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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地名目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湖南省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

‘工作的文件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怀化市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依

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集而成的i‘‘一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时期的更替和行政区划的变

更，地名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怀化市地名也不例外。建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划镇、

建市以来，随着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怀化市地名的重名，名不符实，用字不当，含义

不清、乱改乱命等问题普遍存在。为了确保怀化市地名准确无误，使之真正成为四化建

设的可靠资料和留给子孙后代的可靠历史遗产，我市地名工作者，在市地名领导小组的

领导下和地区地名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充分利用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按照地

名规范化，标准化，通俗化的要求，采取走访群众与查阅资料相结合的办法，对每条地

名的历史沿革、含义和基本倩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按照国家有关

地名工作的规定，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予以保留，对因受左倾思想影响而改的地名予

以重新更正，把以前尚无正式名字的道路，街道予以正式命名，对一些约定俗成又无不

健泵因素的地名则均不改动。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严肃认真地编写了本地名录。

因本地名录是直接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的，所以，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全市的

政治，历史，地理，文化、语言的概貌和风土人情。书内收录的内容有标准名称，汉语

拼音，名称来历，更替及含义，有公社，街道办事处等行政区划及重要的人工建筑，还

有简要的文字介绍，图片等。全书共分五大类、十四个部分。有全市各类地名609条，

其中行政区划，自然村，街巷，居民区320条，山，河、溪等自然地理实体15条，水

库、道路，车站等重要人工建筑35条，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35条，名胜古迹6条。

对地名来历含义有两种解释的，我们通过比较与分析，录用其中一种合乎情理，较为确

切的解释t凡有文字记载的地名，其解释又与群众传说基本一致的，则以文字记载为

准，对难以认定的两种解释，则两说并录’由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而得的地名解释，只

、要内容健康，亦予以录用。

本地名录中引用的数据，人口数是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其他全

市性的数字系一九八二年底市统计局的年报数，各公社大队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以一
九八。年年底的统计数字为准。

本地名录的文字处理，是根据《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全部按汉字的规范化，

标准化的要求进行的，采用的都是文字改革后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对生僻的方言用字，

根据省地名委员会《关于某些地名方言用字的处理意见》，我们改用音谐义近的字代

替。在本地通用的方言词。路现，井现，溪现的“现"，是指“旁边黟的意思，本录均

以“现"，表示“旁边"的概念。在编写时，尽量做到通俗易懂，言简意明，监以文为

主，图文结合。为了增加本录趣味性，我们恰当地录用了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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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七万字。卷首部分有前言、目录，怀化

怀化市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工作文件、地名查字

名单。 、

定批准的，凡巳列入的地名，都是标准地名。

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的个别地

录》的编集，出版，得到了在怀化市的中央、
和热情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l

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地质、气

言、文学等诸方面。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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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概况

怀化市位于湖南西部，地处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是怀化地区行署所在地。东

与怀化县石门，黄岩公社接壤，南与怀化县鸭咀岩公社为邻，西与芷江县罗旧，公坪公

社交界，北与怀化县黄金坳公社毗连。总面积138平方公里。直辖两个公社、四个街道

办事处和一个果木场，共19个大队，174个生产队，273个自然村，22个居委会。全市20219

户，96908人，其中汉族95671人，侗族602人．苗族185人，土家族152人，回族123人，

壮族50人，满族53人，彝族14人，蒙古族9人，瑶族21人，布衣族23人，哈尼族3人，

京族1人、维吾尔族1人。 ．

怀化市是在原榆树湾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历史资料记载。这里汉为}乇阳、辰

阳，镡成县地，唐为龙标，辰溪，潭阳县地，长安四年(公元701年)置?无州，开元十

三年(公元725年)改称鹤州，宋为泸阳县地，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泸阳县下

设八铺，怀化铺就是其中之一，明为沅州县地，先后设过怀化驿，怀化递运所，清为芷

江县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设怀化巡司，兼管驿务。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政

府从芷江，麻阳，辰溪，黔阳，溆浦等县划出部分边陲区乡成立怀化县，县城设于泸

阳。一九四九年秋解放，同年十一月在榆树湾成立怀化县人民政府，一九五三年七月九

日成立榆树湾镇人民政府。当时人口不满四千，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随着湘黔．．枝柳

两条铁路的建成通车和黔阳行署(现已改名怀化行署)等机关单位的迁入，人口激增，

辖区扩大。一九七五年，经上级批准，将原属怀化县管辖的榆树湾镇和盈口公社划出，

成立县级镇一一怀化镇，直属地区行署领导。一九七九年四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怀化

市。一九八O年十一月，经怀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诞生怀化市人民

政府o’ ，．

c ’，．

境内群山环绕，中部系一狭长盆地，城市位于盆地中心。市东南是凉山，海拔为1170

米，离市中心仅二十华里，西有石印坡，海拔546米I北有钟坡，海拔639米。森林资源

比较丰富l全市共有山林面积128367．02亩。其中用材林35856亩，以松，杉木为主，经

济林为38963亩，以油茶为主，果木林2541．94亩，以柑桔、桃，梨为主，另外还有灌木

林1686亩，疏林15665亩，荒山18481亩，每年向国家提供2000多立方米木材和大量的油

茶、水果。

河流有?无水，由西往东流入我市，境内流长为17公里。历史上最大流量为6690／秒

立方米，最小流量27．2／秒立方米。常年可通10—20吨位船只。古代曾是湘西通向贵
州的一条重要航线。溪流最大的是太平溪，原名丰溪，源于怀化县下坪公社的祷应洞，从

怀化县石门公社流入我市，在湾滩注入}无水，流长9．5公里。境内地下水源也相当丰富。

这些都是我市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这里地处北亚热季风温润气候地带，大陆性和季风性气候特点明显。平均气温为摄

氏16．5度，七月最热，月平均温度为摄氏22．8——27．9度。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气



温曾高达摄氏39．6度，一月最冷，月平均温度为摄氏2．3——5．1度o～九六九年一月三

十一日气温曾低达零下8．5度。年平均降雨量为1424毫米。日照时数为1483小时。全年

无霜期为280天左右。地震烈度不超过六度。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夏季多为东南风。

在古代，这里曾是一个较为繁荣的小商埠。榆树湾的遮阳斗笠更是驰名中外。但

是，旧社会在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官匪一家，地霸连襟，害得人民十室九空，民不

聊生，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解放前的榆树湾，只有一条宽四米，长五百多米的小

街，街道两旁只有几家私营的铁器，木器，竹器、五金等小手工作坊和一些私营小商

店，每逢集El，街道拥挤不堪。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根治

了历史长远的匪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铁路修通以后，工农业生产和

城市建设得到逢勃发展。昔日的荒野山丘，区区小镇，今日巳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山区

新城，成了湘西的物资集散地和怀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九八二年全市工

农业总产值已达4649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达405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3％o办起

了织布、内衣．床单、服装，化工、玻璃，电子，食品加工’，电力，机械、建筑等78家

工厂，初步形成了以轻纺工业为主的轻型工业体系o，。

怀化市是我国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湘黔，枝柳铁路在这里交叉，穿市而过的公

路更是四通八达，这些公路有湘一一黔公路、衡一一贵公路，怀一一吉公路，怀一一通

公路。市内交通也较方便，城市道路交织成网，其中主要有迎丰路，红星路、人民路，

井溪路，}无水路，鹤州路等，总长为17．7公里，每天有16台公共汽车在市内往返行驶。

全市两个公社。盈日公社以生产粮食为主，榆树公社以生产蔬菜为主，全市共有耕

地24636亩，其中水田21324亩，专业菜地1840亩，旱土1472亩。为了确保农业增产丰

收，广大社员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先后兴修了小(一)型水

库37座，小(--)型水库12座，山塘553口(蓄水1410万立方)，安装水轮泵342台(4723

马力)，共可灌田17051亩，占稻田总数的80％o与此同时，还发展了各种农业机

械。现在全市共有农用汽车11台，大小拖拉机77台，其他机械310台，为农业生产和农

副产品加工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改革耕作制度，实行科学种田、科学种菜方面也做了不

少的工作，如扩种双季稻，推广了水稻，蔬菜的杂交良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一

九／k--年，全市共产粮食168600担(平均亩产635斤)，蔬菜186200担(平均亩产6687

斤)，瓜果15100担(平均亩产235斤)o蓄牧业发展很快。一九]k--年共养牲猪21545

头，耕牛1533头，家禽58000只，鲜鱼1200担。近几年来，社队企业发展很快。一九

七五年，全镇只有36个社队企业单位，总产值仅32万元，一九八二年，发展到132个。

总收入达1800000元，相当于一九七五年的五倍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也提高很快。

一九七五年，每人从集体分得的纯收入为90元，一九]k-年就上升到176元。比一九七

五年增长95％。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导下，我市商业越来越活跃，市场越来越繁

荣。全市办起了六个村贸易市场，设置了281个商业服务网点，开办了矗怀化商场"。

此外，还有356户个体商穿街走巷。一九八二年，全市共有商业职-r'_2260名。社会商品

零售额达2707．3万元。

近凡年，市区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迎丰路的扩大、延伸工程正在进行，新建的



鹤州路已经基本成形，住宅建设发展很快。截止一九八二年底，全市房屋建筑面积达

1889000平方米，其中住房面积为602000多平方米，每人平均4．7平方米。日产12000吨

水的自来水厂和十公里长的供水管道已经建成投产。城市环境屎护和绿化造林工作也取

得了新的进展。绿化面积已达10130亩，每人平均0．11亩。过去那种“天晴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的现象开始有所改变。

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文教，卫生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

繁荣。一九八。年全市共有各类学校45所(其中高等学校l所，中等学校1所，技工学

校3所，中学8所，小学30所，业余师范学校2所)，在校师生员工有16954人。儿童入

学率达99．5％o幼儿教育发展很快，全市共办起托儿所，幼儿园80个，入托，入园儿

童为1270人。工农群众业余教育也有新的发展，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解放前，

这里没有电影院、剧院，医院，现在共有专业剧团两个，职工业余剧团一个，影、剧院

六个，座位9000多个，市广播站、图书馆已经建立，架设广播专线350公里，图书20000

多册，固定宣传窗三个。还辟有文化山游艺场。全市有各种医疗机构87个，医务工作人

员1686人，其中大型医院六个。病床865张，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十分方便。

、市区内的古迹有仙人桥，狮子岩，太平桥，白鹤岩等。城南的仙人桥，乃天然雕饰的

一孔石桥，传说是神仙所修。境内溶洞甚多，如白蛇洞，天星洞等，洞内乳石悬挂，千

恣百态，十分壮观。现正在进行修整，将来供游人观赏。

为了纪念为解放怀化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市委，市政府和市人武部在城西建立

了烈士陵园。每年清明时节，前来扫墓祭奠的工人、学生，干部、解放军战士络绎不

绝。



怀化一瞥

随着湘黔．枝鲫两，交路干线的建茂通车，带来了茚亿市的繁荣

有火车拖来怀亿城之说。图为湘黔铁路与迎丰东路的主体交叉桥。

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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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街道办事处概况

城中街道办事处位于市区中心，办事处因此而得名。东以枝柳铁路干线为界，分男0

与迎丰街道办事处和红星街道办事处相连，北与城北街道办事处依邻，南以沅水河为

界，与盈口公社黄家山大队隔岸相望，西与榆树公社团结大队分境。辖九个居民委员

会，5703户，26198人。 ，

城中街道办事处的前身是怀化县榆树湾镇，当时仅3000余人。据《芷江县志》记载：

三国时这里曾为予郇日，辰阳，镡成县地，清为芷江县地，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新成

立怀化县时(县政府设在泸阳)，在此设立沅水乡。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在榆树湾成立怀

化县人民政府，同年成立县属镇榆树湾镇。一九七五年，成立怀化镇时，这里为城中管

理处。一九七九年，怀化镇划为怀化市后，先后又改为城中区和城中街道办事处，辖区
不变。

城中街道办事处地域内是市，县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办事处机关设在溉水路西侧。

辖区内市政建设，在原榆树湾镇的基础上有了更大规模的新发展。市床单厂、羊毛衫

厂，第一服装厂，大米厂、怀化电厂，自来水厂等单位均在该办事处境内。街办工，。商

业和服务行业繁荣兴旺，共有59余家，工业总产值和商业营业额达210万元以上。辟有

两个农贸市场，一个设在榆树湾街，一个设在新街，每逢星期天和集日，人群最为稠

密，个体商贩也多云集在两个贸易市场，常日经商。加上农村经济政策的放宽和公路，

铁路交通之便利，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人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总之，这里既是市，

县政治、文化、商业，工业中心，又是全市最繁荣，生产生活结构体系最完整的闹市

区。
，

境内街道纵横交错，公路四通八达。主干道有迎丰西路、人民路，团结路，鹤洲

路，浇水路。境内有地属汽车站一个，担负着长途客运任务，每天客流量为3800人次，

县级客、货运车站1个，担负着怀化县境内短途客运任务，市属公共汽车站1个，每天
有六路公共汽车在市区内往返运行。湘黔公路，衡贵公路，怀吉公路都经此地。

境内文教卫事业也很繁荣集中，有2个影剧院，一家是地区的人民影剧院，一家是

怀化县电影院，专业文艺剧团两个(分别为地区京剧团，怀化县阳戏剧团)。县，市文

化馆、图书馆和地、县新华书店均建在这里。辖区内有两所普通中学(即怀化市二中和怀

化县一中)，3所小学(怀化县一完小，怀化市人民路小学，怀化市跃进路小学)。怀

化市中医院和怀化县人民医院也设在这里。此外，还有城中街道办事处卫生院和盈口公

社卫生院。
、

这里属丘陵盆地，洗水由西向东流经境内。境内文物古迹较多，匹有白蛇洞，烈士

陵园，南有仙人桥，自鹤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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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 囊

城 中

名 露

街 道

办 事 处

Chengzhong Ji edao

Bansh Ichn

西兴街居委会

Xrxing jie了Qweihtt l

案 历 及 含 史

’前身是怀化镇城中管理处，于一九七五年成立，一九

八。年改名城中区，一九八一年又更名城中街道办事处。

因位于市区中心，故名。辖九个居委会，共有5703户，

26198人。怀化市、县政府机关均位于该办事处范围内。

一九七五年成立时命名为跃进居委会，一九八三年更

名为西兴街居委会。共有750户，3185人。

盈口桥居委会 成立于一九八O年，以附近的盈口桥得名。由两个居
Yingksuqido Jdw6ihu 1 民区组成，共有332户，1615A；市盈口粮站、市大米广、

市烈士陵园等单位均建筑在其范围内。· ’

马 场

放 马 坪
Fa n9mjpIng

莶园居委会
Chdyu＆n Jaweih’u i

传说古时此地为集市贩马之场所，故名。现为怀化地
区粮运车队所在地。 ，、

传说古时此坪曾系兵营放马之地，故名。现是怀化无

线电技工学校所在地。

成立于一九八O年，因从前此垄为一片油茶林，人称
茶园垄，居委会亦由此得名，有611户，2673人。范围内

有地区广播局、市二中等单位。

禁 山 湾 此湾曾为深山老林，方言称之为“禁山，，，故名。
J i 11shdnWall

东兴街居委会 解放初这里为五农会，一九五八年称东兴街，后又改
Do ngxi n9 J ie Jnwe ih U 1 名东风大队。一九六九年将附近的前进街、红旗街合并成

一个东风居委会。一九七五年红旗街从中分出，单独成立

跃进居委会。一九八二年又将东风居委会更名为东兴街居
委会。现共有552户，2334人。范围内有集市贸易区和市

副食品公司等单位。

文化山居委会 ～九八。年从向东(现新街)居委会划出部分居民新
W6nhu6 shan Jdw吾ihu I 组成的居委会，因地处文化山附近得名。现有863户，

。

3973人。 一 一

人民居委会
Retlmlll Jdwe ihu i

新街居委会
XinJi e Jnweihll l

成立于一九八O年，因位于人民东路旁，故名。现有

679户。3044人。

于一九七六年成立，名为人民路居委会，一九八O年
现人民居委会从中分出后，此居委会改名“向东"居委
会，因驻地位于新街，故一九八二年又更名新街居委会。

现有居民558户，2456人。范围内有集市贸易区和怀化汽

车站等单位。有两个居民区。



天星坪居委会 成立于一九七六年，因此处原为一自然大坪，名天半
T ian互ingptng Jnweihu l坪，又因“生"、“星"方言同音，故名天星坪，现有

628户，3887人。

仙 人 桥

Xianrenqido

因此地附近有一天然石拱桥，相传系仙人所修，故名

仙人桥。

铁树湾居委会 一九八。年成立，因居委会所在地原有棵铁树西得
Tieshawan JQw邑ihu 1 名，共有730户，3031人。市公安局，地区民政局等单位

均驻此居委会所辖范围内。

柿饼树坳上 因此地原有棵大柿树而得名。现为市政府驻地·

Sh iblngsha’&osh&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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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街道办事处概况

红星街道办事处位于市区南部，编组站东面，太平溪从东往南流经这里。东面是榆

树公社红星大队，南面是盈口公社井坪大队，西面是城中街道办事处，北起红星路与迎

丰路交接处。辖五个居委会，2538户，13876人。

、红星街道办事处的所辖范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属怀化县榆树湾镇领导，公

社化时大部属榆市公社管辖，一九六一年又归属榆树湾镇。一九七五年成立红星管理

处，直属怀化镇。一九七九年成立怀化市以后，先后更名为红星区、街道办事处，驻地

在红星路中部的东侧，以红星路得名。

． 解放前，这里是一片荒地，只有一个小村庄ⅡLl“舒家塘"。一九七O年以后，湘

黔，枝柳两铁路干线的相继建成通车，以及怀化地区行署机关从安江陆续迁怀，给这里

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地区各局下属的公司多集中于此，铁五局指挥所及下属各处机

关，也多设在这里。

这里街办工业，商业，服务业发展也很快，共34家，工业总产值和商店营业额每年
都在85万元以上。 、

这里有电影院1座，即红星电影院。普通中学和小学各一所，即怀化市一中和怀化

市红星路小学。不少机关单位还办起了托儿所和幼儿园。

街道办事处有联合诊所、卫生院，各居委会都办起了医疗站，铁五局第一医院也在

此。

红星路是衡——贵公路的必经之路。怀化一铁坡公路也从这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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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星 街 道 前身是怀化镇红星管理处，子一九七五年成立，一九

办 事 处 八。年--B改名为红星区人民政府。一九八一年又更名为
H6ngxin9 Jied&o 红星街道办事处i因驻地位于红星路，故名。辖五个居委

Bansh Ichta 会，有2538户，13876人：怀化地区商业系统各公司大多
建在此范围内。

红星路居委会 一九七六年成立，因位于红星路得名。现有居民833

Hongxingln Jnw§ihu l 户，4081人。怀化地区肉类加工厂等单位均在此范围内。
，

垄 潭 冲 。 4此地原系山冲，因冲内田垄里有一潭而得名。

L6ngt6nch6ng
， ．

红星桥居委会 。

Hbngxingqdo Jnweihu I

新桥居委会
Xinqi50 Jflw色ihu l

杨村居委会

Ydngcon Joweihtl l

杀 义 冲

ShSy!cho￡g

一九七六年成立，因位于红星桥附近，故名。共有

476户，2337人。所辖范围内有怀化地区医药公司等单
位。，，

．。一九八。年成立，因其附近的“湖天桥’’，又名“新

桥"，故名新桥居委会。现有居民392户，2242人。怀化
地区外贸车队，石油加油站等单位亦设此范围内。

一九八。年从红星桥居委会划出部分居民成立的新居
委会，因位于怀化县黄岩公社杨村大队附近，故名。现有

居民412户，2224人。所属范围内有怀化地区化工厂等单

位。

相传古时此地有一造反队伍杀生聚义，举旗造反，故

名杀义冲。

潮天桥居委会 一九七六年成立，因其附近有座湖天桥，故而得名，

HotiSnqido]Oweihtl I 现有居民425户，2992人。所辖范围内有铁五局编组站，

怀化地区机床厂等单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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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丰街道办事处概况

迎丰街道办事处位于城市东部，以迎丰路得名。东与怀化县石门公社为邻，西以铁

路桥为界，与城中办事处接壤，南以太平溪为界，与榆树公社红星大队隔溪相望，北是

城北街道办事处和盈1：3公社迎丰大队。办事处机关设迎丰东路中段的桐木坳，辖4个居

民委员会，4398户，21503人。 ，‘

，

迎丰街道办事处地域原属怀化县盈口公社迎丰大队管辖，一九七五年成立怀化镇

时，划归怀化镇直辖，命名为迎丰管理处，一九七九年怀化镇划为怀化市后，迎丰管理

处又先后改设为迎丰区和迎丰街道办事处。‘
’

．

迎丰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原大部分地方是荒丘，旱地居多，水田很少。一九七O年

后，随着行署机关陆续迁怀和湘黔、枝柳两条铁路干线的先后建成通车，这里便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怀化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集中地。怀化地委，行署、军分区

以及地属各局都设在该办事处境内。这里现有中央、省、地，市、县企事业单位一百多

个。

湘黔公路从这里穿境而过，与迎丰路覆合，往东去辰溪，沅陵方向’往西进芷江，

新晃入黔。迎丰路行车密度最大。湘黔铁路靠办事处北侧沿东西方向横卧延伸。

太平溪从怀化县石门公社由北向南，然后折西贯入境内，形成该办事处与红星大队

的自然分界线。古迹有太平桥(现已更新改修)，顺天桥。

街道工商业，服务业发展也很快，共有26家，据一九八二年统计，工业产值和商业

营业额达65万元。 ·

这里有中学两所(其中怀化市三中为省，地重点中学)，小学一所。黔阳师专和怀

化地区商业技术学校设在这里，还有16500平方米的地区体育场紧靠迎丰路，可供国家

级体育项目比塞。

怀似地区人民医院座落在太平溪南岸。街道旁除有机关职工医疗站一所外，还有区

级医疗机构一个。



第7页迦丰街道办事处

标 准 名 称 来 历 硬 含 义

迎 丰 街．道
办 事 处

YIngfong Ji edao

Bansh lchn

迎丰居委会

、。Yingfong Jdweihtt I

一九七五年成立时名为迎丰管理处，一九八。年改名

迎丰区人民政府，一九八一年又更名为迎丰街道办事处。
因驻地原是盈口公社盈丰大队地域，且“盈"、“迎"同

音，办事处名称便由此而得。辖4个居委会，共4398户，

21503人。所辖范围有地区各局及其他单位。

一九八。年从太平桥居委会分出后新成立的，因位于

迎丰东路旁得名，现有居民891户，4072人。所辖范围内

有怀化地区第一招待所等单位。

太平桥居委会 一九七六年成立。原名“新建，，居委会，因位于太平
TA ipingqido了nweihu l 桥附近，于一九：k-'-年改称现名。共有居民1003f，，4861

， ·人。怀化地区煤炭局，卫生局等单位均驻此范围内。

太 平 桥 以其范围内的太平桥得名。

TAiplngqido
一，

向阳居委会 一九八O年从团结居委会戈fJ出部分居民后新成立的，
Xi￡xngydng Jdweihu i 因位于市中心的最东面，故名。现有居民1187)白，6884

人。范围内有湖南省第七工程公司、怀化地区气象局等单

位。

团结居委会
Tudnjie Jdweihu l

、、

一九七六年成立，由上级命名为团结居委会，现有居
民1371户，5686人。范围内有怀化地区行政公署，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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