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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地名录》，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和省，州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

编纂而成．是我县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霓要成果。

随着历史的演变，区域的多次划分，地名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新的地名大量产生，

加之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一度出现乱改地名之风。因此，重名、名不符实、用字

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根据上级精神，于1 9 8 1年7月开始，

经历11个月的时间，对全县的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核实，做到了地名标准

化，为编辑出版我县地名录，建立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

在普查过程中，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全面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

室外作业与室内接理相结合的方法，达到了地名相符，表、卡、图、文一致。

普查范围，以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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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著名的革命纪念地，名

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和考证。在实地调查中，充分利用典型资料与实地调查材料柜

互校正审定。总之做到不霞不漏，确保普查资料的可靠性。

通过地名普查，对资料进行了全面归纳整理。全县共普查了各类地名4408条，其中

行政区划576条，自然村2343条，城镇街、巷12条，人工建筑179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

迹17条，自然地理实理体647条，地片604条，以及部分县区企事业单位14条。编写县，

区、社名胜古迹等文字概况68份。更名区1个，处理与州内重名公社1个，重名大队

1 00个，恢复了与实际地名不符的居委会3个，街道9条。填写地名卡片3套4176张，

地名成果表8套1476份，地名普查勘误表3套520份，地名统计表3套161份。纠正图上

标错地名3 5条，增补图上遗漏地名1251条，恢复了地名历史面貌，为人民群众的社会交

往和四化建设提供了可靠资料，为予孙后代整理了一套可靠的地名遗产。

标准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本地笤

录绘制1：10万拿县行政区划图1幅，装订在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份，全县按县、区、社三级行政单位，共撰写概况
5 7份。文字体例尽鼍做到一致。方位：县以管定方位，区、社、大队以县定方位。两

积。县，区、社以平方公里，大队以耕地计算，基本数字均以1 9 8 0年年报为准(粮

食产量取于l 9 7 9年)，专业术语统一提法，合符规范。

汉语拼音，是保证地名普查工作的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有力措施。方言用字按当

地读音注音，按规定格式书写清楚。

地名录装帧为16开精装本。编排有前言、全县总图，全县概况、行政区划、自然村、

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等项，附更名区、公社，

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和编后记。唯人工建筑、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有部份照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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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地名普查和<永顺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
下进行的。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此表示感谢l

地名录的出版，是我县建国后的一项新工作。由于编辑时间短促，业务水平有限，

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使用单位和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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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永顺县概况

永顺县位于湖南暂西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部。东邻大庸，西接龙山，保靖，

北与桑植接界，南临酉水，与古丈隔河相望。辖9个区，1个镇，46个公社，5l 6个大

孰，3个居委会，5338个生产队，9条街道。据1 9 8 0年底统计，全县共7926 0户，

3 69148人。土家、苗、汉、回、瑶等多民族杂居。其中土家族215694人，苗族32986人。

县政府驻灵溪镇b ，．

永顺古荆州之地，春秋战国属楚，汉置酉阳县，梁改大乡县，唐天授二年(公元
6 9 1年)设溪州，天宝元年(公元7 4 2年)改为灵溪郡，乾元元年(公元7 5 8年)又

复为溪州，五代时彭士愁置永顺州，宋为羁縻州。元置永顺路，明洪武六年(公元1 3 7 8

年)升为永顺宣慰司，清雍正七年(公元1 7 2 8年)改土归流后置永顺府永顺县，民

国元年废府存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任弼时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六军团

圆师湘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地方政权，当时省政府设今塔卧，郭

亮县址设今万坪，永保县址设今灵溪镇东正街。1 9 4 9年10月18日解放，属永顺专

署，1 9 5 3年属湘西苗族自治区代管，1 9 6 7年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至今。永

颓，即永远顺从之意。

‘全境地势崎岖，西接云贵高源东侧，位于鄂西山地的武陵山脉西北，形成由西北向

东南倾斜。永龙大界横亘西南，羊峰山峦南北延伸，万福山峰耸立中部，海拔高度在
2 00米至1600米之间，山高平小，溪河纵横。县内主要河流45条，均属澧、沅2水系。

酉水支流猛洞河全长1 48公里，自北向南流贯全县。土壤多系石灰岩，板、页岩发育而
成，酸、碱性居多，泥色黄壤较多，也有青砂、盐砂和少量紫色土壤。土层一般深厚，

质地肥沃。植被多见马桑、蕨葛、冬茅和营草。全县属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温和湿润，一

心季分％无霜期2 80天左右，日照1300d、时，常年降雨量1400毫米，四至七月降雨量

古全年降雨量的56％以上。春季常有寒潮，阴雨低温'夏季多暴雨，山洪成灾，常夹大

风冰雹I伏秋千旱，气候干燥；冬无酷寒，也有冰冻大雪。
r’’

全县九山半水半分田，以农业为主，主产稻谷，玉米、豆类次之，盛产木材，油棍

朔．茶。憩面移3812平方公里。农慝丈量田土45万亩，占意面积的7．7％，其中稻田34万

亩，多属山冲垄田、溪边台田、缓坡梯田。主要农作物有水稻，以高坪、石堤、塔卧、

万坪、城郊等区盛产。颗砂大米，洁白芬芳，有“七里香”之誊。其它农作物有包谷、

小麦．高粱、黄豆．红薯．马铃薯等。粮食播种面积74万亩，1 9 7 9年粮食产量为2．8 9

亿斤，比1 9 5 0年增长1．77倍，比1 9 7 6年增长32％。农业总产值7426．9 2万元·

比1 9 4 9年增长8．9倍，比1 9 7 6年增长34％。经济作物有茶叶，柑桔，蚕桑，花

生，油菜、烤烟等．畜牧业以养为主，1 9 8 0年牲猪饲养22．37万头，耕牛4．95万头·

Ⅱl羊1．38万只。药材有麦冬，黄柏、黄连、金银花，何首乌、半夏等·



林业用地478．8万亩，占总面积的83．7％，其中用材林44．2万亩，主要分布在长官

永茂、万坪等区。经济林86．5 67i亩，主要是桐、茶林，分布在首车、泽家、石堤、高

坪、城郊区。漆树林面积7800亩，竹林4．4万亩，疏林15万亩，灌木林70多万亩，解放后

人工造林44万亩。森林复盖率占总面积的38．7％，木材总蓄积量2 84万立方米，主要是

松、杉、柏等，每年给国家贡献木材3至4万立方米。名贵的竹叶楠、红榧，梓、樟等

木材，被视为珍品。松脂年产4 00余吨，畅销国内外，也具盛名。桐油年产2万余担，

“金色桐油”誊满全国。其它如板栗，远销港、澳、日本；柑桔、茶叶也远近闻名。

建国以来，农田水利等建设事业发展较快。已修中型水库2座，小I型水库17座，

小I型水库1 22座，大小山塘1124口。还有电灌站99台(处、3046马力)，机灌829台

(11435P互马力)，水轮泵49处129台，渠道420公里。加之山泉、溪坝水源的利用，全县总

蓄、引、提水量1．4924亿立方，灌溉面积25．6 8万亩，占稻田总面积的75％以上，其中

早涝保收面积19．8万亩。有大中小拖拉机365台，各种机引农具1895台(25742匹马力)，

农用水泵710台，喷灌机械104套。

全县工、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现州办有纺织、矿山机械、汽车保养、

煤矿。县办有机械、氮肥、农药、水泥、灯泡、酿酒、汽车修配和火电、水电，以及

制锁，胶塑、线带、民族工艺、服装、木器等轻、重工业企业。1 9 8 0年工业产值

2 203．62万元。主要产品产量：原煤9万吨，农药1．6万吨，发电量3095万度，碳酸氧

氨1．4万吨。水泥1．92万吨，棉纱750吨、棉布286万米。除煤、火电，氮肥、水泥厂址

在农村外，其余厂、站均在县城。

矿藏资源丰富，有煤、石煤、铁、铅、磷、铜、锌、锰钴、石英砂、含钾页岩等。

主要分布在高坪、长官、万坪、塔卧等区。社队企业有较大的发展，主要产品有红碎茶，

竹术器、铁器、水磨石、鞭炮、土纸等，1 9 8 0年产值7 91万元。红碎茶、竹制花兰、

背笼，在国际市场享有声誊。 ；：j，

交通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前无公路，运输全靠人工肩挑背负，物资进出仅靠免强行

舟的猛洞河、酉水。现已有公路95 2公里，其中营运公路7 51．2公里，有南通吉首，东

达大庸、常德，西伸龙山、来凤，北延桑植的干线公路，境内总长238．8公里。支线公
赂309．7公里，公社公路202．7公里，大队、生产队简易公路2 00．8公里。枝柳铁路经长

宫，永茂、高坪3个区的4个公社。全县有客车34辆，货车2 63辆，交通、运输方便。

商业发展很快，1 9 5 2年只412人，商品零售额479万元，1 9 8 1年发展蛰1287 2

人，商业网}篡1126个，商品零售额4717万元，农副产品收购2538万元。市场繁荣，购销

两旺。

解放前t．文化卫生十分落后，全县仅有师范1所t中学1所，小学11 0所，学生

不到3000人，2个卫生院，几十个卫生人员。建国以来，教育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目前

有民族师范学校1所，中学55所，小学612N,有教职员工3532人，在校学生67200人．

幼儿园(院)l 7r所，入园幼儿1060人a县、区、社医院及卫生机构93个，设置病床87 0

张，专业卫生人员8 34人，还有千名赤脚医生。县城内有电影院，汉剧院、文化馆、图

书馆、广播站、电视转播台，农村电影放映队62个，广播放大机61台，电影院及电影售

票点35个。

境内文物古迹历史悠久．著称有王村丛山包“溪州铜柱"，系五代马希范与彭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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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分疆的标记l麻岔公社司城大队。祖师殿"，始建晋天福二年(公元9 3 7年)，

重修于明代，殿宇雄浑古朴，结构别致，对研究古建筑艺术有参考价值。另有县城南五

里内的“观音岩黟、“不二门"，“温泉’’风景区。塔卧公社塔卧大队的“湘鄂川黔边

省政府旧址"，是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红二、六军团

回师湘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现已建公园，竖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县城北协操坪“烈士

公园，，竖有4 7军1 4 1师湘西剿匪烈士纪念碑。

灵镇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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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溪镇概况

灵溪镇位于永顺县的中部，全镇总面积5平方公里，为县政府驻地，是全县政治、

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是州北五县交通枢纽。猛洞河由西北向东南直贯全境；王家

坡、玉屏山、桅杆坡，高峰坡矗立四周，形成山区盆地，海拔在240米至301．5米之间；属

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常年平均气温16．4℃，七月最热，元月最冷，极端最高气温40．5"0，

极端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8．7℃；无霜期286天，年降雨量1400毫升左右，年日照迭
1 305．8小时。全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四周与艾坪公社艾坪，

宝塔、玉屏、北门冲等大队毗邻。辖3个居委会，9条街道，3条巷，2个蔬菜大队，

6个生产小队。据1 9 8 0年底统计，有1265户，1494 4人，其中土家族6341人，苗族

8 47人。

据《永顺县志》载，灵溪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唐置溪州为灵溪郡，以灵溪水而得

名，故城在今老司城。清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后，迁建城镇于猛洞，仍称灵溪，并建镇至

今。民国置湖南省第八行政区。

解放前，交通闭塞、建筑简陋、工、№空白、商业萧条，人口仅4000余人。解放以

来，全镇工商业发展迅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沿河两岸，高楼林立，工厂遍布。城

西木桥已改公路石桥，城南新建钢筋混凝土桥，一拱飞渡，雄伟壮观。州、县、镇办有

纺织、矿山机械、汽车修配、农药，酿酒、印刷、灯泡，发电、工艺、敷料、制锁、胶

塑、服装、副食、建筑等工厂25个。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有中学2所、民族师范l

所、小学2所，教职员工8 28入，在校学生4920人。医院3所、医务人员1 88人，电影

院、剧院各1座，入学、就医、娱乐，极为方便。

东正街有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永保县政府旧址；协操坪兴建有烈士公园，并

有革命烈士纪念碑。

·6， 灵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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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 Y6n9 shfin Xian‘ ¨。：：’ 在此设有书院得轹 一 r’1，’～．≯

位于湖南酋西北。面积3812平方公里， 大西街居委会、Daxtji6 J Ow'荟ihul

．辖9个区，46个公社，1个镇。古荆州之，‘一j解放前称大西街、文昌街，解放初称

地，春秋战国属楚，汉置酉阳县，梁改大． 大西街、．民主街，1955年合并为文昌街，：

乡县，唐天授二年，设溪州，‘天宝元年改。1965年分为大西街、民主街，1968年称建

灵溪郡，乾元元年又复为溪州，五代彭氏置 设街、民主街，1969年合并称民主街，，

溪州，宋为羁糜州，元置永顺路，明洪武六 1981年更名为大西街。居委会驻后街。

年升永顺宣慰司j清雍正七年改土归流置 后 街H6u J’is 、，
’∥

永顺府、永顺县j永顺，即永远顺从之意。 城北河边，长285米，宽4米，’居民、

灵溪镇 L ingx! z h吾n 菜农杂居。街位城北后面，故名。

位于永顺县中部的猛洞河畔。辖3个 大西街DOXi Jie

居委会，9条街道，1个园艺场，2个蔬 位城西，沿猛洞河畔，沥青路面，长

菜大队。全镇面积5平方公里，共1494 4 8 00米，宽lO米。街位城西，故名。

人。镇政府驻东正街。是经营商业、手工 文昌街Wenchan9 J is 一

业、蔬菜的小山镇。据《永顺县志》云。 位城北，长270米；宽3米。此街历有

“灵溪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唐改溪州为灵 文昌庙而得名。

溪郡，以灵溪水而得名，故城在今老司 府正街 Fn Zh吾ngjie

城，清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后，迁建城镇于 东至附小门口，西接大西街长384米，

猛洞河，仍称灵溪其名”。 宽20米，历属政府驻地，故名。

城子街居委会POzijie J fiw爸ihul 蓬场街居委会PengchSngjie J ow爸ihul

266户，1544人。因驻地在坡子街，故 此街299户，5038人。解放初称蓬场

名。 街，太平街，1953年合并为南正街。1955

_淼正街Don9 zh否ngjie 年分为团结街、南正街，1958年合并为团

街长234米，宽7米，混凝土路面， 结街，1981年更名为蓬场街居委会，因驻

原名正街，历为商业中心街道，1969年改 地蓬场街，故名。

．工农街，1981年更名东正街。 蓬场街P angch6n9 J is

坡子街P OzI J ie 位城南，北接东正街，南接五家巷，

街长286米，宽7米，岩板路面，北 长8 15米，宽4米，岩板路面。历为商贾

段叫万寿街、南边叫坡子街，1949年合并 搭棚做小生意的地方，故名。

为万寿街，1966年改名解放街。1981年更 南正街 N6n Z h每ng J ie

名为坡子街。因此街一段有小坡而得名。 此街长1440米，宽20米，沥青路面。

皇奠巷HuOngdiOn XiOn@ 解放前称太平岗和县门口，1953年更名南

城东河边，长176米，宽8米，岩板 正街。

路面，系居民区。相传皇戚死后，在此祭 五家巷WOjio XiOng

奠，故名。 街长150米，宽4米。历为谭，张，

书巷院 S hoyuOn XiOng 陈，王、曾五姓人居住，故名。

城东小河边，岩板路面，长110米，宽8 新建街XinjiSn J ie

米，多系居民。清朝时，“戊戌维新”派曾 街长710米，宽22米，横跨南正街，

灵溪镇 ·7·



蓬场街，系商业的中心地。正在建设中。

灵溪大队 I，[ngX!D|6dui
-

153户，875人，有耕地132商，以生

产蔬菜为主。1957年称蔬菜社。1962年改

蔬菜大队，1981年更名为灵溪大队。因该

大队在灵溪城镇旁．故名灵溪．

：lL f-]桥头 B苦imenqi60t6u

村位于城镇北门桥头边。

栀杆坡大队W6i90npo D0dui

44户，181人，耕地88亩，生产蔬菜。

1969年改为团结大队，1981年恢复桅杆坡

大队。

栀杆坡Wei90np6

村位山坡，相传清雍正时期，在此竖

了一根石桅杆得名。

周家坡 Zhojiop6

村处山坡，世代周姓人居住得名。

苏维埃郭亮县旧址 S口w6i’0i

Gusliongxian J t讧zht

位县城东北方，120里的万坪公社龙家

寨，现设区公所。1935年农历正月郭亮县

政府由颗砂迁往至此。

苏维埃永保县旧址 S uwH’Oi

Y6ngbOoxion 3 i缸zhl

设灵溪镇坡子街居委会的东正街(原

杨宏顺屋》209号。1934年袈龙同志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红二，六军团进

驻湘、鄂‘川、黔边区，创建以永顺为巾

心的红色政权之一。

·8· 灵溪镇



首‘车j区 概 况

首擎区位于永顺县西北部，距县城30公里。东倚艾坪、万福，西接龙山县的农车，逝

抄．靛房，北连盐井、万坪，南邻和平，对山。辖4个公社，57个大队，450个生产队，
2 19个自然付，共8309户，37912人。土、家、茼、汉族杂居。农业为主，主产稻谷，
盛产油桐。

首车，解放前属三车乡，建国初称一区，1956年撒区留首车乡，1958年称首车公社，

1961年设首车区，因驻地在首车，故名。

全境地势崎岖，山脉．南西北向东北走向。主要山峰有永龙大界，万福山、太平山、

百羊坡，最高海拔1226．7米。最大河流有猛洞河，西北流向东南，境内全长30公里。小

溪横流两侧，主要有首车，洗车、龙洞河。最低海拔250米。沿河筑坝8处，有水轮泵
1 8台，机灌，电灌246处，装机总容鼍1600千瓦。修小I型水库1座，小I型水库12座，

山塘110口，灌溉16518亩，旱涝保收面积近11000亩。历年气温摄氏16．5度，年平均降

硝量1400毫米，无霜期2 70天，积温5000度。

全区总面积408平方公里，折合612100亩。耕地37852亩，其中稻田31199亩，早地
6 653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豆类，红薯等。1979年粮食产量2678万余

斤。经济作物有花生、芝麻、草烟、棉花、茶叶、柑桔、辣子。野生药材有续断、何苜

乌、半夏、三步跳．畜牧以养殖为主。林业用地37万余亩，其中用材林面积7．z9$亩，

油桐近10万亩，年产桐油44万斤，油质好，素有“金色桐油"之称。

境内有永顺至龙山公路干线经勺哈、首车，群众自力更生修小干溪至两岔，勺哈霞

鳆歧简易公路，全长53公里。全区有拖拉机28台，汽车3辆。社队办有粮油加工，农机

修理、缝纫等服务行业。

区内有医院5所，专职医务人员44人，高中1所，初中4所，小学92所，教职员工
4 82入，．在校学生7894人。电影院3座，广播放火站4个，电影放映队6个，文化辅导

站1个，

酋车社公 ·’9，



首车l公i社。概况

首车公社位于永顺县西部，距县城30公里。东连新寨、万福，西接西歧和龙山县的

农车、他沙，南倚勺哈，北靠两岔和龙山县的塔尼。辖16个大队，117个生产队，64个自

然村，共2201户，10202人。土家，苗、汉族杂居。农业为主，主产稻谷，盛产桐油。

酋车解放前属三车乡，1956年称首车乡，1958年首车称公社，因驻地在首车大队，、．

敬名首车公社。

全境属群山环抱的山区，猛洞河北南纵切其中。西有永龙山，由北向西延伸I，东有

七仙界，由北向西倾斜，最高海拔1226．7米。东部稍高，中部略低，各山支脉向中部延

伸，形成多条山岭和溪河。西北源永龙山小溪有树木沟、大寨沟、梭塔湖、．方家沟，

大、小干溪6条，由西向东流，子首车境内汇入首车河'东北源七仙界有中坝、碑烈

湖汇入龙洞河。首车河于吴家寨，、龙洞河于龙洞口注入猛洞河。小溪两侧多稻田，缓

坡是桐林，山顶是用材林。历年气温在摄氏16．5度，降雨量1400毫米，无霜期270天，
积温5000度。‘

全社总面积114．8平方公里。耕地10932亩，其中稻田8867亩，旱地2065亩。主要

农作物有稻谷、玉米、小麦、小米、红薯、豆类、马铃薯。森林面积2．5万亩，桐林1．6

万亩，茶山1．1万亩，荒山8万亩，其它5000亩。解放后大兴水利建设，沿猛洞河筑坝8

处，修小．Ⅱ型水库2座，有效灌溉面积3500亩，1980年产粮548万余斤。境内多青砂土

质，宜油桐生长，：1981)年产桐油926担。柑桔，茶叶等有较大的发展。’

境内有永顺至龙山公路干线，长20公里。1979年吴家寨公路石桥建成，沟通两岔交

通。 ‘，
．

一 。

公社办中学1所，小学16所，有教职员工143人，在校学生2467人。社办有综合厂，

卫生院，广播放大站、文化辅导站。各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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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车区 S h6uche e o 土家语：即此地老鹰多o

， 位于县城西北方，8309户，37912人， 李家台上 LIjiot6ishOng

总面积,408平方公里，主产稻谷，兼产桐 此村位于山坡台上，住户多姓李。

油。解放前属三车乡，解放初称一区，1956 大 寨D0zhoi

年为首车乡，1958年为首车人民公社，1961 此地村寨较大。

年为首车区至今。因驻首车公社，故名。 凉水井Li6ngshuljIng

。苫车公社’S hbuch色 G6ngsh吾 境内有口凉水井。

位于县城西北方，2201户，10202人。 梭塔湖大队 S uot石h6 D0dui ，

总面积114．8平方公里，主产稻谷，兼产 位于县城西北方，88户，457人。耕

桐油。解放前属三车乡，解放初属一区， 地面积490亩，主产稻谷，兼产桐、茶油。

为首车乡。1958年称首车公社至今。 1958年属首车公社伴湖大队，1961年称梭

吴家寨大队WOjiOzhOi Dadui 塔湖大队至今。因驻梭塔湖村'故名。

位于县城西北方，144户，666人。耕 梭塔湖 S u6tSh6

地面积712亩，主产稻谷，兼产桐油。1958 土家语：即此地有三个土坪。

年属首车公社首车大队，1961年称吴家寨 马氐田 M5 shiti6n

大队至今。因驻吴家寨村，故名。 此处田为马家所有，敏名。

吴家寨W6jiazhoi 方家沟大队 F OngjiOgou D0dut

该村原为吴姓首居，故名。 位于县城西北方，67户，306人。耕
+茅 坪M60ping 地面积392亩，主产稻谷，兼产桐油。195 8

此地原为茅草坪，故名。 年属首车公社伴湖大队，1961年称方家淘

’永龙桥大队 Y 6nglongqi60 D右dui． 大队至今。因驻方家沟村，故名。

位于县城西北方，117户，531人。耕 方家沟 Fongji096u

地面积496亩，主产稻谷，兼产桐油。1958 此村在山沟，方姓居住早，故名。

年属首车公社伴湖大队，1961年称永龙桥 皮匠坳P ijiOng’ao

大队至今。因驻永龙桥村，故名。 相传此村原来皮匠多，故名。

永龙桥Y6nglongqi60 舍珠大队 S h蚤zho D0dui

解放前永顺县与龙山县在此建桥为 位于县城西北方，109户，480人。耕
界。 ．， 地面积562亩，主产稻谷、桐油、木材。

树木沟 S hdmdgu6 ， ，， 1958年属首车公社伴湖大队，1961年称舍

该村沟旁原系大树林。 珠大队，因驻舍珠村，故名。

大头溪D(atOuxi 舍 珠 S h吾zhO

土家语。原名闹家，即地方大。 土家语。即此村曾住过药匠o
’

；

伴湖大队BOnh6 Dadui 两岔河L i石ngch浊6 ．

位于县城西北方，211P，967人。耕 境内有两条河交叉。 一

地面积855亩，主产稻谷，兼产桐、茶油。． 矮子沟五izigoo‘
1 958年属首车公社，称伴湖大队，因驻伴 一个很矮的人在此修一水坝，故名．
湖树，故名。 小千溪XiOogOnxi．

．律 ．湖BanhO 、 村前一溪，经常无水，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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