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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地整理我市(县)建国以来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沿革，填补我市机构编制史资料方面的空白，为即将进行的政

治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作准备，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机构设置

和人员编制的科学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根据省编委湘编

·(1986)46号文件通知精神，我们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从1987年1月开始，经过二年多的努力，编纂了《湘乡机

构编制史》．

在编纂中，我们秉着广征，核准，精编的原则，以历史档

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用文字和表格相结

合，以文字为主体的形式，收录了建国以来(1949．'--"1987)我市

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面的历史资料，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各个

时期机构编制的概貌。全文共分为四章，约27万字。

本书第一．二，三章由毛金玉，彭剑清，谭石开撰稿，第四

章主要由各单位撰稿，由彭剑清，谭石开修改核实。全书由谭石

开修改定稿。市地方志办公室毛金玉同志负责编辑出版。本书

的编纂还得到了市档案馆、统计局以及市直有关单位的大力支

持，配合，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全，编者水平有限，纰漏难免，敬
。

请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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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湘乡概况：‘

，．第一节，^市情简介 一

湘乡市位于湖南省中部涟水中段，东径112。317，北纬

鼍7。44，，南北长64．3公里，东西宽65公里，面积2011．3平方公

里。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城区海拔5l米。年平均气温1 7．3℃，

一月均温4．9℃，七月均温29．4℃，年降水量12t5．8—1472 m 1TI．

交通方便，湘黔铁路纵贯东西，国道320线穿越辖境。 。

， 全市设8个区，41个乡，2个区级镇，3个乡级镇，3个

城区办事处，11个农林渔牧场所。总人口828580k，其中农业

人口749680k，主要是汉族。 ，。 ，。

西汉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哀帝刘欣封长沙王之子刘

昌为湘乡侯，“湘乡黟开始作为侯国地名出现。东汉建武初
年，始置湘乡县，属荆州零陵郡。南朝宋代湘乡属衡阳内史，

后并连道入湘乡i梁天监年间，湘乡复为县。元元贞元年

(1295)，湘乡以民至万户，升为州。明洪武二年(1369)复

为县，属长沙府，直至清末。辛亥革命，改府州为道，湘乡

属湘江道。公元1922年废道制，湘乡县直属于省。1949年8月

13日，湘乡和平解放，属湖南省益阳专署。1952年11月20ff，

益阳专署撤销，划归邵阳专署管辖．1965年7月1 0日划归湘

潭专区。1983年8月，湘潭专区撤销，属湘潭市管辖．1986年

9月改为县级市． ．，
，

， ，

经济资源丰富，盛产稻米．牲猪．茶叶，为全国商品

粮和瘦肉型商品绪基地县(市)之一，昂探明的矿石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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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石灰石、白云石、石膏、矽石、方解石、粘土，煤、滑石、

钾长石、海泡石，以及锰，金，铅，锌，铀，钼，钴、录

等。 ．

1958年．中央在湘乡选点定厂，湘乡水泥厂、湖南铁合

金厂，湘乡铝厂、湘乡化工厂，水府庙电站相继建成投产，奠

定了湘乡工业发展基础。全市形成以冶金．建材，化工、电

子、食品为主体的地方工业体系，各类工业企业600多家，能

生产1500多种工业产品，其中水泥．啤酒不仅畅销国内，在国

际市场也很有声誉。铝锭、铁合金，氟化盐也在数量上名列全

省第一。农产品商品率高，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8 00万公斤

以上，出栏肥猪70万头。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4．7049亿元，其中

农业产值2．9454亿元，为1949年的2．4倍，工业产值I．7595亿

元，为1949年的4l倍。

教育事业素称发达，民国年间小学数量之多，即已居全省

第一位。现全市已有中小学及各类专业学校729所，在校学!生

150300人，每年为国家输送大中专学生1000人左右，高考录取

率历列全省前茅．

湘乡名胜古迹甚多．座落在城东对河东山书院，是毛泽东

少年求学的地方。云门寺，始建于宋皇佑二年(1050)，寺内

有高达II．4米的千手千眼观音和石雕十八罗汉，工艺精湛，栩

栩如生，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北正街蜀汉大司马蒋琬故宅

遗址，今存“伏虎古井竹，相传为蒋琬所凿．城东隅夏梓桥搿洗

笔池一，为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谪贬潭州出巡湘乡时洗笔之地．

市西北郊牛形山的墓葬群，拥有约5000座战国时期的墓葬，龙

潭乡岱子坪、石柱乡团鱼山等处，有面积共达12600平方米的

龙山文化遗址，商周文化遗址和秦汉墓葬更多．于1966年建成

的全国著名大型水利工程韶山灌区工程，其枢纽部分水府庙水

库、洋潭引水坝，洙津渡槽．三湘分流分水闸等，都座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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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乡，灌区主渠及南，北干渠沿线与万福桥，石鱼山．

．观音阁，孤洲等名胜古迹交相辉映，给古城增添了新的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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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行政区划

1949年9月1日，湘乡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为适应施政和

筹粮支前需要，经益阳专署批准，将民国时期的47个乡、3个

镇，划为11个行政区，9月4日向全县人民公布．

1950年6月16日，中共湘乡县委按中南局关于改造新区基

层政权的指示精神发出了划乡建政工作的具体意见，全县划分
1 1个区，7个镇，308个乡．2414个村(详见表1)．

，1951年8月1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遵照中南军政委员会

(51)会民字第1 1499号文关于在百万人口的大县，领导困难，

可以划小的指示精神，以民创字1267号文通知，将湘乡县第

九、十两区计66个乡镇划入蓝田县(即今涟源市，娄底市)，

以三、六、七区及第二区一部分(七个乡)计114个乡镇划为

双峰县，以一、四、五、八，城关区和二区的大部分计135个

镇划为湘乡县。调整后的湘乡县划为15个区．132个乡．3

个(潭市．谷水、城关)镇、926个村(详见表2)。

1952年，第二次划乡建政。5月15日，益阳专员公署以民

行字391号文批复中共湘乡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湘乡县二区西

亭乡划归湘潭县管辖，六区万里乡划归双峰县管辖，九区泉湖

乡划归宁乡县管辖。6月份划乡建政工作结束，全县划为15个

区．333个乡．3个镇(详见表3)。

1952年1 tfl 20日，省人民政府民行创字0622／033号文通

知，撤销益阳专署。湘乡由益阳专署划归邵阳专署管辖。

1958年将全县15个区，333个乡、3个镇并为15个区，226

个乡，3个镇(详见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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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27日，县人委根据湖南省人民委员会(55)会

办秘字0357号文，关于县辖区公所的名称，一律按地名排
列的规定．以会办字第030／0458号文通知，将原全县按数字称

呼的一至十五区公所，依次命名为铜钿湾、龙洞、泉塘、塔子、莲

花，虞唐．潭市．新铺，白田、仁厚，月山，翻江．谷水，壶

．天，羊古区公所(详见表5)。

1955年1 1月18日，因铜钿湾区与所辖铜钿湾乡同名，常发

生邮件误寄，误拆等现象，县人委以会办字第054／0837号文通

知，将铜钿湾区公所改称为东山区公所。
’

1956年2月25日，县人委以会办字第012／0130号文通知，

将塔子之张江，塔子两乡一并划归东山区领导。

1956年5月28日，湘乡县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共湖南省委

(56)48号文关于并乡撤区工作的指示，。召开了第三次委员

会，发出了并乡撒区的决议，将原有226个乡，3个镇，并为41

·个乡、2个镇。中共湘乡县委和县人委于1956年6月24日发出通

，知，在6月25日正式撤销全县十五个区的建制(见表6)。，

在撤区并乡时，为解决扦花边境问题，将原十字乡的一部

·分，岩江乡85户，新划的涧山乡9户划归涟源县，从涟源县划

出41户归涧山乡管辖． 二

，

，撤区并乡后，为了加强对乡．镇的领导，到同年底!县

委，县人委决定先后设立了东郊，梅桥．虞唐，潭市．白田，

．谷水。翻江等-7个办事处，分片管辖各乡，镇(详见表

7)． t

’

．

1957年8月7日，经邵阳专署批准，县人委以会办字第70

-号文通知，将大乐乡分为大乐、红石两个乡，将横铺乡分为横

铺．东塘两个乡，这样，全县为43个乡，2个镇． + 一

1958年10月，撤销原有乡镇，实现人民公社化．10月12

丑，县委，县人委以会办字第103号文通知，将原45个乡镇，
。

5

Pf

●

、_$凄簪，



L． ．，

l
6

一．



●
口

；，

j

乒

<61)200号文通知，将原lo个区1个镇45个人民公社改为10

个区，2个镇，73个人民公社，882个生产大队，8863个生产

队(详见表12，13)．． o ，，

1962年6月7日，县委以总号92号文向地委报告，将棋梓镇

与万罗人民公社合并为棋梓人民公社，梅坪公社并入城关镇，

东郊区在长丰公社划出二个大队，东郊公社划出二个大队，城

前公社划出5个大队，共9个大队，增设大田人民公社。7月l 1

日，县人委以会办字086号文通知，增划的大田人民公社已正

式办公。全县仍为lo个区，1个镇，73个人民公社(详见

表14)． 一

，

1964年4月5日，根据省人民委员会会民字(1962)708

号文精神，县人委以(64)会办字第93号文通知，将“城关镇

公所劳改为“城关镇人民委员会"，与人民公社同属一级政权

组织．10月21日，县人委根据中央关于单位和地名名称不能以

领袖名命名的规定，报经邵阳专署(署办字第180号文)批准，

县人委以会办字第282号文通知，将“陈赓公矽改名为“泉
湖公社升，“公略公矽改名为“桂花公矽。 ，

1965年1月3日，邵阳地委(1965)字第ol号文批复，将湘

乡县杉山公社华石大队划归涟源县西阳公社，将涟源县恩口公

社大坪大队划归湘乡县壶天公社。7月10日，中共湖南省委，省

人民委员会以湘发(1965)156号文通知，湘乡县由邵阳专区

划归湘潭专区领导． ， ，，

．，1968年4月11日。省革委生产指挥组以组民字第0l号文件

批复，将湘乡县团田公社舒塘大队的双合，车家两个生产队，

划归湘潭县杨林公社韶峰大队管辖．同年省革委117号文通

知，将湘乡县大坪公社及白田公社的祝赞大队(总面积约六万

亩)划归韶山区管辖．全县为10个区，1个镇、72个人民公社．

1973年7月21日，双峰县、湘乡县以双革字51号，湘革发27



文联合向邵阳地区，湘潭地区报告，为解决边界纠纷，请求将

湘乡县天门公社连山大队6个生产队戈Ij归双蜂县丰瑞公社，将

双峰县丰瑞公社红旗大队和坪上大队的一半5个生产队，共1 1

个生产队划归湘乡县天门公衬．获得批准执行。
’

1976年。将湘乡县坪花公社的鞍山。坝塘两个大队21个生

产队划归双峰县增桥公社，增桥公社泉塘大队的新塘生产队划

归湘乡县坪花公社坪山大队立新生产队。l 1月9日，湘潭地区

革委(76)89号文件，将湘潭县环山公社江夏大队划归湘乡 一

县横铺公社．7
‘

1978年1月21日，县委根据省革委办公厅湘革办函(19 77)

1 77号函以湘党发(78)009号文通知，对区社体制进行调整，将

原有的10个区，1个镇，72个人民公社，调整为8个区，1个

镇，46个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体制不变(详见表15．

16)。 ，

1981年6月25日，县人民政府根据湘潭地区行政公署潭政

发(1981)42号文批复，以湘政发104号文通知，将全县151个

重名同音大队更名。7月16日，县人民政府以湘政步1 17号交

通知，将大桥公社更名为花坪公社(详见表17)。

1982年3月5日，县委．县政府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81)394号文件批复，联合以湘党发06号。湘政发32号文涌

知，恢复棋梓镇，潭市镇。棋梓镇辖棋梓、万罗山，白云3个

居委会，共10个居民小组和棋梓大队计18个生产队(注．实建

棋梓，泽江两个大队共18个生产队)。潭市镇辖街口上，潭

台，四总3个居委会，计7个居民小组和潭市大队(计6个生

产队)。 ’

．

1983年3月9日，县政府根据湘潭地区行署(1982)1．1墨

号文批复，以湘政发20号文通知，城关镇增设东风，茅坪，可

心，城西，城南五个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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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3臼，县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幺月客目关孚

实行政社分并，建立乡人民政府的通知精神，以湘政发24号文

通知j将全县46个人民公社改为46个乡，710个大队改为7i0个

村，8240个生产队改为8240个村民小组．12月14日，县委根据

湘潭市政府办(1984)I 54号文批复，以湘党发24T号文通知，将

棋梓区更名为谷水区，区址设崇山乡仁安村．(注：区址实际

仍在原处棋梓镇内)．辖坪花．谷水，崇山、毛田4个乡。棋

梓镇带棋梓乡，潭市镇带潭市乡。将棋梓乡小罗村(12个村民

小组)和谷水乡白云村(17个村民小组)划归棋梓镇管辖。调整

后，棋梓镇辖5个村，66个村民小组，3个居委会，8个居民

小组．(注：调整后棋梓镇实有6个村，60个村民小组．5个

居委会，包括大厂矿25个居民小组)．

198 5年3月3日，湘乡县委根据省民政厅(1984)28号文

件批复，以湘党发49号文件通知撤销虞唐、白田，山枣乡，建立

虞唐、白田、山枣镇。虞唐镇下辖原虞唐乡的18个村，设置老

街，新街两个居委会，山枣镇下辖原山枣乡的14个村，设置山

枣居委会，白田镇下辖原自田乡的15个村，设粉壁滩、分路口

两个居委会。全县共设8个区，43个乡，6个镇，7lo个村，23个

居委会，8263个居民小组。

1986年3月5日，湘潭市政府潭政办(1986)7号函，将

棋梓乡、潭市乡分别并入棋梓镇，’潭市镇，撤销镇带乡建制。

1986年9月12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湘乡县设立湘乡市，以

原湘乡县的行政区域为湘乡市的行政区域。从此结束了1961年

的湘乡县建制。

9月1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批示，以湘政函

(1986)25号函复，同意将棋梓镇的坪湖村划分为坪湖，坪塘

两个村，将栗山乡的峡上村划分为峡上、蛾嵋两个村．将白田

镇的南薰村与至公村合并为至公村．县政府办于I 1月25日分男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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