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洪湖新闻 2022.5.27 星期五报料热线：0716—2210602 邮箱:hh4398@163.com

本文拟从解放前的新堤教育、解放后的
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事业发展、沔阳专署师
资轮训班、农村的扫盲运动、思想教育活动
等部分来讲述早期的洪湖教育事业。由于
年代久远，资料缺失，想还原当年前辈们所
做的工作困难重重，倍感无力，特别是 1949
年5月—1951年6月沔阳专署教育科这段历
史，《洪湖教育志》《沔阳教育志》均无记载。
好在 91 岁高龄的洪湖市教育界老前辈宋荣
清阿姨健在，她老人家提供了珍贵的一组相
片资料和回忆，是我把此文继续写下去的精
神动力。

1950 年至 1955 年是我父亲程世颐在沔
阳专署教育科、洪湖县文教科工作的日子。
1956 年 3 月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文化教育
分科》的指示精神，教育科分为文化科和教
育科两个科室。我把这个阶段定义为洪湖
教育事业的早期阶段来研究。我们首先来
看看解放前的新堤教育概况，为什么叫新堤
而不叫洪湖？因为解放前没有洪湖县，叫新
堤教育是历史的真实。

一、解放前的新堤教育

古镇新堤在清末时期属沔阳一镇，由于
离县治较远，没有经馆，读书人必须到沔阳
城去求学，很不方便。后来来了一个许监
督，看到新堤没有学校，动员沔阳州教谕傅
卓然捐资，便办起了一所“江峰书院”。办学
初期影响不大，很少有人把孩子送去上学，
许监督为了吸引人们上学，就以发“奖金”

“升官”来吸引有志青年攻读诗书。
戊戌变法后，科举制度被废除，江峰书

院也随之改为“江峰小学”。同一时期西方
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奴化教育，以新堤圣公
会出面纠集封建势力，在新堤办起一所“新
民小学”，圣公会会长傅日斋兼任校长。后
来在新堤地区又相继办起了“南方高等小
学”和“女子学校”（据1921年出版之《湖北通
志》卷十六记载，“新堤高等小学堂，光绪三
十一年，邑绅建设。宣统二年，将学生合并
城内高等小学堂停办。”）。从这些学校的学
生出生来看，差不多全是新堤地区的“书香
门弟，士大夫阶级的子弟”，“南方高等小学”
的80个学生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
余下的几人，也是中产阶级的子弟。由于时
局动荡，“南方高等小学”和“女子学校”都是
办办停停。

辛亥革命后，古镇新堤又增添两所学
校，商业学校和天主教堂小学。

1927 年，刘楚玉任沔阳教育局长，他委
任王粟滨为新堤高等小学校长。

据 1934 年七月出版的《湖北县政概况》
载：“沔阳县私立小学设在第五区新堤的有
两所，一为私立江峰小学，二为私立新民小
学。”笔者考证应为三所，还有一所私立普善
堂小学。

新堤新民小学。新堤新民小学是一所
私立小学，校址设新堤夹街头育婴堂，系圣

公会所办。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内
办三班，分6级，学生47名，男教员1人，女教
员3名，经费由圣公总会月给洋120元，沔阳
县政府并未补助，该校创办有39年之悠久历
史，（1934 年六月十四日湖北省教育厅视察
报告载）该校始办之情况，无原始档案可查，
按上文推算应为清光绪二十一年，新堤沦陷
时该校停办。1946 年复办时，校长为胡德
邻，解放后停办。

江峰小学。1915年，沔阳县府因经济困
难，县立新堤小学停办。高椈香老先生倡
议，用少数富户捐款和缴纳商埠税的办法，
筹措资金，在原南方小学堂旧址开办了私立
江峰小学。1934年，省厅曾派员专往该校视
察，据视察报告载：“私立江峰小学第一部
（西来庵），内办 4 班，高初各年级均有，计学
生 170 名；第二部（设新堤慈善会内、东岸后
衙文昌阁刘家祠堂），内办初级 1 班，学生 40
名。”新堤沦陷时，该校曾一度停办。1946年
复办时，校长为陈醒吾，继任徐怀仁。新堤
解放时停办。

普善堂小学。1934年，由新堤普善堂办
“私立普善堂小学”1所，内设初小1班，学生
50余名，校址在新堤东岸后街。

新堤公立第一完全小学。创办于 1939
年秋，校址在新堤西岸正街金庭宫（原江西
会馆），陈树山任校长。1943年2月将校名改
为沔南县立第一小学校。1945 年由沔阳县
政府接管更名为新堤镇第三中心国民学
校。1950 年，学校改为沔阳师范附属小学。
1951年学校迁至西岸正街雷家民房，1954年
改名为新堤建设街小学，1973年又改名为新
堤镇第四小学。

新堤公立第二完全小学。创办于 1939
年7月，校址在新堤镇西岸瞎神庙和育婴堂，
校长程自修。1943 年改名为沔南县立新堤
第二完全小学。1945 年改校名为沔阳县新
堤镇第二中心国民学校，学校迁至中正街胡
桂庭房产内，1949 年 5 月，人民政府接管，秋
季改校名为新堤镇第二小学，1955年改名为
新堤镇解放街小学，1974年改校名为洪湖县
新堤镇第二小学。

新堤公立第三完全小学。创办于 1929
年，校址在新堤东岸正街老当铺，校长王绍
舜。民国十八年湖北省教育厅为扩充省立
初级小学，在东岸正街刘家祠堂设立“省立
沔阳第三初级小学”，1934 年 5 月，省教育厅
官员来新堤视察，9 月并入沔阳县立新堤小
学，新堤被日军侵占后，改校名为沔南县立
第三完全小学。抗战后，1945 年秋，学校易
名为沔阳县新堤第一中心国民学校，迁文昌
阁（今新堤一小宿舍区）。新堤和平解放后，
改为新堤市第一小学，1955年叫新堤镇民主
街小学，1974年易名为新堤镇第一小学。

抗日战争时期，新堤沦陷，原有的学校
全部解散。1940 年夏，日本人纠集汉奸、流
氓、地主等组成维持会，设有教育股，为了对
新堤市民进行奴化教育，灌输“大东亚共荣
圈”的侵略政策，企图从精神上麻醉人们。

日本人主导在新堤办起了三所小学，分别命
名为一小（新堤文昌阁）、二小（新堤万家
巷）、三小（新堤东林宫），共有 1500 名学生。
第二年又开办了一所“新堤公立中学”（新堤
杨家祠堂），校长由当时的汉奸、维持会长胡
桂廷担任，有在校学生50名。所有学校均开
设了日文课，并且规定学生日文考不及格不
能升学。

新堤公立中学在 1943 年改为沔南县立
中学，由沔南县政府筹备处处长雷筱圃兼任
校长。2 月汪伪政府将沔阳分为沔南、沔北
两县，沔南县正式成立，新堤为第一区（珂里
湾为二区、峰口为三区、府场为四区），将上
述 3 所小学改为沔南县第一、二、三小学，并
在一区内设初小学12所，这时的沔南县共有
32所小学。

1943 年 2 月，新堤万佛寺佛教分会主任
光武法师（中国人），以为日寇效劳为宗旨，
在新堤中央市场楼上开办私立万佛寺日语学
校，在校学生 60 名，专门培养熟练掌握日语
的学生。

1945 年日本人投降，抗战胜利，国民党
政府接管了原有的中、小学，并将“新堤公立
中学”改为“沔阳第二中学”，由新堤八大柱
头之一的熊贤金任校长。

1945 年秋，新堤“私立江峰小学”“私立
新民小学”恢复（两校于 1939 年新堤沦陷后
停办）。1948年8月，“私立豫章小学”在新堤
东岸万寿宫开办，校长熊贤旌。同年，湖南
同乡会在湖南会馆创办新堤楚南小学，校长
江印壁。1953年，楚南小学合并于新堤镇第
一小学。

1946 年 7 月，吴全权任沔阳教育科长，
1947年3月任沔阳二中校长。后来他为新堤
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古镇新堤教育
概况。也可说是洪湖建县之前的教育概
况。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事业发
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沔阳专署教育科、以
及后来的洪湖县文教科一班人忠实履行自
己的职责，爱党、爱国、爱岗敬业，把自己的
一生，甚至生命献给了他们热爱的洪湖文化
教育事业。

二、解放后的教育行政机构
与教育事业发展

1949 年 5 月新堤和平解放后，沔阳专署
设在新堤。沔阳专署统管文化教育的机构是
教育科。教育科科长为邵浩，王功品任湖北
省立沔阳师范学校校长，胡安任专署师资轮
训班副主任（无正职），程世颐任第一区队区
队长（新堤）兼政治理论辅导员，宋荣清任第
三区队区队长，罗德钊任副区队长。

以上这些洪湖建县以前教育行政部门的
史料，都是现年91岁高龄的宋荣清阿姨回忆
的，现有资料上均无记载，可以说相当珍
贵。宋阿姨讲：90 年代初，修《洪湖教育志》
的同志找到她，叫她写些洪湖早期文化教育
战线的回忆文章，由于她老人家身体欠佳，
所以没有应允来人的请求。

据《洪湖教育志》记载：1951 年 6 月建立
洪湖县，县人民政府设立文教科，配督学、科
员、会计各 1 人。县辖 7 个行政区，设 7 个学
区，各配文教助理员 1 名。区中心小学校长
协助区文教助理员管理全区教育工作。1955
年 12 月，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文
教科仍属县人民委员会的常设机构。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
记载：建县初期（1951.6—1955.12），历任县教
育行政机构负责人、文教科科长，胡安在
1951.6—1952.1是副科长，当时洪湖县文教科
无 正 职 科 长 ，副 科 长 程 世 颐（1952.10—
1955.12），程世颐在 1951 年 6 月建县时还担
任过新堤镇文教助理员。第一副科长李循一
（1953.8—1956.3）。

1953 年 8 月，胡安调任洪湖县民政科任
科长，1955年12月程世颐因病调任洪湖县文
化馆任馆长。李循一继续留任第一副科长。

在早期教育科领导岗位上程世颐工作
时间是最长的，共 5 年，所以说他老人家领
导参与了洪湖市早期文教工作的全过程
（1950 年—1955 年）。胡安是 3 年（1950 年—
1953 年）。李循一副科长也是 3 年（1953 年

—1956年）。
笔者研究发现，解放后的沔阳专署教育

科和建县后的洪湖县文教科，至1956年春文
教分科止。教育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接管
和恢复教育，包括接收处理美国和其他外国
津贴小学、初等学校收归人民所有。职掌督
导所属中小学，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
策，实施国家颁布的教学计划，组织中小学
教师经常性的开展政治学习，寒暑假期间开
展小学教师的讲习活动。考核、培训教师，
开展职工与农民的扫盲工作，掌管学校的扩
充与调整，人事的配备与更选，管理使用教
育经费等。县以下的区、镇文教助理员管理
所属之学校教育工作，并以完小为中心，建
立辅导学区，管理乡村小学教师的政治、文
化、业务学习。

1949 年新堤和平解放后，沔阳专署教育
科立马接管了原沔阳县立第二初级中学，改
校名为新堤中学，同时接管新堤三所公立小
学，亦属沔阳专署直接领导。8 月沔阳专署
教育科在新堤举办暑期讲习会，所辖各县中
小学教师300余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蒲
圻迁往新堤，原沔阳县立第二初级中学改名
为沔阳师范学校初中部。11 月襄南公学从
嘉鱼重返新堤。也是在 11 月成立了新民主
义青年团新堤地区教育战线总支部，下属沔
阳师范、新堤中学、小学等4个团支部。

1950 年 1 月，沔阳师范初中部改为沔阳
专区新堤中学，校址在新堤圣公会。8月，全
行署教师齐集新堤镇，参加沔阳专署举办的
中小学教师学习会，学习土改政策，专署要求
教师站稳立场，为土地改革运动服务。9月，
创立新堤职工子弟小学，校址在湖南会馆。
1953年，新堤职工子弟小学与新堤镇第二小
学合并。同年秋，私立新堤豫章小学和私立
新堤楚南小学（新堤东岸杨泗庙）合并，名为
豫南小学，设在柏枝村大庙，校长杨叔雄。

1952 年 2 月，全县取消乡小和完全小学
的名称。改完小为“中心小学”，乡小为一般
小学。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任务是：一方面
恢复和整顿国民党旧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
子；另一方面根据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情况，尽快地发展小学教育，让广大劳动人民
的子弟迅速得到入学的机会，并为中等教育
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完成这一任务，
中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学
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这一方针政策
的执行，使广大工农群众的子弟得到了上学
学文化的机会，使学校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
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从1949年到洪湖县
成立的第二年（1952 年），小学由 11 所学校、
2289名学生、130名教职员工增加到了141所
学校、859个班、28019名学生、1530名教职员
工；中等教育依然保持原有两所，而班数、学
生人数都大有增加。洪湖师范，由 6 个班、
240 名学生、20 名教职员工，增加到 8 个班、
384名学生、30余名教职员工。新堤中学（解
放前叫沔阳第二中学），由 5 个班，156 名学
生、27 名教职员工，增加到 9 个班，470 名学
生，39名教职员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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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洪湖教育事业
（1949年——1955年）

□ 程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贯彻党的“八·
七”会议制定的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
革命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发动
了多起武装起义。随后，建立党领导的革命
武装和开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也全面
展开。192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军事工作
大纲，其中要求各地建立的革命武装统定名
为“红军”。在湘鄂西地区，创建革命武装的
工作从未停止过。湘鄂西红军整编与改造
的首要目标是加强中央控制及强化党的领
导。1930年2月，在湘鄂西洪湖苏区有正式
番号的中国红军——红6军创建成功。

一、红6军的成立壮大了中
国红军的队伍

“八·七会议”中共制定有关湘鄂粤赣四
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力图在“白色恐怖”中
依靠“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以“武装的革
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起一处红色天
地。“打响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
爆发后不久，起义主力叶挺、贺龙军队一路
南下，但不久败于潮汕，军队溃散。贺龙从
广东经由香港至上海，后与周逸群等人回到
湘西一带重新组织武装“卷土重来”，此为湘
鄂西苏区及红军缘起之背景。

192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
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这一
时期中央仅是要求工农革命军转变为红军，
实际各地军队番号名称仍是自定，处于较为
混乱的状态，甚至出现相同番号的情况，如
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都有红
四军番号。其中，红6军就先后组建了5支，
既：东江地区的红 6 军、鄂西长阳红 6 军、赣
西南苏区的红 6 军、湘鄂西洪湖苏区的红 6
军（1930 年 2 月—1931 年 3 月）以及洪湖新
红6军。湘鄂西洪湖苏区的红6军就是创建
湘鄂西根据地主要的武装力量。

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以后，湖北鄂西的
游击战争经过2年多的历史，遭了几次的挫
折，在鄂西特委贯彻中共“六大”决议后，不
到一年，从实际出发，广泛发动群众，利用洪
湖地区有利的自然条件，组织游击队、赤卫
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沿长江一带赤色区
域，在近 3 万赤色群众拥护下，正式组建中
国工农红军第6军，逐步建立洪湖革命根据
地，有力地促进洪湖地区革命斗争发展。

党中央为加强湘鄂西红军的领导力量，
相继派来许光达、王一鸣等人之后，又派柳
直荀和孙德清、旷继勋等人到洪湖。1930
年1月中旬，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的柳直荀以
中央军委巡视员的身份来到洪湖，传达中央

要求红独第1师2个纵队尽快会合，升编为红6军，再与贺龙
的红4军会师，成立红2军团的指示。

红6军建立前经过4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27年10月，戴家场秋收暴动后诞生的第

一支洪湖赤卫队，队长彭国材。根据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
议案》中关于湖北的暴动“应自鄂南开始……”。洪湖戴家
场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继江西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之后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在全国秋收暴动的时序上位
列第 3。1927 年 9 月 10 日，戴家场暴动首战告捷，打响洪湖
地区秋收起义的第一枪，揭开鄂中区秋收暴动的序幕，建立
党领导的第一支鄂西工农武装工农革命军第4军。随后，建
立了一批秘密农民协会，扩大了游击队，同年 10 月，诞生的
第一支洪湖赤卫队，成为鄂中特委领导的一支基干武装。
1928 年元月下旬，贺龙、周逸群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
成湘西北特委到洪湖开展武装斗争，领导荆江两岸年关暴
动，将工农革命第4军编入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
第5军第3大队。

第二个时期，1929 年 3 月，在洪湖船头嘴成立洪湖（鄂
西）游击大队，大队长邹资生。下辖两个中队，后增至4个中
队。到1928年底，在洪湖、在同湖、大沙湖、白露湖等处开辟
了若干小块较为巩固的红色区域或较大面积的游击区域。
1929 年 3 月，中共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江陵沙岗召
开，着重传达“六大”决议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会后，鄂
西特委将江陵、石首、监利 3 县游击大队合编为洪湖（鄂西）
游击大队。

第三个时期，1929 年 8 月，在洪湖三屋墩成立洪湖游击
总队（亦称鄂西游击总队），总队长周逸群，参谋长段德昌，
下辖3个大队9个中队共千余人。1929年夏秋，洪湖根据地
初步形成，其面积横亘数百里，普遍建立了苏区乡苏维埃政
权，极大地震惊国民党反动派当局。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
游击大队得到相当发展。鄂西特委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部
队建设，将分散于各地的游击队集结于“洪湖边的三屋墩将
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

第四个时期，1929 年 12 月，根据中央要求，在洪湖峰口
将洪湖游击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1师，师长段德
昌，党代表周逸群，下辖 2 个纵队、10 个中队，全师共约 5000
余人，枪 1000 多支。1929 年 11 月，蒋介石与冯玉祥的战争，
正在加紧准备，驻鄂西敌军的部份主力外调。鄂西第二次
代表大会以后，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
一师。由此，洪湖地区诞生第一支中国红军——红6军。

红6军是由洪湖红军中央独立师改编的。1930年2月5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鄂西特委在监利汪家桥将中
国工农红军独立第 1 师扩编为红军第 6 军，孙德清、旷继勋
先后任军长，政委周逸群，副军长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
任。红6军下辖3个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段德昌，政委王鹤，
下辖4个大队；二纵队司令员段玉林，政委许光达，下辖3个
大队；三纵队是由当地“神兵”改编的，因在长阳游击交通不
畅，与军部联系较少。全军共约6000余人。同时，组成了中
共红 6 军前敌委员会，前委委员由军长孙德清、一二纵队司
令段德昌、段玉林，一、二纵队兵士徐昌贤、张传贤，特委指
定王鹤，加中央派来一位负责党务的同志共 7 人组成。红 6
军军部设在洪湖峰口，红军主力在洪湖沿岸恢复和发展，立
即开展反“清乡”斗争。军部设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并设
教导大队负责培养干部，旷继勋就职后立即召集军事会议，
决定积极开展斗争，继续扩大战果。从而形成了主力红军、
地方游击队相辅相助，协同作战的武装力量体系，使革命根
据地的有了坚强的武装支撑，对湘鄂西革命武装斗争的发
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有力地保证洪湖革命根据
地开辟。

为进一步推进各地军事武装正规化，中央在军队编制、
名称等问题上多次调整。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各地
组建起来的暴动武装，要求“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
人革命军……全称工农革命军”，意为共产党军队是工农群
众的武装。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要“组织红
军部队——以备这些部队渐次联合而成全国的中国红
军”。但直到 1928 年 5 月中共中央才正式发出指示，要求各
地“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
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红军之编制，试用三五制，即以十
二人为一班，三班为一排，五排为一连，五连为一团，五团为
一师，每师共四千五百人。以将各地军队从旗帜、编制、组
织系统上都转变为红军。

（待续）

湖北省沔阳专署教育科全体同志合影，程世颐（二排左五）、宋荣清（二排右三）、胡安（一排
右一）、王功品（一排左一）、邵浩（一排左四）、熊咏森（二排左二）。

洪湖市新堤子街，是迄今为止，惟一一
条尚能看得见基本原型。有着悠久历史的
完整古街道，是新堤古镇中最后的古迹遗

存。也是洪湖人民与洪水
不屈不挠斗争历史的实证。

文献载，新堤子街，“西
起长江干堤，东抵复兴路，
南 与 解 放 街 平 行 ，长 550
米，宽 3 米。1949 改名平等
街，1966 改名先锋街，1980
年11月复称原名”。

这条古街，是新堤五条
路座拥中的一条东西向街
道。它东起张家街（后来
的复兴街），呈新月状环绕
长江主干堤，向西延展约
一市里后向南掉头，在夹
街头东端与解放街衔接。
其中张扬着数条幽深的巷
道，把解放街、赤卫路纵向
连接起来。

这条老街之所以这种
走向成型，缘故是它本身就

是新堤长江干堤的一道子堤。
追溯其历史成因，是在清代的咸丰年

间，新堤五条路西端的芦蓆街至夹街头之间

的江堤，在伏汛中不堪高水位的长时间浸
泡，出现翻沙鼓水的管涌危象。

为了保证堤内新堤地区城乡的安全，由
当时的新堤州同署衙门和镇上的绅商仕贾
出资，调动大量民夫修建了这道子堤以抗洪
抢险。

次年，朝廷和省巡抚府拨款，加固了长
江大堤，新堤子堤失去了御洪功能。

后来，这条子堤的北端，己经有了一些
散居农夫渔民搭棚安家。处于周边低洼地
段居民，也陆续迁聚在新堤子堤面的南北
两侧，择高定居，由此逐步形成了街道的雏
形。于是，这段新堤子和原始街道，就不宜
再行移拆了。官府只好顺应民意，给新堤
子街落籍定名，让居民登记注册，形成了沿
袭今日的正式堤上街道。

这段历史来源，洪湖方志中“清咸丰
年”间，因江堤溃口，在此围一堤，故名新堤
子街的阐述，作了简短记载。

现在的人们，已无法从简短的志史文献
中，想像当时四方百姓一呼百应，万众一心，
在筑建新堤子时，与洪水进行生死博斗的惊
心动魄岁月。

当时，那种惊涛拍岸、浊汛肆虐、管涌迭
起、警锣慑魂的险情，还有在头若悬剑下的
筑堤战场中，呈现出日间挑夫如蚁，负重拼
博，奋力抢险，夜里挑灯鏖战，担土队伍如长
龙，打硪号子响彻云霄的紧张场景，都被淹
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留给今天人们的一点点印象，只有这条
有些苍老的长街，作为了那段抗洪历史的地
物证明。还有在上世纪中期，新堤子街与解
放街之间，相拥的几个分散荷塘，算是当初
挖土筑堤留下的遗坑证据。

后来，新堤居民们利用这些荷塘，顺应
自然，将其当成了城镇积雨和生活下水排放
系统的涵养小水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池塘碧波荡
漾，莲花飘香的氛围，美化了人们生活环境，
构成了景色宜人的城镇风光。

现如今，新堤子街已老态龙钟，但脚踏
它每一寸地面，履叩它每一块阶石，登上它
每一截隆起的坡段，都如同在丈量着洪湖人
百折不挠的抗洪历程。走进它每一条延伸
古今岁月的小巷，都可以聆听风从古来，倾
诉给你的新堤子街轶事。

源说新堤子街
□ 陈厚权

新堤子街

沔阳专区新堤中学（新堤圣公会校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