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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计⋯⋯⋯⋯⋯⋯⋯⋯⋯⋯⋯⋯⋯．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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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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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国民党巴东县组织⋯．；．⋯319

(二)社团组织⋯⋯⋯：⋯⋯：⋯⋯⋯·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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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共产党巴东县组织⋯⋯⋯322

(二)社团组织⋯⋯⋯·：⋯⋯⋯⋯⋯·326

三中国青年党巴东县组织⋯⋯⋯⋯⋯326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26

一中国共产党巴东县代表大会

’及委员会⋯⋯⋯⋯⋯⋯’⋯⋯⋯：⋯“327

(一)历次代表大会⋯⋯⋯⋯⋯⋯⋯327

(二) 中共巴东县委员会m⋯⋯⋯⋯330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东 7一．

县委员会⋯⋯⋯⋯⋯⋯一⋯⋯⋯⋯·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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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共青团(含少先队)⋯⋯⋯．．．⋯338

．’’(四)妇女联合会⋯⋯⋯⋯⋯⋯⋯⋯339。

’’(五)。．工商业联合会⋯⋯⋯⋯⋯而·j·340

，．，℃六)中苏友好协会⋯．．．⋯⋯·v⋯⋯340，

。一(七)个体劳动者协会⋯⋯而·”⋯⋯340，

。．．(八)科学技术协会⋯⋯⋯⋯⋯⋯⋯341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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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时期⋯⋯⋯⋯⋯⋯⋯⋯一”j⋯342：．
，’ ‘中华民国时期⋯⋯⋯‰⋯：⋯⋯⋯”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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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时期⋯⋯一⋯k⋯⋯⋯⋯343 j

。

三国民政府时期．．．．．-⋯．．．⋯⋯⋯⋯⋯，344

一一(一)县政府⋯⋯⋯⋯⋯⋯⋯⋯⋯⋯344

．’(二)地方法院(司法公署)⋯⋯⋯⋯345

。(三)县参议会⋯⋯⋯⋯⋯⋯⋯⋯⋯345

(四)选举事务⋯．-．¨⋯⋯⋯⋯⋯⋯345

一、 四，苏维埃政权⋯⋯⋯⋯⋯⋯⋯⋯⋯⋯34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48

一权力机关⋯⋯⋯t．．⋯⋯⋯⋯⋯⋯⋯·348‘

(一)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348

·(--)人民代表选举⋯⋯⋯⋯⋯一一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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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356。

(二)审判、检察机关⋯⋯⋯⋯⋯．．363
．’ 卷十五政事1． ·

’、 晚清、中华民国时期⋯⋯⋯⋯⋯⋯365
1’÷ 赈济⋯⋯一．．．⋯⋯⋯⋯⋯⋯⋯．．⋯“365

．”慈善事业⋯⋯⋯⋯⋯⋯”?⋯．．．⋯⋯365
· 一人事⋯⋯，⋯⋯””⋯一⋯⋯⋯⋯⋯一365

褒扬⋯⋯⋯⋯⋯⋯⋯⋯⋯⋯⋯．．-⋯’366
’

抚恤⋯⋯⋯⋯⋯⋯一⋯⋯⋯⋯⋯⋯366

‘、 难民安置⋯⋯⋯⋯⋯⋯、⋯⋯⋯⋯⋯．366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67

‘优抚⋯⋯⋯⋯⋯⋯⋯⋯．．．⋯一⋯⋯367’

(一)-褒扬⋯⋯⋯⋯⋯⋯⋯⋯?⋯．．．”36Z

．(二)抚恤⋯⋯⋯⋯⋯⋯⋯⋯·⋯⋯”368

(----)群众优待⋯⋯_·矗⋯一．．．一⋯·368．

(四)拥军优属⋯⋯⋯⋯⋯¨⋯．．一⋯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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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济⋯⋯⋯⋯⋯⋯⋯o⋯⋯：⋯⋯⋯372

。(‘一)灾害救济⋯⋯⋯⋯⋯⋯⋯⋯⋯372’

(二)社会救济⋯⋯⋯⋯⋯⋯洒⋯⋯373

(--)扶贫救济⋯⋯⋯⋯．．．⋯⋯⋯⋯374

、(四)临时救济．．．⋯⋯⋯··：⋯⋯⋯⋯．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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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置·?⋯．．．⋯⋯··：：⋯⋯'⋯⋯⋯⋯··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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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二)’义务兵退伍安置小⋯⋯⋯⋯⋯377’．． ，．，

(三)下刍城镇居民安置⋯··：⋯⋯⋯，377’

(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378 ．

五移民⋯⋯⋯⋯⋯⋯⋯⋯⋯⋯⋯⋯⋯378

(一)垦殖移民⋯⋯⋯⋯⋯：⋯⋯⋯”378

(二)葛洲坝库区移民⋯⋯⋯⋯”：⋯378 ．

六劳动⋯⋯⋯⋯⋯⋯，⋯⋯⋯⋯⋯⋯379 ．

(一)，劳动管理⋯⋯⋯⋯⋯⋯⋯⋯⋯379

‘(二)劳动就业：⋯⋯⋯⋯⋯·-■⋯⋯380。

(三)劳动保护⋯一“⋯⋯⋯⋯⋯⋯”380．

(四)工资福利⋯·：：⋯⋯⋯⋯⋯．．．⋯380

七人事⋯⋯⋯⋯⋯⋯⋯⋯⋯⋯⋯⋯⋯382．

：(一)干部任用⋯⋯⋯⋯⋯⋯⋯⋯⋯382 ，

(二)干部管理⋯⋯“⋯⋯⋯．．．⋯⋯．383

’(三)干部培训⋯⋯．．．⋯⋯⋯⋯⋯“384’．
’(四)干部精减下放⋯⋯⋯·v⋯⋯⋯384

(五)干部离、退休⋯⋯．．．·j!．．，．⋯⋯384

八婚姻登记⋯⋯⋯⋯⋯⋯⋯⋯⋯⋯⋯385

九支前、支边⋯⋯．．．⋯⋯⋯⋯⋯⋯小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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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织民运、担架队．．⋯⋯⋯⋯·385

’(三)．支边⋯⋯⋯⋯⋯⋯?⋯⋯⋯⋯··386

+外事、侨务⋯⋯⋯”．．．⋯⋯⋯⋯⋯·386

-，(一)’外事⋯n一⋯⋯⋯⋯⋯⋯⋯⋯·386

(二)侨务⋯⋯⋯⋯⋯⋯⋯⋯⋯⋯⋯386

，十一信访⋯⋯⋯⋯⋯⋯⋯⋯⋯⋯⋯⋯'386’’

+=旅游工作⋯⋯⋯⋯⋯⋯⋯．．．⋯⋯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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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生活⋯⋯⋯⋯⋯⋯⋯⋯⋯⋯388

(一)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388

(---)城镇职工工资水平及消费

．结构⋯⋯⋯⋯⋯⋯⋯⋯⋯⋯⋯391

卷十六司法

晚清时期⋯⋯⋯⋯⋯⋯小⋯⋯⋯⋯394

中华民国时期⋯⋯⋯⋯⋯⋯⋯⋯⋯394

一司法机构⋯⋯⋯⋯⋯⋯⋯⋯⋯⋯⋯394

(一)警察机构⋯⋯⋯⋯⋯⋯⋯⋯⋯394

‘(二)法院机构⋯⋯⋯⋯⋯⋯⋯．．．⋯394

二司法活动⋯⋯⋯⋯⋯⋯⋯⋯⋯⋯⋯395

，(一)警务⋯⋯⋯⋯⋯⋯⋯⋯⋯⋯⋯395

(--)检察⋯⋯⋯⋯⋯⋯⋯⋯⋯⋯“，396

．(三)审判⋯⋯⋯⋯⋯⋯⋯⋯⋯⋯．．．396

(四)公证⋯⋯⋯⋯⋯⋯⋯⋯⋯⋯⋯397

(五)调解⋯⋯⋯⋯⋯⋯⋯⋯⋯⋯⋯39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97

一公安⋯⋯⋯⋯⋯⋯⋯⋯⋯⋯⋯⋯⋯397

(一)·打击反革命活动⋯⋯⋯⋯⋯⋯397

(二)一取缔反动会道门⋯⋯⋯⋯⋯⋯398

(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398

(四)治安行政管理⋯⋯⋯⋯⋯⋯一399

(五)预审、看守·7．．．⋯⋯⋯⋯⋯⋯·403

(六)人民武装警察⋯⋯⋯⋯⋯⋯⋯403’

二检察⋯⋯⋯⋯⋯⋯⋯⋯⋯⋯⋯⋯⋯403

(一) 刑事检察⋯⋯⋯⋯⋯⋯⋯·：⋯·403

(二)法纪检察⋯⋯⋯⋯⋯⋯⋯⋯⋯404

(三)经济检察⋯⋯⋯⋯⋯⋯⋯⋯⋯404

(四)监所检察⋯⋯⋯⋯⋯⋯⋯⋯⋯405

三审判⋯⋯⋯⋯⋯⋯⋯⋯⋯⋯⋯⋯?”406。

(一)刑事案件审判与监督⋯⋯⋯⋯406

(二) 民事案件审判⋯⋯⋯⋯⋯⋯⋯408
。 (三)经济案件审判⋯⋯⋯⋯⋯．．．⋯409

四司法行政⋯⋯⋯⋯⋯⋯⋯⋯⋯⋯⋯409

(一>法制宣传⋯⋯⋯⋯⋯⋯⋯⋯⋯409

，(二)人民调解⋯⋯⋯⋯⋯．．．⋯⋯⋯410

‘(三)r公证⋯⋯⋯⋯⋯⋯⋯⋯⋯⋯⋯411

(四)律师⋯⋯⋯⋯⋯⋯⋯⋯⋯⋯⋯412

卷+七 军事

晚清时期⋯⋯⋯⋯⋯⋯⋯⋯⋯⋯⋯

’

中华民国时期⋯⋯⋯⋯⋯⋯⋯．．．⋯414

一地方武装⋯⋯⋯⋯⋯⋯⋯⋯⋯⋯⋯414

(一)团防武装“?⋯⋯⋯⋯⋯⋯⋯⋯414

(二)国民党武装⋯⋯⋯⋯⋯⋯⋯⋯414

(三)神兵⋯⋯⋯⋯⋯⋯⋯⋯⋯．．．⋯415

’(四)共产党武装．．．⋯⋯⋯⋯⋯⋯⋯415

二驻军⋯⋯⋯⋯⋯⋯⋯⋯⋯⋯⋯⋯⋯416

、(一)义军⋯i⋯⋯⋯⋯⋯⋯⋯⋯⋯”416

(二)北京政府军(北军)⋯⋯⋯⋯⋯416

<三)国民革命军⋯”⋯⋯⋯⋯⋯⋯·417

(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418

(五)，施巴警备司令部巴东警备区

指挥部⋯⋯⋯⋯⋯⋯⋯⋯⋯⋯418

(六)“绥靖”各部⋯⋯⋯⋯⋯⋯⋯⋯419

三兵役⋯⋯⋯⋯⋯⋯⋯⋯⋯⋯掣⋯⋯419

(一)现役征集⋯⋯⋯⋯一⋯⋯．．．⋯419

(--)国民兵役⋯⋯⋯⋯⋯⋯一⋯⋯·419．

四兵防⋯⋯“?⋯．．．⋯⋯⋯⋯”⋯⋯⋯i 420

五兵事⋯⋯⋯⋯⋯⋯⋯⋯⋯⋯⋯⋯”420
(_)南北军对峙⋯⋯⋯⋯⋯⋯⋯⋯420

(二)川鄂军巴东激战⋯⋯⋯⋯⋯⋯421

(三)神兵的主要战斗⋯⋯⋯⋯⋯⋯421

(四)巴东暴动⋯⋯⋯⋯⋯⋯⋯⋯⋯422

(五)·曾家岭御敌⋯．．．⋯⋯⋯⋯⋯⋯422

(六)童家坪提枪⋯⋯⋯⋯⋯：⋯⋯”422

(七)’三克兴山县城⋯⋯⋯⋯⋯⋯⋯422

(／O贺龙转战巴兴归⋯⋯⋯⋯⋯⋯423

(九)万仙洞激战⋯⋯⋯⋯⋯⋯⋯一423

．．(十)两战二±i；|i垭⋯⋯⋯⋯⋯⋯⋯⋯423

(十一)进攻小端教堂⋯⋯⋯⋯⋯⋯423

(十二)打击团防⋯⋯⋯⋯⋯⋯⋯⋯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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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军⋯⋯⋯⋯⋯⋯⋯⋯⋯⋯⋯⋯⋯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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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管理⋯⋯⋯⋯⋯⋯⋯⋯⋯452

I(二)教师管理⋯⋯⋯⋯⋯⋯⋯⋯：”453

r(三)学校制度⋯⋯⋯⋯⋯⋯⋯“⋯453

‘(四)t行政组织⋯⋯⋯．．⋯⋯⋯⋯_·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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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研机构⋯⋯⋯⋯⋯⋯⋯⋯⋯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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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测报⋯⋯⋯⋯⋯⋯⋯_⋯⋯⋯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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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东水文站⋯⋯⋯?o⋯⋯⋯“464

(二)沿渡河水文站⋯⋯⋯⋯-．．⋯⋯·465

十+科技成果⋯⋯⋯⋯：⋯⋯⋯⋯⋯⋯“，465

(一)项目⋯⋯⋯⋯⋯⋯⋯⋯⋯⋯⋯465

7(二)论著⋯⋯⋯⋯⋯⋯．．．⋯”7．．．⋯4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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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科技管理⋯⋯⋯⋯⋯⋯⋯⋯⋯⋯．467 晚清、中华民国时期⋯⋯⋯⋯⋯⋯499

(一)科技干部管理⋯⋯⋯·：⋯⋯⋯·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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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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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文艺术形式⋯⋯⋯⋯⋯⋯474

(二)文艺创作⋯⋯⋯⋯⋯⋯⋯⋯⋯479

(三)文艺活动⋯⋯⋯。⋯⋯⋯⋯⋯⋯479

三电影⋯⋯⋯⋯⋯⋯⋯⋯⋯⋯⋯⋯⋯484

(一)普及放映⋯⋯⋯⋯⋯⋯⋯⋯．．．484

(--)发行⋯⋯⋯”⋯⋯⋯⋯⋯⋯⋯·484

： (三)集体、个体、工矿电影队⋯⋯⋯485

四图书⋯⋯⋯⋯⋯⋯⋯⋯⋯⋯⋯⋯⋯485

(--)发行⋯·”⋯⋯o⋯⋯⋯⋯⋯⋯485

(二)阅览⋯⋯⋯⋯⋯⋯⋯⋯⋯⋯⋯487

五+档案⋯⋯⋯⋯⋯⋯⋯⋯⋯⋯⋯⋯⋯488

(一)管理⋯⋯⋯⋯⋯⋯⋯⋯⋯⋯⋯488

(二)馆藏⋯⋯⋯⋯⋯⋯⋯⋯⋯⋯⋯488

(三)档案利用⋯⋯⋯⋯⋯⋯⋯⋯⋯488

六新闻⋯⋯⋯⋯⋯⋯⋯⋯⋯?⋯⋯⋯“488

(一)报刊⋯⋯⋯⋯⋯⋯⋯⋯⋯⋯⋯488

．(--)通讯⋯⋯⋯⋯⋯⋯⋯⋯⋯⋯”489
(三)广播⋯⋯⋯⋯⋯⋯⋯⋯⋯⋯⋯490

’(四) 电视⋯⋯m⋯⋯⋯⋯⋯⋯⋯⋯492

七展览⋯⋯⋯⋯⋯”j⋯⋯⋯⋯⋯⋯⋯493

八文物古迹⋯⋯⋯⋯⋯⋯⋯⋯⋯⋯⋯494

(一)文物⋯⋯⋯⋯⋯⋯⋯．．．⋯⋯⋯494

(二)古迹⋯⋯⋯⋯j⋯⋯⋯⋯⋯⋯”495

．(三)墓葬⋯⋯⋯⋯⋯⋯⋯⋯⋯⋯⋯496

(四)古建筑⋯⋯⋯⋯⋯⋯⋯⋯⋯⋯496

(五) 石刻⋯⋯⋯⋯⋯⋯⋯⋯⋯⋯⋯497

九纪念地⋯⋯⋯⋯⋯⋯⋯⋯⋯⋯⋯⋯497

十音像制品管理⋯⋯⋯⋯⋯⋯⋯⋯⋯498

卷=十一体育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0

一学校体育⋯⋯⋯⋯⋯⋯⋯⋯⋯⋯⋯500

(一)课程设置⋯⋯⋯⋯⋯⋯．，．⋯⋯500

．(二)教学活动⋯⋯⋯⋯⋯⋯”：⋯⋯500

(三)体育教师⋯⋯⋯⋯!⋯⋯⋯⋯·?501’

二群众体育⋯⋯⋯⋯⋯⋯⋯⋯⋯．．．⋯501

(一)农民体育⋯⋯⋯⋯⋯⋯⋯⋯⋯501

(二)职工体育⋯⋯⋯⋯⋯⋯⋯⋯⋯502

(三)老年人体育⋯⋯⋯⋯⋯⋯⋯⋯502

三．体育竞赛⋯⋯⋯⋯⋯⋯⋯⋯⋯⋯⋯‘502。 ‘

(一)县内竞赛活动⋯⋯⋯⋯⋯．．．⋯502，

(二)参加专区(地区、州) ，，

竞赛活动⋯⋯⋯⋯⋯⋯⋯⋯⋯503．

四 人才培训⋯⋯⋯⋯⋯⋯⋯⋯⋯⋯一504
(一)基础训练⋯⋯⋯⋯⋯⋯⋯⋯⋯504

(二)裁判培训⋯⋯⋯⋯⋯⋯⋯⋯⋯504

五经费、设施⋯⋯⋯⋯⋯⋯⋯⋯⋯⋯505

(一)经费⋯⋯⋯⋯⋯⋯⋯⋯⋯⋯⋯505

(二)设施⋯⋯⋯⋯⋯⋯⋯⋯⋯⋯⋯505

’卷二十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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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生防疫⋯⋯⋯⋯⋯⋯⋯⋯⋯⋯⋯508

(一)防疫机构⋯⋯⋯⋯⋯⋯⋯⋯⋯508

(二)爱国卫生运动⋯⋯⋯⋯⋯?⋯一508

(---)公共卫生⋯⋯⋯⋯⋯⋯⋯⋯⋯508

(四)疾病防治⋯⋯⋯⋯⋯⋯⋯⋯⋯513

二医疗事业⋯⋯⋯⋯⋯⋯⋯⋯⋯⋯⋯517

(一)医疗机构⋯⋯⋯⋯⋯⋯⋯⋯⋯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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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幼保健⋯⋯⋯⋯⋯⋯⋯⋯⋯⋯⋯524

(一)新法接生⋯⋯⋯⋯⋯⋯⋯⋯⋯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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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四期”保护⋯⋯⋯⋯⋯⋯525

(191)儿童保健⋯⋯⋯⋯“⋯⋯⋯·?·52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0 巴东县志 ．．

五药政、药检⋯o⋯⋯⋯⋯⋯⋯⋯⋯525

六卫生经费及基本建设⋯⋯⋯⋯⋯⋯526

’’卷二十三’民俗、宗教、方言
民俗⋯⋯⋯⋯⋯⋯⋯⋯⋯⋯⋯⋯⋯528

一衣食居住⋯⋯⋯⋯⋯⋯⋯⋯⋯⋯⋯528

(_)服饰·．|．⋯⋯⋯⋯⋯··?⋯⋯⋯⋯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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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祝米酒⋯⋯．．．⋯’一⋯⋯⋯⋯⋯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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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县有志。新编《巴东县志》问世，集万卷于一册，缩千年为一瞬，实乃盛

世幸事。 、
．

巴东历史悠久。南朝宋景平元年置县，隋开皇十八年更县名巴东，迄今已有

]570年历史。巴东地理位置重要；为入川咽喉，鄂西门户。古有“锁钥荆襄，咽喉巴

蜀”、“楚西厄塞，巴东为首”之称。境内山峦叠翠，溪涧纵横，山奇水秀，峡谷幽深i

物产丰富，俊杰荟萃。历为交通枢纽，兵家重地，商贸贾城。+ ．

．．

史载兴亡，志记盛衰。历尽沧桑千余载，巴东志仅存明嘉靖、万历、清康熙、同

。治、光绪及民国时期残本，虽谓可鉴，终系旧世之文。况光阴荏苒，山川易貌，世事

。沉浮，逝者如斯，今昔对比，何啻天壤!时逢盛世，国运昌隆，新修《巴东县志》，以存

往事之真谛，扬先辈之美德，求发展之轨迹，溯渊源于历史，寄希望于未来，实为百

年壮举，千秋业绩。 、

1一代之兴，当有一代之志。治郡县者以志为鉴。新修《巴东县志》，综述近代之

历史，主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突飞猛进之发展，翻天覆地之变化。清季，社会，、

衰微，积贫积弱。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腥风血雨，笔不忍书。其间斗争烽’

火迭起，几度风起云涌。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可歌可泣。新中国诞生后，

人民当家作主，艰苦创业，改造山河，巴东面貌，日新月异。无奈十年浩劫，万端遗

恨，损失甚巨，教训尤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各族人

! 民精神振奋，开拓进取。破偏僻闭塞之地域壁垒，走市场经济之致富道路，依托本

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国民经济全面增长，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新志所载两个时

代，制度迥异，卷帙无言，墨楮自省，事胜雄辩，中国共产党如日中天，社会主义乃 ．

●：

康庄大道。
‘

．

～

．、述志当念拓荒者，成书勿忘撰稿人。新编《巴东县志》，于．1981年底由县志编 ．、

纂委员会牵头，负历史之使命，承人民之重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纵横诠次，

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稽实载述。博采广集，撮要成帙。百万余字，四易其稿。敬事

慎行，精益求精。凝千人之心血，积十载之辛劳。时经事纬，万象纷呈，利弊枉直，知

所趋避。俾供吾辈，审时通变，鉴古察今，继往开来。抚卷在手，深感成书匪易，治学‘’

维艰。满卷通篇，饱含各级领导、学者的悉心指导，社会各界的鼎力襄助，编纂者的

辛勤笔耕。在此谨致谢忱。 ．

L’



巴东县志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巴东县志》付梓之际，欣逢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大会

议精神、迎接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上马之时，沿海沿边的开放正加速向内地推进，
，’、 ’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已成态势，峡江巴东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令人神往的曙

光。借此寄意巴东父老兄弟，在异地工作的巴东籍各界同仁，社会贤达，戮力同心，’
一 ‘．和衷共济，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千古功德成于斯

矣。藉以上慰列祖，下惠子孙。庶使峡江巴东，生机勃发。，一改贫穷旧观，跻身富县

·． 之林。路漫漫其修远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伏案沉吟，感慨万千，恭书片笺，权以为序。时公元一九九三年春。 。．
．‘

。
、．

·t ：．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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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修《巴东县志》，凝百人心血，积十载辛劳，述百年沧桑，汇百科撮要，于此世

纪之交问世，洵为庆事。． ‘一

’

。一代之兴，当有一代之志。百余年来，时代更迭，风起云涌。近60年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巴东各族人民，改造社会，地覆天翻；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山川易

貌，与日俱新。斗争历史，宏伟业绩，当载诸志乘，鉴往开来，彪炳千秋。乃于1981 ’．

，年冬，组织力量，首事新县志编修。
、

．

编纂新县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取“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现，

状”之法，按类立卷，分期记事，综述巴东一个半世纪以来之历史演变，主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社会变革之成败得失，人民艰苦奋斗创造文明之业

绩。全志百万余言，事涉各业，宏微兼备，有助于洞悉县情，垂史资治，建设巴东。

新编《巴东县志》，记事纵跨两代，横及百科，卷帙浩繁，工程巨大，更兼旧时县

。治屡罹水火、兵燹，档案残缺，编纂维艰，成稿匪易。然由县委领导，政府主修，战线

负责，部门撰稿，专班总纂，合力以赴，广征博采，殚精竭虑，钩稽诠次，终得撮要成

帙。今志成书就，无疑裨益当代，遗惠后代，至感欣慰。谨序。．。

，罗贤美



凡， 例

，一、新编《巴东县志》采用“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现状”的方法，

立卷编撰。多数卷分期记述；晚清、中华民国时期以综述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以分陈为主。
’

二、本志取事范围，上限1840年，个别事项适当上溯，下限严格断于1985年；

事物入志，一般不越界域；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 ·

．

三、时间表述，除卷内分期标题外，文中，“中华民国’’简记为“民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记为“建国(前)后’’。7

四、纪年和数字表述，按国家八单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执行。历史纪年，在条目中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j在一自

n然段中再次出现时÷省略“民国”二字。

五、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依据。统计部门未统计的专业性数据’，以该专业

主管部门提供的为依据。凡建国后的产值、收入、购销值及其他综合性价值数据，。

除特别注明的以外，均用1980年价计算值，以使同项数据之间具可比性。

． 六、建国后记事计量单位的使用，概按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建国前记事的计量单位则仍其旧。货币与币值，建国

前使用的各该历史时期(时段)主币名及其币值，个别例外者则加括注，以免产生

歧义；建国初的旧人民币值均换算成新人民币值。
·‘ 七、行政区划名称沿用各历史时期的正称。县内地名，建国后的以《湖北省巴

东县地名志》为准。·

八、本志资料，大部分采自各级馆藏及本县各部门新修专志或专志浓缩稿，为．

节省篇幅，均T-注明出处。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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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东，西周为夔子国地，秦，西汉属巫县。南朝宋景平元毛(公元423年)置归

乡县，北周改名乐乡，隋开皇十八年(598)更名巴东。唐隶山南东道归州，清雍正十

三年(1725)隶宜昌府，民国21年(1932)隶湖北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为“施鹤八属’’

之一。1983年，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一为属县。
’

巴东县位于东经110。04，～110。327，北纬30。131～31。28'，居鄂西土家族苗族
’

自治州东北部。东连兴山、秭归、长阳i南接五峰、鹤峰；西邻建始、四川巫山，北界

神农架林区。1985年，总面积3 435平方公里(含代管神农架林区所属3乡216平

方公里)，总人口463 089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35人。土家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36．40％，汉族人口占63．58％，苗、回、蒙古、藏、满、壮、布依、纳西i朝鲜等族人口
、 占0．02％。县城信陵镇在巴石、巴兴公路与长江交会点上，沿江东下736公里至武

汉，溯江西上538公里抵重庆，经巴石公路195公里，达州首府恩施。县境，武陵山

．余脉、巫山山脉、大巴山余脉盘踞南北，长江、清江横贯东西，扼川鄂咽喉，据鄂西

门户，历来为经济、军事要冲。
‘’

～

，．I

巴东县南北狭长，最大横距15．6公里，最大纵距137．6公里；纬距差达1．'25

度。习以三尖观一带为界分前乡、后乡。县境地处长江三峡中段，重峦叠嶂，万壑千

’．岩，地形复杂，地势崎岖。平均海拔1 089．3米。最高点在靠近大神农架主峰的大窝

坑，海拔3 032米，最低点在西陵乡红庙岭长江边，海拔66．8米。最大相对高差达

2。965．2米。地表坡度平均达28．6度。25度以上的面积占总面积的66％。习以海

拔高差分高山、二高山、低山。海拔800米以下的低山，面积1 025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29．84％。海拔800---．,1 200米的二高山，面积1 135．9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的33．07％。海拔1 200米以上的高山，面积l 274．0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37．09％。土地以山坡为主，在总面积中，林业用地2 706 702亩，占52．53％，草地

800 000亩，占15．53％，荒山荒地285 310亩，占5．54％，农耕地670 591亩，占

， 13．01％，水面104 431亩，占2．03％；常概称“八山半水一分半田”。耕地以旱地为

主，水田只有3．5万多亩。土壤种类多，多种作物和林木的生长有着优越的基础条

．，件。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河谷柳绿时，山顶仍冰封，垂直差异明显。’年平均

太阳辐射总量88---,99千卡／平方厘米，日照总时数1 200,ol 650小时，气温7．7～

17．5摄氏度，无霜期181～310天，降水量l 100～1 950毫米。植物资源丰富，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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