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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区别各种地物的标志和代号。在社会活动中，能够沟通各种联系，为人们生

产、生活和各方面的交往服务。

祁东析自祁阳，境内的部分重要地名，俱见于《祁阳县志》。但叙述不详，又缺乏系

统性。解放以来，随着行政区域的划分和体制调整的变化，工业、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的发展，以及十年动乱中乱改地名之风，遂使部分老地名逐渐消失，新地名大量产生。

因此许多地名重名、多名、名实不符、含义不清、用字不当，错讹遗漏等问题不少。既

不便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也不便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迫切需要有一部较

完整、较系统的祁东县地名专著。

一九八一年，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行署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我们根据

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地名委员会的有关文件精神，组织专门班

子，对全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考证，再经过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

在资料完整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这本《祁东县地名录》。这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

果，也是建县以来第一部较系统、较完整、以地名为中心的地理历史典籍。是地名资料

书，亦是地名工具书。

在进行地名普查时，我们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依据，采取

领导与群众和专业人员结合、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结合、试点与全面普查结合、室外调

查与室内整理结合的方法，对全县的行政区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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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名胜古迹等进行了认真的普查。我们考证了大量的

文献资料及民间传说，反复校正，去伪存真，终于查清了全县普查范围内的地名的来源

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并为各种地名加注拼音，使之名实相符，含义健康，读音

准确，书写规范。按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要求，我们对全县6个公社,117个

大队更了名，1个公社恢复了原名，还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1，179条，删减地名

81条，勘误地名440条，全县地名总计为6，395条，其中属行政区划的978条，自然村的

4，917条，街道的17条，自然地理实体的272条，人工建筑物的96条，企事业单位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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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并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卡片1，904张。绘制1：1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1幅，分区绘制新

的1：5万地名图11幅。撰写县、区，社(镇)及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

位概况126篇。对各类项目还择其重要的辑录简介，并配以21幅照片和说明。

本地名录文字体例基本一致。县以省境定方位，区社以县治定方位，县、区、社四

至抵界分别写到同一级，县界写到县，区界写到区，社界写到公社。引用数字基本上采

用l 9 8 0年报数字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字

用百分比。县概况所列总面积大于田，土、山、水分类的总和，全县水面积不等于区社

(镇)水面积的总数。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耕地面积以亩为单位，对于专业术语，力

求正确使用，一般来自主管部f-j口径，使之规范化。

本地名录的编排形式，装帧为1 6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前言，全县总图，全县概

况和目录，中间主要部分为区、公社概况及地名分类表，唯名胜古迹未单独列类，分别

编入有关类别中。区地图分装在各区扉页处，有些项目还择其重要的配以部分照片和说

明，卷尾部分有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公社、大队名称笔划查字表，县行政

区划变迁情况表和编后记。

本地名录的编辑出版为我县地名提供准确的资料，不仅使人民群众正确掌握和运用

现代标准化地名，而且可以较准确地了解我县的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历史风貌，分析

和寻找我县地名成名的规律。凡列入本地名录的地名，均是现行的标准名称，如有特殊

原因需要更动时，要按照法定的审批手续，逐级上报批准，方能有效。

本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得到省地名委员会、行署地名办的直接指导，省测绘局、地

质局测绘队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兄弟县地名办同志的热情帮助，谨在此表示诚挚的

谢意。

地名包含各方面的知识，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编

辑出版地名录又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政治水平、业务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敬希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祁东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一年十--)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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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东县概况

祁东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中游北岸。东接衡南、常宁县，南界祁阳，零陵县，

西邻东安、邵阳县，北连邵东、衡阳县。全县总面积1，868平方公里，其中水田502，932

亩，早土126，801亩，林地975，117亩，荒山166，900亩，水面252，800亩。辖11个区，

1个区级镇，86个公社，2个社级镇，869个大队，at居委会，4917个自然村。1980年

末共189，991户，787，645人，除壮、苗、回、侗等11个兄弟民族共46人外，余均为汉

族。县人民政府驻洪桥。

祁东析自祁阳。祁阳在秦时属长沙郡，西汉时属泉陵侯国地，东汉时属泉陵县。三

国时吴主孙皓从泉陵县划出永昌，祁阳两县，永昌县治在今祁东砖塘，祁阳县治在今祁

东金兰桥。经两晋南北朝，沿袭不变。隋文帝时将永昌、祁阳并入零陵县。唐武德四年

(公元621年)复置祁阳县，永昌并入祁阳境。唐以后，祁阳之名不改。1949年lOB解

放，建立祁阳县人民政府，1950年成立14个区。1952年4月，将其东北部6个区分出建

立祁东县，以大部分地区位于祁山之东得名。建县时属零陵专区，1953年元月属湘南行

署，1954年7月至今隶属衡阳地区。

建县后，县内行政区划几经调整。1952年7月划为12个区，233个乡，2个镇。后调

整为197个乡，区、镇未变。1956年6月并为40个乡，1个镇。1958年秋，实行政社合

一，全县建立13个人民公社。1961年5月恢复区建制，调整为11个区，87个公社，8个

镇(其中自地市镇于1981年2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置)。1973年冬，衡南县扩建斗山

桥水库，将洪堰公社划入衡南县。

祁东属湘中丘陵南部，成狭长形，一般海拔为200米。西，北部和南部中问一段边

缘为山区。西有四明山的腾云岭、登云岭、尖毛岭、五指岭，北有皇帝岭、三而山、石

狮岭、锅鼎岭，分别成为与零陵，祁阳、东安、邵阳、邵东、衡阳等县的自然分界线。

南有熊罴岭、狮子岭，与祁阳境内的祁山一脉相连，为两祁的自然分界线。上述山峰海

拔均在580米以上，其中腾云岭1，044米，为全县最高点。中部白地市一带地势较高，为

祁水与白河两水系的分水脊。境内山区约占全县总面积三分之一，余皆低丘平冈，如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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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夹杂着大小不一的盆地、谷地。大的盆地俗称为町，如化龙町，两福町，

、罗口町，良田一般达数千亩。县境东南系紫色页岩土壤，西北以黄壤为主。

内主要河流有湘江、祁水、白河、清江。湘江从祁阳县黄泥塘公社入境，自西向东

南边境，绕归阳、七碗、东安、樟木塘、河洲、五家围、粮市等7个公社。境内

河段达42公里，是与祁阳、常宁县的界河。祁水发源于邵阳，从三口湾入境，自西北向

东南汇沿途IJI地溪流，经太和堂、蒋家桥，步云桥等区，于长滩桥附近入祁阳境。白河

发源于花屋公社石狮岭的老龙潭，由北向南，汇祁衡边境溪流，经白地市、双桥、洪桥、

金桥、归阳5个区的10个公社，于归阳镇注入湘江。清江发源于大同市公社的泉塘堰，

中经祁阳羊角塘区，于苏家铺汇入白河。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7．9℃。1月平均气温5．8℃，最低气

温零下6．6℃。7月平均气温29．5℃，日最高气温39．6℃。年平均积温6，518．6℃。年平

均降雨量为1，216．9毫米。全年无霜期为283天左右，宜于种植双季水稻。春夏之交，局

部地区问有风、雹为灾。4至6月为梅雨季节，降雨量约占全年44％。7至9月的降雨

量少，蒸发量大，常有夏秋干旱现象。

境内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主要矿藏有煤、铁、铅、锌、重晶石，硫磺等。会塘、井

子冲、白地市的煤，何家冲的铁，清水塘的铅锌，丁字桥、白鹤铺两地的重晶石，双桥

的硫磺．多数正在开采。金、银、铜、锑、锰等，亦有发现。森林资源主要有杉、松、

毛竹。人造杉木林近年发展较快。

经济以农业为主。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解放前农业落后，粮食产量低。解放后，

兴建曹口堰、杨家台：红旗、江口、铁塘桥J二福冲6座中型水库，18座小(一)型水库，

123座小(二)型水库，扩建和兴修山塘83，369口，总蓄水量34，300万立方。兴修干渠

569．6公里，支渠853．7公里。排灌设施有机械动力64，274马力，电灌装机8，357．8千瓦，

以七碗中型电灌站为主。这些，都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县有效灌溉面积

为452，390亩，74％的稻田能够稳产高产。由于政策的稳定和科学种田经验的推广，1980

年粮食作物面积580，700亩，总产量达67，750万斤，亩产1，167斤，为解放初期的3．7倍，

人平口粮654斤。除向国家交售粮食儿，800万斤外，存有集体储备粮10，300万斤。1980年

产棉花4，007担，食用植物油12，735担，茶叶4，386担，水果42，200担。席草、黄花菜、

丹皮等土特产，种植历史悠久。洪家岭的丹皮，曾享有盛名。黄土铺等区的黄花菜，年

产约8万担，畅销国内外。山塘养鱼，年产鲜鱼84，240担，曾评为全国山塘养鱼区的先

(2)祁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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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单位。1959年人工孵家鱼成功，在科学养鱼上创造了先例。洪桥区利用温泉繁殖非洲

鲫鱼，每年供应县内外种鱼60至70万尾。1980年饲养牲猪57万多头(年末出栏30万头)，

比解放初期增加5倍，向国家交售14．8万头。杉木为本县主要用材林，约67．6万亩，

1980年向国家交售木材250立方米，毛竹6万多根。国营四明山林场，立木蓄积量为1 0

万立方米，是全县最大的用材林基地。

工业发展迅速。解放初期，仅有个体小手工业生产，现有机械制造、建筑材料、采

矿、轻工、化工等工、矿企业单位253个，职114，719人。主要产品有草席、水泥，卷

尺、化肥，雷管、炸药、香烟，红茶等。草席年产696万条，畅销全国，并深受东南亚

国家欢迎。1980年工业总产值6，392万元，比1950年增长20倍。

全县商业网点密布，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境内共有较大集市32处，每逢集日，交

易繁忙，活跃了农村经济，促进了物资交流。

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初期，仅有湘桂铁路和衡(阳)桂(林)公路通过。自

1956年以来，全县大力修建公路，至1980年止，计有县公路祁(东)过(水坪)、鲢(鱼塘)

河(洲)、石(门)过(水坪)、白(地市)龙(眼凼)、白(地市)紫(云桥)，双(凤亭)石(门)、

过(Tk坪)苏(家铺)、枫(树i11)荷(叶坳)、石(板铺)马(颈坳)、马(颈坳)沟(龙界)，白

(地市)铁(炉冲)、蒋(家桥)水(井)等12条干线。还有县、社公路26条，社队公路12条，

共长530．63公里，构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共有货运汽车342辆，客运汽车38辆。水上交

通，湘江的客，货轮内联归阳、河2}fI各公社，外通常宁、衡阳、祁阳，零陵等县。

文教，卫生事业相应发展。】950年仅有中学1所，小学204所，中小学生19，510人，

教职员1561人。1980年有中学103所，小学760所，在校学生169，103人，教职员16，720

人。小学教育基本普及。工农业余教育亦有所发展，实现青壮年无肓县。幼儿教育初具

规模，有幼儿班699个，在班儿童19，827人。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四级农科网已基本形

成，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15人，其中工程师和相当于工程师职称的专业技术骨干19人，

科学技术全县已取得了227项成果，其中对“稻蓟马危害水稻花器造成空壳"的研究和

“多用途针脒机”两项还获得同务院的奖状。县镇有祁剧院、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

区、公社有广播扩大站，村村有广播，社社有文化站、电影队。县有人民医院、中医院

各一所，区有区医院，公社有卫生院，共有病床I，261张，医务人员733@，大队有合作

医疗室。

境内新桥头、自鹤铺两地，曾发现石器时代遗物。原祁阳十景中的“梅塘阴雨”和

祁东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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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江石燕’’，均在本县黄土铺区。砖塘系三国时蜀尚书蒋琬故里，因出现汉砖而得

名。大云市，由于宋名将岳飞曾扎营于此，因以为名，原有岳飞“题大营驿壁"石碑。

黄土铺、马杜桥一带，为解放战争中衡宝战役的主要战场，人民解放军围歼了国民党白

崇禧的精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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