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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汨罗市城乡建设志》，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

下，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及编纂人员的努力，自l 9 8 8年7月开

始至l 9 9 1年7月脱稿，历时三年。经过广泛征集资料，深入

调查研究，获得了大批珍贵史料和口碑资料，经过试写，初审、

修改，送审，再改等工作，-编辑成书。

我国历来重视修志，历经宋、元、明，清诸朝代，但是在

卷帙浩繁的志书中，专以城乡建设为内容的《城乡建设志》史无

先例。值此鼎盛之际，由建委主编的《泪罗市城乡建设志》，是

我市城乡建设史上第一部专业志。全面地反映泪罗地区城市和乡

村的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记载城镇，乡村建设和建筑业的盛

衰起伏，专述建设部门历经艰苦创业，弘扬开拓，奋进的奉献精

神，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泪罗既是历史古城，又是新开拓的城市。自公元前6 8 9

年，楚文壬筑城建都，数度成为州，郡，县治，几番几复，时合

时分，唐时废罗入湘阴，县治消失。历经沧桑，至解放前夕，已

·沦落成为偏僻乡村。1 9 6 6年由湘阴分设县治，城市建设完全

是“一纸空白’’，乡镇建设亦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2 0余

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泪罗的城乡建设事业展

示了无限的前景和活力，在中央，省，市的领导下，用心血和汗

水绣出无数张彩图，使落后的泪罗，以崭新的雄姿屹立于新中国



众彩纷呈的县(市)治之林。

泪罗为湘北第二大物资集散地，具有铁路，公路，水路的优
，

r

势，．然而在旧中国的统治时期，历经战乱，．在这片古老的±地

上，已经气息奄奄，民不潦生。新中国成立后，四十载创业，励
‘ ’

精图治，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至臻繁荣。建治2 0余年，由_个
～ I‘

衰落萧务的小镇，发展成为闹市。志书以严谨，朴实的文章，．总

结过去，反映现状，具有很好的教育功能和资治功能，．使读者了
．

●‘ 【 。

解泪罗在城镇、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经验和教训，从中得出规
(

’
’

‘ ’

律性的认识，、寻求振兴泪罗的方略。．志书的目的，是为当代服

务，启迪后人，希望能够增强全体市民的使命憨、责任凄，i推进

城市建设的步伐。

．朱普泗
l 9 g 2年4月5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贝lj为指导，本着专志贵专

的原贝Ⅱ，集中体现城乡建设与建筑行业的特色。力求做到观点鲜

明，求实存真，资料可靠，以保证志书的作用。
1

=，编纂方法。以岳阳市城乡建设志编志办公室和泪罗市志

办公室制订的编纂方案为规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地方

特点。志书采用分门别类，横排竖写的方法，按篇、章，节，目

四层结构形式。大事记采用编年体，颐时记述。

一三．断限时间。因事而异，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至

l 9 8 9年1 2月，部分事例(城市建设，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

等)顺延至l§9 0年底。

四．纪年方法。民国以前和民国时期，按历史习惯用法并注

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年号编写。志

书中所写建县以前，指l 9 6 6年前属湘阴县辖境时期。

五，本志取材，详略有别，即设县前的略，置县后的详，系

统外的略，系统内的详的原则。表述形式，以文字记载为主，辅

以图代、照片、附录等综合体裁编写而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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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汨罗因汨罗江而得名。物产丰富，地利方便，山川秀丽，自

古即为人文荟萃之地。1966年2月析湘阴东部地域设置泪罗县，

治所驻归义之高泉山。1987年撤县改市(级别，境域未变)，辖

9镇(不含屈原镇)、22乡及农、林，渔茶场6个。地处岳阳市

的东南部，洞庭湖东岸s东界平江，西靠湘阴，南邻长沙，望

城，北抵岳阳。国土面积1561．9平方公里，人口59．4万人，其中

建成区面积4．1平方公里，人N3．5万人。1988年8月，经国务院

批准，汨罗江屈子祠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一一岳阳楼洞庭湖风

景名胜区之一。

汨罗，境域处在东经112。25’24扩～113。27
7
1 l∥，北纬

28。28701∥"-'29002
7

18”之间，地貌类型多样，山、岗、丘、平齐

全，以岗、平为主。属幕阜山余脉与洞庭湖平原的过渡地带，整

个地势，东西高，西北低，依山濒湖，向洞庭湖倾斜递降，向有

“背靠幕阜，脚踏洞庭"之说。气候温和，属大陆性湿润季风气

候，具有四季分明，季节性强的特点。1966"-'1989年，年平均气

温为16．9"C，年平均降雨量1353．6毫米，主导风向为东北偏北

风，平均风速2．6米／秒。土地肥沃，雨量充足，适合多种农作

物生长，素称“鱼米之乡"。盛产稻谷、棉花，油料，水果，牲

猪和水产。全市有农业用地60．14万亩，园艺用地6．6 5万亩，林

业用地87．5万亩，水域48．71万亩。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和

着手开采的有20余种，以泪罗江的砂金，高家坊，川山坪镇的麻

石和分布全市17个乡镇的高岭土，储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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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境交通便捷，集铁，公、水三路之优势，京广复线与国道

107线，纵贯南北，省道平益公路，穿越市区。泪罗火车站为湘

阴，平江等县及屈原农场、泪罗纺织印染厂的客货集散中心，

1989年，年货运量超过100万吨，客运量近200万人次。水路有营

田，汨纺、推山咀三个码头，港口年货物吞吐量55万吨，客运发

送量4．8万人次。市内地表水系发育，河流密布，有主要河流l O

条，以泪罗江闻名遐迩，襟江带湖，贯穿市境。主要山脉lQ条，

玉池，神鼎，隐珠、智峰诸山，风景秀丽，山间茂林修竹，群峦

叠翠，蔚为壮观。达摩岭为市境最高峰，海拔高程777．5米。

境内名胜古迹甚多，公布为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0

处。这些名山胜景，佛寺道观，以其迷人的景色，丰厚的文化积

淀而飞誉中外。千古名胜屈子柯，是纪念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屈

原而建。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闲于辞令"。但因怀才不

遇，被昏君佞臣诋毁，晚年被流放泪罗江，在此生活了相当长的

时期，留下遗迹甚多，曾引得“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并留有

千古绝唱。早在秦汉以前，泪罗江就有以纪念屦原为主旨的龙舟

竞渡，故有“龙舟故乡"之称。任弼时同志故居，被列为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粥时展览馆陈列有任弼时同志战斗一生的革命

史料，每年都有数万群众前来瞻仰。智峰山，彭德怀同志曾创建

过湘北苏区根据地。自鹤洞，王震，王首道同志在此开辟了湖南

抗日根据地。均给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革命史迹。

泪罗历史悠久，自东周庄王八年(公元前6 8 9年)，楚文王

筑城建都，迄今已穗2600余年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几经兴

衰曲折，时合时分，从古代都邑冷落成为偏僻的乡村，又由穷乡

僻壤步入现代城市的经历过程。

春秋时期，泪罗便有城。楚文王自湖北枝江徙罗子国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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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于现在的屈原农场蚕场处。秦并六国，四海统一，分天下为

郡县，改罗子国为罗县，隶于长沙郡。汉仍称罗县。汉末析罗县

东境置汉昌县，三国，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更名吴昌

县。罗县仍领今湘、泪两地。同隶长沙郡。至南朝元徽二年(公

元474年)，置湘阴县，罗县并存。齐承宋制，隶属从旧。自秦

以降，罗县治所均在罗子国故城。南朝梁置罗州(公元502年)，

治所夹城，在今泪罗镇的曲尺塘(又名夹上曹)。清光绪《湘阴

县图志》载t“曲尺塘亦有土城，凡七门，1日名夹城⋯⋯。未详

何代建，以地道求之，当为梁罗州治’’。同时析泪罗江南的东部

置湘滨县，治在城江城，即今之川山坪镇常公村境。泪罗江北西

部置玉山县，治在玉笥山，今楚塘乡农科村境。泪罗江北东部置

岳阳县，治在今长乐镇。罗县并存，治仍设故罗城，与湘滨、

玉山、岳阳同隶罗州．’岳阳郡。Ⅸ湖南省志，地理志》载： “岳

阳郡，治岳阳，今泪罗县长乐镇。领县六：岳阳，湘阴，玉山，

湘滨、吴昌、罗’’。陈时，仍承梁制。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公

元58 9年)，废岳阳郡设玉州，治在玉笥山，并撤吴昌、湘滨入

罗，与岳阳，湘阴，玉山同隶玉州。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

改岳阳为湘阴县，又撤玉山县入湘阴，县治仍设长乐镇：翌年

(5 9 2年)废玉州，罗，湘阴二县改隶岳州。唐武德八年(公

元6 2 5年)，废罗入湘阴，治城江城。至此，罗县消失，历时

846年。

唐神龙三年(公元7 o 7年)，析湘阴东部置昌江县(今平江

县)，同隶岳州。天宝七年(公元7 4 8年)，湘阴县改隶长沙

郡。五代战乱频冗，许可崇迁县治于闭塞处的白茅城，今川山坪

镇茶场境内。宋初迁治瓦碎潭，即今湘阴县城关镇。元贞元年

(公元1295年)，升湘阴为州，辖境未变，隶潭州路(公元1326

年更名天临路，1364年改潭州府)。((湖南省志，地理志》载：

口湘阴州，宋湘阴县。元贞元年升州，今湘阴、泪罗县地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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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复湘阴为县，仍隶潭州府(1372年改

名长沙府)。清承明制，民国亦然，其建制、治所、辖境不变。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湘阴县隶湖南省湘江道，民国十一年

(公元1922年)湖南省道翩撤销，只存省与县两级，湘阴县直隶

湖南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湘阴县先隶长沙专员公署。1962年

改隶湘潭专署。1964年成立岳阳专署，隶岳阳专署。1966年分析

泪罗县，同隶岳阳专署领导。由此可见，泪罗虽析湘阴而建，却

更早子湘阴1162年。现在正以崭新的雄姿，向着现代化城市目标

迈进。

“沧海桑田"，在历史的舞台上，往事已非而足跻犹存，留

下世代兴亡的见证，民族奋斗的记载。泪罗自唐废罗而至民国，

经历1320余年的变迁，几番风雨，历尽时代的坎坷。现时的火车

站，原是·一块坟山。民国五年(1916年)，粤汉铁路通车，设立

车站，才逐渐形成一个农村集市。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一个衰落萧条的小镇，

发展成为湘北新城。1953年建立汨罗镇，镇区范围只有铁路西的

老街一条，街道宽不盈丈，长不足半华里，房屋简陋。铁路以

东，还是一片荒山。1966年开始县城建设，以高泉山为中心，形

成县城结构布局，经过20余年的艰辛建设，基础设施初具规模。

1987年撤县改市，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以其“两市三路”的自

身优势，拓展南北流遍，充分利用地处中心地带的优越条件，促

进汨罗的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可喜成就。

市政工程。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现已兴建街道17条，总长

度22．759公里，其中主干道4条呈井字形摆布，使城市道路骨架

形成网络，功能便捷。巷道32条，纵横于城区境内，出入方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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