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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精神，我市于1981年进行了地名普查。以

实存地名为基础，对行政区划、居民点，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街巷、，道路、革命纪念

地、名胜古迹、具有方位意义的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名称和其他重要地名进行了实地调

查，征求了群众意见，收集了民间传说，查阅了史籍资料，进行了综合考证和标准化处理，

建卡注册。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清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端地名，纠正了十年动乱时

更改的不妥地名，确定了近年来出现的新地名，改变了过去一地多名，异地同名，有地无

名，有名无地和一名多写的混乱局面。

《衡阳市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的基础资料汇编成册的，是我市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

表现，也是我市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科学的地名史料。它体现了本地的历史、经济、文

化和地理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有利于行政管理、城市建设、交际往来和人

民的日常生活。
●

《衡阳市地名录》并不包罗全市所有地名，而是采择主要地名，共分七大类。计2，660

条。市、区、公社、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和部分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地片均有较详细的文

字介绍，其余地名亦作简要说明。衡阳市地名图置于卷首，起统观全貌作用。附有照片86

幅，是部分地名的直观表现。

《衡阳市地名录》在编辑过程中，除了省地名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外，还得到了各区地

名办公室，市统计局、档案局、人防办公室、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湘南学联旧址陈列

馆、衡阳日报社、湘水第一勘测队，地区气象台，民航十一大队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和毛代

胜、王晨牧、冯玉辉、左健邦、李兆璜、肖功文、肖润波、陈植森、罗健吾，欧阳仪，欧建

鸿、金德深、蒋光南、谭雪纯、谭善邦(按姓氏笔划排列)等同志的热情指导。在此，我们

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加之人力不足和缺乏地名工作的经验，讹漏之处，在所难

免，编排也未尽适当，恳请批评指正。

衡阳市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k--年六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册所辑地名，按类别编排。

二、使用国家确定的规范汉字。对个别已经通用的方言地名作特殊处理，按衡阳方言拼

音，如“蔡家蝗’’的“士妒(Zao)字等。

三、各条地名均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和《城市街遭名称拼写规则(草

案)》予以汉语拼音。

四，耕地面积使用市制计量单位，其他计量单位均采用公制。

五，所用年代，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必要使用帝王纪年的，则注明公元纪年。

六、序数，约数、专名和帝王纪年等数字使用汉字，其他数字统一采用阿拉伯数字。

七、地名条目，皆为全称。但在文字介绍中使用了简称，如“湖南省第三甲种工业学

校一简称“三甲工"， “西湖人民公社"简称“西湖公社’’。

八、全市总户数，人口数采用了1982年人口普查成果，其他数据均截止1980年底。部分

相对数，按四舍五入法则，用了约数。

九、保密单位不属于地名普查对象，故未列入本册。

十、少数单位在地名普查后已经更名或并入其他单位，原名失去地名价值，本册不再录

入。本册审订后产生的新地名亦未收录。

十一、各区及公社的面积，是从197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绘制的1 t 5万的

地图上计算出来的，我们未作实地测量，故不能作为划界依据。

·I·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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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阳市概况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南部，北纬26。54 7，东经1120367。地处湘、蒸，耒三水汇合处和京

广、湘桂铁路交叉地，是湘南水陆运输中心和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其东、南及西南和衡南县接壤，北、西北与衡阳县毗邻，东北一隅和衡山县隔江相望。全市

总面积337．32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32．96平方公里。居民127，691户，527，105人，其中

有回，壮、苗等21个少数民族1，963人。辖江东区、城南区、城北区和郊区，设15个街道办

事处和9个人民公社。市人民政府机关驻解放路。

衡阳作为郡名首见于三国孙吴，作为县名始定于唐，作为市名初出于民国。因其位于衡

山之南，故名衡阳。春秋战国为荆楚南疆。西汉初，置鄙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一带)、承

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一带)，属长沙国，西汉中，立钟武县(今衡阳县地)，属零陵郡，

西汉末，钟武、承阳皆为侯国。东汉时，更钟武为重安县，改承阳为临蒸县。三国吴置衡阳

郡，辖临蒸、重安，设湘东郡，辖酃县。晋、宋、齐、梁，陈，县地迭有分合，县名累相变

易。至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临蒸，重安、新城合并为衡山县，属衡州。唐初，改衡

山为临蒸，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更名衡阳县，属衡阳郡。宋因之。元初，划东乡

为新城县，同属衡州路。明初，新城并回衡阳，隶衡州府。清中叶，分为衡阳、清泉两县，

同归衡州府。民国元年(1912年)，两县合并为府，翌年废府，恢复衡阳县制。民国三十一

年(1942年)元旦，分县设市为省直辖。1949年10月8日，衡阳市获得解放，同月15日成立

市人民政府。

早在奴隶社会时期，衡阳就有先民居住。后周显德始立木栅，宋咸平版筑土城，元泰定

修成石郭，明洪武增高加阔建城门七座，串楼若干，遂成一座较为正规的城池。历代，除酃

县治所在今市郊，晋孝武移临蒸县治于江东岸百余年外，古承阳，临蒸、丞阳，衡山、衡

阳、清泉诸县治所皆在城内。自隋以后，均为郡，州，路、府、道的行政中枢。

衡阳市属丘陵和冲积而成的低洼地带，位于衡阳盆地之中。地层属近生代第三纪衡阳红

色页岩。海拔高度在130米以下，平均地面标高约57米，市中心区标高61米。境内小山绵亘，

有回雁峰，岳屏山、接龙山、胜利山、黄茶岭、狮子山、观音打座、奇罡峰、鸡公山等。湘

江自衡南县车江流至东阳公社高山大队河边村入境，横贯市区，将其分成东、西两部，在茶

山公社农林大队出境，流程约50公里。湘江上游，春夏之交，常多暴雨，致使衡阳河段水势

猛涨，有时甚至超过警戒水位造成灾害。蒸水自城西王江口入境，于城北石鼓嘴与湘江合

流，流程12公里。耒水在东阳公社金塘大队李家湾入境，向南北迂回，于耒河口注入湘江，

流程27．5公里。境内有东洲，盐沙洲和酃湖，较为著名的泉井有清泉、花光井、七里井等。

衡阳市北郊茶山坳一带，盐矿蕴藏丰富，已探明储量达103亿吨。

衡阳市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春多阴雨低温，天气变化无常，盛夏初秋，高温少

¨＼／弓



雨I冬寒期短，间有冰雪。全年雨量充沛，年降水量1337．4毫米，但分布不匀，多集中于舂

末夏初，易发暴雨洪涝。年平均雨日159天，平均气温17．9℃，平均日照率38％。全年以元

月最冷，平均气温5．6℃，七月最热，平均气温29．8℃。极端最低气温一7．9℃，极端最高号

温40．8℃。气温低于0℃的年平均日数为12．5天，高于35℃的年平均日数为42．9天。历年平

均总日照时数1663．5小时，七月最多，有273．2小时，二月最少，仅59．3,b时。常年风向东

北风，夏季主导风向偏南风。

历史上有过地震，但在6级以下。

1944年，衡阳市遭侵华日军破坏，房屋街巷被焚毁殆尽。光复后，市民重建家园。解放

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城市建设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青草桥和湘江大桥相继落成，既

点缀着城市风光，又使全市东西通衙，南北连贯，结为一体。衡阳火车站和衡阳汽车站为东

西门户，来往旅客，川流不息。解放路，中山南、北路，东风路，先锋路，司前街，湖南路

等改建街道，日趋繁华，雁城路，五一路，湘江南路，南郊大道，蒸湘南路等新辟街道平坦

宽阔，人民会堂，邮电大楼，百货大楼，红旗影剧院，体育馆等较大建筑雄伟壮观，雁南

村，纺织村，五一村等住宅区陆续兴建，江东岸，白沙洲，合江套等工业区初具规模，回雁

峰，岳屏公园，石鼓公园等名胜古迹逐年修整。市内，街巷整洁，林荫蔽道，郊外，厂房校

舍，鳞次栉比，整个市容一派生机。

建国以来，衡阳市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积极发展地方工业，把过去的消费城市逐

步建成一座具有冶金、机械、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印染、电子和食品加工等门类众多

的工业城市。1949年，全市工业企业(包括私人开设的手工作坊)247个，年产值l，500万

元，主要产品66种。当时，国营企业仅有7个，职工2，659人，年产值266万元。1980年，全

市拥有工业企业545个(其中全民企业127个，l，000人以上的工厂15个，年产值1，000万元以

上的企业21个)。全市工矿企业拥有职T11．12万人，固定资产原值6．13亿元，年产值10．17

亿元。主要工业产品有钢材、水泥，变压器，柴油机、拖拉机、电线、灯泡、肥皂，化肥，

农药、胶管，陶瓷，民用锁、棉纱，棉布、化纤布、皮革、毛线，服装、手表、自行车等

1，200余种。工农一10型手扶拖拉机，中华牌弹子锁、芙蓉牌衬衫，酥薄月饼等产品驰名国

内，精陶，皮革，针织内衣等产品畅销国外。1980年交通部门完成货运量330万吨，货运周转

量4，140万吨公里，水陆装卸量345万吨。

郊区农业生产坚持以菜为主的方针，为城市居民提供蔬菜、肉食、水产等副食品。1980

年常年蔬菜面积9，300亩，总产9，300万斤，比1949年扩种4，400亩，增产8，000万斤。出栏肥

猪6．5万头，鲜鱼总产5．88万担，油料作物总产101万斤。粮食播种面积与1949年相比虽有减

少，但总产却翻了两番，达9，830万斤，其中大豆320万斤。

财政贸易，欣欣向荣。1980年市财政收入11，413万元，为1950年的40倍。银行货币回笼

总额31，000万元，年末城乡居民储蓄总额4，500万元。市属商业、饮食、服务机构700余个，

职工1．5万余人。区，街、公社、大队和个体户自办的商业网点日益增多。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2．66亿元，是1950年的10倍多。外贸出口商品，从无到有，发展到2，600万元。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亦有相应发展。现有衡阳医学院、衡阳师专等大专院校

4所，湖南三师等中专、中技学校8所，中学67所，小学179所，在校学生9．93万人，教职

员5=F多人。有各种科研机构20个，科技人员l，600余人。历年来有232个科研项目获得成果，

其中精密声级计等2项受到国家奖励，耐电弧试验仪等39项获全省重大科研成果奖。有广播

(2 )



电台、电视差转台，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官，有湘剧、祁剧，花鼓剧等5个
剧团，有进步、红旗、红色等10个影剧院，有《衡阳日报》、《雁峰》、《石鼓文化》等报

刊。有衡阳中医医院、二医院、妇幼保健所等各类医疗卫生单位359个，病床4，700张，医务

人员5，600人。人口出生率为12．16‰，自然增长率降为7．01‰。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市政公共设施从无到有逐步增添，现已初具规模。除原有衡阳车

站沟通京广和湘桂铁路外，新建了衡阳汽车站，有衡耒，衡长、衡邵，衡零，衡常及衡阳至

花桥6条对外公路，连结四邻各地。湘江四季通航，有客、货轮码头30余个。公路总长300公

里，其中城区道路88公里。有铁路、公路桥梁16座。市内公共汽车100辆，客运线路14条，

渡口2个，机轮渡船4艘。邮电局、所27个，邮路1，500全程公里，电话4，soon。自来水厂

3个，日供水能力16万吨，输配水管网总长80公里。有东、南、西三条排污干渠，大小合流

制下水道约长100公里。路灯线路80公里。城区公共绿地面积29．3公顷，每人平均0．82平方

米。住宅面积每人平均4．47平方米。

衡阳自古以来，山川秀丽，人文兴旺。曾有雁峰烟雨、花药春溪、东洲桃浪，岳亭雪

霁、石鼓江山、朱陵后洞、西湖荷花、青草渔家等八景，被古人誉为“寰中之佳丽"，诗

云： “淡烟十里锁江楼，湘水南来抱郭流。回雁峰头声断处，青杉翠竹是衡州。”历史古迹

有汉酃县遗址、天子坟、唐窑遗址、石鼓书院遗址、来雁塔、珠晖塔等。出土文物有商代青

铜牺尊、周朝铜镩、春秋玉瑗、战国铭文铜戈等。在历史上，衡阳籍的著名人物有蜀汉刘

巴，唐代李宽、曹松，宋代郑向、李芾，明代王诏、曾朝节、陈宗契，明末清初王夫之、管嗣

裘，前清以来的彭玉麟、曾熙．谢彬、马宗霍。在衡阳寓居过的历代名人有诸葛亮、杜甫、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吕温、周敦颐、朱熹、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农民起义领袖

黄巢、张献忠，李定国也曾在此攻城驻节。

衡阳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历史。早在19世纪中叶，衡阳市民就两次焚烧天主教堂，驱

赶外籍传教士，惩罚仗势欺人的教徒。1900年7月，聚集群众两万余人，捣毁教堂，打死作

恶多端的意籍主教及数名外籍传教士，威震中外。在“五四一运动高潮中，蒋先云、夏明翰等

人发起成立湘南学联，并组织心社，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随后，毛泽东同志三次来衡阳，

以湘南学联为基地，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培养出一大批革命志士，其中

杰出的人物有李启汉、陈为人，朱少连、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雷晋乾、蒋啸青，毛泽

建，陶铸等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郭沫若等同志也来过衡阳，领

导人民进行抗日救国的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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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居戾，点自然村
XINGZHENGQUHUA

’

JUMINDIAN ZIRANCUN



区人民政府驻地：湘江东路

总 面 积：12平方公里

居住人口：1 37，191人



东 区 概 况

东近酃湖，西临湘江，南起玄碧塘，北至耒河口。1942年，属

域调整后改称第三区。1955年，因其位于湘江东岸更名为江东

83户，137，191人。设广东、苗圃、粤汉、东风、冶金、新湘、

委会。区人民政府机关驻湘江东路。京广、湘桂铁路在境虎交

会。衡阳车站是湘南地区铁路运输的中心和连结中原与两广、西南的交通枢纽。自古以来，

江东即为衡阳重镇。晋孝武帝(公元373年——公元396年)时，移临蒸县治于此百余年。民

国初年，沿江公馆林立，境内学府甚多，后因战乱兵燹，遂而荒废。

解放后，党和政府在这里相继扩建、兴建了冶金机械厂、探矿机械厂、汽车修制厂、肉

类联合加工厂等国、省营企业，陆续发展了建湘柴油机厂、轧钢厂、运输机械总厂、仪表机

床厂，，三化工厂等市属企业，今已成为全市最大的工业区，尤以机械工业著称。

区属工业、商业、教育和卫生，也有相应发展。1980年，有工业企业83个，职工3，774

人，年产值1，600万元，主要产品有电瓶车、配电屏、塑料花、化学试剂，服装等。童服制

作，全省驰名。有商业网．,点107个，职工571人，年营业额300万元。有小学23所，教师430人，

在校学生8，710人。有区医院和4个街道卫生院，病床86张，医务人员128人。

境内湘南学联旧址是革命纪念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师遗址、三女师遗址、三

甲工遗址和省立三中旧址，曾是湘南学联的重要活动场所。

广东路街道办事处 Guanodonflln liedao Banshicha

驻广东路，辖10个居委会，6，983户，26，360人。

湖南路居委会Hdnanld Jnweihul

614户，2，589人。驻车站坪，辖2个居民点l

车站坪 C hezhanping

员工里 YuangOng LI

广东路居委会 GuAnodongld Jaweihul

783户，3，548人。驻广东路，辖4个居民点；

杨春堂 YAngchnntAng

葵花里 KulhualI

上溪河畔 Shang Xihepall

下溪河畔 Xia XihepAn

衡机里居委会Hen9jtlI Jnw色ihui

791户，3，450人。驻衡机里，辖2个居民点l

(6)江东区



衡机里HengjI LI

北极村 Beijicfin

湖北路居委会H《tb色ild Jaweihul

673户，2，318人。驻湖北路，辖2个居民点l

湖北里 H曲6i LI

湖北巷Hflb6i Xian9

广西路居委会 Guangxiln Jaw6ihut

814户，3，169人。驻广西路，辖1个居民点：

东三角线Donflsaajiaoxian

湘江东路居委会Xian9jiang D6ngld Jnw6ihul

659户，2，424人。驻湘江东路，辖3个居民点：

宣灵村Xuanlinocfin

汝愚里 RfiyO LI

开福巷 Kaird Xian9

同仁里居委会 T6ngrinlt Jaweihui

775户，2，822人。驻新民里，辖4个居民点：

荷花坪 H6huapin0

衡宜村HengyIcon

新民里XInmin LI

同仁里T6nor6n LI

安全里居委会 五nquanlI Jftweihul

709户，2，524人。驻安全里，辖1个居民点l

安全里 gnquan Lt

汽车码头居委会 Qichematou Jaw6ihul

554户，1，921人。驻临江路，辖1个居民点：

汽车码头 QlchemAtou

桥头居委会 Qiaot6u Jaw色ihul

611户，2，915人。驻临江村，辖2个居民点：

桥头村 Qi磊ot6ucfln

临江村Llnjianocnn

粤汉街道办事处 Yu6han Jiedao BAnshichft

驻唐家巷，辖6个居委会，3，914户，18，686人。

粤汉码头居委会 Yu色hanmatou Jflw6ihul

计511户，2，707人。居委会驻粤汉码头，辖3个居民点：

板子厂 BAnzichanfl

晏家坪 Yanjiapin9

跨市街 Kua shi Jie

江东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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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居里居委会 XnjftlI Jftweihttl

计725户，3，756人。居委会驻安居里，辖3个居民点I

安居里 j,nja LI

向荣里XiangrOng LI

东桥Dongqi丘。

群众码头居委会 Q自tnzhong Matou Jftweihul

680户，2，436入。驻湘江东路，辖1个居民点I

盐店巷 Yandian Xiano

茶山坳居委会 Chashan’ao Jftweihul

667户，4，510人。驻茶山坳正街，辖3个居民点t

樟树坪 Zhangshtaptng

桃花岭TaohualIng

湘衡盐矿家属区Xiangh6ng Yankuang Jiashaqa

机场居委会 Jichang Jnweihui

621户，1，927人。驻机场西村，辖5个居民点。

鱼拱嘴 Y d96ngzuI

航校村 H／tngxiaocftn

机场西村 Jichang Xi cfin

民航村 MinhangcQn

虎山村 Hdsh￡tncfin

金甲岭居委会 Jinjiallng Jftwgihul

710户，3，350人。驻大石渡，辖1个居民点t

金甲岭 JinjiAllng

东风街道办事处Dongfeng Jiedao Banshichft

驻东风里，辖4个居委会，3，505户，13，965人。

东风里居委会Donorenglt Jnw邑ihuI

974户，3，378人。驻平安里，辖4个居民点，

如意里 Rayl LI

平安里Ping’／tn LI

龙家坪L6ngiigplng

垄田里L6ngtiAn LI

前进里居委会 Qi cinjinlI JQw色ihuI

855户，2，934人。驻东风路，辖4个居民点1 ．

前进里 QianjIn LI

信号里Xinhato Li

铁路里Tilld LI

东风里Dongfeng Ll

(8)江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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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里居委会

830户，3，444人。

愚公里

苏洲湾

区路里

玄碧塘，

一六村居委会

846户，4，209人。

一六村

YfigonglI Jftweihut

驻东风路，辖4个居民点：

Yfigong LI

SazhOuwan

Qnln Li

Xuanbitang

YIlidcfin J豇w邑ihui

驻一六村，辖1个居民点，

Y11incfin

冶金街道办事处 Y爸jin Jiedao Banshichf,

驻冶金南路，辖5个居委会，4，038户，15，920人。

勤俭里居委会 Qlnjianli JfiweihuI

877户，3，416入。驻东和路，辖1个居民点l

望江里 Wangjiang LI

建国里居委会 Jianguolt Jfiweihut

902户，3，608入。驻冶金中路，辖3个居民点l

建国里 Jiangu6 LI

龙山里L6ngshan LI

勤俭里 QIaj Jan LI

互助里居委会Hazh／,II Jftweihul

839户，3，356人。驻冶金南路，辖2个居民点l

互助里Hnzhn LI

八角塘 BajiliotAng

友爱里居委会 · You’ailt Joweihul

739户，2，916人。驻冶金东路，辖2个居民点l

友爱里 You’ai Ll

怀窑里 ．Huaiyao LI

新风里居委会XlnfenglI Jfiw色ihul

681户，2，624人。驻冶金南路，辖2个居民点：

新风里Xtafeng LI

文明里 Wenmlng LI

苗圃街道办事处 Miaop讧Jiedao Banshichfl

驻凤凰路，辖10个居委会，8，622户，36，145人。

苗圃路居委会 Miaopal d Jftweihu I

l，111#，4，300人。驻苗圃路，辖7个居民点·

· 江东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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