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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郴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及省、地各

级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的。它是建国后我县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地理资料。

历史的演绎，社会的变迁，影响到地名的变化。解放以来，由于行政区域多次划

分，体制的频繁更换和生产建设的发展，部分旧地名消失了，大量新地名出现了。更由

于历史的种种原因，社会上出现擅改地名的现象，造成地名重名，名地不符，含义不

清，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这次地名普查中，在对全县地名进行全面、系统调查核

实的基础上，经过标准化处理，清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名中不合理，不健康的成

分，纠正了乱改的地名，解决了诸如一地多名，异地同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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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我县地名档案奠定了基础。

我县是郴州行署地名普查的试点。普查工作在地区地名办的直接指导，县委、县政

府的领导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全面普查与试点工作相结合，实地普

查与重点改正相结合，查阅史料与考察现状相结合的方法，以求名地相符，图、文、表，

卡内容一致。

普查中，以1 t 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依据，对全县行政区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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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地名

的历史资料，民间传说等内容，充分利用典籍史料与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相互印

证，反复核对，认真审定，以保证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通过对资料的全面归纳整理，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本地名录收录地名3607

条，其中行政区划、自然村3056条，企事业单位304条，人工建筑物51条，名胜古迹4

条，自然地理实体192条。并按以上五大类全部表列化。

标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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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名

录绘制1：1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一幅，装订在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按县，社行政单位撰写概况28篇，各类

分项概况9篇，共计37篇。并择其重要项目辑录简介，配以53幅照片和说明。文字体

例，力求一致，县以省境定方位，社以县境定方位，并注明四至，所用数字，基本上采

用1980年年报数字，其中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字用

百分比，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耕地面积以亩为单位，专业术语力求合乎规范。

本地名录编排为16开本。前言，全县总图、全县概况和目录均排于卷首，中间主要

部分为地名分类表列式，卷尾部分有更名社队的新旧名称对照表等，约95，000字。

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新工作，加之人手少，业务水平有限，谬误疏漏之处敬请

斧芷．

郴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198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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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 县 概 况

郴县位于湖南省南部腹地、五岭山脉北麓，湘江支流耒水上游。东界资兴县，南连

宜章县和临武县，西接桂阳县，北邻永兴县。地处东经112。41
7

35一至113。1'6’19”，北纬

25。25744∥至26。03728∥。总面积2026平方公里，合3044205亩，其中水田318965亩，早

土61559亩，林地1500049亩，荒地604464亩，水面57948亩，其它497444亩。全县辖27

个人民公社，267个大队，2743个生产队，66415户，311164人。主要为汉族，有少数瑶

胞散居月蜂、良田、香山坪等地。

据史载t ．

’

“郴，林邑也”。春秋时(公元前840年左右)，楚公族大夫公善，开始来郴县修

筑城池，并封熊泽于楚，郴县居楚尾。公元前600年，全国分为十二州，郴县在荆州之

南。至秦始皇z7年(公元前242年)兼天下为兰十六郡，郴县属山南郡。公元前206年，项

羽徙义帝于郴，翌年秋八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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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县之名始见于史·西汉高帝五年(th元前2_,06年)，分长沙郡置桂阳

郡，郡治设在郴县城，十一领县(包括今广东部分县)。西汉建武中叶，徙郡治于耒阳

县治西，不久迁返郴县(见明统一志)。三国初，郴县曾属蜀地，以后长期属吴(湘江以

东)。魏政权未达郴县。晋亦称桂阳郡，六领县。南朝宋、齐、梁均称桂阳国。唐称郴

州，属江南道。郴之为州名始于始。五代晋改郴州为敦州，改郴县为敦化县(公元896

—951年属楚，都长沙，公元951年一971年属南汉，都广州)。南唐复改郴县。北宋称郴

州为桂阳郡。南宋称郴州郡。元朝初(公元1260年)改称郴州路，改郴县为郴阳县。明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郴州路为郴州府，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又改为直隶郴

州，并废郴阳县入州。至清朝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又复郴县。康熙元年(1662年)

称州，民国初年再改称郴县，属湖南衡阳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阴历八月十五E1)，郴县解放，成立县人民委员会，辖一镇七

乡。一九五。年，撤乡设五区五十四乡。一九五二年初，改为十区一百五十二乡。一九

五六年六月，撤区并乡，设二十五乡。一九五八年十月一El，撤乡镇建立八个人民公

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与资兴县合并称郴县。一九六O年，划出郴县城关镇及板桥、

马头岭两公社成立地辖郴州市。同时，划出高码公社归东江市辖。一九六一年五月，划

出资兴县，撤销郴州市，恢复原建制，辖二十七个公社一镇。一九六五年初，调整为十

七个公社一镇。一九七七年，再次划出郴州镇，设立地辖郴州市。至一九八。年，行政

区划恢复为=十七个公社。

郴县境内多山，据县志载t有“六峰一岭三十六山，，。高山大岭蜿蜒于境内东南，

西南等部位。山势高耸，分别向东北、西北延伸。中部和北部，沿京广铁路呈南狭北宽

的喇叭形峡谷地带。东南部的狮子口蜂，海拔1914．7米，为全县最高点。全县平均海拔

200米。境内环山簇拥，众水沫旋，山水相间，构成山区，半山区和丘陵区多种地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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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山脉主要分为两大山体。东南部的五盖山——狮子口山体，南起境内邓家塘太平

头，分四条支脉自南而北平行延伸，重峦叠峰，山势陡峭，周长一百八十余里。五盖山

主脉往北经坳上铁渣市蜿蜒至王仙岭，四条山脉中每两条夹一水，依次为西河、东河、

山河。西南部的骑田岭山体，为华南五岭之第二岭，是湘江，珠江两大水系分水之背。

由郴宜(章)交界的二尖峰入境，往北逶迤至仰天湖，然后一分为三，逶迤磅礴，开阔

起伏，周围绵亘三百八十余里。 一

全县主要河流分四条水系，一是东江水系，东江从资兴县经鲤鱼江入境，自东南向

西北环绕碍口公社，沿五里牌、高码社界，经东桐坪北出永兴，境内干流长36公里，有

大小支流10条，其中较大的有：秧溪水，雷溪水，长29．5公里。‘=是郴江水系。郴江发

源于境内，南部骑田岭山脉，+、自南向北贯穿江日，良田、坳上：小溪等公社和郴州市

域，于矫口岭背入东江，干流长53公里，有大小支流25条，‘主要有。小溪水，高雅岭

水、桥头水，大浪江。三是栖河水系，栖河发源于南溪公社，先于江口西出桂阳县，后

于土坡洞返入境内，自南向北流经华塘、同和，荷叶坪、马头岭、岗脚、栖凤渡等公

社，至南香北出永兴县，境内干流长59公里，有支流8条。以上三条水系均属湘江水

系。属珠江水系的有四条支流，发源于五盖山的渔溪水、坪河水，发源于县西南境的章

水、黄岭水分别南出宜章。

由于县境南部及东西两侧是高山，中夹一条川谷，将南北气流沟通，亚热带和北温

带两种气候相互影响的中亚热带气候。多年平均气温为17．7。C，一月平均气温5．1。C，

最低气温一6。Cj七月平均气温29．1。C，最高气温38．1。C。多年平均降雨量1475．5毫

米，降雨量多集中于三至六月，约占全年的57％，以五月雨量为最多，有时集中降暴

雨，酿成山洪暴发。十至十二月雨量最少，不到年降雨量的3％。年平均日照时数

1631．8小时，年平均积温5500。C，无霜期285天左右，除少数高寒山区外，宜于种植双

季稻和各种经济作物。

境内地下矿藏丰富，有色金属，钨、锡、钼、．铋、铅，锌，主要分布在香山坪柿竹

园，安和新田岭一带，其中柿竹园钨的藏量经有关部门鉴定，是目前世界上大型多金属

矿之一。由中央冶金部直接开采。新田岭亦属大型多金属矿藏区。铅、锌矿大部分分布于香

山坪东波、斫口铁石坑、塘溪山河一带，蕴藏量以中型矿区东波为最，早在清朝末年即

已开采，并入柿竹园多金属矿。研口，塘溪则分别为县、’社、队三级开采。锰矿遍布全

县，以玛瑙山、天字号地区藏量最大。现为地、县两级开采。另外，煤炭i铁砂储藏量

也大，还有铌钽，硫磺和锑砂等矿产资源。
一

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全县工业几乎空白，农业极端落后，

经济萧条t民不聊生。建国以来，全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显著成绩。‘j j：：一’， 。。‘、一：‘ 一⋯．：j，．：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解放前，水旱灾害肆虐，粮食亩产300多斤≯解放后，、充分利

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优越性，大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兴建了各类型水利工程145处。其

中。中型水库5座(四清、长清、大头垅、高峰、柳泉)，小(一)型水库5座，小

(J=)型水库50座，总库容达8214万立方。电力、机械排灌动力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一马力．

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67814亩i早涝保收202902亩，：占农田总数的昭％o。同时，、大力

2



·‘发展了各项农业机械。全县有农用汽车59辆，大中型和手扶拖拉机9,52台，各种耕作、加

j工和动力机械共二万六千多台(件)。农用总动力八万四千一百六十一马力，年机耕面积

．：1：49400亩，逐步改变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

：县人民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在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同时，从本地

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变单一经济为多种经营，大力推广豆稻、烟稻

．连作和杂交良稻，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一九八。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34145亩，

，7总产量达二亿九千四百八十九万斤，平均亩产八百四十九斤，比一九四九年增加1．84

．’倍。牲猪饲养量193757头(其中出栏84934头)，耕牛年末存栏35442头，都比一九四九

年增长2．4倍。经济作物，烤烟7498亩，产烟叶12t4t3担，甘蔗3256亩，总产101036担，

’水果10000亩，茶叶2037亩。林业有杉，松为主的用材林72万亩，油茶为主的经济林

。45．31万亩，楠竹10．61万亩。国营五盖山林场营林6．88万亩，是全县最大的杉树林基

’地。社队林场235个，营造用材林16．14万亩，全县立木总储积量为82万立方米。楠竹总

。储积量1340万根。常年产茶油190万斤，桐油1．52万斤，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

生活显著提高。一九八O年全县农村人均口粮为658斤，纯收入121元，分别比一九五七

年增加30％和2．6倍。
’

，工业生产初具规模，现有县办企业26个，一九八O年工业总产值达2454万元，主要

’产品有钨、锡，铅，锌、钼、铋、锰，原煤等矿产品和电器，化肥、农药、水泥及水泥

制品、农业机械，小农具，饮料酒，食糖、针棉织品、铁锅，竹木制品，浆糊、墨水、

塑料等。无线电厂生产的电子超声诊断仪荣获全省优质产品证书。社队企业自六十年代

兴办以来，发展很快。一九八。年企业总数达1025个，从事企业的劳动力达11000多人，

年总产值为1608万元。

市场日趋繁荣，商业网点，有商业公司八个，粮食、肉食和贸易商店，供销社代销

点等共二百多个，遍及全县。1980年社队向国家交售粮食7千万斤，食油89万斤，牲猪

3．8万头，茶叶5万斤，烤烟1．奎万担，木材2万立方米，全年农付产品收购总额达到

470．10万元，人平贡献15．2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5278万元。

交通运输四通八达。京广铁路贯穿我县南北，郴资(兴)铁路和郴嘉(禾)铁路沟

通我县东北和西南，境内铁路长80公里，途经八个公社，设车站17个。公路有贯穿南北

的长(沙)广(州)公路，联络东西的郴茶(陵)干线和郴桂(阳)干线。地方公路，

简易公路170余(段)，分布于全县27个公社，90％以上的大队均可通车，全县公路总

长1196公里，比解放初期增加22倍。溪河运输，东江，栖河均汇入耒水流向湘江，可畅

通小型舟船，东部的山河，东河、西河和中部的郴江均能走筏放排。水路全长300余公

里。

文教卫生，相应发展。县办有农民技术学校一所，县办中学6所，社办初中37所，

小学453所。教职员工2934人，在校学生5965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教师和学生

比解放初期分别增加5．1倍和7．4倍。幼儿园和社队厂矿托幼组186个。城乡各级设立的

科技机构，推动了工，农，林、医等方面科普科技活动的开展。建筑公司、无线电厂分

别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安全平刨机、电子超声诊断仪在全国获得好评。全县有社队广播站

227个，县辖内有电影队68个，花鼓剧团1个。各公社有电影队和文化辅导站，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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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文化生活。有县人民医院和县级专科医院5所，公社卫生院24所，大队合作医疗

站264个，共有病床894张，医务人员1256人。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使原来危害人民健

康最甚的鼠疫、霍乱，天花、疟疾等传染病和血丝虫、钩端螺旋体等地方病已基本消

灭。“人到郴州打摆子”已成历史陈迹。计划生育广泛推行，一九八。年节育率达

85．17％，人口净增率下降到9．8％。

郴县历史悠久，郴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远在南宋时期，就有李金，李元砺

领导的汉、瑶农民起义。清朝咸丰年问，郴县人民积极支持和参予了太平军起义。近代

革命史上，郴县是南方革命老根据地之一。一九二三年开始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一九=

六年大革命中，郴县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最早的县份之一。一九二八年，朱德、陈毅领

导的湘南年关暴动，总指挥部亦设于郴州。三十年代，中共湘南特委领导的郴县赤色游

击队，开辟了龙广洞、瑶林等多处根据地，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一九．二五年，为领导著

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而壮烈牺牲的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黄静源同志(1903

—19撕年)是良田公社塘了坪大队人，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创造用小木船打败敌军

舰辉煌战例，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总司令员的邓华同志(1910--1980年)是郴

县鲁塘公社陂付村人，担任新四军敌后军工部某部政委，于一九四二年殉职的孙开楚同

志，长期担任湘南游击大队长的李林同志，都是郴县人，他们至今受到郴县人民的怀念。

郴县境内古迹名胜，有自公元前200年保留至今的义帝陵，著名的郴阳八景为历代

文人骚客所吟颂。位于坳上公社田家湾大队的“天下第十八泉”和安和公社坦山“万华

岩洞"更是遐迩驰名。

一九八一年十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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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XING ZHENG QU HUA ZI RAN 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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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凤渡公社概况

栖凤渡公社位于郴县北部，东靠五里牌公社，南邻马头岭公社，西邻岗脚公社，北

接廖王坪公社和永兴县界，京广铁路、长广公路穿越全境，交通方便。西河由西向东蜿蜒

而过。公社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941亩。社辖10个大队、127个生产队1人

口密度大，3091户、14291人。是个山多田少的丘陵地区。相传三国时庞统，号凤雏赴

任宋阳县令，曾栖息于此。之后，此地得名为栖凤渡。

农业生产一向发达。近几年来，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建成了柳泉水库及引水渠道等

骨干工程，基本上改变了缺水的局面；改革了耕作制度，大面积地推广水稻杂交，精耕

细作，从而促进了粮食产量不断上升。一九七七年以来，全社粮食亩产一直过千斤。

交通运输事业有很大发展，境内有9条公路，总长19公里。还修建了瓦灶与南香两

座大桥，两桥共长200余米，现在10个大队127个生产队均可通汽车，运输非常方便。

境内由于煤炭资源丰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设有省属煤矿、地区煤机厂、县属农

药厂，锅头厂等7个工业单位。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现有县属中学一所，社办中学一

所，各大队办了小学，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郴县第二人民医院建于栖凤渡圩场旁，房屋面积7000多平方米，有医务人员80余

名，病床130张，有中、西医门诊、透视、化验、妇产、手术等医疗科目。各大队办有

合作医疗。墟场内有电影院一座，能容纳1200多人，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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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栖凤渡公社

栖风渡大队

栖凤渡墟

大屋图

平田岭

茅铺上

文家洞

石 家

牌坊脚7

岭 ·背

白屋里

枫塘大队

蔡家洞

下底湾

枫塘上洞

神塘尾

新屋里

南香大队

上岭下

中岭下

屋南洞

南香下湾

南香上湾

南香陈家

竹II：里

村 头

瓦灶大队

瓦 灶

太坪里

果子园

鸡公栏

火车站

飞机坪

太阳坌大队

高头岭

马家园

6

汉语’拼音

QIfengdfl G6ngshe

Qifengdft Datdui

Qifengdfl‘Xa

DaWdtfl ．

Pingtianltng 、

Maopfishang

W色njiad6n9

Sh{jia

Pai fa ngjiato

LI ngb色i

Baiwali

Fen9tang Dadui

Chaijiad6ng

Xiadlwan

Fen9tangshangd6119

Shentan9wei

XinwdlI

Nanxiang Dadui

Shang]t n．oxi6

Zhong“noxtA

Wdnand6ng

Nallxiangxiawan

Nanxiangshangwa rl

NAnxian9chenjia

Chashanli

Cnnt6u

WazaO Dadui

W直zaO

TMpi n91t

Gtl6ziyuall

Ji96nglan

HU6chezhAn

Feijiptng

Taiyanb色n Dadu i

GaotOuli ng

Majiayuan

户 数

3091

人 口

14291

驻地

栖风渡墟

栖风渡墟

船形岭

船形岭

瓦灶

高头蛉

妒扣。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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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后背杨家

岭下洞

太阳坌

上热皮塘

下热皮塘

田心岭

庄门大队

猪婆冲

金岭江杨家

车头下花屋

车头上花屋

江边前

新屋里

庄门口

竹兴塘

竹兴塘周家

楼下塘

新庄大队

岭下湾

谢家浪

排形湾

下湖冲

神 田

排阵洞

仙鸡山

汤 家

月形湾

枫树下大队

文家坳

古塘下

天堂庵

打锣坪

洪恩楼

枫树下

坳 背

辣莉冲

汉语拼

H6ub色iyAngjia

LingxiAd6ng

TMyanben

ShAngfepltAn9

XiArepit矗ng

TianxinlIng

音。。 “户』数。 人

． ．，f』t?；’‘，

j，。。一～⋯J，

Zhu{tngmCn DttduI

Zhapochong

JinlIngjiangy磊ngji矗

Ch邑t6uxiahuawCt

Chet6ushanghuawa

JiangbiAnqi磊n

XinwalI

Zhangmenk6u

Zh矗xingtang

ZhaxingtAngzhoujia

L6uxiatang

Xinzhuang DAdu i

Llngxiawan

Xi色jialang

PMxlngwan

XiAhflch6ng

Shentian

PAizhe nd6ng

Xianjlshan

Tangjia

YuexIngwan

Fengshaxilt DAdul

W6njia’ao

Gfit磊ngxilt

TiantZtng’an

Dalu6pln9

H6nge．n16u

Fengshnxia

Aobei

Lali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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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梢利塘

乌龟寨

金盆窝

对门江

桂阳冲

麻线塘

畔冲大队

下畔冲

颜 家

新屋里

遣 头

葫芦洞

欧家冲

仙岭上杨家

小杨家

万 冲

刘家山

大丘铺大队

三角丘

下新屋

大塘冲

大湾里

狮象坪

大丘铺

汉语拼音 j．户散

Shoollt自ea9 ，，

Wnguizhai ，，．．

JtnpenwO ．

Dulm6njian9

GutyAn9chon9

M§xiAnt瓤g

Panchon9 Dadui
，

Xi矗pltnchon9

Yanjia ，

XinwQlI

HaotOu
一．

，

Halad6n9 ，

Ouiiachon9

Xiarillngshangyan93ia

Xiao，矗ngji蚕

Wanch6n9 。

Liftjiashan

D矗qiapa DAdu!

Sanjitoqin

XiaxInwft

DstAngchoCg

DAwAnli

ShixiAngpIng

Daqinpd ．．

人 口 驻地

(新．建)

三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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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脚公社概√况。，
；：三：．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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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脚公社位于郴县西北部，西与桂阳县交界，北与永兴县相邻，西南靠荷叶坪，马

头岭两个公社，南连栖凤渡公社，东抵廖王坪公社，．属丘陵地区。辖七个大队，六十

二个生产队，1802户，8310人，均属汉族。有耕地面积7414亩，其中水田6635亩，早土

901亩，茂密的油茶林61224亩。当地以生产粮食、茶油为主。地下有煤和锰等矿藏。

建国以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粮食产量由解放初的亩产300多斤，提高到一九八

。年的亩产1200多斤。茶油常年总产20多万'斤，o，林一，然·、剐?，渔业都有增长。一九八。
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158万多元，人平纯收入拍d余元o，心‘．⋯、．。，

水利建设由解放初的110口山塘增加到241日。柳泉水库两条干渠纵贯全社四个大

队。公社还修建拦河大坝两座，水轮泵站·座，基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用水。建成稳产

高产稻田4000多亩。公社还办有锰矿，林场。兴建了■座520砝的水力发电站，现已投

产。社员加工、照明都用上了电。 ．一，．，⋯
， ，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从解放初的一所小学发展到七所小学和_所中学，共有在校学生

2000多人。还有电影队，广播站。各大队有合作医疗室。一，
交通方便，公路通到全社各个大队和54个生产队。公社现有汽车二辆，拖拉机一，

台，手扶拖拉机五台，大大地方便了交通运输。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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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一’?。。‘

， ．，一。。’．： ’：：

：‘f+j

f{=：专二．7。j

j。0j‘：只i：：!?：

iob毒fkT； 05々j矗0_—。

，，¨。，§P■8

蕴，，；a，n

目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岗脚公社 bangjiao Gongshe

岗脚大队 Gangji60 DItduI

高车头 GItoch8t6u

老岗脚洞里 L直ogangjiaod6n91I

老岗脚Laogangjiao

报亲庵 Baoqin’an

岗脚洞(片村)Gangjiaodong

沙坪里 Shaplngl!
一

荷叶塘 HeyetAng

野鸡冲 YejichcJng

香草坪大队 Xiangcfiopfng Dtdu j

香草坪 Xiangc矗opIng

朱家冲 Zhojiachon9

狮子窠 ShizlchAo

黑山头 Heishant6u

田洞里Ti舌,ndsngli

杨家坳上 YAngjia‘aoshang

火 冲Hu6chon9

松树下 Songshaxia

黄河庙Huangh6miao

会馆脚 HuifluAnjiao

新娘石下Xi nniAngshixia

樊家大队 Fanjia Dadut

樊 家 Fanjia

达 家Dajia

石头坳 Shit6u’Ao

红屋里 H6ngw／Ili

老屋冲L舂owechoag

唐 冲Tangchong

温家桥上 W邑njiaqiaoshAng

笋山里 SnnshanlI

谢家冲．Xiejiachong

湾塘大队 Wantang Dadu!

湾 塘 WantAng

上谭家 Shahgtanji磊

下谭家 Xiatanjia

雅 塘 Yatano

lO

户 数

1802

人 口

88,10

驻地

大栗洞背后

高车头

香草坪

樊家

(新建)



标准名称 汉语拼蕾

曹 家 Caojia

桐子坪Tongzlplng

庞家冲Pangjiachon0

大栗洞DMtdong

玻璃庵一 Boli’船

云凤大队 Ynnfeng Dadu!

下高冲Xiaflaochong

上杨家冲 ShAngyangjiachon9

杨家冲 Yangjiachong

大塘尾DAtangw6i

张家坪 Zhangjiapin9

宋 家 Songjia

‘瓦窑窝 Way百,ow6

上高冲 Shangg磊ochong

高冲(片村)G百．ochonfl

南楼大队 Nanlou Dadui

新山里 XtnshanlI

梨山坪LishAnplng

桐木山T6nflm,',shan

刺禾冲Lth6chong

荷叶塘H6y色tang

南 楼 NAnl6u

片村(南楼冲)Nanlouchonfl

梅花落地 MeihuMu6dl

河头大队H6t6u Dadul

河 头Hetbu

大屋里Dawoll

坪上洞 PIngshangd6ng

竹山里 ZhfishanlI

倒窝里DaowOll

新屋罗家 Xtnwal6ujia

嗨 洲 Haizhou

肖家渡Xiaojiad口

户数 人口 驻地

下高冲

(新建)

河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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