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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内乡县地名办公室



内乡县地名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内乡 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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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内乡县地名资料汇编》是我县地名普查文、图、表，’卡四项成

果的重要一项．它包括有：县名，县域及备人民公社、集镇的行政区

划；主要的山脉河流、水泉、，山洞等自然地理实体；较大的桥梁、水 ，

库、渠道、矿藏、人工建筑；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和游览胜境；著名的

历史文物古迹和古文化遗址．共汇集文字材料五十四篇，是限于内部。

使用的资料书册．
‘

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地名，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军事、

外交、邮电、’交通、社会治安、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水利、 地

质、测绘等各项建设的使用工具。无论对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交往，

加强民族团结，促进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着紧密相连的直接一

关系。所以对每个地名的正名、正音、正字、含义、沿革及现状，都
’

必须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 ，
．‘

我县地名普查从一九八一年夏季开始，在县、社两级政府的组织

领导下，经过广大干群的共同努力，于一九八二年秋完成了野外普查

和室内资料整理工作，编印了“内乡县地名普查资料选辑，，征求意

见稿。除报送上级部门进行审阅外，监分发给县直有关单位及各公社管

委会征求意见．相继得到了各级领导同志的热情指正和许多干部群众

提供的宝贵意见。为此，在县委、县政府的具体领导下，我们再次

按照上级文件规定，查阅史书，典志，亲赴现场查看，核对实物及数据，

在进一步掌握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比较、鉴别，又反复作了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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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内乡县概况⋯⋯⋯⋯⋯⋯。⋯川m⋯⋯⋯m；j··?：j⋯：⋯0_t·：‘(1>

，_’城关镇概况⋯⋯⋯⋯⋯⋯⋯⋯⋯⋯⋯⋯⋯·¨·‘．．．·：i：．．，⋯j·：(6)》，

i i城郊公社概况⋯；⋯⋯⋯⋯⋯⋯⋯⋯⋯⋯⋯川“叱⋯“⋯·‘㈡(9>“

’t。板场公社概况⋯⋯⋯⋯⋯⋯⋯⋯·⋯⋯⋯⋯·j⋯w：··：·．io⋯一气(1l>．‘

：．夏馆公社概况⋯⋯⋯⋯⋯⋯⋯⋯⋯⋯⋯⋯⋯⋯⋯-⋯!·：⋯“(13)

i． 七里坪公社概况⋯⋯⋯⋯⋯⋯⋯⋯⋯⋯⋯⋯⋯⋯·j一⋯⋯··(17)

：，马山口公社概况⋯⋯⋯m⋯⋯⋯⋯⋯⋯川⋯_⋯⋯⋯一⋯·(20)

j 余关公社概况⋯⋯⋯⋯⋯⋯⋯⋯州川川Ⅲ州m⋯⋯⋯⋯j”(23>

：： 王店公社概况⋯⋯～r一⋯⋯⋯⋯⋯⋯“⋯。⋯⋯⋯⋯⋯⋯o(26)，

。灌涨公社概况⋯⋯⋯⋯⋯⋯⋯⋯⋯．⋯⋯“⋯⋯⋯⋯⋯⋯⋯·(28)．

赤眉公社概况⋯⋯⋯⋯⋯⋯⋯⋯⋯⋯⋯⋯。⋯¨⋯⋯⋯⋯⋯(3 t>

、 赵店公社概况⋯⋯⋯⋯⋯⋯⋯⋯⋯⋯⋯．．．⋯⋯⋯⋯⋯⋯⋯(34>

“大桥公社概况⋯⋯⋯⋯-⋯⋯⋯⋯⋯⋯⋯⋯⋯⋯⋯⋯⋯⋯(36)，

西庙岗公社概况⋯⋯⋯⋯⋯⋯⋯⋯⋯⋯⋯⋯⋯⋯⋯⋯⋯⋯(39)

蚱岫公社概况⋯⋯⋯⋯⋯⋯⋯⋯⋯⋯⋯⋯⋯⋯⋯⋯⋯⋯⋯(42>

师岗公社概况⋯⋯⋯⋯⋯⋯⋯⋯⋯⋯⋯⋯⋯⋯⋯⋯⋯⋯⋯(44)

瓦亭公社概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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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庙岗公社大理石矿概况⋯w⋯v⋯，⋯⋯⋯⋯⋯⋯⋯⋯’．．．(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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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岗水库概况⋯⋯⋯⋯⋯⋯⋯⋯⋯⋯⋯⋯⋯⋯⋯⋯⋯⋯(74)

斯龙岗水库概况⋯⋯⋯⋯⋯⋯⋯⋯⋯⋯⋯⋯⋯⋯⋯⋯⋯⋯(75)

：太山庙水库概况⋯⋯⋯⋯⋯⋯⋯⋯⋯⋯⋯⋯⋯⋯⋯⋯⋯⋯(77)

‘西大渠概况⋯⋯⋯⋯⋯⋯⋯小⋯⋯⋯⋯⋯⋯⋯⋯⋯⋯⋯|．．．(78)

：红落堰概况⋯⋯⋯⋯⋯⋯⋯⋯⋯⋯⋯⋯⋯⋯⋯⋯⋯⋯⋯⋯(79)

内乡县公路交通概况⋯⋯⋯⋯⋯⋯⋯⋯⋯⋯⋯⋯⋯⋯⋯⋯(80)

自然地理实体

，伏牛山(内乡部分)概况⋯⋯⋯⋯⋯⋯⋯⋯⋯⋯⋯⋯⋯⋯⋯(82)

‘宝天曼自然保护区概况⋯⋯⋯⋯⋯⋯⋯⋯⋯⋯⋯⋯⋯⋯⋯(84)

方山概况⋯⋯⋯⋯⋯⋯⋯⋯⋯⋯⋯⋯⋯⋯⋯⋯⋯⋯⋯⋯⋯(85)

马武山概况⋯⋯⋯⋯⋯⋯⋯⋯⋯⋯⋯⋯⋯⋯⋯⋯⋯⋯⋯⋯(86)

．土谷山概况⋯⋯⋯⋯⋯⋯⋯⋯⋯⋯⋯⋯⋯⋯⋯⋯⋯⋯⋯⋯(87)

灵山概况⋯⋯⋯⋯⋯⋯⋯⋯⋯⋯⋯⋯⋯⋯⋯⋯⋯⋯⋯⋯⋯(88)

天心洞概况⋯⋯⋯⋯⋯⋯⋯⋯⋯⋯⋯⋯⋯⋯⋯⋯⋯⋯⋯⋯(89)

。湍河概况⋯⋯⋯⋯⋯⋯⋯⋯⋯_⋯⋯⋯⋯⋯⋯～⋯⋯⋯⋯·(90)

长城河(内乡县段)概况⋯⋯⋯⋯⋯⋯⋯⋯⋯⋯⋯⋯⋯⋯(92)

黄水河概况⋯⋯⋯⋯⋯⋯⋯⋯⋯⋯⋯⋯⋯⋯⋯⋯⋯⋯⋯⋯(93)

’默河概况⋯⋯⋯⋯⋯⋯⋯⋯⋯⋯⋯⋯⋯⋯⋯⋯⋯⋯⋯⋯⋯(94)

刁河概况⋯⋯⋯⋯⋯⋯⋯⋯⋯⋯⋯⋯⋯⋯⋯⋯⋯⋯⋯⋯·。”(96)

戛玉泉(哑女泉)、峨蛎观概况⋯⋯⋯⋯⋯⋯⋯⋯⋯⋯⋯(97)

附：内乡县历代疆域沿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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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烟作坊．解放后工业有高度发展．现在已建成化肥、水泥，。

橡胶软木、机械、农机修造、面粉，榨油、电器修造、果酒、砖瓦、造

纸、化工等地方国营工厂．还有直属中央化工部的第二胶片厂和全县

社队兴办的各类小型工厂．其中化肥厂被省评为先进企业。内乡山区

矿藏丰富，三石(石墨，石棉、+大理石)储藏量多，品位高，有广阔

的开采前途。板场火烧峪一一马山口杜落庄一线，石墨藏量五百五十

多万吨，含碳量高，结晶粒片大；西庙岗松香黄大理石矿带储量一千

六百多万立方米；夏馆侯沟口汉白玉大理石矿区储量三百三十多万立

方米。现石墨和大理石两种矿藏已初步开采。全县工业总产值三千六

百二十一万元． ，．

解放前内乡交通落后，仅有四条沙土公路，通往南阳、荆紫关、

马山口、赤眉。解放后，南(阳)一一(西)坪公路与内(乡)——

邓(县)公路纵横相交于县城，北出西峡可达西安，东通南·阳接焦

(作)一一枝(城)铁路，可达全国各地．全县十七条公路，一全长四

百余公里。其中渣油路面一百七十四公里，，县城与公社之间均修有二

线公路，客、7货车通行无阻。邮电事业，目前线路、电话成网。公社

和大队均有电话相通。县城使用了自动电话． ：2’、 、 ⋯t。j‘

。， 解放后，全县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很快．．现有中等师范一

所，高中十二所、初中一百零四所、小学六百零_所，中小学教职员

工六千八百五十一人，中小学学生十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五人．医疗单

位有：县医院一所、社、镇卫生院十六所，共有病床四百四十八张，

医务人员五百六十七人，乡村医生一千三百二十一人。县兽医站-

所、公社兽医站十四所。有专业文艺团体三个，电影队三十一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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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为行政，商业中心，党政领导机关多集中于此；西南郊为文化区夕

'有师范，高中和城镇中学；，西北郊为工业区，有农修、软木、烤烟，

棉麻，面粉加工，汽车配件等厂；正北街为交通运输部门，设交通

局，汽车站、搬运公司等；东大街有医院，剧院t文化馆和公园；城

西郊为新建居民区．城东湍河建有两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工商繁盛，

，人群闹嚷，烟囱林立，机声轰鸣。湍河绿林如带，入夜灯火映辉，已

成一座美丽的新兴县城． 。，

四个农业大队，耕地四千二百三十八亩，人均耕地四分．人多地

少，产量较高，夏季口粮基本能够自给，秋季全靠国家统销。经济以

工付业为主兼营农业，镇办有机修，建筑，铸钢、机砖等工厂·居民

多从事体力劳动和小摊贩服务性行业，一般生活尚不低于农村。两个

蔬菜大队有耕地八百一十四亩，专种蔬菜，是县城蔬菜供应的主要基

地。供应较为充足，菜民生活高于农村．

公路建设，已成为南阳西部的交通中心。发往西峡、淅川、商南

韵班车都从此过，内乡与上述各县也都互发直达客车。通往全县各公

社集镇都有公路，并有山区公路直通北山各个林区。，

城关镇位居山川要冲，有方山，灵山，马武山屏障西、南半壁。

’昔为豫，陕古道要塞，历代变乱多于此争夺。汉高祖叩武关，李世民

取邓州；光武帝起南阳l赤眉军攻长安，都曾兵l盗此地。李自成“七

馅内乡”激战尤烈。解放战争期间著名的“予西牵牛”战役，就是

我军陈赓部队佯攻内乡，才将国民党第三师牵引进山，而后拖至平汉

铁路沿线予以歼灭·。

文化古迹：黉学“文庙大殿"，为现我省仅存的元代建筑，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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