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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县地名录》是我县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地名资料，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

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而成，是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地名的变化，为适应国防建设、生产建设、国际交往以及人们生活的

需要，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各级地名档案己势在必行。在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遵

照省、地的指示精神，我县利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采用专业部门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

法，对全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核实，收集、整理各项成果资料，历经多次校

’核修正，编印成本地名录。

这次地名普查的范围和内容，是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县境内行政区划、自

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

地、名胜古迹等进行普查。在整理资料过程中，充分利用区、社的地名普查资料，注意收集

和挖掘民间地名史实，查阅有关档案典籍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同实地调查材料相互

校正审定。对查清地名的名称来历及含义、历史沿革等，有据有理的加以肯定，民间久传，

而又合情理的加以保留；其说不一，择其理重者加上适当说明，使之内容较为真实可靠，

具有适用价值高的特点。

《邵东县地名录》收录的地名有：属各级行政区划名称及自然村6，602条，人工建筑物

235条，企事业单位598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13条，自然地理实体64条。对61个科局以上

单位只收录13-'i'-。对各类重要地名单独编有概况材料。同时，卷内有新绘制的1；10万县行政

区划图(九种颜色)和1：5万各区地名图9幅(三种颜色)，以窥全貌，分别装订在卷首

和各区的扉页处。文字概况是本地名录主要内容之一，撰写县、区、社及人工建筑、地理实

体等文字概况75篇。其他各项，择其礓要的，则另辑录简介，并配有照片和说明。各区机关

都有照片，印制在各区前页的下方。卷尾部分有更名的公社、更名的大队名称和后语等。

本地名录所定方位：县以省定方位，区、社以县定方位，并注明四至。面积：县、区、社

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同时折合为亩积，其他各项面积均以亩计算。本地名录引用的各项

数字：水田、早土以1980年县统计局年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字，一般数字用概数，专

业术语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本地名录编排形式为16开精装本。行政区划名称、自然村以区为单位依次排列，其他各

项以县为单位依次排列。全书共有400多个版面，60余万字。

《邵东县地名录》的编辑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现

己编辑出版。为此，特向协助编辑本地名录提供资料而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编辑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上我们业务水平不高，时间仓促，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

《邵东县地名录》编辑委员会

一气)k--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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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东 县 概 况
邵东县位于湖南省中部。东界衡阳县，市连祁东县，西接邵阳县和邵5『j市，北抵新邵

县、涟源县和双峰县。总面积为1840．57平方公里，折合地积为2，760，855亩。其中水田

505。462亩，旱土249，678亩，山林985．187亩，园地109，717亩，水面175，8 58亩，其他(房屋、

道路等)734，943亩。辖9个区和1个区级镇，41个公社，9个国营农、林场，1，02G个大队。

共244，203户，1，007，197人(平均每平方公里547人)，绝大多数为汉族。回族1，667人，苗

族、土家族、壮族、侗族、瑶族、满族，僮族等310人，这些少数民族分别散居在牛马司，

板桥，九龙岭等公社。

(一)

邵东古属一荆州，春秋战国属楚，秦属长沙郡。西汉初置昭陵县，属长沙国。东汉末属零

陵郡。三国初属蜀，后入吴。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分零陵北部置昭陵郡，属荆州，

辖昭陵，昭阳、高平，都梁、夫夷五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为避司马昭之讳，改

昭陵郡为邵陵郡，昭陵县为邵陵县，昭阳县为邵阳县。邵阳县治在今黄陂桥公社同意大队城

墙园，以城处邵水之北故名(古谓水北为：：开)。邵陵县治驻今邵阳市，郡治移至资江北岸两

华里许，与县对水分治。南朝建为邵陵国，后复为郡。隋朝废郡，都梁、夫夷入邵阻，仅置

邵阳县，县域与郡域相当，属潭州。隋炀帝末年(公元619年)置建州。唐武德四年(公元622

年)置南梁州，邵陵县并入邵阳县。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南梁州为邵州，县随州，属

江南道，州治与县治均在邵阳市。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为邵阳郡。乾元初(公元758

年)又改为邵州，属江南道。五代晋天福中(公元942年)改邵州为敏政州，邵阳县为敏政

县。宋初仍复称邵州与邵阳县。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升邵州为宝庆府，属潭州。

淳佑六年(公元1247年)升为宝庆军节度，元改为宝庆路，属‘湖广省。明初改为宝庆府，，沿

用至清朝。邵阳县名自宋至清未变。公元1917年，废府为县，邵东为宝庆县东乡，1920年改

宝庆县为邵阳县。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9年10月10日邵阳解放，随即成立邵阳县人民政府。

1951年11月17日，将原邵阳县八至十三区以及第一区和十四区的一部分划出，成立邵阳县驻邵

东办事处，1952年2月16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建立邵东县。因地处原邵阳县东

部而得名。 ，；

邵东县成立后，辖17个区，499个乡和两市塘、，范家山、余田桥、廉桥4个镇。1965年

撤区并乡，合并为55个乡和1个镇(两市镇)。1957年1月．全县建立8个办事处，乡镇不

变，年底又撤销办事处。1958年1月建为55个乡，1个镇，其中成立20个基点乡。同年将板

桥，石桥、鸡笼、蒋河桥4个乡和高崇山乡的大部分划入邵阳I节。1958年10月撤乡镇，建立17

个人民公社。同年将界岭街双峰县管辖的一边和腰铺等地划入本县界岭公社。1961年调整为

o j‘1)

：j》／l
， 、



8个区，73个公社，3个城市公社，7个国营农、林场。1962年11y]，邵阳市的高崇山公

社的大部分和鸡笼、蒋河桥，板桥3个公社复归为邵东，只把猪母、金星、白马、平峰，玉

石屏、立新、石桥、大坡、’集仙9．个大队留邵阳市。侗年底全县划为9个区，建立80个农村

人民公社，1个镇。1963年因修黄家坝水库，将邵阳县马士毛、高塘一横板3个大队划入邵东

槎江公社。1965年调整为9个区，1个镇，43个公社。．1969年因修罗士水库，将召，阳县山东

大队划入邵东蒋河桥公社。1970年因修落水岩水库，将新邵县合心一万富2个大队划入邵东
斫稽公社。1977年将高崇山、鸡笼2个公社划归邵阳市。1980．年9月将两市镇升为区级镇。

’

J

—t (二) ‘‘‘-’
’r _．-。

邵东地属衡邵丘陵的一部分。地势是南北崛起，中部火厂坪、砂石，流泽一带地形抬

升，形成南北走I句的马鞍形分水岭。湘、资两大水系的主要支流邵水和然水向东、西分流。

县域边境属低山区，北部山脉呈北东向排列，南部和东南部呈北西至北东向弧形分布。

境内有小平原，大部分地区属丘陵、岗地。县境东南的大云山，山势陡峻，主峰海拔990．4

米，．其支脉有一脚踏“三阳"(祁阳、．衡阳、邵阳)的三面山，有与祁东县交，界的芭蕉山。

此外，县北面f向猪婆山，南面的皇帝岭、七旦岭，一九龙岭，雷徂殿i都舀i海拔600米以上。

中部丘陵起伏，岗陇横亘，海拔一般在150至350米之问，相对高差印至100米，，最高天地

庵海拔441米。毛衍殿区的耳石岭以上的蒸水上源，流域周围均怎海拔400米以上，中部地势

低平开阔，形成低山环j也的山问小盆地。范家山公社的西洋江田凼，简家陇公社的容家田

凼，宋家塘农科所一带和黄陂桥的铁陂田凼，大禾塘公社的大禾田凼，地面平坦，土，地肥

沃，面积均在四千至八千亩之间。 ．

一 m’ j，～，

县内主要河流有邵水、蒸水和侧水。 ，’’ ⋯一，i。’ 一，．’+ -一

、，邵水发源于本县双风公社回龙峰北麓的岩凼里，上游名桐江，全长112公里。．河流自东

南流向西北，途经棠下桥、两I订塘、仙馐桥，牛马讯、渡头桥区的23个公社，在板桥公社出

县境至邵阳市沿江桥注入资江，俗称逆水80里。邵水是本县■条主要河流，县内流径86公

里，，流域面积达916．2平方公里。有大小支流81条，，其主要支流有西洋江’．槎江、落水河，

檀江(在邵阳县境)等。流域基本呈对称形长羽毛状。河道婉转曲折。富有灌溉和部分舟楫

之利。

，蒸水发源于县境石株桥公社郑家冲，北流经灵官殿、：余田桥，再折东流至衡阳市石鼓嘴

注入湘江。全长194公里，流域面积3，470平方公里，是本县第；大河流。县内流径e§公里，．

流域面积564．62平方公里，大小支流98条。流域基本呈羽毛状，流经毛荷殿、．棠下桥，余田

桥8个区的10个公社。因河床多为泥砂淤塞，河道迂回曲折，每当暴雨，山洪发作，沿途农

田易于受灾。 ．．’+ ： ：‘

：，．侧水，属}fI{江二级支流，发源于境内砂石公社烟德冲，向西北经乌龙岩，再折东北过双

江桥，在香花村出境至双峰县溪口汇入涟水。县境河长26．8公坦，流域面积359．7平方公里，

大小支流4 2条，沿途流经砂石、流光岭、团山等公社。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16℃——17．9℃之l、日J。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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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月景热∥月平均气温为28．3℃。多年平均降雨量为l，275毫米，但年降雨最极不均

匀，雨馈多集中在4至6月，：平均降雨量为593毫米。年平均日照1675．5小时。。年平均积

温5，225度。历年无霜朔达270天左右，最长达306天。综合全县气候，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

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无霜期较长；二是夏季少酷热，冬季少严寒，三是春温多变，寒流频

繁，四是春末夏初多雨，盛夏初秋多早，部分地方干旱几乎年年发生’，加上冬季寒露风，．影

响农作物生长。 ，、：o。·i j，’．j。- 2、一
～2

本县地下资源丰富。：主要矿产有煤一石膏，：锰?饮：铅0锌和铀。烟煤主要分布在牛马

司，．湾泥、’范家山v‘仙槎撬二檀山铺，大禾塘，砂石等公社，j特别是。牛马司煤阻i矿藏丰

富，。质地优良，，是炼焦和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j‘远销日本等国j‘现己开兜的有省办牛马司煤。

矿和群力煤矿，，地区办有两市塘煤矿∥县办有保钢煤矿‘；玩娴煤主要分布在界岭：，廉侨、。流

泽、流光岭、团ih等地。除县办向群煤矿外，．其余都由社队经营0。铅锌矿分布在毛荷殿，．石：

株桥、皇帝岭、：桥边塘一线。槎江、蒋河桥，驻马桥、檀Lf『铺有锰矿。毛荷殿的铀矿是六十年

代发现的重要矿藏，地区己建矿开采。：两市镇‘大禾塘、黄陂桥的青石膏矿储藏量大，品位

高，‘是生产水泥和建筑材料的重要原料0地区和县己分别建矿开采。双泉铺的粘土，流光蜂、．!

团山的铁矿石，．灵官殿小河两侧的锆石等，均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本县的主要经济是农业。解放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i：生产落后，’灾害频繁，。经济萧条广民不聊生。

1。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f人民当家作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充

分依靠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o；从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

年代后期，兴修水库136座。其中中型水库11座，(包括双峰在我县’境修水库2座)，

小(I。)型水库30鹰，r、(包括双峰县一座)，小一(Ⅱ)型水摩95座。兴修中型水库干

渠17条，大小支渠220条，：全县各级渠道总长度4，800公里。其中干渠I，800公里：大小支

渠3，000公里。中型河坝4处。电力排灌站652处，装机655台，容量10，054千瓦，，可灌田15．4

万亩。排灌机械4，427台’，合41，465马力，可灌田20：99万亩。另有喷灌设备720套j蓄、引．

提总量4。18亿立方米∥59．3％的农田早涝保收。从五十年代起；逐步改革旧式农具，亢十年

代至七十年代中：，农业机械发展较快，，至1980年i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 33台．手扶拖撼

机I，190台，机滚(耕)船996台，农用内燃机8，868台，农用电动机1,814台，动力打谷机3，010

台，农用汽车136辆。全县农用机械总动力达119，575马力，不少地方实现了农田灌溉、脱粒，：

植保，运输和农副产品加工机碱化或半饥饿化。与此同时，采用了科学利-田，如改革耕作制

度，普及双季稻，推广杂交水稻等优良品种，实行合理密植，积极防治病虫害，使粮食产量大．

大上升。’1980年，，粮食总产达7．9105亿斤，’比1949年2．1545{乙斤增长2．67，倍，人平占有粮食

由1949年的303斤上升到842斤，。增长1．8倍。油菜总产349．82万斤，花生总产322．98万斤，

大豆总产799．78万斤，分别比1952年增长2j5倍、1倍和4．78倍。棉花总产25．08万斤i比1952

年增长II．6倍J蚕茧是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的，现有桑树折合面积2，219商，年产蚕茧

6．27万斤’。1980年饲养牲猪82，4，251头，、年内出栏406，91 3头‘j，分射比1952年增长8．29倍和

4．87倍；鱼放养水面58，800亩，总产鲜鱼1000．65万斤，比1952年增：长15．4倍；茶叶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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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9．8倍。梨总产460．27万斤，占水果总产$j48．6％，柑桔总产

产的39．8％。此外还有西瓜、桃、李、枣，柿、葡萄等水果。

特产，有150多年栽培的历史，主要产区有廉桥、流光岭，余田桥等

担以上。1980年总产4739j"斤，除销售国内各省外，还畅销泰国、日

国。

收入1．9597亿元，人平分配收入91．6元。

全县林业用地，杉松用材林地666，488亩，竹林占重3，879亩，油茶林占56，949亩，果树林占

4-1，511亩．竹林主要分布在堡面前、皇帝岭．水东江，简家陇公社及皇帝岭林场，面积达

39，388亩，占全县竹林的89．76％。油茶林主要分布在石株桥、流泽、余田桥、简家陇公社和

黄草坪一带，面积达27，167亩，占全县油茶林的47．7％。杉树林大多数分布在简家陇、皇帝

岭、九龙岭、毛荷殿、余田桥、水东江等地，面积达59，030亩。占全县山地总面积的6％。

县有国营林场3个。皇帝岭林场营林17，243亩，盛产楠竹，现有蓄积量达768，200株。猪婆山

林场营林3，212亩，9 0％为松木林，现有木材蓄积量达11，809立方米。黄草坪油茶林场营林

3，122亩，60％为油茶林，1 9 8 0年产茶油25，300斤。其中有棵茶树生长已有二百多年历

史，年产茶子50多斤，俗称“油茶王"。全县活立木总蓄量达408，807立方米，楠竹蓄积达

308．4万根。 ，

工业方面：解放前，县内除有一些个体小手工业外，没有大的厂矿，一般日用工业品都

是从外地购进。解放后，工业生产以每年递增12．6％的速度向前发展。现有县办企业2 9

个，1980年总产值达3，912万元。主要产品有煤炭、铅锌、锰矿石、石膏、钙镁磷肥，碳铵、

水泥，力车，钢木家具、棉布、机制纸，’工业瓷、饮料酒、塑料、日用瓷，皮革制品，电机、

水泵等4 5种。“三刀艿(剪刀、菜刀、剃刀)系传统产品，剪刀，菜刀畅销美国、日本等

国。社队企业从七十年代起蓬勃发展，现有社队企业2，354个。其中杜办473个，从事企业劳

动力56，434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的13．8％，1980年总产值达1．1613亿元。

县内交通甚为方便。娄邵铁路自东北向西穿过县境，经境路程38公里，沿途设有金星铺、

廉桥、邵东、牛马司、范家山5个车站。全县共有公路221条，总长954．18公里。其中通客车

496．68公里，为解放前的128倍。全县社社通客车，93％以上的大队可通汽车。机耕道遍布

乡村，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邵水河有航道57公里，可通行5吨左右的帆

船。县有邮电局，区和公社所在地分别设有邮电支局或邮电所，全县邮路共3，683公里。有载

波电话终端机34部，长途交换机总容量70门，农村交换机45部，市话交换机总容量600门，

共装单机1，091部，其中已装电话机的大队387个，能及时勾通上下机关和城乡之间的联系。

本县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全县共有商业网点1，224个，其中国营435个，集体105个，代

购代销店684个。此外还有个体商业户5，075户．这些商业网点，勾通了城乡之间的贸易，

便利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80年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为6，021万元·社

会零售总额为1．4244亿元。城市乡村农民集市贸易成交额为1，10395元．1980年全县向国家交

售各种粮食1．27亿斤，棉花5．76万斤，食油14'5．35万斤，鲜鱼37．09万斤，茶叶203．89万斤

牲猪212，101头，黄花341．02万斤，其中出口102万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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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不断发展。县办有教师进修学校1所，县属高中15所《其中厂办

jI所)，初中176所1(，其中厂矿办2所)，小学574所<其中厂矿办2所)，幼儿班789个，

其他学校2所，教职员工9，279人(含民办教师)+；在校学生231，731人．占总人数的23％，适

龄儿童入学率为96．3％以上，教职员工和学生分别为1952年的4．52倍和13．36倍。科研工作

从无到有，从五十年代起，县先后建立了农科研究所，黄花研究所、科技情报研究所，公社

都设有农科站。全县有各类自然科学技术人员1，044人，其中大专院校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有

338人，加强了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文艺、广播、

图书、电影事业也有相应的进展，41个公社建有广播放大站、电影队、文化站和图书室。46

个大队建有影剧场，]27个大队有业余演剧团，经常为群众演出，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县、

区有医院10所，另有中医院1所。另设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公社和镇有卫生院，并设

有136个医疗点，一917个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全县有医务人员1，487人。赤脚医生1，469人，接生

员814人，共有病床1，108张。同时，全县还大力开展预防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人民健康水

平不断提高．至1980年，全县有11，047对夫妇领取了独生证，终身只生一个孩子，人日出生

率由千分之二十下降到千分之十一。

(三)

远在公元二世纪至五世纪，邵阳县治旧址在邵东县城附近。明清时代，省内不少名人学

士曾来今黄陂桥公社同意大队观赏邵阳县故址，现还有古城墙遗迹可寻。佘田桥公社的莲荷

山庵堂(唐代建)、狮子峰庵堂(系明代所建)、佘湖山庵堂(清乾隆时所建)部分建筑尚

存。槎江公社九龙岭西北坡上，现存三棵大杉树，高三十多米，相传有一千多年历史。高楼

公社烟竹岩座落在风景秀丽的畔塘水库北部，洞内景象万千，如稍加修整，即可成为理想的

游览之地。

在中国革命近代史上，邵东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公元1902年，峦山岭贺金

声在余田桥树立“大汉灭洋军"的义旗，团结哥老会成员和本地民众，组织义军达10万余

人，后起义未发而告失败，贺金声被湖南巡抚捕杀于双峰青树坪。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团

山、余田桥、峦山岭等地立有他的银质塑像。辛亥革命的著名将领，云南都督，反袁护国第

一军总司令蔡锷，于1882年12月13日出生在邵东蒋河桥公社蔡锷大队蒋家冲，他在我国近代

历史上，是一个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物。1926年，中共宝庆县委曾派遣宝庆农协领导刘惊涛

(本县黄陂桥公社江边大队人)来邵东组建了第一个党支部，发展党员30多人，开展了大规

模的农民运动。1927年5月29日，刘惊涛等12个共产党员在团山聚会不幸殉难。我党建党初

期的共产党员谢伯俞烈士，系本县黑田铺公社建中大队人，曾任中共地下北平市委组织部

长，于1927年4月6日被捕，同年4月28日在北京牺牲。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人民军

队的优秀指挥员、原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烈士，系本县范家山公社梅仁大队人，1941

年在皖南事变中不幸以身殉职。1949年9fl，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邵阳，挺进广西时，进行过

著名的衡宝战役，曾先后在界岭、石株桥一带与国民党军队激战，歼灭国民党桂系有生力量

儿千人，我军也有些同志光荣牺牲，当地群众在界岭公社东华大队山上建有东华烈士墓，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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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付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付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

，系本县槎江公社兴庵堂大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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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市 镇

LIANGSHI ZHEN

镇人民政府驻地 两市塘

人 口 20，598人

总 面 积4·64平方公里



市镇概况

的衡邵公路线上。邵东县人民政府及所属机关部门，两市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东北与大禾塘公社

交界，西南与檀山铺公社毗连。1950年建立两市镇，1961年与五一公社合并，镇社合一，直

属县领导，1965年为社级镇，1980年9月升为区级镇。辖4个居民委员会，30个居民小组，

3个农业大队，两个蔬菜场，一个园艺场，49个生产队。共5，625户，20，598人，其中农业户

1，355户，5，147人．绝大部分属汉族，有回族6人。总面积4．64平方公里，合6，957亩。其中水

田1，902亩，旱土764亩，山林213亩，水面607亩，园地212亩，其他3，259亩。

两市镇地域即两市塘，原名两头塘。因过去只有一条猪肠子街，街的两头各有一口塘，

上街的叫金轩塘，下街的叫楼子塘。从两口塘的进街处设有闸子门和岗哨。据清朝光绪31年

编修的《邵阳县乡土志》记载： “安上都有两头塘市"。1923年间，由于街道门面增多，市

场日益繁荣，改名两市塘。

境内地势平坦，有2条街9条路，19个自然村。桐江、槎江自东、南两方流经县城，汇合

于城南曹家坝下游约二百米处，形成邵水流域。曾有“桐江会槎江，九龟有名堂，何人葬此

地，代代子孙伴帝皇，，的传说。河上原有两座木桥，1 9 7 0年和1 9 7 2年分别改建为通

公路的石桥，即现在的和尚桥和四新桥。

两市镇人民政府驻城西路左侧旁。县武装部、县卫生局、县防疫站、县水电局、县林业

局、城关镇粮站等单位均驻此路两旁。

两市镇是个古老的集镇，解放前仅有一条两截狭窄的老街(一截叫和平街，一截叫胜利

街)，居民不到两千人，3 0 0来户，大多是私营经商。如今城镇居民发展到15，454人，除

保留和平、胜利老街外，新建了城西路(营、也所至邵东一中，长780米，宽15米)、解放路

(织染厂至人民医院，长885米，宽10米)、东风路(百货大楼至公路养护段，长240米，宽10

米)、衡邵路(省石膏矿至食品站，长1，460米，宽12．5米)、城北路(县建筑公司至荷叶

塘，长450米，宽18米)，城南路(财政局至曹家坝，长970米，宽3．7米)、四新路(县医

院至四新桥，长614Z：，宽7米)、沿河路(四新桥至教师进修学校，长470米，宽6米)、

桃园路(印机厂至煤炭购销站，长350米，宽9米)，路面较宽，可通汽车。过去都是低矮

的木板砖瓦房，没有一个工厂。如今高楼大厦相继耸立，工厂如雨后春笋，马达轰鸣，烟囱

立林。地、县属企事、也单位达二十余个，镇、队与街道办的企业有t印刷厂、无线电厂、动

力修配厂，石膏矿等23个，还有城关、综合等商店1 0个。1 9 8 0年镇、队、街道企业总

产值与商业销售额达470万元。

两市镇是个亦工亦商亦农的市镇。：农业以种水稻与蔬菜为主。1 9 8 0年粮食总产328

万斤，平均亩产1，519斤。农业总收入为118万元，按农业人I=I平均每人收入229元。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镇开设百日场，附近二十多里的乡村农副产品均在此集散，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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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店增加经营项目和扩大商业网点外，还大力发展集体与个体商业网点，保障了供给，。．

境内交通方便。衡邵公路穿过县城；娄邵铁路在城北4公里处设有邵东火车站；邵水可

通木帆船，直达邵阳市，构成了公路、‘铁路、水陆交通网。

镇内文教卫生事、IE发展较快。有县属高中1所，县教师进修学校1所，镇属初中1所，小

学2所，教职员212198人，在校学生4，144人。镇内有电影院、县花鼓剧团，县图书馆。此

外，还有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镇属卫生院、防疫站各1所，共有医务人员322人，设病

床360张，人民就医方便，健康有了保障。

两 市塘

两市塘为县城所在地，是县内最大的一个集镇，隶属于两市镇管辖。

两市塘始名老虎刘家。相传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 3 6 8年)前，此地为一山包，似

如老虎盘踞，刘氏祖先从江西省金安府首迁此地，在一口长塘(今省石膏矿处)边修建茅舍

居住，开设伙铺兼耕耘农业，取名老虎刘家。曹、张，黄诸姓相继在此地建居，经营槽房、

染房、食杂、屠宰生意。清朝时，由于生意比较兴旺，来此交往人多，便成为中东路与小东

路(仙槎桥一带)上的一个较大的驿站。铺面逐步增多，连接成片，形成为狭长的猪肠子小

街，上街口金轩塘(县花鼓剧团处)边建有刘氏宗祠，下街口的楼子塘(县木器厂

处)附近建有曹氏宗祠，人们逐将老虎刘家改称为两头塘(又名两祠塘)。清朝光绪3 1年

编修的《邵阳县乡土志》上亦有“安上都有两头塘市’’之记载。中华民国五、六年间，，鸦片

烟开始进入市场，因而生意逐日兴旺，铺面增多，国民党在此设立伪保厘乡，并驻扎军队，

设立岗哨。1 9 2 3年间，改称为两市塘。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加强了集镇建设。广大群众经过3 0多年的艰苦奋

斗，由解放初的两条街(即和平街、胜利街)3 0 0来户，居民不足2，000人，发展到2街9

路，3 0个居民点、4个居委会、2个蔬菜场、4，271户，15，454人。新建了城西路、解放路、

东风路、衡邵路、城北路、城南路、四新路、沿河路、桃园路等9条路。昔日低矮的木板砖

瓦房，没有一个象样的工厂，如今换成了高楼大厦，烟囱林立。现有省，地，县属企事业单

位达20余个，镇、街道、队办企事业单位达3 0余个。1 9 8 0年总产值与总销售额高达

4 7 0万元。

工业、商业、财贸、文卫等事业飞跃发展，己成为日益繁华的重要集镇。

此外，境内还开设有百日场，附近2 0余里范围内的农副产品多在此集散。国营商店除

增加花色品种和经营项目外，．增设、扩大了商业网点，同时大力发展了个体商业网点，保障

了供给。

交通方便。衡邵公路在集镇的j匕侧穿过。县汽车站通往各区、社的主、支公路线，密如

蛛网，客班车川流不息。集镇北去4公里处亦建有邵东火空站。集镇南侧有邵水河，可通

行小木帆船，直达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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