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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I=1

《澧县地名录》是遵照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地名委员会的有关文

件精神，本着实用，保密、节约的原则，经过二年多的时间编纂而成的。全书共五十万字。

这是建国以来我县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地名资料。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解放后，由于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我县行政

区划的八次调整，部分地名逐渐消失，新的地名不断出现I加之历史的种种原因，使不少地

方乱命地名、滥改地名，造成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异地重名，地名来历不清，含义不

妥，讹错遗漏等混乱状况。这都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乃至各部门的日常工
／ ·

作。因此，开展地名普查，编纂地名录，使各地地名保持统一的，标准化的称写方式，这是

当前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正常开展各方面工作的需要。
．

我县在这次地名普查中，广泛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组织专业队伍，采取领导、群众、

专业人员的三结合，层层试点，逐步铺开，实地普查，重点考证，室外作业，室内整编等方

法，以五万分之一的澧县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主要依据，对我县地名进行全面

地，系统地调查核实，经过标准化处霉，清除了不合理的，含义不健康的地名，纠正了乱改
●

的地名，解决了行政区划名称与当地地名不一致、异地同名、用字不当，书写不规范等问

题，达到了名实相符，，表、卡、图、文一致。为编纂印刷地名录，建立我县地名档案，提供
’

了可靠的基础资料。 ·

通过对资料全面归纳整理，规范化处理后，我县命名更名的大队一百五十八个，其中属

于重名和名地不符更名的一百五十五个，新命名的大队三个。对照澧县原地形图新增地名二

千一百八十四条，勘误地名九百一十六条，删除地名三百五十四条。更正企事业原用的序名

和派生地名一十四条。新命名一条。对人工建筑的桥名因含义不妥更名一条。这些均已报请

常德行政公署批准，并已由县人民政府行文公布。

全县地名总数三千九百五十四条，其中行政区划七百八十四条，自然村二千四百一十八

条，自然地理实体二百五十九条，人工建筑物一百九十二条，企事业单位二百四十七条，革

命纪念地，名胜古迹二十八条。以上五类表列化收录入册。并按《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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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地名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逐条注上了汉语拼音。

标注的标准地名图，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直观表现形式。．行政区划名称已全部上图。但限

于版面，对企事业单位和人工建筑具有地名，方位意义的才予标注。地名录中绘制区地名图

七幅，分别装订在各区扉页处。卷首装订一幅十六万分之一铆勺澧县地图，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县、区，社，。镇概况成文五十五篇，县属农场_篇，

各类综合性概况四篇，共计六十篇。县，区、社，镇驻地和重要集镇简况四十二篇。还有自

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有地名、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及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选辑简况

四十L篇，并酗以部分照片和说明。“‘一 。．一’
’‘

，· ： ，。

一。’概况中的方‘位；县以省境定，区、社以县城定，距离系直线公里。县，区、社四至抵界

分别写到同一级。、概况中所列数字，全县粮、棉产量、收入，社员分配均系一九七九年统计

局上报数，其它各数系一九八O年年底数。大队、生产队、自然村、户，人口等数采用绝对

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发展数字用百分比。人I：1净增率用千分比。专业术语先由主管部门供

槁，再行核实，统一提法，力求正确，使之合乎规范。概况中的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数，耕

地面积以亩为单位af’。⋯‘
“

二‘ 。。 。

一

重要标准名称的来历与含义，县、区，社镇的名称来历、沿革，在概况中因有专文，免

于重复、累赘，故略写。自然村名称择其主要者选辑。’在编纂过程中，对地名来历、‘含义逐

条核实；一是对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I二是对老人记忆，民间流传、神话故事，其内容健康

者给予保留，三是对地名旧有的讹称、雅化合情合理者继续采用i四是利用史书，地理志、‘

地方志等典籍材料予以校正审定。总之；既保证地名的准确性、规范化，又保证全县境内大
、

、

L。

队名称不重复，既力求地名含义的思想内容健康，又注意继承历史上丰富的地名遗产。

由于我们编纂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疏漏讹错之处，一定不少，敬请领导，专

家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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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概况

澧县位于湖南省北部，洞庭湖西北岸，澧水下游。东与安乡县毗连，南与常德县抵界，西与

石门、临澧陌县相交，北与湖北省公安、松滋两县接壤。总面积二干六百九十平方公里，其中耕

地面积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亩，山林一百九十万亩，水面四十四万亩，道路庄园四十三万六千

亩。全县辖七个区，四十三个公社，四个县辖镇，一十一个农，林、渔场，七百一十六个大

队、农林分场和居民委员会，七千五百二十五个生产队(场)和二千四百一十九个自然村。

有二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五户，九十六万零五百九十五人。以汉族为主，回、苗、维，尼、t，．

僮等少数民族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o“澧，，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另q

为?l：，又东至于澧开。楚诗人屈原曾有“遗余佩兮澧浦’’和“沅有芷兮澧有兰’’之句，可见水

融澧各，由来很早。唐、虞、夏属荆，商殷属荆楚，周南、召南属南国楚。秦始皇二十六年．

(么-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置郡县，属慈姑县，隶黔中郡。汉分慈姑为充、零阳、孱陵三

县，属武陵郡。三国(吴)置澧阳县，隶天门郡。，西魏恭帝二年(公元五五五年)，罢天门郡

歹’。 隋开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改松州，旋复澧州，治所澧阳(今澧县)。唐改澧阳

．，d复澧州。宋易澧阳军州，后升澧州路。明初，改为澧阳府。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年)，

除府设澧州，7将澧阳县并入州治，至清代沿袭不变。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年废州改县，

以鼍水命名澧县，沿用至今。 、

．‘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澧县，八月四日成立

乒吣民政府，十三日成立区、乡人民政权。县内行政区划，先石经过八次调整变动。解放

初，·将原二十个旧乡镇，划为七个行政区域。一九五零年五，六月，增设第八区和城关、津

市订个镇，以原有保的范围建立一百八十七个乡。一九五二年J、,fl，将原八个区、，两个镇，划

分月十八个区，三个县辖镇，二百四十九个乡。一九五三年七月，又按地名调整为十七个

区，。三个县辖镇、二百四十六个乡(镇)o一九五六年六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将小乡并大

乡。]撤消区的决定，将全县原有区、镇并为四十个乡和三个镇。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县实现

人民公社化，废乡成立十八个人民公社和一个镇。一九六一年七月，复区制，并将公社划

小，设七个区、四十个公社。一九七五年八月，再次调整为七个区、四十二个公社，四个

镇。未几又增设张公庙公社。自此，全县行政区划至今未变。津市位于我县腹地，解放后经

三次分合，，一于一九七九年二月，经国务院批准成市，将我县新洲公社的团湖、关山和灵泉公

社的大旗等三个大队划归津市管辖。为便于领导管理和农团水利建设，与临澧、常德，安乡

和湖北省的公安，松滋等毗邻县的边界土地，亦作局部调整变动。·

， 全县以东南和西北为两端，地形狭长呈“弯月形"。西北系山区，地势较高，属武陵山

支脉，一般为四级地层。。太青山之鸭母尖，为边陲主峰，海拔一千零一十九点五米，是全县

最高点。中部澧阳平原，介于山，湖之间，是全省最大的平原之一，．属冲积地层。东南部为
湖区，地势低平，境内多沟港湖汉，湖泊以毛里湖和七里湖为最大，澧水自西而东，经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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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澧西、澧南、澧澹，新洲，大围，九垸、李家铺，毛里湖公社，城关镇、新洲镇等十五

个单位，沿安乡、常德两县入洞庭湖。其支流涔、澹、道水及由湖北省公安县入境的松滋水

等四大河流分布县内全境，为发展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全县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常年平均气温为摄氏十六点五度，最冷月(一月)平均气

温四度，日最低气温零下十三点五度，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二十八点八度，日最高气温四

十点五度。历年平均降雨量为一千二百七十二毫米，年平均雨日一百四十三天，雪日一十一

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一千七百九十L点三小时，无霜期在二百六十九天左右，宜于双季稻

和棉花等农作物的种植。

县内地下资源已探明和开采的有铁矿石、烟煤、石煤、石灰石、石膏、石英砂、盐、

磷、硫磺，重晶石、陶土、瓷土，膨润土等十余种，藏量丰富，遍布全县各地。我国第一流

内陆盐矿一一湘澧盐矿所用卤水，全部是盐井公社的矿区供应，年运供卤水一百八十万立

方，能制盐三十万吨和无水芒硝三万吨。常德地区在县内开发的羊耳山、昌家峪煤矿和县内

社、队煤矿，年产烟煤三十三万吨，是地区工业用煤(包括焦煤)的主要基地。县、社、队

三级所办的石灰窑，年产九万八千七百八十五吨。其他如石膏、石煤、铁矿石，陶、瓷土的

开采，不仅为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料，而且为国家和集体积累了资金，增加了社员的收入。

澧县地处洞庭湖滨，土地肥沃，水利条件良好，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利，是湖南省粮，

棉，油的主要商品基地。但是，在旧社会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即使最好年景，粮食亩产

也不过三百来斤。解放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湖区围垸防

洪，山区修塘建库，平区疏河开渠，到一九八零年止，山、丘区共修建水库一百四十三座，

总库容四亿余立方，其中王家厂大型水库一座，灌溉面积达三十五万亩。中型水库四座(山

门、太青、盐井、赵家峪)，小(一)型水库二十三座，小(二)型一百一十五座。从湘

鄂交界处西斋水库引鄂水灌湘嘎，开挖诡水主干，支渠五十三条，三百二十五点九公里。灌

溉界岭、宜万、盐井、彭家厂、梦溪、复兴、双龙、如东等八个公社的十万亩农田。此外，安装了水

轮泵站十四处，整修堰墙三万八千多口，以及兴建了电力，机械提灌设备，使山、丘区缺水

现象基本解决。湖坪区修建和加固堤防三百九十二公里，撤洪渠一百二十条，长二百公里，

总干支渠六百五十公里，建设电力排灌及加工装机四万八千多千瓦，架设三十五千伏输电线

路一百六十二公里，一十千伏输电线路五百七十公里，机械排灌动力二万五千六百四十一马

力，排灌设备一百二十八套。全县通过水利建设，总蓄、引、提水量八亿多立方，比解放

前增加了一十一倍，防洪大堤比解放前缩短了三倍，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一百一十多万亩，旱

涝保收农田八十六万亩。同时，大力发展了各种农业机械，全县拥有农用汽车九十四辆，大

中型和手扶拖拉机一千三百二十四台，内燃机九千一百八十五台，电动机二千七百四十八

台，机械化半机械化配套机具一十五万九千一百台(件)，农机总动力二十万零一千九百九

十二马力，比六十年代初期，分别增长了二十三倍，一百一十五倍和一百三十五倍，平均每

亩耕地占有农业机械零点一八马力。电力，现已建成王家厂水库发电站，装机三台四千零八

十千瓦，社、队办小电站十三座，装机九百三十千瓦，正在兴建的艳洲水电站建成后，年发

电量可达一点三一亿度。沼气池五千一百四十五个，容积四万一千一百六十立方。由于水利、

农机、电力的基本条件有所改善，加之改进了耕作制度，推广了良种，提高了科学种田水平，

加强了经营管理，因而农业生产出现了崭新面貌。一九七九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二点一五亿

(2)澧县概况



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六点六倍。粮食作物面积九十三万二千五百零五亩，总产量十点零

九四七一亿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三点三倍。棉花播种二十六万六千零八十四亩，总产二十

五点七三七一万担，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三点二倍。食用植物油料作物二十点七万亩，总产二

十六点四四万担，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一十四点九倍。牲猪饲养量七十一点八万头，比一九四

九年增加三点九倍。由于农业连年丰收，集体积累逐年增加，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九

七九年，全县农村社员人平分配纯收入一百二十七元，口粮七百斤，个人存款一千一百三十

万元，人平十二元，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山，丘区林业生产成效显著，从解放到一九八零年，全县造林面积达三十五万五千五百

亩，其中已成林的杉，松林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亩，集中连片的商品林基地九个，面积二万二

千七百二十二亩。成片乌桕林四万零五百三十四亩。蓄积楠竹六百二十八万根。自衣区各公

社均建立了成片的青皮竹基地。一九八零年，全县向国家交售桐油四千零七十二担，乌桕籽

七千九百一十一担，棕片五百九十三担，松脂二十担。为了提供四旁绿化和造林树苗，县、

社，。队办起了苗圃，其中县办七里湖苗圃，被评为全国苗圃的先进单位。

工业从无到有，到一九八零年已初具规模。总产值为七千六百六十八万元。主要产品有

原煤、化肥，水泥、硝酸钾，丝棉纺织品、白酒等六十二种。硝酸钾一级品率百分之九十九

点九九，畅销省内外。澧州白酒、兰江春酒系全省第一类产品，猕猴桃酒创名牌优质，列全

省同类酒首位，并外销香港等地。县纺织厂试制成功的涤纶六十支三股缝纫线，填补了全省

的空白。全县到一九八零年有社队企业=千七百三十八个，劳动力三万零四百九十三人，占

农村劳力的百分之一十一点五，总产值为五千-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三百元，占公社三级总收入

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二。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民购买力不断加强，因而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县、

社，队商供网点遍布城乡。一九七九年全县农副产品收购金额为一亿一千四百九十九万二千

元，其中农村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二点七五九九亿斤，棉花二十五万四千八百六十一担，食

油五万零九百三十五担，牲猪一十六万六千四百五十头，鲜鱼二千一百九f七担，鲜蛋九万

三千一百三十八担，湘莲二百六寸‘二担，蜂蜜二千四百零一担，中药材五万四千四百八十七

担，其中天供山的蜈蚣，闻名全国，年收购达百万条以上。此外，国家收购茶叶四千一百六十

四担，蚕茧一千三百五十担。其他农副产品收购如麻类，烟叶、蓖麻子、黄花、甘蔗，水果，

瓜类等均有大幅度增长。同时，工业品化肥、农药大量供应农村，高档商品如手表、缝纫

机、收音机、自行车等的销售，供不应求。一九八零年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为一亿五千二百三

十四万元，使县年财政收入达三千三百零六万元。为国家、地方积累建设资金，作出了较大贡

献。 J、

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很快。全县现有公路八十二条，长九百二十五点六四公里，其中澧县

至湖北松滋和湖北公安、至石门，(途中南渡张公庙至常德)至津市、张公庙至大堰蛸五条干

线，在县境内长一百二十六点二四公里，内有黑色油路六十九点七三公里，分别通往省内和

湖北省各地。支线九条，一百三十点九公里。区社线七十条，四百八十七点六公里。永久性

桥梁一百一十六座，长二千七百三十米，设有常年汽车渡口四处。目前，县内各区，社每天

都有直达班车和公共汽车。社队之间，建有简易公路或机耕路，行驶各种机动车，对运输支

农物资和农产品，极大地缩短了周转时间。铁路运输有枝柳线经界岭、大堰蛸、王家厂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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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境内长十五公里，且在界岭公社的金罗建有车站，旅客由此上下，物资由此集散。水

上运输有澧水及其支流密布县境东南，常年通航。

文教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改变了过去文化落后，缺医少药的现象。全县文化网巳初步

形成，县有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书店、剧团、剧场、电影院。区，社有文化站、影剧

院、图书代销点，厂矿、学校和部分社，队、街道有群众业余文化组织。 目前，全县社

(镇)共有民办公助文化站十八个，四十五个影剧院，六十个农村电影放映队，十九个业余

剧团，四十多个民间艺术组织，四十六个有线广播放大站，二百八十七处图书发行网点。教育

方面，全县有中学一百六十八所，其中县办完全中学九所，社办初中一百零八所，一九八零年

增加县办教师进修学校和城关完中各一所，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五十七倍。小学六百零五所，

在校学生十九万六千八百人，教职员工八千一百零二人，分别为解放初期的七倍和四倍。科

技方面，全县现有科研机构四个，各种学会七个，拥有会员七百六十四人，技术工作者二千

二百一十四人，到一九八零年止，共出科研成果一百三十五项。卫生方面，县级医疗机构四

个，区级五个，社级四十四个，部门办二十九个，血防院(所)六个。现有医务人员一千五

百零七名。赤脚医生一千五百九十名，平均每个大队有二点四名。病床一千五百三十五张，

．简易病床二百六十张。一九八零年县人民医院诊断符合率达百分之九十一点一，治愈率达百

分之七十三点三，并对腹腔、泌尿等手术取得了成功。同时开展了医疗科研新项目，建立了

肿瘤实验室。此外，计划生育工作已取得显著效果，晚婚、迟育和集体结婚蔚然成风，一力

八零年全县人口净增率已降低到千分之三点零五。。 ．．
． ，+

澧县历史悠久，．秦，汉、魏、晋以来，为路、郡、府、州、县冶所。历代史事轶闻甚

多，或载诸史籍，或流传民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曾行吟于澧水之畔，

晋代文学巨匠车胤，曾囊萤照读于我县新洲之宅，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亦曾攻孝

于县城。此三子者，或成长发迹于我县，或仰天长啸于我里，后人为了记其事，乃有p三贤

碑"之建立，以志纪念。地下地面文物较多，梦溪三元宫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编入《中

国历史大纲》(郭沫若著)。县城文庙、车溪公社余家牌坊、宜万公社花瓦宝塔，均系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民间故事《孟姜女》，相传以新洲公社车渚大队为其出生地，孟姓二勺其

世家，敷衍成篇。附近嘉山上，有姜女祠和“望夫台”i“浣衣石，，、绣行等遗迹，．现已编
入《全国名胜词典》。． 、

澧县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南宋时期，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杨么，曾以新洲、渡口为根据

地，活动于现如东、永丰公社一带，发动农民反抗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明末李自成，清末

洪秀全所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曾几度攻克澧州，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蒋翊武先生，即出

生在县城老二街(今和平街)。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九二五年澧县就建立了党的地下组

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同志，曾亲自领导澧县人民，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

并担任常澧镇守使和澧县中学(今一中)名誉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和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曾先后来县视察指导工作，

给全县人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我红军第二兵团与敌二十二军激战于十回港的纪念地及解放澧县时牺牲的

彭山烈士墓，是缅怀先烈教育后代的胜地。

(4)澧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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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县境腹地。全县党，政，军、驻地，．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东西北三面紧连澧阳平原，‘南临澧水。总面积九点六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四千零二十三亩。．管

辖四个居民委员会和四个郊区农业大队．有二+七条街巷，四十八个生产队；十七个自然村，

五千一百七十七户，二万七千七百四十五人，其中城镇三千零九户，一万九千二百一十一人。

除汉族外，尚有回、苗、维吾尔族。镇区以工I商，服务业为主体；兼及蚕桑，．棉花2，蔬莱诸类。

城关镇是一座古城池，原称澧州城，属澧州所辖，曾是岳、常、澧道治所。据考s 战

国，周威烈王甲午(公元前四零七年)，形成虚场。三国(吴)设澧阳县(今澧县)。以后

各朝均伊托此城设立官府。西魏恭帝二年(公元五五五年)，罢天门郡，以城池为中心置澧

州。以后更替繁复，至隋开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治所迁澧水河南新洲。明洪武九年(一

三七六年)州治复镇。成祖永乐二年(一四零四年)始筑土城，开挖护城河，进及清雍正八

年(一七三。年)升直隶州，至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州牧锡尔达筑砖城告竣，沿辛

亥革命的五百三十五年，州治均设于此。一九一二年废州改县，成立澧县，镇制同时建立，

县治亦设镇内。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常澧师管区、澧慈师管区驻地，解放前夕，常澧专员公

署设此。镇区曾六次更名，历澧阳镇，澧兰镇、翊武镇、旧城镇，一九五三年改城关镇。一

九六O年改称城关公社。一九七一年复城关镇至今。

解放后，镇区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生产迅

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现设有省、地、县和镇属单位二百二十九个，其中县局以上三

十九个，工交财贸和文卫得到飞速发展。

工业企业：解放前，仅有一个二千四百千瓦的火力发电厂和几十户私营手工业作坊。解

放后到一九八O年已有国营、集体工业企业六十四个，绝大部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布

局上有机械、电子，氮肥、化工、建筑、纺织、丝绸，皮革、布鞋、服装、内衣、竹木、造纸、

酿酒，冷冻、油脂、轧花、修配、粮食加工、食品加工，建材加工等门类。拥有工人五千二百

一十三人，工业总产值五千六百万元，分别为解放初期一九五二年的三十六倍和三百七十倍。

同时，现有多数工厂，实行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有的企业，部分工序，实行了自动化。

显现最大的是镇办食品加工厂和无线电厂。食品加工厂，是原酱园店发展起来的，一九五

二年仅有职工八人，资金五百元，借用私人住房三十平方米，年产值五千元。现有职工一百

六十八人，一九◆＼O年产值八十三万元，分别是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倍和四百二十五倍。近年

来，实现利润四十四万元，提供税金四十七点四万元。新建厂房五千四百平方米，建成三十

吨水塔一座，添了汽车和拖拉机三台。一九七九年又建办了一百二十吨容量的冷冻库及其全

部配套设备。一九七四年以来，共加工了出1：3咸磊头六百吨，为国家换取外汇三十万美元。

无线电厂，是一九六九年由装配舌簧喇叭办起来的新兴电于企业，为我县填补了一项空白，

现有职工一百七十一人，一九八O年产值二百二十六万元，积累资金三十八万元，是一九七

O年的二十二点六倍和十三倍。实现利润四十五点八万元，为国家提供建设资金四十一万

(6)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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