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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晶{坠
日可 茜

武汉市名街名镇名乡名村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真实记述武汉市名

街、名镇、名乡、名村发展轨迹的资料性地情丛书。

方志乃一方之全史。邑有志，如国有史。一部方志，记一方之历史

兴衰、自然变迁、民生休戚、经济枯荣、政治达窘、文化承传⋯⋯无疑对

富民兴邑有着明教化、裨治益、俟采录、垂无穷之功用。正因为此，修志

便成为地方有识、有为之士的“守土"之责。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应运而

生，并蓬勃发展。武汉市首届修志于1999年完成，编纂出版了《武汉市

志》、4部县志和一批专志、部门志、企业志和乡镇志。所有这些志书，已

经、正在并将愈来愈充分地显示出‘‘存史、资治、教化"的价值和功能。世

纪之交，区志编纂全面启动，市志续修也在经过积极酝酿准备后正式部

署，全市地方志编纂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武

汉地方志办公室报经市政府同意，并组成有各区分管领导参加的编纂

委会员，负责领导武汉市名街名镇名乡名村志丛书的编纂工作。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要振兴武汉必须从基础抓起。武汉市

名街名镇名乡名村志丛书的编纂，正是适应了“固本’兴邦的客观需要。

街、镇、乡、村，是政权组织的基层，也是区域经济的基础。所谓名街、名

镇、名乡、名村，或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建置时间久远，并在城市现代

化进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或是在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升，基层组织

r，B方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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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经济建设、小城镇建设等诸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区域经济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是全市街、镇、乡、

村的旗帜和标杆。编修名街、名镇、名乡名村志，就是为了探求这些街、

镇、乡、村的发展规律，察古鉴今，彰明因果，宣传地方优势，发挥示范效

应，从而服务于全市加强基层建设、发展壮大区域经济的大局。这套丛

书将与市志、区志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成为全面深入反映武汉市情的

又一权威性重要载体。

本丛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科学发展观，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体例、

统一规范、统一出版的前提下，由市、区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组织，各街、

镇、乡、村负责编纂，丛书编纂委员会负责审定，分册不定期出版。由于

编纂者学识水平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在指导思想、编纂体例、资料撰

著等方面，仍会有诸多缺陷，尚希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正。

武汉市名街名镇名乡名村志编纂委员会



序

序(一)

中华民族有“盛世修志"的悠久文化传统，邑有志，国有史。修志编

史，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一项精神文明建设工程。

然而，直至21世纪初，有组织地修纂乡志在武汉市尚无先例。江

堤乡欣逢盛世，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汉阳区及江堤乡人民政府调集人

力、财力投入地方志修编工作，汉阳区地方志办公室和江堤乡修志工作

人员历经几度寒暑，广泛收集与整理各类历史资料，笔耕不辍，数易其

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深化和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武汉市正式出版的新方志中首部乡

志——《江堤乡志》终于付梓印刷。这部多人呕心沥血之作的问世，实

在可嘉可贺。

大江泱泱，长堤沧桑；星分翼宿，在水一方。位于汉阳区东南的江

堤乡境域自古以来即为‘冰的中央”，具有浓郁的水乡气息。江堤乡因

水而成，因水而兴。历史上的江堤境域是良好的天然渔猎区和农业生

产地，渔业生产闻名遐迩；由于当地多为冲击平原，粮食、蔬菜成为当地

农业的一大特色。明、清时，此地的民间航运业，曾造就了朝关、火焰沟、

抬船路等耐人寻味的地名；旧时江堤乡民的舞龙>--j俗以及敬畏神灵的

宗教理念，都从不同层面上折射出‘‘水文化”特征。建国以后、尤其是近

年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城中村"改造工程的实施，使江堤乡的方方面面

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江堤乡志》彰往昭来，横贯诸业，展示了江堤



乡境域的历史和人文特色，是一部反映江堤乡境域不同历史时期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的“地情书"。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作为一方全史的《江堤乡志》，在江堤境域当今乃至往后

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将为今人及后人提供可供借

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该志勾勒了江堤境域历代先民立业安身之艰辛

和地方建设道路之曲折；其中一些轶闻旧事映衬出古今江堤民众祈望

社会平安和谐、崇尚善良的人文风格；有的条目则记载了江堤乡党政组

织的工作和实绩以及村民的劳动与创造等等，可以成为对江堤今人及

后人进行“教化”的载体之一，激励江堤人民与时俱进，抓住历史机遇，

同时帮助和启迪人们弘扬优良、纯朴的民风，树立崇高而远大理想，努

力捕捉时代信息，迎接新的挑战，以坚韧顽强和争创第一的拼搏精神，

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创造新的辉煌。

阅读《江堤乡志》之稿，吾有耳目一新之感。今受汉阳区地方志办

公室和中共江堤街工委、街办事处之邀，欣然命笔，谨作此序。

反稼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2006年6月22日



序

序(二)

欣闻汉阳区江堤乡于2006年4月改建为江堤街及《江堤乡志》编

纂完成并正式出版，吾感慨良多。可以说，此举为江堤境域的历史翻开

了新的篇章。 ·

江堤境域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鱼米之乡，由于境内水资源丰

，沛和以垄岗平原为主体的地貌，故自明代以后此地即为良好的天然渔

猎区和农业生产地。然而在旧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桎梏下，江堤境域

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较快发展，多数乡民是在低水平

状态下生存。即使是在建国以后20世纪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

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原因，江堤境域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状

况也不尽人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余年间，江堤境域社会

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经济逐渐繁荣，乡村面貌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变

化日新月异。近年来由于‘‘城中村”改造和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大力发

展，又使江堤乡具备了城市街道的基础与条件，为江堤街的后续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氛围。

作为记载江堤境域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变迁及乡

境建设等内容的“一方之全史”，《江堤乡志》将在当今及往后的江堤街

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特殊

功能，起到察古鉴今、彰明因果、明教化、裨治益、俟采录等作用。对于

江堤街来说，这确是一件惠及当代、造福子孙的大好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江堤乡是我生于斯、长于斯、启蒙于斯的故土。“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我自年轻时外出求学、工作，至今已30余载，但对

家乡的眷恋之情一分也没有减少。我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少年时家

乡碧水蓝天、鸥飞鱼跃、绿色满园的景象不时浮现在眼帘。无论是在武

昌小洪山的科学研究场所，还是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外地，我都会把家乡

牵挂在心；甚至远涉重洋置身于异国他乡时，我也常常梦魂萦绕着曾经

生我养我的故乡。只要有得空暇或遇重大节日之时，我都会“常回家看

看’’。家乡的每一重大发展变化，都会使我兴奋和欣喜不已。

作为家乡人的我，热切期盼江堤街在今后的各项建设中更加遵循

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如在加快政治文明建设步伐、构建和谐社会的同

时，更加重视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全街市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在校学生

的教育水平；在发展经济、扩大工农业生产及改造街容街貌过程中，更

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实现良性循环等。我坚信，在江堤街各级党

政组织的带领下，经过江堤人民的不懈奋斗和努力创造，我的家乡将更

加富庶、社会环境将更加和谐，前景将更加美好!

佘鼬f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6年6月25日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科学发展观，

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江堤境域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内容上限自事物之发端，下限至2004年，个别内容根据记

述事物完整性需要适当后延。 ．

三、本志体裁有志、述、记、图、表、录，以志为主。

四、本志为条目体，按事物性质分类记述。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均按国家统一规范书

写。引用古代文献、史籍之处依原文。

六、本志中使用的年号，凡清代及其以前的，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

年年号。

七、本志中使用的“今"，系指2005年。如“至今”，系指至2005年。

八、本志中的“建国前”、“建国后”分别指1949年10月1日以前和

以后。

九、本志中涉及的货币单位为“元”的，系指人民币，有特别指明的

(如美元等)除外。

十、本志中引用的典籍一般不加注，必须加注之处除外。

十一、本志涉及的历史地名、机构名、职务名、职业名，以当时称谓

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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