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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县地名录》是根据1981年会同县地名普查成果，经过全面复

查：校对，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为了适应各个领

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需要，本地名录将为其提供会同县境内统

一的、规范化的、比较完整的地名基础资料。全书共分五个部分：．行政

区划和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共

收录自然村2，852-条，行政[戳J]347条，自然地理实体149条，人工建筑

102条，企事业单似臻，，古迹9条。并配有《会同县行政区划图．》和

四幅片区图，卷首还有公社、大队首字索引等。

在地名普查过程中，广大普查人员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查明了全

县3，719条地名，考证了地名的来历、含义及演变，并根据国务院的有

关规定，对一部分地名做了标准化处理，编写了公社以上行政区划文字

概况27篇；配制了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等插图28幅；对五

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标注的2，802条地名，根据实际需要从图上删去了134

条，增补了920条；重新绘制了《会同县行政区划图》和4幅片区图；

对1个公社、1个镇、31个大队，按照有关程序报经上级人民政府批

准，作了更名或命名处理，恢复了群众熟悉的地名；为编纂本地名录作

了充分的准备。



本地名录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

和县内各部门、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值得提及的是，参加编

辑工作的离休、退休干部和教师，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丝不

苟，是编纂本地名录的骨干力量。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谢意。
‘1‘’

由于我们初次从事这一工作，时间仓促，业务水平不高，接触面不

广，难以准确反映会同县地名全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大家批

评指正。 一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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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县概况 1

会同县概况

会同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境，沅水上游。东接绥宁县，南邻靖县，西连贵州省的天柱

县，北抵洪江市、黔阳和芷江2县。东西平均长约54公里，南北平均宽约42公里，总面积

2，277．822平方公里，合3，416，733亩。其中耕地276，316亩，占总面积的7．8％，林业用地

2，336，980亩，占68．4％，水面69，224亩，占2％，其他用地743，213亩，占21．8％。可概括

为： “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1980年全县辖25个公社和1个镇，计339个生产大队，2，582个生产队，2，822个自然村，

共55，289户，284，92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7，705人)。其中汉族占总人数的98．88％，苗族

为1．05％，还有侗，瑶、满、壮，蒙古，土家，回族等少数民族。县治林城镇。为了适应农

业生产责任制的需要，1981年生产大队增加到345个，生产队增加到3，152个。

会同县在夏，商、周诸朝隶属荆州。春秋战国时属楚。秦为黔中郡。西汉为武陵郡镡成

县地。东晋并入舞阳县。南朝时，齐改淤阳县，梁属龙猓4县。唐置朗溪县，县治今之朗江，

隶叙州(首府叙浦)。五代附于楚，马殷移朗溪县治于诚州(靖城)。后周时，土著杨正产

叛乱后，属诚州，是为羁縻州。宋熙宁九年(1076年)章悖平定，诚州始正式纳入中央行政

建制。元祜二年(1087年)撤州改渠阳郡。崇宁元年(1102年)置三江县，隶诚州，县治东

城(即今之朗江公社东城团)。崇宁二年(1103年)雄长杨晟等增纳土贡，会于京师。取

《周礼》s “时见日会，殷见日同"两旬之义，命名为会同，以志吉庆，时隶靖州。县治由

东城迁会同(今林城镇)。历代因之。
’

1949年10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会同。县人民政府于同年11月1日在洪江镇宣布

成立o 1950年8月20日将县人民政府迁至林城镇。

会同县行政区划和县治疆域几经更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辖7个乡和2个镇

(中正镇、洪江镇)，计123个保。1950年改辖17个乡和中正(即现在的林城镇)、洪江二镇。

1951年初划出洪江镇，另立洪江市。同年又划出竹舟江归绥宁县管辖。1954年至1955年全县

调整为8个区，计117个乡和城关镇。1956年撤区并乡时，划出大桥乡归靖县辖。靖县六黄乡

划入会同后，全县为27个大乡和城关镇。1958年将大墓乡划归靖县辖。尔后，政、社合一，

组成11个农村人民公社和一个城镇人民公社。1961年又调整为25个农村人民公社，计334个

生产大队，1个镇人民公社，辖3个居委会，1个蔬菜大队。1962年6月，为加强边远公社

的领导，增设若水(辖8个公社)、朗江(辖5个公社)两区。 (于1968年冬撤销)。

自1949年以来隶属关系虽然未变，但因专署所在地几次搬迁，隶属名称也相应变更。

1949年至1952年8月属会同专区，同年8月至12月隶芷江专区(专署所在地在芷江县的城关

镇)。1953年1月专署所在地迁黔阳县的安江镇，改属黔阳专区。1975年行署所在地又从安

江迁到怀化市，1981年6月又改属怀化地区。

菇甏礤矮≯々乜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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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同县概况

会同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的雪蜂山区。境内峰峦重叠，溪涧交错。整个地势，东、北部

较高，向西逐渐低下，至渠水边又略有回升。一般坡度在20度至40度之间。海拔在S00公尺

到1，OOO公尺左右。海拔700公尺以上的山峰40余座，且多分布在东，北方向。其中以会同、

黔阳、洞口，绥宁4县交界的雪峰界主峰为最高点，海拔1，437．4公尺。黄茅公社境内黄茅

团的巫水河岸，为全境最低点，海拔仅有170公尺。地面相对高差悬殊。境内有若干个小盆

地，南北串通堡子、坪村、攀龙桥、林城、连山5个社、镇，是全县主要产粮区和交通枢纽。

全境羁中、低山区地貌。

沅水干流沿县境西北和东北边境而过。境内主要河流有沅水一级支流渠、巫两水，分置

于境内西、东两侧，均由南向北，并行流向，贯穿全境。其中渠水自靖县流入县境连山，经

岩头、攀龙桥、广坪，青朗，朗江、漠滨7个公社，长91公里，在黔阳县的托口镇汇入沅

水。巫水由绥宁县流入县境金子岩，经王家坪、长寨、高椅、若水、黄茅6个公社，全长83

公里，在洪江市注入沅水。渠、巫两水历来是运送木、竹和其他物资的主要航道。1977年和

1979年黔阳县和会同县分别在托口镇上首的螺丝塘以及黄茅附近的长田两地拦河筑坝，修建

电站，致使渠、巫两水航道中断(长田电站设有干滑道1处)。另外境内还有若水河、会同

河、广坪河、木栗溪等大小溪流一百余条，大都可流送木、竹和发展水利、水电事业。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据县气象站自1958年建站21年来的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

16．6℃。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4．9℃，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7．3℃，极端最低气温一8．6℃

(1977年1月S0日)，极端最高气温39．1℃(1963年9月8日)。年平均无霜期302．3天，

最长347天(1973年)，最短263天(1976年)。年平均降雨量1，304．2毫米；4至8月为雨

季，常年以5月降雨最多，时有山洪暴发，占全年降雨量的16．5％，头年9月到次年8月为

旱季，常以12月降雨最少，不到全年降雨量的3％。年平均日照1，462．7小时，占年总时数

的33％。13照最少是2月，只有50．3小时，最多是7月，达242．8小时，为2月13照的5倍。

年平均蒸发量1，138．9毫米，相对湿度83％。气候特点可概括为六句话，四十八个字； “四

季分明，季节性强，春秋稍短，冬季略长，严寒期短，盛暑不长，热量丰富，无霜期长，春

季多雨，秋冬少雨，春暖多变，寒流频繁"。 ．

境内以沉积性板页岩为主，土壤多属红壤土类和黄壤土类，含氮较为丰富，适宜于植物

生长。 ，．

境内除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外，森林、矿藏、农副土特产等资源都比较丰富。主要盛产

杉、松，楠竹，油桐、油茶，为省内8个重点产材县之一，商品材为全区第一。还有樟、

檫，楠、桐。银杏等珍贵树木共二百多种。据林业科研部门统计，仅在广坪公社的杉木林和次

生阔叶混交林内，就有以木本植物为主的127科，331属，536种和11变种。据1980年对全县森

林资源调查，现有森林面积226万亩，其中杉，松、杂面积130万亩，森林覆盖面积为62％’

林木蓄积量653万立方米，楠竹2，080万根。广坪杉木，以高大、通直、少节、质优，高产驰

名省内外，会同因此而被誉为“广木之乡"，被列为全国七个杉木中心产区的种源区之一。地

下矿藏以金矿分布最广。其中以漠滨黄金矿脉最为著名。漠滨金矿的开采，始于明朝洪武年

间(1368—1398)，至今已有600余年，现已建成lOOT／日选厂的小型矿山，有职工300余

．人，。年产黄金4，ooo两左右。该矿于1980年底转属冶金部管理。煤矿主要分布在坪村、堡子

等公社，分别由地属坪村煤矿和县属五七煤矿开采(1981年坪村煤矿已停办搬迁)j。一此外还

j

盔
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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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县概况 3

有铁、锌、铅、锰、锑、水晶石等矿藏。近几年来茶叶、柑桔、花生、西瓜等也发展较快。

过去颇有名气的沙溪辣椒也已恢复生产。

1949年以前，由于帝、官，封的残酷压榨和土匪的抢劫破坏，全县经济萧条，民不聊

生，工农业生产极为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当

家作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三十一年来，农业、林业、工业交通，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取

得了可喜的成就。

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1949年以前，全县的粮食单产一直徘徊在3—4百斤之间。自

1950年以来，党和政府采取大兴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和开展科学种田等措

施，农业生产条件逐年好转。到1080年底止，先后修建中型水库1座、小(一)型水库2 1

座，小(二)型水库112座，骨干山塘3，235口，总蓄水量5，991万方。社队发电站216处，发

电能力4，781珏，农村用电773万度。拥有机灌、电灌、喷灌等机械1，027台。有效灌溉面积

14．3万亩，旱涝保收面积11．77j"亩，稳产高产田8．2万亩。还有农用汽车97辆，各种拖拉机

596台，机引农具662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2，522台，农业机械总计49，026马力，为农业生

产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在改革耕作制度，推广双季稻，扩大复种面

积，培殖和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改造阴山冷浸田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80年粮食

总产10，939万斤，农业总产值6，014万元。与1040年比较，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多’农业总产

值增长3．2倍。1978年是历年来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达20，867万斤，平均亩产850斤，

向国家交售粮食3，442万斤。同时，多种经营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积极发展林业生产。本县山林面积大，tl然条件好，群众有历史悠久的营林经验，具有

发展林业的优势。自1950年以来，全县人民按照国家计划和历史习惯，年年进行采种、育

苗、造林、采伐等林业生产活动。人工造林面积达93万余亩。其中保存面积65．97Y亩。绿化

了境内较大的金龙山、银匠界、平天山，雪峰界等17座荒山，封山育林05．1万亩。采种除自

给以外，还向全国16个省，区提供杉木良种345万斤。向国家交售茶油958万斤，桐油1，408

万斤，生产商品材387万立方米，商品竹2，277万根，松脂32．5万吨。其他林副产品，如玉兰

片、山苍子、棕片、银耳，五倍子、兽皮、栓皮等均有生产。林业收入历来是林区社队的主

要经济来源。1980年林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其中肖家公社林业收入占农业总

产值的42．5oA。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张万宏同志为代表的林区广大群众和科

研人员总结了“细致整地，良种壮苗，科学栽培，林粮结合，注意管护"和“穴大、根舒、

深栽、压实、苗尖不反山"等营林经验，对全县的林业建设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深受各级

领导和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杉木速生丰产奖”。近几年来，由于

过量采伐，森林蓄积量与1959年比较，显著减少。这已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霞视，采取调整

措施，贯彻休养生息的生产方针，积极振兴林业。

工业和社队企业从无到有。1950年前夕，全县只有一些小手工个体劳动，年产值22万

元。1080年，全县有县办厂、矿27个，工业总产值1，45,2万元，比1949年增长33倍。主要工

业产品有黄金、电力、原煤、氮肥，水泥、农用水泵、木材、楠竹、松香，变压器、机制纸

及纸板，中小型铁木竹制农具等。还有汽车维修、竹木制品加工，食品加工、酿酒、纺织器

材、-缝纫，皮革和印刷等工业。近几年来，社镇,Jj、企业也发展较快。现有各种门类的社

．(镇)、队一(街道)办企业62个，年产值541万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7．7％。水电事业是

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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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同县概况

全县发展较快的企业，现有装机总容量21，404豇，年发电量1，352万度，县内用电不但能自

给，还可向外地供应。所有的公社和85％的大队有了电力加工和照明，农副产品加工基本实

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境内还有省、地办企业各1个，年产值496万元。

交通运输发展很快。枝柳铁路经过境内的马鞍，堡子、坪村、攀龙桥、林城，连山6个

社镇。长45公里。设有相见、园冲、会同、连山4个车站，是境内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另有国家公路和省级公路干线4条，计78公里。县级公路13条，258．45公里，永久性桥粱66

厘，全长1，749．2th尺，公路渡口1处。还有社队自修公路100余条，约600公里，渡口5处。

全县实际通车里程900余公里。与1949年仅有一条通过县境60公里的安(江)桂(林)公路

比较；通车里程增长15倍多。25个农村人民公社和74％的大队通了公路。21个农村公社通了

客班车，每天从县城发客班车32台次，日平客运量1，300人次。常年通航水路263公里，季节

通航170公里。县内有各种载重汽车307辆，用于运输的大小拖拉机103台，有客船2艘、167个

座位。交通运输大为改善，山区交通闭塞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公社、大队有了电话和邮路，

人们通讯和看报都比较方便。但是，部分自修林区公路质量低劣，有待予进一步改造，提高

公路等级，确保行车安全。

文教、卫生等事业方兴未艾。1980年有县办师范1所，县属完全中学6所，公社初级中

学38所，小学411所，公、民办教职员工3，277入，在校学生69，968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6％。与1950年比较，增长222倍。还有幼儿园和各种业余学校等。在1950年以前，属于空

白的广播、电影事业，到1980年全县已有5条农村广播专线，各公社置有放大站，已形成一

个比较完整的有线广播网。县城有电影院1座，社办电影院售票点12处，社队办电影队33

个。县属文化馆、图书馆、专业花鼓剧团各1个，社队业余剧团38个，已建成农村文化中心

3个，群众文化生活较为丰富。现有各种医疗机构37个。其中县级医院2个，中心医院6

个，‘公社卫生院23个，县防疫站、妇育保健站、药品检验所、麻疯村、卫生学校、器械修理

所各1个。共有病床578张。医、卫工作人员515人。其中专业医疗人员425人。与1950年仅

有卫生工作人员9人比较，增长57倍。大队有赤脚医生，部分生产队有保健员。人们就医比

较方便，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 会同是红军长征时(1935年)经过的地方。红军当年写下“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

传标语至今尚清晰可见。后来当地群众为纪念红军长征和红军烈士，还建造了“红军亭"、“红

军墓"等。其他名胜古迹颇多。据县志载，有历代文人赋诗授名的会同八景：“莲池呈瑞"，

“吕剑流泉"、“榴峰耸秀’’、“莲花洞天"、“岩屋晴岚”、“青陂晓雾”、“沅江夜

月"、“金龙晚翠’’，因年久失修，少许尚存。相传在明代建立于观音阁的石碑岩，高约丈

二，宽约六尺，表面光洁，色泽胜似古代铜镜，远近著称，在十年(1966—1976)内乱初

期，被作为“四旧"炸成两截，倒卧原地0清代建于金龙山主峰的石塔，独特壮观，仍完整

如故。’清朝末年立于雪峰界的“游府警示"石碑，仍在山史亭(为纪念绿化雪峰界而建)附

近。相传古代著名军事家诸葛亮屯兵团河，开发的“诸葛井"，至今为人们所享用。还有宋

哲宗(1086--1094)之驸马唐光富，为避金乱而来，死后葬于雷公界的“驸马墓"及竹寨背后

牛形的“赵公主墓"和明成祖朱棣(1403--1424)的师傅龙文渊之圆形石墓(即“太师墓”，

又称‘“国师墓")等。清咸丰十一年即太平天国十一年(1861年)十月，太平军石达开部占领

县城，j居留十日。同治二年即太平天国十三年(186_3年>．八月’’十五日，李复猷复由境西北

。

．。。．。0{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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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分两队会于小坡寨攻克县城，知县邓尔昌伏诛(见光绪会同志)。位于若水公社檀木湾

的古樟树(县志称鸭婆树)，仍雄姿巍巍，苍劲挺拔。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总参谋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的粟裕同志，1907年诞生在坪村枫木树脚。在这里，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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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灵公社概况

地灵公社位于会同县西南边境。东、南与靖县太阳坪、坳上公社接壤，西和贵州天柱县

相连’天柱县地湖公社自北向西南斜置其间，处地灵、广坪二公社环抱之中，北以广坪

为界。全社总面积78．473平方公里，合117，710亩。其中水田9，161亩，旱士58a亩，林地

81，037亩，荒山742亩。辖11个大队，78个生产队，73个自然村。共1，490户，7，622人。其

中汉族占总人数的94．8％，苗族占5％，侗族占2‰。

地灵公社在1949年以前，系广坪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属会同县第五区，由姚

家、地灵、下塞、地湖4个小乡组成。1956年撤区并乡为地灵乡，辖6个高级社，1958年合
，

并为广坪公社。1961年体制调整时，成立地灵公社。相传此地原有一片古老树林，常有鬼蜮

显灵，因此得名“地灵团"。公社驻地在此，故沿用村名。距县城26公里。

境内东、南、西三面较高，北面较低，中部较为平坦。最高山峰虎脑坡，海拔606公

尺，全境属低山、丘陵地貌区。地灵河自南向北贯穿全境。其他小溪4条，分置于地灵河

东、西两侧，流向境中，汇入其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自然条件较好。

近三十年来，兴修小(一)型、小(二)型水库各2座，库容270万方，使2，700亩稻田

早涝保收，稳产高产。粮食最高年产达735万斤，单产由320斤提高到700多斤。社队办林场

8个，人工造林2万亩，保存面积1．1万亩。现有用材林57，687亩，经济林16，008亩"，竹林

l，200亩"，森林复盖率为69％，林木蓄积量33．9万立方米。近几年来，每年向国家交售木材

1万立方米以上。林业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32％。社办园艺场6个，有果木园650亩，多种

经营正在发展。

会同至天柱公路纵贯境内5个大队，简易公路基本遍布全社。全社有汽车、大小拖拉

机，带锯、木材运输索道和其他动力机械共116台件，计912马力。还有农机站，木器加工厂

等社队企业，年产值59万元。

现有中学1所，小学12所，在校学生1，600余A。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公社有

卫生院，广播站，电影队，大队有广播转播站。人们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曹#静，乡轧封盂嚣≯磐蹙漏霪势蓍



8 地曼公杜

【姚家大队】Y60jIa D6duT

以境内姚家村得名。1958年属广坪公社

姚家大队，1961年分社后属地灵公社姚家大

队。 ：

【茅坪庵】M60p Tng'On

地处原系茅草荒坪，村旁建一座庵堂，

村由此得名。

【苗冲】M160ch6ng 一

村处山冲，原系苗族居住得名。

【寨上】ZhOl sh6ng

村处山寨，居住集中故名。

【凤竹塘】F每ngzh6t6ng

地似凤形，盛产竹予，村旁有数口池塘

得名。’

【庄上】Zhuangshang

曾是地主存放稻谷的庄屋，故得名。

【姚家】Y60jIa

以姚姓居住得名。

【老团】L60tuhn

相传村庄开发很早得名。

【燕子墙l Y6nzlwan

村处山垮，地形似燕子得名。 ‘

【婆塘】P6t6ng

相传有一穷苦老婆婆，被地主逼债，走

投无路，投塘身亡，故名。

【大盘田】Dap6ntl6n

村旁均系弯曲的盘山梯田，故名。

【肖家庄】×f石ojIazhuong

此村系肖姓居住得名。
。

【盛屋场】Sh吾ngwoch6ng

此屋场系杨姓开发居住，繁荣昌盛得

名。

【连塘】L16nt6ng

村前有很多水塘连结在一起，故名。

【苏家坡大队】Sojlop6 Dadu．『

：． 以驻地苏家坡村得名。1058年属广坪公

社姚家大队，1961年为地灵公社苏家坡大队

至今。

【苏家坡】Sojlop6

村处山坡，以苏姓居住得名。

【竹冲】Zh6ch8ng

村处山冲，盛产楠竹得名。

【大坡大队】D6p6 Dadul-

以境内大坡团村得名。1958年餍广坪公

社地灵大队，]961年为地灵公社大坡大队至

今。

【大坡团】Dapstu6n
’

村处大油坡，大颈坳的山脚下，因居住

集中得名。

【对江】Du TjIang

此村与大坡团隔江相对得名。

【何家团】H百jIOtu6n

以何姓居住房屋集中成团得名。

【磨坪坦】H6P TngtSn

村处地形似磨盘一样平坦的坪地上得

名。

【龙里湾】L6ngI Twin

地形似龙头，村住龙嘴垮里得名。

【地灵大队l DTl Tng DaduT

以大队驻地地灵村得名。1958年属广坪

公社地灵大队，1961年属地灵公社地灵大队

至今。

【地曼】DTI Tng

从前该地村前村后古树参天，阴森骇

人，相传鬼蜮常出显灵得名。

【老场J巴】L60ch6ngshang

此地是该公社开发最早的场墟之地得

名。 ，

：

【黄土垠】Hu6ngtoy Tn

此地系黄色土质，村居垠上得名。

【井头塘】J Tngt6ut6ng
‘

村居在一口水井头的水塘边上得名。

【杨家】Y6ngjIa ．

以杨姓居住得名。

【长团】Ch6ngtu6n
i 一⋯

村处一条较长的线上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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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形】Ydx Tng

村处地形似鱼状得名。 ，

【江边大队】Jlangblan DaduT

以大队驻地灵河边得名。1958年属广坪

公社下寨大队，1961年贫社为地灵公社江边

大队至今。

【老团坪】L60tu6np Tng

此村开发较早，居住集中，地处平坦得

名。

【下塞】×lasal

位于地灵河下游，从右边山垠伸出一条

山脉拦住河流，使河床狭窄，形似堵塞得

名。

【大江边】D右jlangblOn ．

村处地灵河边，河床较宽大得名。

【狮子坪】ShTzIpfng

地形象狮子，村处一坪地得名。

【龚家团】GongjlOtuOn 。

以龚姓居住得名。

【高顶脚IN Gaod Tngjl石o ，’一，
村处在一座较高的山顶脚下得名。一

【王泥冲】W6ngnTch6ng 。

此村系王姓开发居住，下雨泥泞得名。

【塘坎垮】T6ngk6nwan

此地原有一口大塘，村处垮坡脚得名。

【对江】Du Tjlong

此村与老团坪隔江相望得名。 ．

【寨上】Zh61 shang ．

地处山坡上，村庄居住集中得名。：

【晒禾场】Sh6Ih6ch6ng，

地处向阳平台，村民常在此晾晒禾谷得

名。 ：

【罗家垮大队】Lu6j18wOn D6duT

以境内罗家垮村得名。1958年属广坪公

社地湖大队，1961年分社为地灵公社罗家垮

大队至今。

【观音凼】GuenyTngd6ng
’

地形似“观音坐莲台’’，村居莲台中心

凼内得名。

【罗家琦】Lu6jlOwOn

从前卢姓开发居住，得名“卢家垮"，

后演变为“罗家垮"。

【桐木垠11 T6ngmoy Tn

此地多桐油树，村居山垠得名。

【井水垮】J Tngshu TwOn 。 ，

j村处山垮，有口水井得名。．

【江口】J10ngkSu

村处一小溪的出口处得名。’ ，

【大桥头】DcaqlOot6u

村处一石拱桥的桥头得名。一 ’．

【团结大队l TuOnjl5 DaduT

因地处湘黔两省交叉地，为团结友好而

命名。1958年属广坪公社地湖大队，1961年

分社为地灵公社团结大队至今。 一：
一

【葱管团】C6nggu石ntu6n

此村居住集中，从前盛产大葱，叶青管

长，故名。 ．
．

一

【平坦】P Tngt西n
’

此地平坦，村居一坪得名。

【牛圈垮】NIOjuanwOn

此地原建牛圈，村居山垮得名。

【甄家磨】Zh百njl8m6
。

从前系甄姓居住，建有一磨坊得名。

【黄狗恋窝】Hu6n996u116nw8 一

地形似黄狗躺在窝里得名。

【月光团】Yu每guengtuan 一

地形似月亮，村由此得名。： ：

【新开大队】XTnkOl Oadu)

以驻地新开村得名。1958年属广坪公社

地湖大队，1961年分社后为地灵公社新开大

队至今。 ，

：。

【新开团】×TnkaItu6n

该村居住集中，中间有一口大水塘，新

开一个口子故名。

【早禾田】ZSoh(}t16n

4：o；，峄

?1。嗨谨oq。鬻孳；5，

：_

；e口赫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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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诲，#鬃蘩，一是倒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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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地夏公杜

该地一丘旱田，每年须种早熟品种，故

名。

【大团】DStuan

此村居住集中，人户较多得名。

【妹崽山】H吾Iz6IshOn

村居山坡，人们多生女性得名。

【麦园团】Malyu6ntu6n ．

传说此村，从前有一块大园地，以种小

麦为主得名。

【庚午场】G百ngw西ch6ng

传说此村是庚午年开发居住得名。

【察背垠】Zhalb吾ly 7n

寨子背后有一山垠得名。

【层溪大队】C百ngxT Dadui

以驻地层溪村得名。1958年属广坪公社

层溪大队，1961年分社为地灵公社层溪大队

至今。

【层溪】C6ngxT

村处一溪旁，为了引水灌田，筑有多层

水坝得名。

【夜阳山】Yayangshon

传说，从前此处在夜间出现很多磷火，

射出“阳光"得名。

【上垮】Shangwan
。

该村处在一个村子的上垮得名。

【软团】Ru6ntu6n

村处居住集中，门口一丘大田，中间有

几个较大的软孔得名。

【朱家垠】ZhojIOyin

以朱姓居住山垠得名。

【朝阳界脚】Zhaoy6ngjl吾j150

村处朝阳界西北面的山脚下得名。

【桥冲大队】QiOoch8ng DaduT

以境内桥冲片村得名。1958年属广坪公

社层溪大队，1961年分社后为地灵公社桥冲

大队至今。

【裹水口】Gu6shu Tk6u

两岔小溪汇合相裹，村居溪口边得名。

【下塘】XlOtOng

村居小溪下游，并有一塘得名。

【桐树脚】T6ngshojl‘30

该地以前有棵大桐油树得名。

【新团】XTntu6n

此村是新开发居住得名。

【牛皮垠】NI已piyin

村处山垠，地形象牛皮得名。

【黄土冲】Hu6ngtQchOng

村处山冲，土质是黄色得名。

【下河】×Iah吾

村处小河下游得名。

【桥冲】Q160chSng

村处山冲小溪旁，开发时在溪上架设多

座桥梁得名。

【龙貌大队】L6ngmao Dadui

以驻地龙貌村得名。1958年属广坪公社

地湖大队，1961年分社后为地灵公社龙貌大

队至今。

【龙貌】L6ngmcao

该村地处龙形，其貌活象得名。

【虎形】HOxTng

地形似虎，村居垮口得名。

【瓦垠头】W6y Tnt6u

此地过去烧过砖瓦，村居山垠头得名。

【墨垠脚】M6y TnjlaO

从前垠上，系深山老林，树叶茂密青

翠，形似墨染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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