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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县地名录》是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

名工作文件的精神编纂而成的，是我县地名普查-r作的主要成果．

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也不断地变化．建国三十一年来，我县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以

及区域的多次划分，新的地名大量产生：还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乱改地名之

风．因此地名重名、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现象普遍存在．这次地名

普查是对全县古今地理的一次考察，对有关地理的一些不同的观点给予澄清，对文物古迹作

了调查．对错讹的地名作了更正，对混乱了的地名作了清理．通过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

实．做好了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为建立安仁县地名档案，出版地名录，提供了基础资料．

普查工作，先试点后分期分批铺开，最后室内综合整理．采取了专业人员-9群众相结

合，社会调查与查考史料相结合、个别走访-9小型座谈相结合、室外调查作业-9室内整理资

料相结合，边整理边标图与边验收相结合等方法，经过反复核对，基本上达到了名实相符，

图．文，表卡一致的要求．

这次地名普查，是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县境内的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

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

古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意听取收集民间对有关地名所提供的历史资料，

并充分利用典籍，进行校正审定。总之，做到了不重不漏，保证资料的可靠性．

通过普查和对有关各种资料的归纳整理，对地名作了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这次我县更

名的公社6个，更名的大队15个；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525条，删去地名5条．勘误

地名455条；全县地名总计为3398条。

本地名录，将收录的地名分五大类表列。其中，行政区划、 自然村2956条， 自然地理实

体63条，人工建筑物83条，机关，企事业单位218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3条，并对各
‘

类重要地名填写了卡片573张．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的直观表现形式。本地名录绘

制1：8万全县行政区域图1幅，订装在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县按县、社两级行政单位共撰写概况33篇，并配

以部分照片和说明。引用数字均以1980年年报为准。

《安仁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由于全体地名普查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和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热情帮助，在此一韭致谢。

地名普查和编写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编辑时间匆促，业务水平有限．不妥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级领导和同j恶们指正．

安仁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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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县概况

安仁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东接茶陵县，酃县；南邻资兴县、永兴县；西连衡南县，耒

阳县；北界街东县，攸县．总面积1462平方公里，折合2，193，069．37亩．其中耕地329，888

亩；林地93 7．，360亩；荒地448，980亩；水面102．466．8亩；其它374374．57亩．全县20个公社，

1个社级镇，217r个大队，2，557个生产队．1980年年底统计313，635人．汉族．

县境秦以前系荆楚地．秦属长沙郡．两汉先为长沙王国地，后属长沙郡．三国时先属

蜀。后属吴之衡山衡阳县。唐武德年间(公元619—626年)置安仁镇。据同治《安仁县志》拾

遗篇云： 。取仁者安仁之意也。， 。安仁’一名，沿用至今．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

改置为安仁场，益之以衡山之宜阳，熊耳2乡．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升场为县．治所在

宜阳、熊耳两乡之问．成平五年(公元1002年)，徒县治于永安铺之香草坪，印今城关镇

内，并析衡阳之浦阳里，衡山之兴德里以益之．元时属衡州路，明，清属衡州府．清康熙二

七年(公元1688年)裁茶陵卫地以益之．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裁府直属湖南省．

1949年9月8日正式成立安仁县人民政府，废除保，甲，建立区，乡人民政府．初属衡阳

专区，后属湘南行署．1955年划属郴州专员公署．1949—1950年，全县设5个区，1 09个乡．

1951—1955年划为8个区，1个镇，109乡．1956年撤区并乡后为20d、乡．1956年划出第八

区的文秋、草坪入酃县。1957年12月23日，7省人委批准，将衡山县的南湾乡(今属衡东

县)的长冲、双江，深塘3个初级社划归安仁县管辖。1958年公社化，废区、乡，建立6个

公社，82个大队．1961年体制调整为20个公社，1个社级镇，205个大队．

全县系半山半丘陵地区，东南高山层叠，金紫仙坳上最高，海拔1433．4米；东北山峦起

伏，绵延向西；中部属茶永盆地，河网交错；北面属醴攸盆地，渡口公社过家大队的蔡家屋

海拔仅68．7r米，为县境内最低处．县境东部有玉峰岭，天元山；南有金紫仙、太湖仙，西有

五峰仙、猴昙仙；北有座金山、九妹仙；风岗山、熊峰山自北向南延伸中部．

永乐江纵贯南北，由永兴县打鼓岭入境，流经关王、新州，承坪、安平，清溪．城关，

渡口等12个社镇，北入衡东县汇涞水入湘江．南面猴子港从永兴县扁冲入龙海公社，经承坪

公社，于裥堂湾注入永乐江；宜阳河从西部未阳县下冲里入境，自南向北，流经华王、朝

阳．洋际、清溪4个公社，于樊家桥汇入永乐江，莲花江从东向西，横贯南部．流经关王．

新洲，竹山．承坪4个公社，于江口洲汇入永乐江．其它，太平港、潭里江，白沙港，浦阳

河，排山港等蜿蜓其中，均流入永乐江．
’

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多年年平均气温l 7．．7r。C．一月平均气温5．4‘C，极端低温

为一12．3。C；七月平均气温为29．3‘C，极端高温为39．6。C．年平均日照1663．3小时，年平

均积温5588．7‘C．年平均无霜期280．2天，年平均降雨量1404．3毫米．但降雨量不均匀，年

平均一至六月降雨量为87'8．5毫米，七至十二月为525．8毫米，多集中于四至六月，七月以

后，雨量逐渐减少，常有夏涝秋旱之虞．

。尹



地下资源较为贫乏．永乐江及其支流，明代发现金砂，后间有淘金者；华王公社朱坡垄

产过滑石；军山、排山、龙海等公社采过锰；禾市的长冲，清溪的木鱼山、罗山，龙海的万

田采过铁；龙海的双、r枞、关王的管洞采过煤，还有牌楼金盆形的钴，洋际猴昙仙的石墨，

以及渡口的石膏，于1958至1961年问有开采．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1949年以来，大干农田基本建设，兴建了各种类型水利工程15．282

处，其中中型水库2座，小I型水库12座，小I型水库105座，与永兴、资兴县合建青山垄

水库1座，中型河坝及水轮泵5座，小型塘坝及水轮泵一万五千多处，电灌站40处，输电量

13 14．5千瓦，喷灌站99处，水库干、支渠道4 1条，全长五百余公里，渡槽121处．金长6，380

米，隧N55处，全长6，1 09米，电力排灌29处，装机880千瓦，基本上形成了大中小，蓄引提

喷相结合的排灌系统．灌溉面积达28．9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259，400亩，占全县总耕地

面积79％．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因势利导，电力建设在县内各公社普遍展开．全县水电站

94处，装机7，845千瓦，其中500千瓦以上的有大石、仙下、大源、红石四处，共计5．572千

瓦；100千瓦以上的有四处，共计655千瓦．架设电力线路530．8公里，并入湘中电网．运行．

其中三万五千瓦线路52．8公里； 6千伏以上输电线路163公里， 自成电网初步形成．全县所

有公社机关所在地和县城，72％的大队，55％的生产队通了电．近两万农户用上电灯．水利

电力大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农业机械也开始兴办，社队拥有

大、中型拖拉机159台，手扶拖拉机640台，农用汽车t69辆，各种内燃机2，523台，各种电动

机563台．农用总动力34332．5马力，为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奠定了基础，还逐步

改革了耕作制度，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改单季为双季，交劣种为良种，改常规稻为杂交

稻，改稀植为合理密植．1980年粮食总产34，060万斤，亩产l，160斤，比1950年亩产332斤增长

3．49倍．牲猪饲养18．5万头，其中年未存栏8．525万头，水产1．1895万担．随着集体经济的日

益发展和壮大，社员收入不断增加．1980年社员分配12粮，人平7r 12斤，人平纯收入100元，

比1956年提高2．42倍．

森林资源较为丰富．现有杉．檫为主的用材林67．7r万亩，油茶为主的经济林24万多亩，

竹林2万多亩．1 964年以来，建办杉木林基地，营造人工林30多万亩．人工林占总面积的

30％．天然林主要分布在国营公木林场和豪山、关王，羊脑等公社东南山区．人工林：国营

大石林场58740亩，龙海、新洲、牌楼、军山、朝阳、坪上．龙市、排山等1 1个公社都在万

亩以上．金县现有立木总蓄积量78万立方米，森林复盖率达39％，巳列为全省商品材生产基

地县之一．

工业生产有所发展．解放前，县城只有几家私营手工业，只能生产小农具和竹木制品．

解放后，先后发展了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纺织，化工．玻璃、塑料、橡胶、皮革，造纸，

食品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工业．现在县、社的厂矿企业76个，1980年工业总产值I，391万元，

为1950年的26．7倍．主要产品有氮肥．农业机械，棉布，塑料制品、皮鞋、电石、水泥．再

生胶．机制纸、玻璃制品及香烟等．氮肥、皮鞋和塑料制品行销省内，电石和机制纸畅销省

外．手工业产品有军山公社的竹篮，禾市公社的眼镜。牌楼、朝阳、洋际公社的陶瓷，排山

和洋际公社的草席等．眼镜和竹篮畅销国内．社队企业从无到有，发展较快，1980年社队企

业总产值达824万元．

城乡贸易购销两旺．县，社有国营商业服务业门市部网点35处，各大队都有代购代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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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农村集市，全县22处，交换工农业产品，促进了生产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1980年社

员向国家交售粮食8，553万斤，棉花1 7．．57／斤，鲜鱼27．8万斤，茶叶10．4万斤，烤烟94．3万

斤，牲猪5．94万头，鲜蛋34．7万斤，柑桔20万斤，农村购买力不断增长。1980年社会商品零

售颈达3，515万元，比1952年的469．68万元增长7r．6倍．

交通运输较为方便。主干公路有未(阳)吉(安)线和郴(州)安(仁)线，由南向

北，纵贯华王，龙海、朝阳、清溪，城关，军山6个社镇。安(仁)酃(县)线横贯东南，

经清溪．朝阳，平背．安平、竹山、坪上、关王，豪山8个公社。安(平司)界(茶陵县界

首)线横贯东部．县境内公路干线长80．1公路，支线7条，全长161．3公里。社社通客班车，

各公社都有简易公路和机耕道，80％的大队运输车子化．永乐江下游可流送木筏和通机帆船

直达湘江．

文教卫生、科学技术事业相应发展．现有县办中学6所，社镇中学22所，小学261所，教

职员工2，683人，在校高中学生2，073入，初中学生10，842人，小学生46，861人，与1950年相比，

教师增加1 2．5倍，学生增加15．6倍．学前教育，中等技术教育，工农业余教育都有发尻。适

龄儿童入学率达96％，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全县社队广播站27个，县电影院l所，剧团1

个，农村电影院3所，各公社都有放映队和文化站．有的公社．大队设立了图书馆，读报

组．新闻和体育事业也有新的发展。县有中西医院3所，精神病医院，结核病防治所，防疫

站和妇幼保健站各1所。社镇有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全县共有医务人员570人，病床

7 1 7张，医疗水平大有提高，一般重大复杂的手术不出县境。科研事业积极发展，已建立了

农、林科研机构和农业、水电，工业．教育，医学等群众性学术团体。现有科技人员1，1 37

人．已取得农机，杂交水稻、植物保护，防治白蚁、医药卫生等8项科研成果。

旧县志所载境内古迹不少，今犹称道者有三。一为宋民族英雄岳飞部将韩(太尉)京之

蓉，在城东凤岗山麓；二为宋少保周益公读书处，旧有书院，在龙市公社玉峰之巅；三为清

监察尉使．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之墓，在禾市公社新渡大队黄砂塘。

安仁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革命纪念地主要有三。(一)原县城中心旧轿顶屋(今财。

税局职工住宿处)，1928年4月初，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在上井岗山前于此建立苏维埃

政府；(二)华王公社的消湾．豪山公社的潭湾和羊脑公社的福星村，是1928—1941年，中

共地下党建立的游击队北上抗日编入新四军前的革命老根据地；(三)城关凤岗山的烈土墓

园，葬有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为纪念烈土的功勋在城北的张古山兴建了。人

民英雄纪念碑4，永为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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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安仁县东北部．东-9排山公社接壤，西南和清溪公社隔永乐江相望，北面和军

公社相连。全镇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4公里，总面积为10．6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及其

属机关和县办工厂、商店等企事业单位90％以上设在该镇．镇人民政府驻四清路181号．辖

南、城北两个居委会和东郊，北郊两个农业生产大队．全镇共2，285户，9，198人，均属汉族．

该镇即宋真宗成平五年(公元1002年)所徙县治，原称永安铺之香草坪，迄今有近千年

史．解放初与排山，龙市、军山乡同属第一区，1953年始建城关镇至令．

镇内地势较平坦，东面凤岗山和北面一片小丘陵稍高。一般海拔l 10米．该镇属亚热

季风湿润性气候．多年年平均气温为17．7‘C． 日最高气温39．6。C，出现在1971年7．月问．

热月平均气温为29．3。C．日最低气温零下i2．3。C，出现在1972年2月闻．最冷月平均气

为5．4。C．年平均无霜期为280．2天；年平均降雨量为1414．3毫米，年平均降雨日为i65．5

解放后安仁县城发展快，变，乜大．解放前，南正街印今解放路，是当时唯一的商业街

，只是寥寥几家私人经营的南杂、布匹，药店、作坊。其时街道狭窄，雨天道路泥泞，污

水横溢。至于其它街巷更为萧条，不堪言状．入夜一片漆黑，万户萧疏．解放后，新建房屋

面积达4万平方米，比解放前增加了4．5倍．街道面貌焕然一新，较前大为宽敞整洁．金镇

现有街巷8条，其中五一路、七一路和四清路西端，是近lo年内新建的主干大街．新建筑

群，楼房耸峙，排列整齐．各种主要商店，服务业和修理业及城关农贸市场都集中于四清路

和五一路．

该镇为全县交通枢纽。以公路运输为主，每天都有定时班车通地区郴州市，省会长沙

市．到县内各公社的班车每天计有50多次往返．濒镇的永乐江，汛期可通帆船，合涞水入湘

江，直抵湘潭，长沙等地．

街道工业从无到有，发展较快。现有为生活服务的集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共22户，

职工101人；为生产服务的修理业和手工业共22户，职工146入．1980年总产值6万元．

全镇现有耕地2，279亩，其中水田2，100亩，水利条件好，大源水库左干渠灌溉境内．1980

年粮食总产达198万斤，平均亩产943斤，为解放初期的3倍．

解放后文教卫事业也有显著发展。解放前镇内只有初中3所，其中私立2所；小学2所．

共有中小学生850人。现有县办中学2所，镇办初中I所，完小2所，在校中小学生3251人，

比解放前增加4倍．现镇内有县办的电影院、广播站、文化馆，工人俱乐部，花鼓剧团、灯

光球场．解放前全镇只有l所设备简陋的卫生院，医务人员只有3人．现有镇办卫生院I

所，县属医院2所，共有病床305张．医护人员198人，、均是分科治疗．

镇东的凤岗山，镇西的珠泉坝和解放路的南桥，分别为昔日安仁八景的。凤岗紫气’，

。泉亭珠涌”和。奎阁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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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仁县革命斗争史记载：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等于ls2sq-4点J阅上井岗山途经安

仁时，在城内原县档案馆旧轿顶屋内(现财税局职工住宿处)主持创建中共安仁县委会和苏

维埃政府，还召开了工农兵群众代表大会，搬播革命种子；凤冈山的烈土墓园是1949年解放

安仁时，以身殉职的革命军人的安忠地，并在城北张古山兴建了·座革命烈士纪念碑．以供

后人对革命先烈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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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安仁县

城关镇

城北居委会

城南居委会

东郊大队

贺古屋

贺古咀

东山岸

报思亭

汉语拼音

A。nr6n Xi an

Chengguanzh6n

Chengb6i Jflw芒i hul

Ch6ngn直11 Jnw6ihui

D6ngji aO Dadul

H69 dWn

H色gdzuI

D6ng shan’an

BaoentIng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北郊大队 Beijiao Dadul

珠泉坝 Z hnquanbA

曹古 Caog矗

肖家山Xi矗Oj i ashan

王古 W直丑g g d

立新L 1 xi n

张家山 ZhAn g Ji丘shan

一甲垄 Yi“矗16n9

(9)行政区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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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山公社概况

排山公社位于安仁县东部，距县城2公里．东与茶陵县交界．东南接牌楼公社，南隔永

乐江与清溪公社相望，西连城关．军山公社，北和龙市公社毗邻．县属大石林场，．林科所，

大源水库、变电站，大源电站、大石电站及省属水文站座落其中．东西长14公里，南北宽

12．5公里，一般海拔400一500米．总的地势是东部高，西南低，属半丘陵半山区．安(安

仁)龙(龙市)公路贯穿南北境内，长7r．5公里，每日客班车3次，设有莲塘坳．高陂两个

停靠点．新改的排山河．源出大源水库，纵经排山大洞。流经高陂、司山，排山，新丰等4

个大队，注入永乐江．沿清嘉庆《安仁县志》载。境内山形排列绵亘”取名。排山”．解放

后至1957年为排山乡，1958年至1960年属珠泉公社，1961年体制调整分设排山公社至今．社

址在莲塘坳．金社辖7个大队，98个生产队，2，52l户，11，410Z．总面积为81．2-．'7-方公里．

其中水田10，845亩，旱土437亩，林地17，021亩，荒地64，47'5亩，水面1，671亩，其他26，167亩．

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近21年年平均气温约为1 7．．2。C，年平均无霜期280天，年平均降

雨量为14,04．3毫米．年平均降雨日为165天。自然条件良好，适宜农作物生长．

解放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渠道3 7r．7公里．新改河道7．8公里，部分农田园田化．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1 980年粮食总产量1214．7万斤，平均亩产

1，110斤，为解放前的2．5倍．土特产以灯草著名．历来畅销省内和江西，广东两省．

社办企业有农机站、农科站、林场．草席厂．综合厂等，设有“三床一机”．汽车2

辆，大中型拖拉机7台，现有企农职工95人。1980年产值为7．．1 9／T"元，人平产值836元，公

社有邮电所，电影队、文化站．广播站，家家通有线广播，大部分农户用电灯照明，生活条

件大有改善．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现有中学1所，小学16所，教职员工114人，在校中、小

学生2，340人．公社有卫生院，现有职工14人，其中医务人员11人，内设病床5张，大队有合

作医疗站，群众就医方便。

清嘉庆(1819#-)《安仁县志》所载安仁八景中的。月潭夜色。，在宝塔岭下，永乐江

中的。日月潭。．古迹有宋代民族英雄岳飞部将韩京(太尉)墓在境内北面凤岗山麓．

7



●_-___●________。●l。。。。’。。’。。。。。—————

汉语拼音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PAj sha rl G6ng sh色 丹坊Danfa rl g

莲塘坳 Li矗13．tang’a0 坝下垄 Baxial6 rl g

排山大队PAi shal3．Dadul 段古坳 Duang dA0

汪家哨 Wall 9ji a sha0 寨下垄 Zh aixial 6ng

洲上湾 Z h6 u shan a w a n 高陂口 G a ob邑i k6 t1

．阳家洞 Y丘n gj i ad 6 n g 鹅公湾 色g 6 n gwan

芙塘哨 Fdtang sha0
．

龙安坊 L611 g anfanlj

八担湾 Badanwall． 兑头洲Dult6 uzh6u

宝塔湾 Baota wa n 曾家咀 Z en g j i百zuI

荷树岭Heshnlillg 塘冲湾Tahgch6n gwal3．

苗竹山 M i直ozhft shan 唐古冲T直ng gfichong

莲塘湾 Li矗ntAllgwan 岸下 Anxi a

樊古坤 Fangtlch C5n g 大冲Dach6ng

郑家湾 Z heng J i a w an 山塘垄大队 Sh an t直n g 1 6n g Da dul

新丰大队Xinfeng DlLdttl 船形湾 ChuanxI ngwan

殷家咀 YInji a．zttl 凤塘湾 F色ngt矗ngwan

何家洞 H6ji ad6n g 石溪 Shixi

柳湾Li dwan 楼下湾L6UXitLwan

洲头上 Z h6ut6 u shang 伍家湾 Wdj i awan

长塘命 Ch gtn9t左n9mj n9 梅子垄 Meizil6ng

宝塔岭 Baotal Ing 潭茅冲Ta rimaoch6n g

牌搂坪P ai l 6 u P i n 9 竹山坝 Z hd sh a nb a

司山大队 SI sha,n Da du 1
架塘 J i at直n g

易家湾 Y1 J iawan 大山冲Da shanch6ng

蛇形 Shexing 双、r枞 Shuangyac6ng

龙古冲L6nggt：tchOng 王古 WAngg d

刘古屋Li ug丘Vo 山塘垄 Shallttin 916rig

筒车台T6ng chet直i 大源大队D aLyu百n Dadul

观山冲 Guan shanchOng 团路上Tu直nlfl shang

司山亭 Si shantt ng 两背垄Liangbeil6ng
石湾 Shiwan 角冲 Jiaoch6ng

上石湾 Shang shiWan 十八冲 ShIb丘ch6119

下石湾 XiA shlwan 曾古垄 Z邑nggdl6119

沙子坪 ShazlpIn9 瓦屋 W百wn

山背庵 Sh&nb色ian 北斗坳 B6id6ua0

蚕背湾 Canb色iwall 茶头垄 Ch直t6tll6119

高陂大队 Gaobei Dadut 茅坪 M丘0pillg

(8)行政区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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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朝阳庵

观音土

枫子垄

望垄里

本立下

花甲垄

坡脑上

罗家山

豹子里

唐古垄

香庵坪

竹山

楠木庵

深沟坳

和尚田

新庵垄

许家

马家

来下山

唐家

洋鸭冲

大栗坪

八卡里

胡家

余家

蛇形

山曲庵

欧家冲

桎木桥

路下垄

斋婆垄

黄石庵

江边冲

周立冲

高家里

大源

大石大队

汉语拼音

Cbaoyang’an

Guanyintd

FangzI 16ng

WAll．g 16ng lI

BenllxiA ，

HUa“磊16ng

P6n丘oshang

LU6ji ashan

BaozIlI

T矗ngg矗16ng

Xiang’a11p1119

Z11n shan

Nanmd’an

Shen’96tta0

He shAllgtial3．

xln’anl6119

Xnii矗

M aj i a

L aixiashan

Tall．gji a

Yangyach6n g

DalipIng

BakaH

Hf．tji百

YQjia

Shexi ng

Shanqn’直n

0Uj i tLeh6ng

Z hlmdqi ao

LdxiAl6139

Zhaip616ng

Huang shIan

Ji angbiallehOng

Z h6UltclaOng

Gao“a¨

Daytit丘n

Da slal DAdⅡl

标准名称

大屋坪

扬柳头’

蹬上

苦株山

易家冲

大石蛤

周家

吕古

龙古

大屋冲

岩花寨’

浯家

乌鸦垄

上乌鸦垄

背竹庵

磅家咀

谢家

弧椅形

红利冲

观音垄

方头冲

甑盆岭

凋古

观音坪

坪里

瓦屋

木叶山

塘贤

木犁丘

上冲

何古

轿老头

张家冲

北佳冲

挑子冲

清江冲

，

汉语拼蕾

Dawnplng

Y直ngliut6u

DeJal)5hAl39

KOzta丘sban

Yjliacla_6nli

DashI 111110

Z h6tl“丘

L n g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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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市公社概况

龙市公社位于安仁县东北部，距县城15公里．南接排山公社，东与茶陵县毗邻，北和攸

接壤，西连军山公社．总的地势是东南高西北低，一般海拔为370米左右，属半山区半丘

。境内东西长16．3公里，南北宽8．4公里．公社以驻龙家湾墟场上而得名．安(安仁)一

(龙市)公路由县城直通公社，每天有3次客班车，各大队有简易公路．交通运输较为方

．益相河由南向北流经峰南．山峰、金盆，玉峰，田心、双泉等6个大队，于西北角下谭

入攸县．源出东部山地的下石冲港．石冲港和矮木垄港等，均由东向西分别穿跨安龙公

，注入益相河。气候较温和，雨量充足．多年年平均气温为17．7．。C，无霜期280天，降雨

为1419．7毫米．降雨日为165天，适宜农作物生长．

1949年至1957年为龙市乡，1 958年公社化属珠泉公让，1 96 1年体制调整分设为龙市公社．

66午改名为双丰公社，现恢复原名．全社辖9个生产大队，1 18个生产队，3，097户．12，244

，总面积67．9平方公里，其中永田10，836亩，旱土1，137亩，林地18，965亩，荒山54，356

，水i面507亩，其他16，064亩。

解放后，全社人民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搞农田水利基本

设，兴修小I型和小I型水库各l座，疏通改直益相河3公里，开挖水渠4公里与大源水

支渠构成水利网，扩大了复种面积．社办茶场2个，乌桕场2个，林场2个，漆树场1个，

面积共3，000余亩。1 980年全社粮食总产量12，412，600斤，平均亩产1，200斤，为解放前的3

，人平纯收入77元。林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近年来，全社共营造杉木等用材林10，531亩，

势较好．经济作物以油菜、烤烟为主．

社办企业有农机站．草席厂，农机修配厂，造纸厂，铁业社，发电站。拥有工业固定资

80，000元，汽车2辆，中型拖拉机5台，职工48入，年产值1．5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公社有电影队，广播站，户户通有线广播．公社有中学l所，

学9所，在校中小学生1，800多人，教职员工121人．公社有卫生院，分门诊，住院两部，

有病床20张，现有职工1 7人，其中医务工作者13人．攸县、茶陵与本公社交界地区的人

，多有远道来此就医．各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内有中、西、草药，金社有赤脚医生20人．

有供销社、粮点，各大队有代销代购点，人民生活大有改善．

清嘉庆(181 9年)《安仁县志》所载安仁八景中的。玉峰琴韵。在公社中部玉峰山巅，

有玉峰书院，系宋少保周益公读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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