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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地名也不断地发展变化。建N32年来，我县行政区

划曾多次变更，新的地名相继涌现，又由于各种原因，随意改换地名，地名重名，名不

符实、字音不正、含义不清等问题普遍存在，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四化建设。根

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我们以“调查核实普遍化"、

立所有地名标准化修，“资料整理系统化，，为标准，对全县地名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地

普查。从而，为地名历史考证提供了资料，为编纂《新田县地名录》打下了基础。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以1。5刀地图为基础，以实际地名为依据，作了全面调查核

实。按照有关规定，做到了地名不重不漏，对方言字和多音字，作了适当处理’对每条

地名从书写到汉语拼音，都要求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对界山、界河等，只作普查，不

作划界依据。同时，对我县需要命名，更名的5个公社、一个农场，7条街道，51个大

队、9个自然村，根据当地干部群众的要求，都作了标准化处理。总之，通过系统地资

料整理，使表、卡、图，文达到了一致。保证了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此基础上，’

我们编纂了《新田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按标准化地名划归为6类，依次列表编排。其中，属大队以上行政区划，

自然卡寸177．9条，片祠65条，街巷“条，农林场(所)45条，重要集镇19条，自然地理实

体40条，人工建筑97条，企事业单位107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14条。

绘制标准化的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本地名录以社(镇)为单位，

按1 t 5万绘制了20幅公社地名图，一幅1，1万的城关镇地名图，分别装订在各社(镇)

概况的前面。按l：10万绘制的新田县行政区划图，装订在卷首。还附各类图片29幅。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县，社(镇)，农林场(所)、重要集镇、

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等，分别撰写，共55篇。这些文字概

况，既珍重历史，重视数例，又经反复征求意见，查对核实。它基本上体现了各地，各

单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点。

《新田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省地名委员会、地区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的领导

下，在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及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所取得的成果。

在此，我们一并致谢。

出版《地名录》，是一项新工作。由于时间短，加之我们经验不足，业务水平不

高，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新田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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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县概况

新田县位子湘南，地处零陵地区东部，东界桂阳，南达嘉禾，西接宁远，北邻褥

阳。全县面积1014．2平方公里，折合为152．13万亩。耕地23．3万亩，其中水田17．66万

亩，早土5．64万亩，林地76．52万亩，荒山“．34万亩，水面12．5万亩。人口27．94

万人(1980年)，有汉族和瑶族，其中汉族27．4万人，瑶族0．54万人。全县辖一个镇，

2 0个公社，325个大队，1 9个农科站、2934个生产队，1308个自然村，64563户。

新田在秦汉前是荆楚之地。秦汉初属长沙国。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斩长沙国南地为零陵郡，始置县，名泠遭。至新莽改为泠陵县。东汉光武帝中兴复名泠

道县。三国属蜀，先主殁后并于吴。晋平吴改为舂陵县。隋并入营道县。唐高祖武德四

年(公元621年)，改为唐兴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延唐县。因地域宽

广，析延唐西北为大历县。至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并延唐，大历县为宁远县。

元，明时仍为宁远县。明末崇浈十二年(公元1639年)，从宁远西北分出置新田县。当

时这里设有新田营，故名新田县。分南十都和北五都。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

舔桂一，桂二，左三，右三都，共1 9个都，1 9 0甲，县治在今城关镇。解放前属永

州府，仍为新田县。1938d1946年，县辖1个镇、13个乡。1946—1949年，县辖1个镇、

6个乡。1949年8月16日，新田县人民得解放，建立了县，区，乡政权机构，属零陵专

区．当时设5个区，8 4个乡。1952年，衡阳，郴』’H，零陵三个专区并为湘南行署，新

田县属湘南行署。1954年撤销湘南行署，分为衡阳，郴州两个专署，新田戈8归郴州专

署，下设5个区，8 6个乡。1956年撤区并乡，设1个镇、1 8个乡。1957年为1个镇、

I 9个乡。1958年建6个公社。1958年9月并入桂阳县，1961年6月1日，又恢复新田

县，仍属郴州专署。1962年恢复零陵专署，新田划归零陵专署。同年从原6个公社分出

置2 1个公社口1980年设1个镇，2 0个公社。

’

全县地势呈西北——东南走向。东，南、西三方和中部为丘陵区，占全县面积的

7 6％。北面高突为山地，属南岭山脉。从九嶷山向北蜿蜒数十里，延伸入县西部，在

十字、枧头，毛里公社辖区为大广岭，海拔6 8 5米。顺山势向北逶迤到门楼下公社境

新田县 (1)



内，山峦起伏，漕谷纵横，分支百出，是全县的山区。这里盛产杉，松、樟，竹和油茶．

是全县的用材林基地。山区西部骥村公社的西北角是全县最高点，海拔1080米。其中境

内县办肥源林场，盛产杉、松。山区东部属金陵公社辖区，一般海拔500—800米，最高海

拔919米。山区南部是莲花公社境内的秀峰岭，海拔726．9米。另一支从县西部伸入的

山脉，掉转南向，形似挂钩。与嘉禾县交界的陶岭，为南部丘陵区突起的高地，海拔

687·3米。县东南部新隆公社心安大队境内舂陵河出口处，海拔150米，是全县的最低

点。

’

县内主要河流是湘江上游春水支流的日东、日西河，分另Ij发源于金陵公社东北角的

三峰凸和门楼下公社的九峰山。两河汇集于县城南门外，南下至下漕漏公社境内，转向

东流至高山，新隆公社，入桂阳县境内，最后北向，流至常宁县松柏河，注入湘江。

新田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冬季受北方冷空气影响，有短期寒冷。全县年平均

气温17。m18。C。一月平均气温6．60C，日最低气温一5．7。C(1961年1月17日)11七

月平均气温28．8。C，日最高气温39．3。C(1971年7月26日)。全年无霜期280--300天。

年平均降雨量1400--1500毫米，一日最大降雨量172毫米(1976年5月15日)。降雨量

不均匀，历年来多集中在4至6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40％，尤以5月雨量最多，遇阵

雨或暴雨，酿成山洪暴发。7至9月，雨量稀少，约占全年降雨量的20％，常有伏旱或

秋旱出现，1978年至1980年连续出现夏秋连旱，造成粮食减产。春夏之交，金陵，莲花

一带常有雹灾袭击，威胁农业生产。

矿藏资源，主要是铁、煤、锑。据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湖南新田实习队，1958年9月关于

‘新田县地质报告’中记载： “铁矿大部分属赤铁矿，含铁量30％或40％，总储量30多

万吨，主要分布在下漕洞公社的新圩和石羊公社的石羊圩一带。煤矿总储量为32，529，000

吨，主要分布在知市坪公社的龙溪，竹子峰及十字公社的老夏荣等地。锑矿为中型矿

床，总储量为8500吨，主要矿区在下漕洞公社的遒塘。曾与外商奋兴公司订了合同，

卖给英国。据锡矿山化验，锑矿中含有价格极为昂贵的稀有金属镓、锗等"。解放前曾开

设道塘锑矿，解放后继续开采。1958年4月开设跃进煤矿，但因煤，锑藏量不大，均已

停办。此外，莲花圩一带有少量汞矿。

解放前，全县生产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到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8 7 9万

元，粮食总产量只有5442万斤，亩产300斤左右。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各项事

业发展较快。农业方面，大力进行了水利建设，到1980年，先后兴修了各类大小水利工

(9-) 新田县



程2027处，其中中型水库4座(金陵，肥源，立新，杨家洞)，‘蓄水量7699万方·配渠

道1 8条，总长227公里。中型河坝1处(心安河坝)，‘一般流量30—40个，千渠长

27．8公里。溪坝泉井1261处，引灌水量2347万方。溪河1800余条，容量1400万方。大小

山塘16152日，容量3567万方。水轮泵4 5处，水轮机9 6台，机械排灌352处，排瀣

机540台，共5644马力，总提水量729万方。人工河7处(日东，日西，金陵，潭田，

膏龙，源头，骥村)，全长16120米。电站1处。小型水电装机7 7处，7 8台，3055,

千瓦，年发电量288万度。小火电装机205处，207台，3603千瓦。这样，蓄引排灌根

结合，水田灌溉面积达16．7万亩，占水田面积的95％，旱涝保收面积15．iT亩，占水田

面积的87％。全县拥有大小拖拉机223台，农用汽车2 3辆，各种内燃机403台，农札

总动力15511马力。全县普及了双季稻，推广了三熟制，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77年达

20640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80年，全县遭特大旱灾，粮食总产量仍达到19687万

斤，平均亩产745斤，为解放初期的1．4倍。畜牧业以生猪为主，1980年发展到180343

头．经济作物以烤烟为主，是湖南省的烤烟基地之一，到1980年，烤烟种植面积达4万

亩，产烟叶1 2万担。林业生产，每年贡献国家木材在6000立方米左右。1980年，全县

农剐业总产值达4153万元。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发展迅速。1980年，县办企业1 2 1个，主要产品有卷烟，化

肥，水泥，农机，纺织，木器、造纸，竹器，针织品等8 6种，总产值2733万元。

交通运输比较方便。有地属公路2条，南通嘉禾，北达桂阳，西极宁远，全长39．9

公里。县社公路7条，全长128．5公里，客班车通往各公社。社队公路2 8条，全长88．9

公里。以县城为中心的交通网已经初步形成。

文教卫生事业有显著变化。现有一所进修学校，一所完全中学，2 1所社办初中，

543所小学，一个县办幼儿园。1980年在校中小学生11308人，教师2557人(其中公办

1551人)。学生入学数是解放初期的4．8倍。县有广播站，电影院，人民医院、中医院、

防疫站，各公社有广播站，电影队(院)，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室。

新田人民具有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革命精神。早在清朝道光乙未年问(公元1835

年)，以瑶族为首的起义军与广西瑶族赵金龙兄弟的革命武装会合，杀死了知县王鼎铭。

1918年，新田人民参加了桂阳县白水一带以潘石保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杀富济贫。1926年

5月，湘南学联骨干，共产党员黄亨明(城东公社鱼池头人)、曾令钧、曾令铨(骥村公

社诅坪大队曾家村人)等同志，奉命从衡阳圆新田开展农运工作。以县城北门内的“观音

新田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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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为据点，成立县农协筹备处领导小组。特别是革命先烈蒋先云同志(1902--1927

年，大坪塘人)，从1926年7月北伐开始，先后任北伐军总部秘书．补充第五团团长。1927

年初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第二次北伐，任北伐军第十一军二十六

师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1927年6月在河南临颖战役中壮烈牺牲。先云同志对新田农运

极为关心，1926年8月北伐途中，借回家探亲之机，宣传农运，斥责官吏土豪，号召农民

组织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1926年1 0月，新田农运筹备处正式成立，农运便

如星火燎原．1926年l 1月，7个区8 1个乡正式成立农协会，会员5000多人。1927年

1月，成立了一支4 0名青年组成的县工农武装自卫队，严惩了土豪蒋周卿、胡显成。

随即禁鸦片，究奸商，破迷信、读新书等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27年9月．伪县长江靖邦

勾结曾贯一，蒋周卿等，将黄亨明，曾令钧、曾令铨三同志，解往长沙杀害。

新田革命文物尚存的有任弼时，王震、肖克等同志于1934年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六军团——红军长征先遣团路过新田时，在文庙的墙壁上书写“共产党十大政纲，，，在

文庙出口处的巷口壁上书写了“对日宣战"，在现祁剧团宿舍的墙壁上书写了“红军是

工农的武装，，等横幅标语。名胜古迹有笑脸迎人的“朝阳晓日"，众壑夜生辉的“殊砂

夜月"，两汪相鲜的“南桥双碧，，，气象万千的“西峰叠翠"．自云长锁的“恩寺寒

烟，，，悬崖高啄的“龙泉峭壁"(名存实亡)，栩栩如生的“古洞石羊"．昂首长嘶的

“平岗天马"(1980年8月消失)，还有历经几代，八面七层的搿青云塔糟。

(4) 新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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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关 ‘镇

CHENGGUAN ZHEN

镇人民政府驻地：立新街

1勺
L



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子舂水上游的日东河，日西河两支流交汇处。是新田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解放前名中和镇。解放初改名城关镇。1956年并

入东门桥乡。1958年归东门桥公社所辖。1961年从东门桥公社分出建城关公社，驻地在

立新街。1980年经批准恢复城关镇建制。全镇面积一平方公里，人口10739人(1980年)．

有瑶汉两个民族。全镇辖8个居委会，8个农业大队，1个蔬菜大队，1277户，17条大

小街巷。
。

城关镇地势南低北高，一般海拔200米。镇内嶷麓山最高，海拔220米。镇郊四周群

山环抱。东面的日东河常年2个流量，西面的日西河常年1个流量。两河在县南门外汇

集注入舂水，直下湘江。过去每到雨季，上游山洪暴发，常泛滥成灾。解放后，两河上

游分别修建了金陵，肥源2个中型水库，改建了河道3000米，提高了排洪能力和利用效

率。年平均气温18度左右，无霜期280--300天。年平均降雨量在1400毫米上下。

全镇有503亩耕地，其中435亩水田，68亩旱土，除蔬菜基地外，普遍实行一年两熟耕

作制。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有13台手扶拖拉机，27台内燃机，11台柴油机，7台电

动机，1部电动烘干机，9部动力脱粒机，农机总动力347马力。蔬菜大队生产蔬菜供应

城市消费。农业大队主要生产稻谷。1980年粮食总产71万斤，亩平2300斤，单产居全县

首位。城镇的_7-．N业比重较大。12个镇属企业单位，有纸箱、塑料加工、农机修配、农剐产

品加工、饮食服务等项目。1980年全镇农副工总产值135万元，其中工副业109万元，

占总产值的80％。城关镇交通运输发达。有直达衡阳，零陵，郴州，兰山等地的公路干

线和沟通县内各公社的公路线。城镇建设发展很快，镇区范围迅速向四方扩展。解放后，

全镇新建房屋总面积超过解放前建筑总面积的8倍。主要街道用柏油，水泥铺装路面。

公用设施不断改进。镇内外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星罗棋布。4所镇属完全小学，2

所中学，1980年在校中小学生2060人，为解放前的3倍。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198Q

年人口净增率下降到9‰。

镇内革命文物和名胜古迹较多。1934年红军长征路过时在文庙红墙上书写了“共产

党十大政纲"I在县祁剧团院内墙壁上书写了大幅标语“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在文庙

出口的巷道墙壁上书写了“对日宣战一的大幅标语(后因改建房屋标语消失)。原县高

小(现城关镇中学校址)和观音阁(现修配厂职工宿舍)是革命先烈蒋先云、黄亨明，曾

令钧、曾令铨等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地方。名胜古迹有新田八景的“南

桥双碧"，“恩寺寒烟黟。尚存的文庙系明代建筑，红墙黄瓦，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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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及语拼音 人口 驻地

新田县XIntlAn XiAn 281000 文化路

文化路WenhuA La

城关镇 Chengguan Zhen 10739 立新街

立新街LlxIn Jie

城北居民Chengb邑i JQmlo一 506 先锋街

委员会Weiyu磊nhul

先锋街Xianfeng Jie

●～’

． 新化路Xinhub La

新华南路．Xinhua Nanla

新华西路XmhuA XiI目,

来历，含义及更管

明崇祯12年(1639年)从宁

远西北分出，置新田县。县

治在今城关镇东风路(原中

山路右侧)_解放初建立县，

区，乡人民政权机构，属零

陵地区。1958年9月并入挂

阳县，新田境内设8个公社·

1961年恢复新田县，属郴卅

地区，1962年划归零陵地区。

1968年县驻地迁驻文化路·

1980年，县下设l镇，20个

公社。

从邮电局门口至人民体育场

一段，系新建街道，1981年

命名。长38 0米，宽lO米。

县人民政府驻地。

解放前名中和镇。解放初改

名城关镇。1958年冬并入东

门桥公社．19 61年从该社分

出建城关公社。1980年恢复

城关镇建制。

原名龙王街，1977年更名立

新街。

1956年建城北居民委员会，

因位于旧城北得名。辖4个

居民小组。

原名南正街，中正街、北正

街，19 66年三街合并改名为

先锋街。

东起新华南路，西至文化路

一段，系新建街道。1981年

命名。长150米，宽10米。

从新华书店往南至：ll：r-J日故

名。长430米，宽lo米。

从新华书店往西至新田桥一

段，系新建街道·1981年命

名为新华西路，全长750米，

宽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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