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纛．．，!省

浇讧毋地名案

流江县人民政府编审



湖南省沅江县地名录
HUNA姗NG YU龇叮I龇灯XIAN DIM【NGLU

(内部资料)

沅江县人民政府编印

一九八一年八月



湖南省沅江县地名录

(内部资料)

沅江县人民政府编印

益阳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16开本 t4去印张

插页8地图15 字致SO万

印数001-600 1981年8月印刷出版



。。《沅江县地名录》与大家见面了l这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

’成果。⋯。 一 ：，

‘．地名与外事、国防、新闻、邮电、交通、文教，科研以及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密切关联a『切实做好地名工作，实现地名标准化，对维护

祖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团结，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

、，：我县地名工作，是根据国务院[19793305号文件和全国，全省地

名工作会议精神及益阳行署在我县的试点要求，于一九八O年十一月

开始进行的。在八个月的地名普查工作中，全体地名工作者在上级地

名委员会和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全面调

查，了解地名含义，实地勘察，认识地理特点；研究史料，查考历史

沿革；处理地名，上下充分协商，在反复考证核实、全面归纳整理的

基础上，编写了《沅江县地名录》o

，． 《沅江县地名录》旨在为四化建设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其内

容：卷首部分有全县总图、前言．．日录、全县概况和沿革表，卷中主

要部分分六类：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

事业单位，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和重要地名简介。以上六类除名胜

古迹，革命纪念地以照片附上文字说明及重要地名简介以文字说明为

主要编排形式外，其余四类全为表格形式；卷尾部分有区|’社(场、镇)

基本情况表，新旧地名对照表，行政区划名称笔画查字表和编后记。

全册收录地名五千零五十九条，编写概况、简介材料二百0四篇，地／广J一 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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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幅，照片五十二张。共四百五十六面，约五十万字。

在收集、整理上述各部分地名时，根据标准化名称的要求

“可改可不改的地名，一律不要更改"的原则，把继续可以使用

确定下来了，把受林彪， “四人帮刀左的影响而乱改的地名更

了，把含义不健康不宜继续使用的地名纠正来过了，把一地多

名多地的混乱地名正名了；把有地无名、有名无实的地名增补

了。经过规范化处理，这次地名普查，我县和三个国营农场更

社(镇)、分场一十五个，更名的大队(管区)，农场生产队

十八个，新增大队二十六个，并对一百五十一条派生地名相应作了更

改。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一千四百六十五条，图上符号标记的四

百二十二条，删减地名一百二十一条，勘误地名三百三十六条。这样，

基本上使我县地名称呼，字音字形字义规范化，主地名与派生地名统

一化，地名与实体_致化。

《沅江县地名录》是县人民政府主编的。从出版日起，全县使用

的地名均以此为准，不得任意更改。如因特殊情况要更改地名，须经

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地名管理机构批准，方为有效。

地名普查是项新工作，由于我们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有限，

加之时问仓促，因而本地名录编写质量不高，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同

志们批评指正。

《沅江县地名录》在编印过程中，湖南省测绘局、兄弟县市地名

办、益阳市人民印刷厂给了我们极大支持，在此致以谢意。

沅江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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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县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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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沅江县位于湖南省北部，益阳地区东北部，居洞庭湖滨。东与岳

阳县，汨罗县交界，东南与湘阴县相接；西南与益阳县接壤，西与汉

寿县相邻，北与南县、大通湖、金盆、北洲子农场毗连。以“沅水所

归宿之地"而得名。茶盘洲、千山红、南湾湖三农场均在沅江县版图

内。境内湖洲广阔，河汊交错，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素

称“鱼米之乡矽。全县面积二千O七十一九平方公里(三百一十一万

亩)，人口五十七万。八百一十三人，主要是汉族，还有藏，+苗，

满、回，壮、瑶，，土家等族。有九个区，三十七个公社，五．．个集镇

(其中一个县辖镇)，三个芦苇场，三百九十六个大队夕四，千四百八

十五个生产队，一千一百七十一个自然村。县治在洞庭湖西，南部资水

下游分支出口处的琼湖镇。 。

沅江县属洞庭湖区域。北部冲积平原，宽广坦荡，河渠纵横，是

水稻、苎麻主产区，西部丘陵起伏不平，赤山最高峰庵子岭海拔一百

一十五点七米J西南部地势较低，港汉池塘交织，盛产柑橘杂果；南

部万子湖，湖面宽阔，大小湖洲星罗棋布，水产富饶；东北部是一片

沼泽浅滩，芦苇丛生。全县气候四季分明，光热充足，雨量丰沛。年

平均气温1 6．9度，一月份平均气温4．3度，七月份平均气温29．1度。

年降雨量1322毫米，一般是春夏季多雨，秋冬季干燥，金年无霜期约

二百七十六天。全县有粮、油、‘麻、棉，橘、芦、猪、鱼八大产品，

还有湘莲、银鱼等小宗特产，是全国商品粮、商品鱼、柑橘、苎麻和

芦苇基地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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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沅江，地钟人秀。漉湖的石城山，北大公社的南金山，泗湖

山区的“虞舜古城"等原始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的发掘，犹绚丽可

观。据省志载：沅邑属禹贡荆州之域，衡阳郡益阳县地；南北朝时宋

属衡阳内史益阳县地，齐属衡阳郡益阳县地。梁武帝普通三年(公元

522年)建药山县，至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始名沅江县。沅江

建县迄今已有一千四百五十九年历史。

沅江人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南宋时，农民起义领袖杨么曾屯兵

二十余万于石城山、子母城、草尾嘴、万子湖等地，义旗漫卷，气贯

长虹。特别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

读的钟化鹏、熊玉端和刘六如等同志，创建了新沅江学社，创办了

《新沅江》旬刊。一九二六年七月建立了地下党组织，领导全县的土

地革命。一九二七年，从县到区，乡均建立了农协组织，会员发展到

六万余人，工会组织发展到七十多个，会员队伍日益壮大，革命形

势如暴风骤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湘鄂西洞庭湖特区游击

队，就曾以沅江为重要的活动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沅江的地下党组

织又一次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民族斗争。毛泽东，

帅孟奇等同志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均曾到过沅江。在白色恐怖下，

我党优秀党员蔡杰、徐植南等同志为了革命事业而壮烈牺牲。

在灾难深沉的岁月里，沅江这个水乡泽国，民生凋蔽，狼犬横

行，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解放前夕，全县受到洪水袭击，倒溃大垸

十个，万顷良田，汪洋一片，遍地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沅江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解放。三十年

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治愈创伤，恢复元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金县耕地面积七十七万五千四百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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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其中水田五十八万八千。七十九亩，旱土十八万七千三百五十

亩。广大干群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膏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群策

群力，治山治水，不断前进。自一九五四年冬整修大通湖垦区以来，

全县大小堤垸一百二十八个，经过堵流并垸后，现有堤垸十四个。整

修和兴建一线防洪大堤二百六十三公里，筑砌护坡护脚块石二十二万

三千六百立方米，培植防浪林二万八千亩，防浪芦苇一万七千亩。合

理调整了原来紊乱水系，开挖了三千五百多条渠道，运河，兴建了变

电站七座，架设了高压输电线路一千一百五十四公里，建设了排灌站

二百九十一个，涵闸、水泥管一百二十六处，丘陵区建拦洪坝一百二

十处，整修山塘一千三百三十九口。通过多年农田基本建设，大部分地

区初步实现了田土成格、渠道成网、，居住成线的园田化规划。金县有

效灌溉面积达七十万亩，旱涝保收面积达五十四万四千亩，充分发挥

了水利为农业服务的作用。在土壤普查、围垦，平整土地、改造低产

田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改造自然条件的同时，还进行了耕

作制度的改革，普遍推广了两季连作和“稻，稻，肥矽， “稻、稻，

油黟。为了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和购置了拖拉机二百八十六

台，手扶拖拉机六百一十一台，电动机三千二百七十四台，柴油机八

千一百四十八台，农用水泵四千七百。五台，农机总动力达十三万九

千二百六十马力。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

提高了生产率。全县外湖湖场辽阔，大小湖泊七十四处，面积五

十三万亩，其中万子湖，白沙长河、漉湖是三大天然鱼库。内湖从一

九七六年秋始，经过四年努力，投工二百八十多万个，完成土石方九

百五十多万方，在原有四十多个区、社渔场中，建设了高标准商品鱼

基地三十六处，修建规格化鱼池一万九千亩；还有三个国营渔场，水

面一万七千五百亩(其中黄家湖是与益阳县联营，面积未计)，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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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队养殖水面三万四千五百亩；生产队和社员的零星水面养殖面积

达一万四千亩；十万亩内湖已利用的水面共八万五千亩。芦苇生产也

有很大发展。大小湖洲一百五十一个，有苇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七万

五千亩发展到现在的三十五万亩。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六亿七

千O九十八万九千斤，第一次突破六亿斤；苎麻总产量十二万六千八

百担，占全省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二，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

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十，棉花总产量四万一千三百一十九担；油料

总产量一十一万一千六百O八担；柑橘总产量一十八万五千三百一十

九担；湘莲总产量一千七-g／＼十九担；牲猪存栏数二十五万七千四百

三十六头，鲜鱼总产量一十一万一千五百担；芦苇总产量二十二万O

七百四十二吨(产值一千九百一十一万元)，占全省造纸原料的百

分之四十。植树造林二十七万八千二百亩，其中用材林面积二万六千

亩，甫大区的防浪林，《人民日报》曾以“湖乡杨柳万千条刀称誉。

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人民公社农副业总收入一亿一千二

百六十九万八千元，社员人平纯收入一百一十元。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逐步壮大。广州军区赤山纸厂．．湖南省电机

厂、湖南省沅江纸厂，均建在沅江县境内。全县国营、集体及社办、

场办等大小工厂共一百九十个，职工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充分利

用了芦苇、苎麻、柑橘、湘莲、鲜鱼等丰富的自然资源。随着国民经

济发展要求，初步形成了以轻纺为主，化工、机械为辅的工业体制。

一九七九年工业总产值六千七百七十七万元。主要产品有氮肥、农药，

食品罐头、饮料酒、棉布、机制纸、机滚船、小拖箱，电动机、中小

农具等三十二种。县食品厂，具有年产四千吨各类罐头和加工六千吨

各类食品的生产能力。县氮肥厂年产碳酸氢氨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一

吨；’可为全县每亩水田提供七十五斤化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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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贸易，日益兴隆。目前拥有五百一十六个零售网点，职工六

千O一十三人。近年来，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购销两旺，市场繁荣。r九七九年购销额达一亿五千四百一十一万

元；其中农副业产品投放四千二百六十五万元，人平八十三点六元。

科技．．文教事业发展很快。科技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科协组织

遍布全县。现有科研人员一千五百一十四人。从一九-kA年至一九七

九年，经过评选获奖的科技成果有一百三十九项，其中有五项达到省

内国内先进水平。一九七九年与一九四九年比较，全县由一所初级中

学和一所初级师范，发展到九所完全中学，七十三所初级中学，-．所

中师；小学由二百八十二所发展到四百三十七所，还兴办了一所中等

农业技术学校。教师队伍由五百五十人增加到六千七百四十五入(其

中公立教师二千五百四十人)，在校学生由一万五千九百O四人发展

到一十三万七千六百五十四人，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材。自一九七六

年秋起，推广电化教学，为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文化馆(站)，电影院(队)、广播站、图书馆(室)、戏剧曲艺团

体、书店，从县到社己形成了宣传文化网，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

医疗事业有了较快发展。一九四九年解放初，只有一所县卫生院

(不计私营药店与社会游医)。至一九七九年，各级医院、血防院便

发展到了八十六个，已有病床二千九百八十四张。公职医务人员一九

四九年仅十三人，一九七九年便增加到二千四百O五人。大队有合作

医疗站，病人能得到及时医治。全县十万余名血吸虫病患者已治愈七

万余入。有十三个公社(镇)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过去是钉螺窝

的漉湖合兴洲，现在是欢歌遍地，人寿年丰的幸福垸。

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往东由草尾航道经岳阳直通长江，南循湘

水可至长沙、衡阳，循澧水北至津市等地9在县内，湖汊沟港交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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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可通至社、队。沅(江)益(阳)公路接长(沙)常(德)公路，

可往毗邻县、市和邻近各省。沅(江)南(嘴)、胜(天) (合)

兴、胜(天)萧(公庙)、新(华)茶(盘洲)四条县内公路干线，

贯穿全县各沤、社、场、镇。

沅江自古为名胜之地。有越相范蠡幽居的“赤山’’，有汉昭烈

(刘备)立城于琼湖镇的“刘公城”，有水碧鱼肥的“琼湖黟，有严

子陵的钓雪“寒潭夥，有古木参天的“庆云山力，有巍然耸立的“凌

云塔"，有五彩缤纷的“八角亭刀等等。历代骚入墨客，行吟湖畔，

笔阵嵯峨，琳琅满目。屈原的楚辞《涉江》，杜甫的《宿白沙驿》，李

白的《游洞庭泊泗湖》等诗，都写于沅江境内。这些脍灸人口的诗句，

传诵千古，流芳百世。



沅江县沿革

《湖南省志》载：沅江县，禹贡荆州之域；周属荆州南境之地；春

秋，战国属楚地，秦属长沙郡，西汉属长沙国益阳县地，东汉属长沙

郡益阳县地，三国属衡阳郡益阳县地；晋代分别属武陵郡汉寿县和衡

阳郡益阳县地，南瘟朝时期，宋属衡阳内史益阳县地，齐属衡阳郡益

阳县地，梁武帝普通三年(公元五二二年)始建县，名药山县。建县

至今，已一千四百五十九年历史。现据《湖南省志》、《常德府志》、

《巴陵郡志》、《沅江县志》和沅江县档案馆资料，将沅江县历史沿

革和行政区划列述于下：

朝代 年 号 县 名 隶 属 县 内 行 政 区 划

梁：武帝普通三 析益阳置县。辖十一都，县城在药山乡，
年(公元五二二 药 山 药山郡

年) 今三眼塘一带。
南

梁：元帝承圣元
药 山

仍名药山，所辖无考。

年至四年(公元 郡治药山县。

、墨 五五二至五五五 药山郡

年) 重华
从药山分置，与药山县并存。县城在今泗

湖山一带。所辖无考。

陈：武帝永定元 药 山 情况同上
朝 年至后主祯明三

药山郡
年(公元五五七

重华 情况同上
至五八九年)

隋文帝开皇元年 废药山郡，药山县及重华县，置安乐县。
隋 安乐 巴陵郡

(公元五八一年) 所辖无考。



朝代 年 号 县 名 隶 属 县 内 行 政 区 划

开皇十八年
隋 沅 江 巴陵郡 所辖无考。

(公元五九八年)

唐昭宗乾宁三年
唐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时辖四乡：长

唐 乔 江 巴陵郡
乐，延祚、乐山，临川，八都：市坊、抚安、析

(公元八九六年) 居、四都、六都、七都、八都、十一都．其他年

间无考。
‘ 。

后梁至后周(公

五代 元九O七至九六 乔江 朗 州 所辖无考。

O年)

宋太祖乾德元年 (先)岳州
北宋 沅江 所辖无考。

(公元九六三年) (后)鼎州

宋孝宗乾道五年 (复)岳州
南宋 沅江 所辖无考。

j

(公元一一六九年) (后)常德府

元成宗元贞元年
兀 沅江 龙阳州 所辖无考。

(公元一二九五年)

明太祖洪武二年
沅江 常德府 所辖无考。

(公元一三六九年)

洪武十二年 (并入龙
常德府

(公元一三七九年) 阳县)

明
析龙阳复置沅江县。

洪武十三年
明嘉靖年间(公元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

沅 江 常德府 年)，在唐基础上改辖四乡一坊：长乐乡(四、六、
(公元一三八O年) 七都)，延祚乡(八都)，乐山乡(十一都)，临川

乡(抚安，析居)；在城坊。其它年间无考。

康熙，雍正年间(公元一六六二至一七三

清顺治至清宣统 五年)辖六里：宣化、市坊、长乐、兴贤、福宁、荣

岳常澧道 盛。清末辖十保；市保(今琼湖镇)白保(今

清 (公元一六四四 沅江 莲子塘)河保(今三眼塘)马保(今马公铺)

常德府 赤保(今赤山)蒋保(今明朗山)廖保(今廖潭

至一九一一年) 口)龙保，郎保(今益阳牟家口，注澜湖)赛保

(今湘阴赛头口)。其他年间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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