硒f剥

局长傅勤学一行来膀县库区调查淤沙淹没对群众往，喏、机

关公房的影响。认定淤沙淹没急需搬迁41户、279人，补助

经费109000元，其中移民97650元，公房2700元，机关吃

水6000元，行管费1063元，不可预见费1587元。

10月10口，县移民办公室向地区民政局、黄龙滩工程

指挥部专文报告，请示解决移民经费和物质器材问题。

本年，县革委会副主任崔桂堂分管县库区工作．县民政

局局长李万秀主管移民工作。

本年，重点检查安置移民返迁户。大木区两次召开安置

区、接受区负责人会议，安置返迁户。

1 974年

本年，继续进行返迁移民安置。

本年，第～次发现库区两岸新滑坡，经调查后向地区民

政局、中南院报告。移民新建房屋滑坡52户，265人。

本年，县移民办公室，向库区所有内安移民户发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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