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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县地名录》是在中共宁乡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县地名办具体负责，在地

名普查的基础上充实提高编辑而成的。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较系统、较完备的地名资

料。 ，

我县地名随着社会发展，行政区划更改而不断演变，许多旧地名逐渐消失，新地名不断

增生。特别是十年动乱中乱改地名的现象，使全县一地多名，异地同名，地名含义不健康的

情况比比皆是。

从一九八。年四月起，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中国地名委员会(80)09号

文件精神，经过一年多的地名普查和四个多月的内业整理，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查清全县现有地名11，344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1，004条，自然村和街巷名称9，561条，各

专业部门使用的场站和独立存在并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128条，古迹，纪念地，游览

地名8条，较大人工建筑物和其它名称448条，自然地理实体195条。这些都是我县在现时期

具有法定性的现行地名，本书一一收录在内。

本书是为全县党政机关和工，农、商、文教，卫生、交通等单位和上级机关提供的地名

参考资料，并可供各地图书馆和资料部门收藏参考。

地名的直观表现形式是地图。我们在本书首页印有1：10万全县地图一份。至于名胜古

迹，重要建筑和纪念地等则用照片表明，并附文字介绍。

本书有文字概况198篇，计县、镇、区，社概况88篇，约占10余万字。对公社以上行政

区划及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的名称来历，历史治革，目前概况都作了翔实介绍，其

中所引数字按省地名办规定一律以1980年年报为准。

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深切关怀，县直各单位和各区社同志的大

力支持。县委书记宇庆华、副书记杨定国、人大常委副主任秦佃科、常务副县长兼地名普查

领导组长彭桂清等同志对地名普查和内业整理，自始至终给予关切和指导。人大常委，县建

委、计委、公安局、交通局，水电局、邮电局、民政局、区划办等单位安排了负责同志兼任

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原地名办所有工作人员都付出了辛勤劳动，先后参加地名普查和

内业整理的有廖德富、吴岳泉、王瑞兰，王达人，张度军，汤克斌，胡在贵、贺为之，谢甫

屏，杨懿明，彭忠民、匡兆龙、尹益之、赵雪枚，姜哲民、周明源、谢振蛟、邓泽良等三十

多个同志。从内业整理到参与编辑地名录的，有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兼总编辑李寅

初同志，办公室副主任兼责任编辑周德民同志和责任编辑赵振雷，刘志轩同志以及编辑组人

员廖谷成、彭世民，廖迈新、谢曼、王定荣等同志。县交通局，教育局，民政局、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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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卫生局，林业局，粮食局，商业局，财政局，县供销社，轻工局，工业局、黄材水

库管理局等单位对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在人力、资料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本书出版

之际，谨向这些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谢意。

编辑出版全县地名录，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新的工作。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误

之处定多，敬请领导，专家和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不吝指正。

宁乡县地名录编辑室

一九2k-"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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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县概况

宁乡县位于湘中东北部。东邻望城县，东南接湘潭县，南连湘乡县，西与安化，涟源两

县交界，北抵桃江，益阳县境。地处东经111。537—112。517，北纬27。557—28。297。县人民

政府驻城关镇(古称玉潭镇)。东距省会长沙4T公里，北去益阳行政专署驻地益阳市45公

里。辖12个区，1个镇，T4个公社，7个居委会，3个林场，1个农场，1个良种猪场，

9 0 9个生产大队，12，933个生产队，9，477个自然村。278，124户，1，155，100人，均属汉族。

省属煤炭坝煤矿、304队、省总工会疗养院、地属宁乡师范等均在境内。

宁乡县历史悠久。商周两代青铜器多次在黄材等地出土之事实，足以证明我们祖先三四

千年前已在此繁衍生息。夏、扁、周三代宁乡为荆楚地，春秋时代属楚之黔中。战国时仍属

楚域。秦建长沙郡，宁地隶属长沙。汉高祖五年划属益阳县域。公元208年(汉献帝建安十

三年)。孙权、刘备联合破曹，刘取武陵、长沙等地，宁地属刘；迨219年，孙权争荆州，

取长沙。关羽败死，宁地遂改隶于吴。257年即吴太平二年，吴析原益阳县为益阳、新阳两

县，当日之新阳即今之宁地。县治设于长桥(即今之横市)。280年(晋太康元年)，改新

阳为新康，县治改迁冷水铺。至60T年(即隋炀帝大业三年)，复并新康入益阳县。6 2 1年

(唐高祖武德四年)，天下大定，重划州县，宁地再从益阳析出，另置新康。627年(唐太

宗贞观元年)，国家太平，政局稳定。取乡土安宁之意，改新康县为宁乡县，宁乡县名遂始

于此，9TT年(宋太平兴国六年)加划长沙、湘乡两县部分边域入宁乡县境，县治改设玉潭

镇(即今之城关镇)，县名沿用至今。公元一九四九年八月，宁乡解放，归属益阳专区，一

九五三年划归湘潭专区，一九六一年复划归益阳专区。解放初，划乡建政时，设9区l

镇236乡；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划为1镇61乡；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划置1镇l T个公

社，372个大队，2，322个生产队；现有之区(镇)社建制系一九六一年整社时重新确定。

宁乡县境虽非兵家必争之地，然东屏长沙，北庇益阳，南翼湘潭。故自古亦为要冲之

地，长、衡、潭，益每有争战，必及宁乡。相传汉末灵献之世，孙权，刘备、曹操争夺长

沙，关羽曾于县属夏铎铺区之石仑关战败黄忠；879年(唐喜宗乾符六年)，黄巢率农民起

义军转战于宁乡回龙山等地，至今回龙铺西平田中犹有黄巢城的遗迹。一六四三年(明崇祯

十六年)张献忠所部农民起义军曾驻扎于道林。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天王洪

秀全率部围攻长沙，亦曾驻扎于宁乡，并于梅家田、朱石桥等地击败清军，宁乡之战略地位

由此可见一斑。

全县总面积2903．5平方公里，属丘陵区。地势由西向东按山、丘、岗、平四级逐渐倾

斜，东北较低平，南部稍平缓。东南则丘陵起伏，西南北三面边缘为高山环绕，构成天然屏

障。西部之瓦子寨海拔l，070．8米，为全县最高点。东北部原属洞庭凹陷南缘，地势平坦。

海拔在50米左右，最低处之朱良桥团头湖，海拔仅28．T米。东西高差1，042．1米，地势比降

7厂／一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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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境内山地占总面积25．68％，丘陵占19．52万，岗峦占30．06％，平原20．76％，水

面占4．25％(不包括江河水面)。

．较大河流有沩，乌，楚、靳四江。沩江分南北两源；南源在扶王山南麓之大士亡里。北源

则在宁(乡)，安(化)两县交界之灯窝寨大沙坪。干流自西向东，沿途接纳黄绢、段溪，

枚溪，铁冲，玉堂等水大tb20余条支流，经8区1镇24个公社。全长117．2公里，流域面

积2，209平方公里，至双江口公社之团湖大队分成南北两支，流经望城县，然后注入湘江。

乌江发源于湘乡县羚羊山北麓吉家洞，在宁乡县境流长45．9公里，流域面积587平方公里，

经偕乐桥，坝塘两区，至夏铎铺区龙凤山公社之南太湖大队汇入沩江。楚江亦名流沙河，发源

于县内之扇子排，流域面积413平方公里。全长49公里，流过流沙河区后，在老粮仓区云山公

社之滩山铺汇人沩江。靳江发源于湘乡县之万寿塘，在县内流长50．5公里，流域面积425．5平

方公里，流经花明楼区，从道林区仙女岭南麓进入湘潭县境，再至望城之柏家洲流入湘江。

四江沿岸地势平缓、土壤肥沃，有利农业生产。沩江中下游及斩江两岸素称鱼米之乡，有宁

乡粮仓之誉。

县内山林总面积2，148，920亩，其中人工造松杉林48l，535亩，已相继成材。黄材与城大

林场万木葱笼，林荫蔽日。年有间伐材供应县内区社，经济林268，445亩，出现茶香果硕，逐

年受益的可喜形势。此外尚有残林荒山130多万亩正在绿化。耕地总面积为1，196，023亩，其

中水田1，042，854亩，旱土153，169亩；其他用地包括水面、道路、城镇、庄园为1，010，307亩，

可概括为。五山一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具有严寒期短，夏热期长，舂暖多变，寒流频繁，雨季

明显，夏秋多旱以及四季分明，生长期长等特点。年平均气温16．8℃，最高气温之七月平均

为29℃，最低气温一月平均为4．5℃。年平均雨量为l，358．4毫米，年降雨日156天，日最大

降雨量为287．3毫米(一九六九年八月十日)，年日照时数为l，737．6小时。年平均风速

为2．9米／秒。最大风力达儿级(一九六四年)，以偏北风最多，偏南风次之。年无霜期276天。

年内灾害性气候主要有春季寒潮，春夏洪涝，夏秋干旱，秋冬寒露风，冬季冰冻以及雷击等。

县人勤劳俭朴，自占以农为主。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数千年来灾祸频仍，水灾尤

多，加以生产技术落后，农田产量不高。解放前丰年亩产稻谷尚不足400斤。一遇荒歉，则更民不

聊生。解放后，推倒三座大山，人民精神焕发。一九五六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立即大搞

农田基本建设。在水利方面以根治四江为主，先后建成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2座，小c一，型

水库32座，小<二>型水库242座，整修塘坝“万多处，总蓄水量为8．3亿立方米。一九五八

年在沩江上游黄材公社寨子山与挂牌山之间拦江筑坝，建设全县第一座大型水库一黄材
水库，库容达1．495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达3，120匪，开挖总长535公里之干渠支渠，灌溉

农田42万多亩，在沩江流至县城东北3公里处再拦江建187米宽之水闸，开凿左右干渠、引水

浇灌宁、望两县之良田12万亩。在楚江上游田坪公社香炉山下建设中型水库——田坪水库，库

容4，800万立方米，库水经南北干渠灌注田坪、花园、心田等13个公社12．9万亩农田，随后又在

乌江上游之洞庭桥建设洞庭桥中型水库，库容1，256万立方米，并将乌江干流裁弯取直，产除其

因宣泄不畅，洪涝频仍之祸源，变灾河为利河，沿河6万亩农田实现旱涝保收。对有利灌溉

的靳江也进行了整修。韶山灌区之北干渠则流经道林、花明楼两区。全县建有电排202座，排

灌面积达31万多亩。合计全县水利总灌溉面积达102．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达90多万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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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水田面积85％以上。改变了过去山区多干旱，沿河常洪涝的不利形势。科学种田和农业

机械化程度也逐年提高，全县有农用汽车203辆，大小拖拉机l，787台，动力机械12，883台。

遂使生产面貌日新月异。一九八。年产稻谷12．503亿斤，平均亩产1，204斤，为解放前的三

倍多。小麦1，313．82万斤，红薯2，345．26万斤，豆类248．72万斤，连年五谷丰登，余粮外

调，成为全省产粮基地县，林牧副渔也都大有发展，森林覆盖率为35％。宁乡素称养猪之

乡，以交售牲猪多，质量高而著名全国。流沙河良种牲猪尤为著称，被评为全国三大标准猪

之一。一九八O年送售国家肥猪396，543头，另有良种仔猪23万头运销国内外。茶叶亦为著

名特产，沩山毛尖曾列为明清皇朝贡品；历史悠久，六度庵茶叶畅销省内外。一九八O年产

茶59，168担，沩山毛尖曾为广州交易会上外商争购之俏销品。鲜鱼年产巳达100多万斤，产

在灰汤附近之汤鱼、汤鸭昔为皇朝贡品，今为市上珍肴，汤鸭以髓多骨酥，味美肉嫩，具滋

阴补肺之功而驰名。城关镇出产之刀豆花、砂仁糕、紫盐姜被称为宁乡三大著名副食品特

产，烤烟，油桐，油茶、乌桕子及水果等，均有外运。

县内自然资源丰富，林木以松树、杉树、楠竹居多，并有樟，檀，梓、楠、栎、核桃等

五十多种珍贵用材，首乌，血藤、半夏、白芍，桂皮，麦冬等中药材均有所产。近年于夏铎

铺养鹿取茸，于沩山等山区栽植天麻等珍贵药材，均为我县吏所未有。主要矿产以烟煤和石灰

石藏量最丰，素有省内煤海之称，除省办煤炭坝煤矿外，县办小煤窑，年产量已逾40．768万

吨。所产石灰，洁白细腻，畅销全省。此外，龙田锰、钨均由国家开采，铁冲铁矿、道林矽

砂，藏量亦多。灰汤温泉之地热资源已建成地热发电站，闻名中外，为国内外研究低地热资

源利用提供了经验。

县社工业从无到有，按照三中全会以来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近年更加突飞猛进。现有

轻纺、化肥、农机、电器，食品，陶瓷、建材，耐火材料，造纸、酿造、皮革、塑料，煤

炭等厂矿企业150多家，其中县办30家，镇办15家，社办100余家，一九八O年总产值达1．6亿

元。煤炭坝、双狮岭煤矿所产之煤，发热量大，为全省重要工业用煤}栗山排，天井冲，铁

冲产之水泥，标号高，质量好，畅销省内外；化工厂所产柠檬酸，远销西南诸省及香港等

地，其中药用柠檬酸填补了我省空白项目；曙光农业药械厂出产之喷雾器在全省名列前茅；

销售80多个县市；城关镇胶木电瓷厂有四项产品达到部颁标准；县无线电厂之CL，，电容器，

龙凤山社办企业之铬黄均远销北京上海等地；刘少奇同志故乡所产之花明酒以清香醇美载誉

市场；鹿角窑、横市之陶器早在明清之世即负盛名，是全县传统工艺特产。

交通运输发展迅速，解放前仅有长益公路通过境内。县东北部之运输依赖木帆船与独轮

车，西部L【J区交通更为闭塞，运输全靠手提肩挑背负。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东至长沙，南至

韶山，西至煤炭坝，黄材，北至益阳等地段，已铺设总长200多公里之柏油路，另有砂石公

路40多条，全长500多公里，客货车辆畅通长、益、安、涟、潭，桃诸县市，县内各区社大

队机耕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工农产品运输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沩乌楚靳四江盈水季

节均可通木帆船，煤炭坝至桃江、益阳尚有窄轨铁道，日有小火车主运煤炭，兼营其他客、

货运输。

解放前，文教卫生相当落后，文盲充斥，疾病流行。当时仅有县办初级中学，简易师范各

1所，完d,20所，保校，族校共100余所，师生总数不过万余人。现有县办高中13所，县、

社、镇办初中96所，小学925所，有中小学教师10，008人，高初中学生52，226人，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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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84，861人，相当建国初期的20倍以上，文化生活甚为活跃，县城有电影院，剧场，新华书

店，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工人俱乐部、体育场、溜冰场等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区社均

有电影站(队)和广播站，65％的公社建立了文化中心。医疗卫生方面，现有县办医院6

所，区社医院或卫生所85所，医务人员达1，778人。大部分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往日流行

之血吸虫，疟疾，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已经绝迹，人民健康水平大有提高，计划生育也取得

了较大成绩。

宁乡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唐宋以来即人才辈出，名胜古迹与革命纪念地亦为数不少．o

县西沩山之密印寺创建于唐时，与杭州灵隐寺齐名，正殿高广，每砖有佛象，称万佛殿，为

佛教艺术珍品，相传鉴真和尚曾在此参禅，寺旁有著名之沩山十景。县内有玉潭环秀，飞凤朝

阳，香山钟韵，狮顾岚光、楼台晓色、天马翔空、灵峰夜月、石柱书声，汤泉沸玉，大沩凌

云等宁乡十景，处处风光独具，为河山增色。境内古迹甚多，三国蜀丞相蒋琬故居在灰汤公社

境内。横跨乌江上游之相公桥，相传即蒋琬洗马濯缨之处；唐宰相晋国公裴休任潭州刺史

时，曾在万寿山等候圣旨。至今候旨亭之名犹存。沩山密印寺后有裴休墓。官山有宋代宰相

著名抗战派张浚及其子大理学家张南轩之墓。朱良桥公社之小源大队有灵峰书院旧址，曾为

张枉(南轩)讲学处。巷子口公社之献宝台为宋状元礼部尚书易祓(字山斋)故第与墓址，

宋处士谢英隐居之道林不但地以入名，且其墓址犹存。灰汤温泉既为古今名胜，又为疗养佳

境。省总工会疗养院即设于泉旁。

云山公社之云山中学昔称云山书院，乃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何叔衡，王凌波，姜孟

周，谢觉哉等革命活动纪念地，现在之宁乡一中驻地昔名节孝祠，曾是宁乡甲师校址，系中

共湘区直属宁乡支部所在地。花明楼公社之炭子冲为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刘少奇同志旧居。沙田公社之杓子冲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烈士旧居；毛主席作农运考

察时曾在此住过。现在炭子冲，杓子冲、密印寺及官山张浚父子墓与沩II』裴休墓等均列为全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沙田有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故居，月山有前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故居，石家湾公社有前中共中央委员欧阳钦故居，黄材、唐市

为解放前夕轰动全省的“黄唐起义”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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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1，况

城关镇居县境东部，沩江下游北岸，位于东经112。237，北纬28。15 7。东距省会长沙4T公

里。北去益阳地区行署驻地益阳市45公里。东与历经铺公社接壤，南和白马桥公社毗连，

西，北紧偎城郊公社，而桃林桥公社于正北方从城郊公社蜂腰处楔入，衔接镇郊。总面积9

平方公里，市区占3．8平方公里，郊区占5．2平方公里。镇人民政府驻八一路东侧，辖4个居

委会，7个郊区大队，86个生产队，2个专业场，共6，15T户广r32',762人，j属汉族。这是宁乡

县目前唯一建制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人民政府及所属局以上国家机关32个，

下辖68个单位以及省属中南地质勘探304队、地属宁乡师范、202、207车队和保养厂等均驻

镇内。

城关镇历史悠久，公元280年，晋改新阳为新康，县治迁冷水铺，置今之城关镇为新康

驿。历300余年，至唐改名玉潭镇。据清同治《宁乡县志》载： “在镇内藓花岩下，上流水

于此回旋而去，历久成深潭，岸边绿树成荫，倒映入水，交相辉映，其水碧绿如玉，故名玉

潭。’’镇以此得名。自9TT年(宋太平兴国六年)扩大宁乡县城以来，县治均设于此。清时，

以其地属城厢，改称城厢镇，沿用至解放初，一九五三年始改名为城关镇。

本镇地属丘陵区，西北倚飞凤山、墨斗山，沩江西南来，绕经南门口向东北流去，镇内

有朝阳河、化龙溪等河坝三条纵贯南北，南郊有沙河北流，均汇入沩江，整个镇区地势向东

南略倾而较平缓。因地为省城长沙西路切近屏障，乃沟通湘中，湘西、湘北交通枢纽，战略

地位颇为重要。元，明、清以来之640余年中，兵家在此争夺Z0余次(见《宁乡县城历史演

变资料汇编》P．32>。

解放前，镇内街道狭窄，房屋破旧，工商零落，市面萧条，是一个消费市镇。解放后，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城关镇面貌日新月异，现在经济以轻纺工业为主，拥有化工、纺织、

酿造、建材、农机、食品加工等工业。镇内有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2l家，一九八O年总产

值10，223．93万元。县化工厂生产的食用柠檬酸，填补了我国食用工业的空白，该厂生产

的白凡士林及曙光农业药械厂生产的3 WB一16型人力喷雾器以及县服装厂加工的涤麻女夏

衫已进入港澳市场；自行车缝纫机配件厂生产的钢木折桌、造纸厂生产的自皱纹卫生纸质量

被评为全省第一，砂仁糕、刀豆花，子盐姜等著名传统地方土特产，畅销省内外。镇与街道

及队办工业有48家，年产总值达860多万元。镇办胶木电瓷厂生产的6种熔断器质量达到部

领标准，荣获第一机械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

镇内商店密集，市场繁荣。有国营和供销系统的县级商业服务公司15所，门市部52个；

合作商店5所I镇街道集体商店20所l另有个体商贩11T人，固定集贸市场2处，早市集贸

市场2处。 ．jj，．．．、 一一

自一九五六年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关镇面貌逐渐改变。一九七六年以后，城

镇建设更是突飞猛进，新修和改造了城内街道8，800米，主街坦荡如砥，其直如矢。西街



宽“米，东、南、北三街宽T米，街两旁各有2．5米宽之人行道，四街及主要巷道均为柏油、

水泥路面。主街两边所植树木，已渐次成荫。夹道新建之四至七层楼房，鳞次栉比。县房地

产公司拥有住房156，340平方米，其中新建4—6层楼之居民点有住房32，400平方米。各

企事业单位自建之生产，生活用房为数更多。自来水，电灯遍及各楼各户。

郊区7个大队，共有耕地3，356亩，其中水田2，668亩，菜土688亩。一九八O年产稻谷320

多万斤，平均亩产1200斤；蔬菜除本镇自给外，尚有部分供应长沙、益阳、煤炭坝等地。一

九八O年交售肥猪3，000头，柑桔，梨子亦有出产。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很快。镇内有高初中T所，小学1 4所，教师3 3 5人，学

生6，509人。有图书馆1所，藏书11T，000余册；有文化馆，工人俱乐部，体育场、溜冰场

各1座，影剧院3座，群众文化生活很为活跃。镇内有设备较好的县属医院3所，门诊部5

处，医护人员432人，病床422张’另有医务室6个。各类疾病，一般不需出县治疗。

水陆交通，极为方便。长沙至益阳，常德、涟源、安化、桃江等地公路均经过本镇西

门j至本县各区、社均有汽车可通，解放后兴建之沩江桥，改建之南门桥，日过汽车达数千

辆次。沩江水运可至省会长沙等地。

宁乡十景之“玉潭环秀”，“香山钟韵"，“飞凤朝阳’’均在镇内。镇内之以玉潭书

院"相传为唐代裴休、宋代朱熹、张拭讲学处’民初改为“玉潭学校一，刘少奇同志少时曾

在此就读。北门外之节孝祠，曾为甲师校址，湘区直属宁乡支部一九二五年一月在此建立；

宁乡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此召开，宁乡县第一属县委会在此成立。解放

前，这里是楚沩学校，一九五二年，宁乡县第一中学迁此，节孝祠原屋已无遗存。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A．D 耕地

宁乡县

四眼井

城关镇

武庙

学庵大队

郑家墓坟

实竹冲

庵子冲

学冲里

通益桥大队

邱家祠堂

范家屋场

窑坡塘

雷家屋场

清水塘

梁家围子

荷叶坝

碟子坝

坝湾里

李家窑

木鱼岭

尺皮塘

李家塘

石板塘

通益桥

袁家坡里

刘家湾

北郊大队

曾家坳

赵家坡

燕子坡

杨家老屋

棕树园

林家湾

罗家巷

新山大队

Nin9xian泸ian 1155100 1196023

Siy2injiig

Ch*nflguanzhen
32762 3356

WftmiAo

Xne，an Dadul 976 176

Zhengji丘mnfen

Shizh自tchOnfl

AnzichOn9

Xu6chonfllI

Tongytqiao Dadui 940 6'Z'8

QifijiacttAnfl

Fanjiawdchang ，

YAopOtAno

L6Ijiawdchang

Qing shuttanfl

LiAnojiAweizi

Heyeba

D16zlbA

Bawanlt

Lljiayao

MftyOling

ChtpitAng

Lljiatan9

Shibantan9

TOnfyiqiAo

YuanjiapolI

Lifajiawan

Beijiao Dadul 569 1ST

Z6nojia’tXo

Zhaoiiap5

YAnzipO

Yangjialaow证

Z6ng shfiyuan

LlnjiawAn

Ltt6jiaxian9

Xinshan Dadul 1809 1067

驻地

四眼井

武庙

郑家墓坟

邱家祠堂

曾家坳

鲁家桥

鲁家桥 Lnjiaq‘!： ．．一_一一—————————————_——————_———————一。
S 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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