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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郴州市地名录》，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地名普查的规定，编写的地名资料，

截至1980年底。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 ((郴州市地名录》延至1987年才进行付印。在这

几年中，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和较快

的发展。现将主要方面的数据，按照1986年市统计局年报数说明如下：
‘

一、土地面积、人口和行政区划I全市土地面积277平方公里，其中：建城区面积

20．4平方公里。总户数52，72l户，其中：非农业户4l，224户。总人口20I，209人，其中：

非农业人口153，354人。行政区划：1983年将郴县的安和乡划归郴州市管辖，现辖三个

乡一个镇，城市街道办事处五个，城市居委会54个，村民委员会40个。

二、综合经济指标：社会总产值，全市69，127万元，其中l市属23，681万元。国民

收入，全市29，725万元，其中：市属7，05l万元。工农业总产值，全市55，871万元，其

中l市属18，083万元。工业总产值，全市54，422万元，其中l市属16，634万元。农业总

产值，市属1，449万元。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市属91．97％，农业总产

值所占比重市属8．01％。

三、全市商业与外贸情况：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855万元，其中：社会商品零售额

20，463万元，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32，39万元。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机构共3，316

个，从业人员共l 2，511人。外贸收购总额1，335万元。

四，其他；交通运输(除铁路)，机动车拥有量2，890辆，其中z载货汽车1，430

辆，公路货运量360万吨，载客汽车649辆，公路客运量2，587万人次。市政公用事业，

年末实有住宅面积102．3万平方米，人平居住面积6．7平方米。年末购电视机14，071台

(其中l彩色电视机3，559台)，比1985年增加40．82％，购电冰箱675台，比1985年增

加6．3％。城市住户平均每个就业者负担人数1．77人，每月人平实际收入74元，年末人

平存现金62．64元，农村人平纯收入490元，城乡居民储蓄年末存款余额10，134．4万元。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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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地名录》是我市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

省人民政府，省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的，是建市以来我市第一部较系

统，较完备的地名史料。

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人民生活息

息相关。解放以来，由子体制的变化，行政区划的多次划分，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建及生

产的发展，部分地名逐渐消失，新地名不断的增生，也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

出现乱改地名的现象。因此，名地不符、含义不清，以及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通

过这次地名普查，对全市地名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调查核实。经过标准化处理，清除

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含义不健康的地名，纠正了乱改的地名，解决了行政区

划名称与当蜘地名不一矽，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和用字不当等问题，达到了地名普查的

主要目的，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我市地名档案，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我市地名普查工作是在地区地名办的直接领导下，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具体领导下

进行的c采取了“四结合”的方法，即：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全面普查与试点工作

相结合，室外调查与室内整理柙结合，穸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通过普查达到了名

地相符，麦，卡、图、文四项成果相应内容一致。

这劣地名普查是纠1：5千和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即城区和郴江公社用1 l 5

千)，以实际地名为依摒，对全市行政区划，街巷，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

的人工律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等名称进行普查，

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收集和听取了民问有关地名、街巷的历史资料和传说，充分利用史

书地珲志和州志等典籍资料，同实际调查材料相互校正审定，从而保证了普查资料的可

靠忭。

通过普查，按照同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要求，对全市地名，街巷进行了规范化

和标准化的处理，本地名录共收集地名，共1，099条。其中行政区划、自然村434条，自

然埔坪实体45条，人工建筑物139条(其中衔巷7r6条)，企事业单位465条，革命纪念

地、名胜古迹1G条。本地名录按以上五大类全部表列化。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普杏的苇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本地

名录，绘制】：5万的全市行政区划地图1幅，装订存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珂，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市按地，市、社，街道，行政单位撰写概况

8篇，农场、自然地印实体、人工建筑彬概况3篇，共计11篇。对其他各类项目择其重

要的辑录简介，并配以橱照片和说明。文字体例，基本一致。市以省境定方位，公社、

街道以市境定方位，并注明四至抵界处，分别写到同～级别。地名概况中引用的各项数

字，基本上以1980年市统计局年报数为据。其中大队数、生产队数．户数、人口数均为



均以平方公里计算，耕地、林地等以亩为单位。对于专业术语，．句求正

范化。

辑出版，是一项新工作，因编辑时间短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失误

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郴州市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1982年12月



郴州市概况

郴州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南岭以北，郴州地区之中。东临郴县塘溪、香山坪公

社，南界坳上公社，西接安和、华塘公社，北抵荷叶坪、马头岭、桥口公社。面积217．

34平方公里，合326，010亩，其中耕地：3l，919亩，林地173，237亩，荒山41，314亩，水

面34，345亩，建城区21，795亩，其它23，400亩，概括为矗六分半山地一水一分田，一分

半城区道路和庄园力。城区辖四个街道，27个居委会，76条街巷，郊区辖三个公社，一

个公社级综合农场，31个大队，253个生产队，301个自然村。全市共34，575户，155，037

人，其中城市人口：120，877人，农业人口：34，160人。有瑶、壮、回，土家、满、苗、

侗、布依、蒙，维，彝、白，土、纳西、朝鲜族共675人，其余均系汉族。市人民政府

设人民西路。

郴，林邑也。泰属山南郡，泰以前届荆楚之地。公元前208年项羽徙义帝(楚怀王

之孙名熊心)于郴日： “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一公元前205年8月，项羽

使将英布击义帝，追杀之郴县(见《史记》项羽本纪及英布列传)。郴之名始于史。西

汉高袒五年(公元前202年)，分长沙郡，置桂阳郡，郡治在郴。东汉建武中，徙郡治

于耒阳，寻还郴(见明一统志)。晋称桂阳郡。南朝宋、齐、梁称桂阳国。陈称桂阳

郡。隋置郴州，寻废唐复置郴州。五代晋改郴州为敦州，改郴县为敦化县，北宋为桂阳

郡。南宋称郴州军。元称郴州路，改郴县为郴阳县。明清皆称郴州。民国改郴州为郴

县，原属湖南衡阳道，后属湖南省。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夏历八月十五日)郴州解放。同年成立郴州专员公署和郴县

人民政府，均驻城内。一九五一年设郴县城关区。一九五三年改城关镇。一九五八年十

月改郴县郴州市。一九五九年十月经省政府批准为地辖市。一九六三年五年改为郴县郴

州镇。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国务院批准为地辖市，沿用至今。

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北东打鼓岭海拔526．4米，为境内最高点，全市平均海拔约225

米，市内山丘起伏连绵，河川交错，沿河两岸构成冲积平地，为标准丘陵地带。

市内山脉分东西两支：东支自南岭北出五盖山，延伸入县，市界至王仙岭，以北北

东走向，逶迤苏仙岭、打鼓岭、马岭、喻家寨、南寨，20余公里出市境，为郴江和东边

河之脊。西支以骑田岭北出，至县市界增湖岭，又北走向至金银寒，曲折24公里出市

境。

境内河流，有郴江，同心河、东边河。郴江，源自后鼓山，自南向北，纵贯全市，

境内长33．5公里，由郴县坳上公社前进大队入境，汇同心河，东边河于郴县江口流入东

江。同心河，上游为骆仙河、寒溪河两岁，分别从湘潭岭西，寒溪桥入市境，于高壁大

队两江口汇合，北流经官庄坪流入郴江，总长17公里。东边河，源始五盖山，自郴县塘

溪公社入境，流许家洞公社黄草大队，于南寨西注入郴江，长4．5公里。

全市属副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历年平均气温17．7。C，一月平均气温5．8。C，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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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气温一9’C(只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一次)，历年平均降雨量1，487．6毫米，年平均

日照时数l，617．4小时，年平均有效积温3，112度(年平均活动积温5，529．2度)，无霜

期295天，平均集雪日2—3天。主导风向北风，次导风向南风。宜种植双季稻，但局

部山区，因日照期短，冷浸多，只宜一季水稻，降雨量分布不均，四至六月占全年的

42％，七至九月占23％，三月上旬常有寒潮入侵，最大降温大22．4』．C，影响春播，六月

和八月常有暴雨，酿成山洪，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和九月有夏秋两次干旱，影响农作物

生长。

市区地下资源较为丰富。许家洞稀有元素为本市地下资源之最，一九五六年起开

采，提供国家利用。锰矿，境内彼彼皆是，由社队开采，打鼓岭山麓，有市办许家洞煤

矿。其次有杉山岭钾矿和金银冲白萤石矿。石灰石遍布全市，为建材重要资源。

解放前，由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郴州工，农

业生产落后，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民谚日： “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少到郴州打

摆子"。建国以来，全市人民当家作主，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

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的落后面貌。

工业生产不断发展。一九五二年前，全市工业基于空白，仅有私营和镇办手工企业

十个，产值2．29万元。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全市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基本建成；

市中心以轻工为主，下湄桥以轻纺为优，五里堆以机械、建材为重，采掘以许家洞为先

的功能分区。一九八O年底，全市共有工业企业185个，其中全民企业66个，集体企业

119个，产值26，833．1万元，相当于一九五二年的1．17万倍，每年递增为15％左右，职

工总数60，360人，轻工产值20，137．4万元，占总产值的75％，重工产值6，695．7元，占

25％，由消费城市变为以轻工为轻工为主的生产城市。在185个工业企业中，中央企业2

个，省属5个，地属24个，市属全民25个，县属全民9个，市属集体31个，县属集体4

个?街道、居委会企业69个，社办企业15个。主要产品有卷烟、麻袋、机制纸、平板玻

璃和日用玻璃，日用瓷器，棉纱，床单、内衣，木梭、纺织器材、火柴，饮料酒、糖

果、陈醋、家俱，皮鞋、塑料制品，碳素制品，农药、化肥、农机、筑路制具，水泥等

四十三种。麻袋，条纹牛皮纸、香油灯具，玻璃灯具等远销中南亚及日本、美国，比利

时等国家和地区，卷烟销售全国，郴州陈醋销售国内13个省市。郴州火柴，一九八O年

荣获全国并列第二名。

城市建设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解放初建城区面积1．15平方公里，只

有道路狭窄，住房简陋，拥挤的石板路“九街十八巷一，人平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

一九八O年末，地区面积扩大到14．53平方公里(其中许家洞区片2．64平方公里)，住宅总

面积45．2万平方米，人平居住面积3．79平方米。城市供水，有地下水水厂三个，平均日

生产能力3．06万吨，供水管总长74．57公里(其中干管12．46公里)，供水普及率70％。

现正在筹建日产2万吨同心桥地面水厂和海泉地下水厂，并规划东江引水方案，以适应

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城市街道，解放以来，逐渐改旧城石板路为水泥、沥青路

面，拓宽车道，增设人行道，现有大小街巷76条，总长共49．66公里，相当解放前的1．94

倍。但道路的增加还赶不上城市发展需要，新区有房无路，过境车辆穿越市中心，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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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一般过小，车，人流量大，造成交通事故频繁。现有下水道23．3公里，路灯线路长

‘3．7公里，一力八O年前安置待业人员e，640人，占待业人员的91．3％。

农副业生产有所发展，解放前，水，旱灾频繁，粮食亩产不足300斤。解放后，兴

建了各项水利工程650处，其中：中型水库一座(仙岭)，小I型水库一座(立新)、

小I型水库8座。小型水利工程631处。灌溉干渠2条，总长42．3公里。渡槽3座，隧洞

2个，倒洪吸管2个，电力排灌装机3，699砥，机械排灌动力803匹马力，喷灌机械158

套，基本形成大、中、小蓄引提灌结合的排灌系统，使全市90％的菜地，农田实现了早

涝保收。同时，发展了各项农用机械。全市拥有各类农用拖拉机272台，动力插秧机ll

台，农用运输汽车17辆，各种内燃机196台，电动机427台，动力打稻机145台，农用机

械总动力12，968匹马力，为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和运输机械化奠定了基础。本着为城市

服务的方针，拮广科学种菜、种田，使各类农副产品生产得到发展。一九八。年蔬菜种

植面积4，971亩，总产4，c】9．5万斤，平均亩产8，086斤，粮食作物2．32万亩，总产2072．8万

斤，平均亩产892斤，是解放初的2．97倍。水面养殖面积3，758亩，年产鲜鱼56．29万斤。

各类瓜果3，995亩，年产578．2万斤。水果31．74万斤。茶油62．96万斤(人平产量和人平

交售量为全省第一)。

牲猪饲养量2．38万头，其中出栏1．12万头，牛奶124吨，农业总产值802．85万元。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城区现有各类商业服务网点413个，中山西街、文化路，解

放路，北湖路、人民东路、国庆路以及许家洞的文化街为主要商业街道。郊区社队商业

网点密布，构成城乡贸易交{j}『网，一九八O年农副产品购进总值537．96万元，其中市属

329．64万元。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224万斤，茶油30．16万斤，牲猪5，825头，鲜鱼11．45

万斤，家禽5．86万只，木材1，957立方米。楠竹2．66万根。蔬菜4，019．5万斤。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9，906万元，主要销售粮食5，104万斤，食用植物油117万斤，猪肉折猪10万头，

鲜鱼14．33万斤，家禽lo．8万只，蔬菜4，321万斤，卷烟105．67万条，洒154．8万斤，棉

布94．95万米，化纤混纺布共57．5万米，各种内衣、棉毛衫27．08万件，肥皂74．2万条，

自行车4，581辆，缝纫机2，447台，手表1．4万块，化肥609．2万斤，农药27．64万斤‘。城

乡储蓄额1，601万元(其中居民1，550万元，社员5l万元)，常住居民人平消费品购买力

357元，其中居民460元，社员105元。社员人平纯收入165元。

市内交通，畅通方伊。境内全罾铹路干绞一一京广线，设有郴州，许家洞，梁家

湾、槐树下四个站，有郴三铁路线和郴嘉地方铁路线，使郴州形成东、南，西，北交通

枢扭。公路有长(沙)广(州)、郴(州)道(县)、郴(州)茶(陵)、五(里堆)

寒(溪桥)、郴(州)槐(树下)等干支线，共长58．1公里。其次尚有社、队公路120余

公里，公路总长是解放初的4．9倍。解放以来新修改建的同心，下湄，海泉等16座桥梁

跨越郴江、同心河，勾通内外交通，现队队可通汽车，50％的大队通客车。一九八。年

有市内公共汽车24辆，客运线路8条，客运长71．9公里，全市机动车辆2，38'辆，其中

大小货车1，287辆，大小客车及小车373辆，消防车11辆，救护车30辆。

城市绿化，森林资源逐步扩大。现有公园和风景区各一处，总面积1，687．5亩，供

劳动人民休息。城市绿地共99公顷，绿化复盖率8．3％，居民人平绿地5．9平方米，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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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共16．39万亩，活术蓄积量98，914立方米，自然复盖率50％，为全国第一。其中衫

秫8，544亩，松林17，642亩，油茶14，491亩(年产油so万斤左右，最高年产84万斤)，

翥雷竹12，454亩，蓄积量125．8万根，闹叶材：祢5，281商，其地5，44l亩。年上交木材l，000

～1，500立方米，楠竹3—5万根。

文教卫生事业相应发展。境出有姐：属大专一所，市属大专一所，地属中专4所，普

通完全中学12所，普通视级中学2c历，城乡小学共60所。教职员工2，589人，在校学生

。2，750人，占总人口的21．12％。适龄”声，≯．学率达99 7f，教师和学生均比解放初增加

5倍。现有幼儿园87所，在园儿童3，61 7人。科学、文艺、体育、广捋、图书、电影事

业都有很大发展，城区有影剧院3所，电影玩5所，共座位10，986个，郊区电影队3

个，地、市、县专业剧团四个，市图二书馆一雁i，地科技馆一廖，‘国家球类训练基地一

处，游泳池一个，群众集会广场一个。各科技组织和学会，推动了工，农、林、医、学

等方面的科普，利技活动，=}乏i取得一2鹰J=j1。墙山有地属医院4所，市属3昕，具属1

所，厂矿3所，城市卫生院2所，农村医院1所，疗券院1所，诊所104个，妇幼站3

个等医疗机构共132个，病床1，785；舅，防务人员1，795人。群众爱同卫生运动，成果显

著。～九五六年建设皿居委会被评为全省_下生纣彪，单何，得到中央严委会表扬。一九七

八年北湖区(瑚北湖街道力事处)虢伞省卫生玎旃。一九七五年成为无疟钪，从而结束

了“人到郴州打摆子”的莎后卫生面秽。一·九七九年消灭丝茸!病。计划生声广泛开展，

一九八O年计划生育率达90．5％，人亡1净增率5．54‰。

郴州历史悠么，名胜古迹颇多。秦始鼻修新道逦声海郡(令广州)，这条黪就通过

郴县。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临终时嘱咐赵佗， “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见

《汉书》)"，即指此道。到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大司农郑弘、及熹平三年(公

元174年)，桂阳太守周憬，重修了这条路。义帝陵是新阴f最早的历史见证(公元前205

年，见《史记》)，刘平章故里(唐)、叉鱼亭(唐韩愈诗)、北楼(唐柳宗元诗)、

橘井(汉苏耽故居、唐元结诗)、苏仙岭i唐沈俭旗诗)、三绝碑(北宋秦观词、苏轼

语、米芾书)，爱莲}：t二(纪念北宋周教颐)，报恩寺(纪念南宋岳飞)，流杯池(纪念

南宋质彦折)，剑泉(北宋张舜民刻铭)，天下第十八泉(市宋万俟侣书，明何孟春

记)，万华岩(南宋张轼书)，劝农碑(商宋赵不退)，南塔’(北宋阮阅诗)，燕泉

(明何孟春记)，太平军营盘(清)，湘南年关起义指挥部(1928年)，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的湘南特委旧址，郴县县雾旧翌：，郴县苏维埃旧址，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

(郴州)办事处，牖智书店等，古山察则有铁钉寨，商寨、喻家寨，独石寨、柴寨等。

郴州人民富于革命斗争精神，革命前辈壹啷州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史实。一九二

六年九月，郴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i日文店(现地科委)召开。一九二七年，党

在橘井观(现市一中内)举办郴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两班，学员百余。一九二八年二

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由粤北入湖i籍展开湖南起义，二月四日胜利解放杉

州，司令部设中山北街考棚巷(原址已拆)。二月五f=j，召开了县党代会，成立了县

委、县苏维埃政府，朱德同志亲临教场坪(现市一中)、寿佛殿(现为市公安局看守

所)群众大会上讲话。十日朱、陈两同志率部I匕上，解放永兴。郴县县委由予受“左一

●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倾盲动路线影响，提出不切实际的“焚烧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目标⋯⋯一的错误主

张，被土豪劣绅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利用。二月二十一日，县苏维埃政府在城隍庙(今人

民路派出所)，召开安定民心和解释“烧房一事一的民众大会，反革命组织乘机混入会

场，扯下红带，换自带于臂，制造了一起反革命屠杀事件，会上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九位

干部被害，会外200多名群众被杀。二十三日陈毅同志率部回郴镇压，并恢复了县委，

县苏维埃政府和各群众组织，并兼任郴县县委书记，这就是有名的“反白事件"。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暴发，国共二次合作期间，湘南特委迁郴州，党中央派王涛

同志从延安来郴任特委书记。同年冬在“万胜旅馆’’(今干城街犀牛井附近)成立了新

四军办事处和招待所，但不久被国民党捣毁。一九三八年五月在王涛、周礼同志领导

下，于中山北街原五十七号开设“牖智书社黟，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培

养抗日骨干，同年冬被国民党查封。新四军办事处和“牖智书社黟虽前后时间不长，但

为抗日救国。培养党的骨干作了很多工作。

解放三十二年，勤劳、朴实的郴州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披荆斩棘，奋发图强，

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开始送走落后和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唤醒了

沉睡的大地，激励全市人民忘我劳动，迎来了群山滴翠，沃野流金，工业突飞猛进的喜

人景象，建设着崭新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现在，全市人民正在市委、市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

化，振兴中华两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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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啻 人 口 驻地

郴州市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北湖路居委会

北门岭

文化路居委会

西街居委会

和平路居委会

苗园里

前进村

红旗里

五里堆盾委会

五里堆

东风路新村

骆仙岭

人民西路居委会

万花冲新村

万花冲

Chen zhOu Shi

RenminlnJiebdo BOnshichd

Beihdld J dweihui

Bei men ling

Wenhudln J nw邑ihui

XI jie J dweihui

Hepingld Idweihui

Mi乜oyudn li

Qidnfincnn

H6ngqi：i

W dliduI J nweihui

WnlIdui

DOngf邑n91d Xincdn

LuOxi百nling

RenmiⅡXiln J dw色ihui

Wdnhu盘chong Xincdn

Wdnhu虚chOng

人民西路

北湖路

北湖路

北门岭

文化路

西 街

和平路

国庆南路

前进巷

燕泉路

燕泉路

燕泉路

东风路

骆仙路

人民西路

人民西路

人民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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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塔街道
NAN TA JIEDA0

G一49—83一(33)一C G一49—83一(33)一d

G一49—83一(41)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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