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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现在编辑出版了。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是国内各族人民之间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它与政治，经济，文

化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建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区域的多次划分，

新的地名大量产生。它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地理特征

和有利于各项工作，方便人民群众的交往，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曾出

现乱改、滥改地名之风，使城乡地名比较混乱。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

和《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试行)的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于1981年3

月至1982年】oH全县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以总参测绘均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县

境内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住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

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实，清理了乱命，

滥改的地名和一些不合规范化要求的地名，做好了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并按法定的审批手

续更改和重新命名一批地名。为编辑地名录，提供社会广泛使用，为“四化"建设服务，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嵇，后有所鉴"的地名历史遗产。

本地名录，共收录各类地名5333条，分五大类全部表列化。属行政区划，自然村的5078

条，自然地理实体的111条，人工建筑的6j条，企事业单位的67条；纪念地名胜古迹的4条。

为便于查阅，对五大类还作了如下重要辑录；

1、县、区均绘制了行政区划图，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县图为对开，图幅1：15

万，订装在卷首，以窥全貌。分区图幅的地理轮廓，系根据总参测绘的l：5万现势图缩

制。因考虑图幅的负荷量，图内只表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以上的行政区划和驻地名称，

主要山峰、河系、道路和重要的自然村，以及相邻区的注记。在图幅设计上，为十六开本，

根据图的内容繁简特点，要求显示清晰，采用不同的比例尺。

2，辑录了邵阳县沿革，是了解邵阳县历史的重要部分。自汉至今，以时代为序，由古

及今，详述其沿革变迁。其中从清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县境内所置的都、乡、区，

社，按时代详列其同一地区内的行政建制情况，今地古地，考其变迁，明其位置，以期史地互



证，凡今昔异名，区域异治，一览便知。现行的行政单位，按县，区(镇)、社(镇、场)

撰写文字概况，简要地介绍地名的标准名称、位置，名称的来历，含义和沿革，以及当地的

自然环境，交通、水利，物产，文教卫生、革命纪念地及名胜古迹等。

3，其他各类项目，择其重要灼，另辑录简介，并配以部贫照片和说明。

Ⅸ邵阳县地名录》的编辑工作，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编辑过程

中，除编辑人员多方搜集资料外，并得到有关部门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支持，使这本地名录

的编辑工作顺利完成，在此一并感谢l但由于编辑人员的政治、理论、文化水平以及编辑工

作经验的局限。错误与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2 。

邵阳县地名普查镇导小组

一九A-"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前 言⋯⋯⋯⋯⋯⋯⋯⋯⋯⋯⋯⋯⋯⋯⋯⋯⋯⋯⋯⋯⋯⋯⋯⋯⋯⋯⋯⋯⋯⋯⋯⋯⋯(1)

目 录⋯⋯⋯⋯⋯⋯⋯⋯⋯⋯⋯⋯⋯⋯⋯⋯⋯⋯⋯⋯⋯⋯⋯⋯⋯⋯⋯⋯⋯⋯⋯⋯⋯(3)

县行政区划图

县城全景⋯⋯⋯⋯⋯⋯⋯⋯⋯⋯⋯⋯⋯⋯⋯⋯⋯⋯⋯⋯⋯⋯⋯⋯⋯⋯⋯⋯⋯⋯⋯⋯⋯(5)

邵阳县概况⋯⋯⋯⋯⋯⋯⋯⋯⋯⋯⋯⋯⋯⋯⋯⋯⋯⋯⋯⋯⋯⋯⋯⋯⋯⋯⋯⋯⋯⋯⋯⋯(7)

邵阳县沿革⋯⋯⋯⋯⋯⋯⋯⋯⋯⋯⋯⋯⋯⋯⋯⋯⋯⋯⋯⋯⋯⋯⋯⋯⋯⋯⋯⋯⋯⋯⋯⋯(10)

行政区艾?，自然村

塘渡口镇地图⋯⋯⋯⋯⋯⋯⋯⋯⋯⋯⋯⋯⋯⋯⋯⋯⋯⋯⋯⋯⋯⋯⋯⋯⋯⋯⋯⋯⋯⋯(29)

墉渡口镇概况、地名⋯⋯⋯⋯⋯⋯⋯⋯⋯⋯⋯⋯⋯⋯⋯⋯⋯⋯⋯⋯⋯⋯⋯⋯⋯⋯⋯(33)

塘渡口区地图⋯⋯⋯⋯⋯⋯⋯⋯⋯⋯⋯⋯⋯⋯⋯⋯⋯⋯⋯⋯⋯⋯⋯⋯⋯⋯⋯⋯⋯⋯(37)

塘渡口区概况⋯⋯⋯⋯⋯⋯⋯⋯⋯⋯⋯⋯⋯⋯⋯⋯⋯⋯⋯⋯⋯⋯⋯⋯⋯⋯⋯⋯⋯⋯(39)

塘渡口公社概况，地名⋯⋯⋯(40) 黄塘公社概况，地名⋯⋯⋯⋯⋯⋯⋯⋯(46)

红石公社概况、地名⋯⋯⋯⋯(53) 小溪市公社概况、地名⋯⋯⋯⋯⋯⋯⋯(61)

大田公社概况、地名⋯⋯⋯⋯(67) 霞塘云公社概况，地名⋯⋯⋯⋯⋯⋯⋯(72)

五峰铺区地图⋯⋯⋯⋯⋯⋯⋯⋯⋯⋯⋯⋯⋯⋯⋯⋯⋯⋯⋯⋯⋯⋯⋯⋯⋯⋯⋯⋯⋯⋯(79)

五峰铺区概况⋯⋯⋯⋯⋯⋯⋯⋯⋯⋯⋯⋯⋯⋯⋯⋯⋯⋯⋯⋯⋯⋯⋯⋯⋯⋯⋯⋯⋯⋯(82)

．五峰铺镇概况、地名⋯⋯⋯⋯(83) 五峰铺公社概况、地名⋯⋯⋯⋯⋯⋯⋯(85)

新建公社概况，地名⋯⋯⋯⋯(91) 中和公社概况，地名⋯⋯⋯⋯⋯⋯⋯⋯(97)

水田公社概况、地名⋯⋯⋯⋯(103) 罗城公社概况、地名⋯⋯⋯⋯⋯⋯⋯⋯(110)

鄙家坪区地图⋯⋯⋯⋯⋯⋯⋯⋯⋯⋯⋯⋯⋯⋯⋯⋯⋯⋯⋯⋯⋯⋯⋯⋯⋯⋯⋯⋯⋯⋯(117)

郦家坪区概况⋯⋯⋯⋯⋯⋯⋯⋯⋯⋯⋯⋯⋯⋯⋯⋯⋯⋯⋯⋯⋯⋯⋯⋯⋯⋯⋯⋯⋯⋯(120)

郦家坪公社概况，地名⋯⋯⋯(121) 杉木桥公社概况、地名⋯⋯⋯⋯⋯⋯⋯(128)

城天堂公社概况、地名⋯⋯⋯(135) 诸ffj亭公社概况，地名⋯⋯⋯⋯⋯⋯⋯(140)

下花桥区地图⋯⋯⋯⋯⋯⋯⋯⋯⋯⋯⋯⋯⋯⋯⋯⋯⋯⋯⋯⋯⋯⋯⋯⋯⋯⋯⋯⋯⋯⋯(149)

下花桥区概况⋯⋯⋯⋯⋯⋯⋯⋯⋯⋯⋯⋯⋯⋯⋯⋯⋯⋯⋯⋯⋯⋯⋯⋯⋯⋯⋯⋯⋯⋯(152)

下花桥公社概况、地名⋯⋯⋯(153) 双江公社概况、地名⋯⋯⋯⋯⋯⋯⋯⋯(158)

湾塘公社概况、地名⋯⋯⋯⋯(164) 谷州公社概况、地名⋯⋯⋯⋯⋯⋯⋯⋯(】70)

白马公社概况、地名⋯⋯⋯⋯(177)

九公桥区地图⋯⋯⋯⋯⋯⋯⋯⋯⋯⋯⋯⋯⋯⋯⋯⋯⋯⋯⋯⋯⋯⋯⋯⋯⋯⋯⋯⋯⋯⋯(183)

九公桥区概况⋯⋯⋯⋯⋯⋯⋯⋯⋯⋯⋯⋯⋯⋯⋯⋯⋯⋯⋯⋯⋯⋯⋯⋯⋯⋯⋯⋯⋯⋯(1 86)

九公桥公社概况、地名⋯⋯⋯(187) 东田公社概况、地名⋯⋯⋯⋯⋯⋯⋯⋯(196)

黄荆公社概况、地名⋯⋯⋯⋯‘202)

栳木山区地图⋯⋯⋯⋯⋯⋯⋯⋯⋯⋯⋯⋯⋯⋯⋯⋯⋯⋯⋯⋯⋯⋯⋯⋯⋯⋯⋯⋯⋯⋯(209)

· 3·



河旧岭林场概况、地名⋯⋯⋯⋯⋯⋯⋯⋯⋯⋯⋯⋯⋯⋯⋯．．．⋯⋯⋯⋯⋯⋯⋯⋯⋯(323)

七里山园艺场慨况、地名⋯⋯⋯⋯⋯⋯⋯⋯⋯⋯⋯⋯⋯⋯⋯⋯⋯⋯⋯⋯⋯⋯⋯⋯(326)

五峰铺林场观况、地名⋯⋯⋯⋯⋯⋯⋯⋯⋯⋯⋯⋯⋯⋯⋯⋯⋯⋯⋯⋯⋯⋯⋯⋯⋯(329)

自然地理实体概况、地名⋯⋯⋯⋯⋯⋯⋯⋯⋯⋯⋯⋯⋯⋯⋯⋯⋯⋯⋯⋯⋯⋯⋯⋯⋯⋯(333)

邵阳县人工建筑物概况、地名⋯⋯⋯⋯⋯⋯⋯⋯⋯⋯．．．⋯⋯⋯⋯⋯⋯⋯⋯⋯⋯⋯⋯⋯(345)

企事业单位、地名⋯⋯⋯⋯⋯⋯一．．．⋯⋯．．．⋯⋯⋯⋯⋯⋯⋯⋯⋯⋯⋯⋯⋯⋯⋯⋯⋯⋯-(353)

革命纪念地、名胜占迹⋯⋯⋯⋯⋯⋯⋯⋯⋯⋯⋯⋯⋯⋯⋯⋯⋯⋯⋯⋯⋯⋯⋯⋯⋯⋯⋯(369)

物 产⋯⋯⋯⋯⋯⋯⋯⋯⋯⋯⋯⋯⋯⋯⋯⋯⋯⋯⋯⋯⋯⋯⋯⋯⋯⋯⋯⋯⋯⋯⋯⋯⋯(376)

附录；

邵阳县公社、大队名秸、笔画查字表⋯⋯⋯⋯⋯⋯⋯⋯⋯_⋯⋯⋯⋯⋯⋯⋯⋯⋯⋯⋯(381)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邵阳地区更改部份区、+社名称^fJ批复⋯⋯⋯⋯⋯⋯⋯⋯(388)

邵阳县人民政府关于一百三十三个大队币ll有关场、镇地名更名的通知⋯⋯⋯⋯⋯⋯(389)

纷b后记⋯⋯⋯⋯⋯⋯⋯⋯⋯⋯⋯⋯⋯⋯⋯⋯⋯⋯⋯⋯⋯⋯⋯⋯⋯⋯⋯⋯⋯⋯⋯⋯⋯⋯(394)



邵 阳 县 概 况

一邵阳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西南，资水上游。东邻邵东、祁东，南抵东安、新宁，西靠武

冈、隆回，北接新邵，邵阳市。面积199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99129亩(计水田497340亩，

早土201789亩)，林地1208067亩，水面158273亩，。其它920950亩。人1：I 724115人，主为汉

族，。有少数回族。辖8个区，1个区级镇，40个公社，1个社级镇，3个农林场，575个大

队，6个居民委员会，二6个工区，7375个生产队，4432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地塘渡I=1。

秦前属荆，楚之地，汉置昭陵县，属长沙国。后汉属长沙郡。又分置昭阳候国，属零陵

郡。三国吴宝鼎元年以零陵北部置昭陵郡，分置昭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65—289年)，

避司马昭讳，改昭陵为邵陵，昭阳为邵阳，均属邵陵郡。而邵阳县名始此(但与南北朝陈以

邵陵县并入后之邵阳县有别)。其时邵陵郡治资北，与邵陵县对水分治，邵阳县治所在桐江

北岸县塘(今邵东县境)。水经注；“云泉水(今桐江)⋯⋯西北流迳邵阳南，县故昭阳也’’

(卷38)。宋齐梁因之，陈省邵陵，高平并入，改县日邵阳，属邵陵郡。隋平陈废郡，迁邵

阳县治于邵陵故址(今邵阳市)，初隶潭州，后属长沙郡。唐为邵州治，宋为宝庆府治，元

为宝庆路治，明，清仍府治(见道光宝庆府志卷八，湖南省志卷二)。历民国至今仍旧名。

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屯，1950年7月置邵阳市，1952年3月又割县境东北部分置邵东、新邵

=县，以南西部和武冈东部地置邵阳县，迁县治于塘渡I=1，即今治?

县内行政区划，根据各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和要求，在便于领导有利生产的原则下，进行

过几次大的调整。1950年全县辖5个区，105个乡，1952年实行小区小乡制?分为】2个区，

336个乡，1956年撤区并乡，合为44个大乡，4个镇，195S年撤乡镇建公社，又将48个乡镇(划

出3个乡属邵阳市)改建为12个人民公社，1961年凋整公社体制，恢复区镇，全县设8个

区，56个公社，2个镇t 1965年公社又并为38个，仍设2个镇；1977年春又划出植江、面铺、

雨溪、茶元头公社属邵阳市。

邵阳县属衡邵石灰岩丘陵盆地的一部分。地势南高，北低。境内河伯岭，山势高峻，山

体里弧形展布，主峰海拔1454．9米，为全县最高点，山脉由北西转向北东，与境内中北部呈

北北东走向的黄荆岭形成一线，是资、檀二江天然的分水岭，资江有西南两源，以西源赧水

为主，南源夫夷水次之，两源在霞塘云公社双江口汇合后，称为资江干流，向北流经霞塘云、

埔渡口、小溪市、九公桥，栳木山等公社，在竹林寨入邵阳市境，境内流程38．5公里。赧水

为资江干流河源，发源于城步县北青界山黄马界，经武冈，洞口j隆回县，于本县长乐公社

回其岭入境，流经长乐，黄亭市，永兴、霞塘云等公社，在双江I=I与夫夷水汇入资江干流，长

37公里’夫夷水发源于广西越城岭桐木江，经新宁县，于迥龙寺公社东上伍家进入县境，自

西南向东北流经金称市，河边公社，到塘田市后折转北流，再过千秋、塘渡口(县城)，霞

塘云公社在双江口入资汪干流，长45一公里。檀江属邵水支流，资江的二级支流，发源于东

安县尖木岭南麓，‘从我县界牌桥入境，自南向北流经五峰铺、中和、下花桥、双江、湾塘，

谷州等公札注入邵水，长44．3公里，。沿河两岸溪谷平原较发育，呈条带状分布，地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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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面移!约为45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2．6％，土壤深厚，疏松肥沃，光，热，水条件

较好，是县内粮食的主要产区。境内丘陵面积大．，多分布西部和中部，约864平方公里，占

全县总面积的43．37％，坡度15—25度，组成物质主要为石灰岩和砂页岩，丘间洼地，谷地较

发育，地势起伏和缓，具有向山地过渡的特点。部分山地，主要分布于东南尖木岭及南端河

伯岭等地，面积约41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0．6％，海拔多在400米以上，多为石灰岩

低山。境内土壤质地，多为粘壤土，沙壤土次之。全境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年平均气

温为16。s℃，一月平均气温5．1℃，极端最低气温零下10．1℃，七月乎均气温为28．2"C，极端

最高气温40．1℃。年降雨量1263．2毫米，全年日照时数1595，1小时，年平均积温为5241．2℃，

无霜期285天，宜于种双季稻，但降雨量不均匀，多集中于4—6月，占全年的44。4％，7—

9月降雨量较少，只占全年的21．3％，全县大部分地方干旱较明显，既有夏旱，又有秋旱。

且境内又是一个多雹区，春夏之交，几乎年年有风雹，以黄亭市、九公桥，}志木山．下花桥，

郦家坪区发生较多，还有全县性的“三低"冷害(三月下旬低温、五月低温，九月下旬低温)

出现频繁，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
’

境内森林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有杉松为主的用材林67万亩，竹林23500亩，主要分布在东

南部和南部，包括河伯岭、五峰铺两个林场，以及河伯公社的五皇冲，永佳冲，白仓公社的

石缸等大队，是目前全县的‘t要用材林基地，有油茶为主的经济林324200卣，多分布在西部

一带，以黄亭市区和靠近夫夷水沿岸的社队为主要产区。全县油茶经营历史悠久，是全省油

茶基地县之一，据三十年资料统计，年平产油15400担，1971年以后，年产油达2万担左右。

矿产有煤，锰、铁、锑、，石膏矿等，以煤藏甚丰，主要分布县境西北一线，以枫江溪、、三比

田、长乐三个煤田为中心地带，远景锗量在1．5亿吨左右，历为地，县、社、队开采，现年产

煤38万吨左右，自绘有余。锰矿储量也l较丰富，现为社队组织小量开采，石膏矿初步查明位

于长乐公社境内，矿床集中，矿石质量稳定，以一级晶硬石膏为主，储量丰富，为建材重要

资源。

全县以农业生产为主，解放前，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农业生产极不稳定。解放后，在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兴修水利，先后共修建各种水利工程41500多

处，其中新建水库232座(中型2座(金江，黑冲)，小(一)型44座，小(二)型186座)，

电力排灌18l处，装机容量6497千瓦，机械排灌动力7110台，54558马力，水轮泵180台，喷灌

机械211台，全县基本形成了蓄引提喷棚结合的排灌系统，总菁引提水量约25600万方，有效

灌溉面积．457000亩：包括早土喷灌面积18000亩)，同时，发展了各项农业机械共7986台，农

业机械总动力85666马力，为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奠定了基础。改革耕作制度，普

及了双季稻，采用了科学种田，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县农业总产值，．1980年达

1320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2％，比1949年增加4．8倍。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红薯、小

麦、大豆次之，1980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67万亩，粮食总产量61746万斤，比1949年增加

2．5倍，油料作物以油莱纡、花生为主，1980年产量达61826担，比1949年增加71％I畜牧水

产以养猪养鱼为主，1980年牲猪饲养641900头<其中年内出栏303800头)，比1949年增加

5．4倍，水产品23000担，比1949年增加1．2倍；经济作物以柑桔，茶叶．黄花，烤烟，辣椒

为主，1980年产柑桔37620担，干辣椒36000担，烤烟25260担，茶叶6650担，黄花3290担，蚕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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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丹皮，西瓜、蘑菇都有发展。

工业：从无到有，相!具规模，到1980年，城乡厂矿盆’业已发展到21 34"，工业总产值2910

万元，比1952年增加io倍，其中县属厂矿38个，有职工4700多人，固定资产1750万元，各种

通用机械设备比较齐全，工程技术力量也有一定基础，有年产万吨合成氨的氮肥厂，年产二

千多n屯机制纸的造纸厂，年产三万多只冷却水泵的机械厂，年产八千吨的水泥厂，年产三万

吨以上的煤厂，有年产1500吨的酒厂，有装机容量11250千瓦的渣滩水电站，还有皮件，工

具、织染、羽绒、竹艺、化工、印届0等轻工厂了，主要生产啄煤、碳氨、水泥、水泵、机剐

纸、皮件皮鞋、羽绒衣被、棉布等35E,产品。公社、城镇街道工业从七十年代开始兴办，现

有厂矿i75个，总产值达9317／元，占全县工业总产仃【的32％。

交通：1949年前境内仅彳『公路25公里，货物全靠肩挑和术船运输。现在全县公路总长750

公里，加上塘渡口，渣滩大桥寿u继落成，沟通夫夷水和资水，交通更为方便。有东界路(从

澧县东岳庙至江华界牌井)、老鲇路(从醴陵老关至新晃鲇鱼铺)两条干线公路经过，境内

长度76．3公里，有黄石(黄豆园至石山边)专线公路18．5公里。还有黄婆坳至五峰铺、白仓

至界牌，岩口铺至大山冲，九公桥至长阳铺，黄塘至东安南镇，峦山铺至下花桥，下花桥至

邵东三合亭、红石至谷洲，五峰铺至罗城、塘渡口至黄亭市、黄亭市至横板桥等简易公路，

纵横全县，已形成交通网，社社可通客车，80％的大队可通汽车。资水和夫夷水的航道畅

通，常年可通航。
，

文教卫生：全县现有中、小学615昕，在校学生1_62682人，占总人口的21％，有公、民办

教职员工6485人(其中民办3486人)，比1952学生增加2。5倍，教师增加3倍。县，区有人民

医院10所、中医院1所，还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县卫校等，公社有医院35所，厂矿有医

务室，多数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全县共百病床1 143张，卫生技术人员1299人，还有赤彤翠医

生1309人，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科学、文化、广播、

电影等事业都有发展，县里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等3个科旬f机构，从事引进、试验、

示范、推广工作。还有37个社镇建：立了广摇站，架设了广播专线，全长4lo公里．80％多的大

队通了广播，县社有电影院，队514-，文化中心站6个，公社文化站12个。还有影剧院、文

化馆，图书馆和体育设施。

境内有县级重点文物保护七处： “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含下花桥五龙岭战役阵亡烈

士。“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系著名历史学家吕振刹同志于1 938年创办的，清康熙年

间(1714年)建的“江东桥亭"，距今两百多年，完整屹立如故。南宋(1208年)石刻“芙

蓉峰’’三个大字，经历七百多年，仍清晰可辨。还有“塘田桥亭”，金称市的“敬字塔"、

“石马"等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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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沿革

朝代 纪年 县名 隶属
昭陵汉初置，今邵阳市，邵阳、新邵、隆回，邵

公至 昭 长 东、涟源县地，故城今邵阳市。西
元公
前元 沙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前5年)分县境置昭阳候国。

20625
汉

年年 陵 国

公
昭 长

东 兀 沙 献帝建安中改属零陵郡为北部都尉治
25 陵 郡

，

I 零
汉 22n 昭

陵 候国，今邵东县地，故城今邵阳市东南50里桐江北

年 阳 岸的县塘
郡

公
昭 昭 昭陵郡治昭陵。今邵阳市。吴宝鼎元年(公元266

兀
陵 年)分零陵北部邢尉置，领六县(昭陵，武冈、夫夹、

吴
220 昭阳、新城，高平)昭陵、两汉故县，今邵阳市、邵阳，

l
陵 郡

新{；15，隆回县地。
国。 280 昭

昭陵郡 东汉候国，今邵东县地。年 阳

公
__——

两 兀
邵 邵

晋武帝时(公元265—289年)以避司马讳昭，改昭为邵
265

陵

l
陵

疆域和治所同三国
晋 420

邵

年 阳 郡

公 邵 邵 两晋故郡，县、宋改邵陵郡为邵陵太守，齐仍复旧南
元

北
420

陵 名，陈(公元557—589年)省邵陵，高平并入邵阳县，
陵

589 邵 今邵阳市、邵阳、隆回、邵东、新邵、新化、涟源县

朝 年 阳 郡 地，治所在今邵东县境

公 长 晋、宋以来敝县。隋开皂三年(公元583年)郡废，元 邵

隋
581 省扶夷、都柒二县并入。今邵阳、邵东、新邵、新化、

I 沙 武冈、洞口、隆回、新宁、城步．涟源县地。太业三年
(公元607年)复改州为邪，隶属长沙郡，迁县治于昭陵61 8 阳 郡 故址。(今召15阳市)正

公
邵邵

隋故县，今邵阳市、邵阳、邵东、新邵、隆回、涟兀 邵

唐
618

阳
I 沅县地。

907 阳 州郡
年

公
五 元 邵 邵 五代晋天福中，楚g希范改日敏政，为敏州治。汉时

907

l 楚骄广仍日邵阳，为邵州治。今邵阳市、邵阳。隆回，

代 960 阳 州 邵东、新邵，新化，涟源县地。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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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沿革
朝代 纪年 县名 隶属

公
五代故县，令邵阳市、邵阳，隆回、邵东，新邵．

兀 邵
宝

涟源县地。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以理宋潜藩，邵州
960宋 庆

l 升府，领县二(邵阳。．新化)
1279 阳 府
年
公

宝 宋故县，今邵阳市，邵阳、隆回，邵东，新邵，涟兀 邵
一 1206兀 庆 源县地。

1368 阳
路 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改宝庆路总管府年

～

公 宝 元故县，今邵阳市、邵阳、隆回、邵东、新邵，涟兀 邵

明 1368
庆 源县地。洪武十四年县内编为五十六图、武宋正德七年

} 并为四十二图。
16 14 阳

府 洪武元年仍复宝庆府名年

公 宝 ⋯粤故基?全邵阳市、．邵阳，隆回、新邵、邵东、涟兀 邵
源县地。清初县内分四十二都。(郁即里j藤赎三二卜关16上6

庆 等(．谷元1687年)增编十四郁通日洪仁，侨寄各里，总I
分五十7i都。

1911 阳 府 属地在今邵阳县境的八个都年

都 名 都地分属 现行 区社

二厢 都 今谷洲，湾塘、黄喇公社，邵阳市郊檀江、面铺公社地清

开化都 今郦家坪区地，祁东县风歧坪公社地

温和都 今下花桥，双江、湾塘、黄荆、水田，罗城，郦家坪公社地

尚 贤 都 今五峰铺，水田，中和，黄塘、白马公社地

永成三都 今九坌绣、套固，．传木山公社、七里Ll|园艺场，邵市西区、
雨溪、面铺公社地I．I

永成二都 今栋木山、长阳铺，皇安寺公社，邵市茶元头公社地

永成一都 今小溪市，大田、霞塘云，红石、栋木山公社地

新宁三都 今岩口铺、皇安寺公社，隆回县周旺铺公社地



邵阳县沿革

国号 纪年 县名 隶属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九月裁府留县，原邵阳县

改名宝庆县，隶属湘江道，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

公
第 道制废，仅存省，县两级，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

兀
邵 督 仍改名邵阳县，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全省划为—L

{9 12
／、

十个行政督察区，邵阳县隶属第六行政督察区、县内行
I

● 察

19 49
行 政区划分四十五乡，三镇

中 阳 区 属地在今邵阳县境的八个乡年 政

乡 名 乡 地分属现行区社

华 行 仁 今五峰铺，水田、罗城，中和公社地

时 雍 ，今下花桥，湾塘、双江、黄荆公社地

义 胜 今郦家坪区地 ·

民

谷 洲 今谷洲、湾塘公社地，邵市面铺公社地

屏 藩 今东田公社地，邵市面铺公社地

国
今九公桥公社、七里山园艺场、邵市雨溪桥公社地宝 南

立 胜 今}J志木山区、邵市茶元头公社地

永 洪 ，c÷今小溪市，大田、霞塘云公社地

公 邵
邵

兀 15H ．1949年8月解放，全县新建七区一市，辖三十九个乡镇
中 1949

阳
专

年 区

华 区 名 辖乡数 所辖乡名称 分属现行县，市

5
三民、安义，永安，集云， 新邵

人
仁义

立胜、永洪、敦仁、刚劲、 新邵，邵阳(2个乡)5
靖生

民 6
行仁、时雍、谷洲、屏潘、 邵阳、邵市(部分)
宝南j。安远

义胜、亲睦、平六，靖合， 邵东、邵阳(一个乡)
共 四 6 槎江，震中

五 4 仁风、卫东，中一，中二 邵东

和
—1． 万安、太一、太二、杀义， 邵东／、 6 安平、保厘

国 七 5
保善■—葙安、长太、敦安、 邵东，新邵

维一

邵 阳 市 2 建沼镇、安和镇 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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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沿革
国号 纪年 县名 隶属 县治 为迅速建立革命秩宇。，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肃清残余匪

公元 特，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以及恢复经济这一形势需要，将武

1950 邵
邵 邵
阳 冈四区所辖6个乡(古峰，四望、色龙，长乐，双清、惟一)

专 划入邵阳县，全县调整为十七个区。属地在今邵阳县境有5
员

阳I 阳
公 个区1 05个乡(镇)

1951
署 市

中
区名 辖乡数 所 辖 乡 名

四 20 皇安寺、麦兰、岩i：I铺，秋田，观音阁，银仙桥、茶元头，

华 枫林铺，小溪市、大田，踏水桥，武邵江、白毛塘，霞塘云，

区 泉井，云里、竹塘，山田冲，桥头，碰田。

五 17
唐瓦，庙山，九公、长排、枫江、雷塘、复兴、清平、羊人

桥、亲义、新桥，黄荆、龙潭、月塘，澄水，敦睦、檀江。

区

民 —k
2l

六里桥，中和、六家坪、保和，新建、大田、留旗、花桥，／、

胜利，田中，宜兴、双江，三合、东山、水田、谷中：中梁、，

区 里仁、淳风，长远、中庙。共

七 1 l
罗城、杉木桥，姚家铺，新铺、神山庙，诸甲亭、大安，

和 郦家坪、长子F-I、五里悼、天马塘。

区

国 十 36 白害簦、孽氅、奏枣、蒌廖、四卑、千秋、迎龙、观音、
七

言毪ll-I、堑嘉，垫粤、塑姿、孕'nil-自i-1：蕈寝：古嶂：羹篡：箔淀：

区
白果，长乐，炎山、大田，惟一：乐薯：萎娶：箍话’摧群’
金Ⅱ雎o

。。

合计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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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沿革

国号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一一
五}26 社山、

远，岳弄、

l家、樟树，——：——⋯一⋯一
32

大付、

美、东田，

l圹、雷圹，
盆、长冲、

月圹，白马，蔡圹，长

黄坳，中庙，尊贤，苏

东风、澄水，陆家

六

区

———‘

七

区

33

鬣詈、李意：辜盖：军委：雯摹：著嚣：黧嚣：箬凤凰、中心、中山、中合、八子、何叶，?下!、 皇
綦山，拖州，清水、枫江、高陂，白花、仁游、金
木兜、九公、庙山、唐洪

曩旃蛩重婆等奎粟花桥、皇安寺、签
匠，湾头岭，茶元
岭、灌冲、自江、

铺、水口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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