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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地名录》是遵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各级地名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通过地

名普查，进行整理编纂成帙的。它是为了纠正已往存在的一地多名，或域内异地同名，和

某些名不符实，用字不当等混乱现象，实现地名规范化和标准化；也是为了适应祖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和各级政权行政管理，以及交通．邮电、外事、新闻、出版、测绘、教学，科研

等各方面的需要，意义十分重大。

本地名录以普查成果为依据，分为七大类，先图后文，继之以排序表列化。实收地名

6065条，其中行政名称843条，自然村3964条，街巷73条，居民点56条，片村107条，人工

建筑物324条，自然地理实体292条，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321条，名胜古迹、纪念地23

条，其它地名62条。这些地名中建有卡片的1744条，更名的158条，新命名的19条，勘误的

283条，均系通过与群众商量，报经上级政府核准的地名，当为今后使用的确称。

标准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地名图计

有1：15万全市行政区划图1幅，l：2万城区图l幅、1}2万、1：5万、1：15万

分区地名图共19幅。

本地名录以区为单位，市、区、社三级行政单位分别撰写概况，其它各类地名采取重

点简介和配以部分照片说明。在文字体例上，为了达到一致，称市政府治所为城区，不取

市区称法，以免城乡混淆。全市以省境所处部位为方位，区以城区定方位，社以区公所定

方位。引用各种数据，概以公元1980年年底的国家统计报告为准。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

。的提法，统一口径。其他问题的处理，均有一致要求。

本地名录收集的全部地名，详其方位，来历含义，并附以汉语拼音。它既不同于地理

志和地舆志的广及地质研究与重点采择，又具二者因素的互相渗透，有其一定的特殊性。

由于领导的重视，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岳阳市地名录》的编辑任务藉以完成。我们表示

由衷的感谢。不过因我们业务水平有限，不妥的地方终必难免，匡正谬误，尚有期于广大

读者。

岳阳市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Jk--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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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行政区划图 ，

岳阳市建制沿革⋯⋯⋯⋯⋯⋯⋯⋯⋯⋯⋯⋯⋯⋯⋯⋯⋯⋯⋯⋯⋯⋯⋯⋯⋯⋯⋯⋯⋯(1)

岳阳市概况⋯⋯⋯⋯⋯⋯⋯⋯⋯⋯⋯⋯⋯go⋯⋯⋯⋯⋯⋯⋯⋯⋯⋯⋯⋯⋯⋯⋯⋯⋯·(2)

行政区划、自然村

岳阳市城区图

城南街道办事处概况⋯⋯⋯⋯⋯⋯⋯⋯⋯⋯⋯⋯⋯⋯⋯⋯⋯⋯⋯⋯⋯⋯⋯tO·mO 0(8)

城北街道办事处概况⋯⋯⋯⋯⋯⋯⋯⋯⋯⋯⋯⋯⋯⋯⋯⋯⋯⋯⋯⋯⋯⋯⋯⋯⋯⋯⋯(8)

城东街道办事处概况⋯⋯⋯⋯⋯⋯⋯⋯⋯⋯⋯⋯⋯⋯⋯⋯⋯⋯⋯⋯⋯⋯⋯⋯⋯⋯⋯(9)

冷水铺办事处概况⋯⋯⋯⋯⋯⋯⋯⋯⋯⋯⋯⋯⋯⋯QOOQOO⋯⋯⋯⋯⋯⋯⋯⋯⋯⋯⋯⋯(10)

城陵矶街道办事处概况⋯⋯⋯⋯⋯⋯⋯⋯o o Q00⋯⋯⋯⋯⋯⋯⋯⋯⋯⋯⋯⋯⋯⋯⋯(1Q)

城区街道，居民点地名⋯⋯⋯⋯⋯⋯⋯⋯⋯⋯⋯⋯⋯⋯⋯⋯⋯⋯⋯⋯⋯001 000 0·OOO O e(12)

郊区地名图

郊区概况⋯⋯⋯⋯⋯⋯⋯⋯⋯⋯⋯⋯⋯⋯⋯⋯⋯⋯⋯⋯⋯⋯⋯⋯⋯⋯⋯⋯⋯⋯⋯⋯(24)

梅溪公社概况⋯⋯⋯⋯⋯⋯⋯⋯⋯⋯⋯⋯⋯⋯⋯⋯⋯⋯⋯⋯⋯⋯⋯⋯⋯⋯⋯⋯⋯(25)

北港公社概况⋯⋯⋯⋯OOQ QQ gBO BQO OOQ J Q O⋯⋯⋯⋯⋯⋯⋯⋯⋯．．．．．．⋯⋯⋯⋯⋯⋯⋯⋯(25)

城郊公社概况⋯⋯⋯⋯⋯⋯⋯⋯⋯⋯⋯⋯⋯⋯⋯⋯⋯⋯⋯⋯⋯⋯···00Q OOQ 000 000 000⋯(26)

洞庭公社概况⋯⋯⋯⋯⋯⋯⋯⋯⋯⋯⋯⋯⋯⋯⋯⋯⋯⋯⋯⋯⋯⋯⋯⋯⋯⋯⋯⋯⋯(27)

郊区地名⋯⋯⋯⋯⋯⋯⋯⋯⋯⋯⋯⋯⋯⋯⋯⋯⋯⋯⋯⋯⋯⋯⋯O··OgO⋯⋯⋯⋯⋯⋯⋯(28)

荣家湾镇地名图

荣家湾镇概况⋯⋯⋯⋯⋯⋯⋯⋯⋯⋯⋯⋯⋯⋯⋯⋯⋯⋯⋯⋯⋯⋯000 000 000⋯⋯⋯⋯⋯(34)．

荣家湾镇地名⋯⋯⋯⋯⋯⋯⋯⋯⋯⋯⋯⋯⋯⋯⋯⋯⋯⋯⋯⋯⋯⋯⋯⋯⋯⋯⋯⋯⋯⋯(35)j

广兴洲区地名图 ·
·‘

一：

广兴洲区概况⋯⋯⋯⋯⋯⋯⋯⋯⋯⋯⋯⋯⋯⋯⋯⋯⋯⋯⋯⋯⋯⋯⋯⋯⋯·oo oo⋯⋯⋯(38)

广兴洲镇概况⋯⋯⋯⋯⋯⋯⋯⋯⋯⋯⋯⋯⋯⋯⋯⋯⋯一⋯⋯⋯，⋯⋯⋯⋯⋯⋯⋯”(39)

广兴公社概况⋯⋯⋯⋯⋯⋯⋯⋯⋯⋯⋯．．．⋯⋯⋯⋯⋯⋯⋯⋯⋯⋯⋯⋯⋯⋯⋯．．．⋯(40)

k

{#≈毒薛t彤两错嚣盆程蓦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芦

许市公社概况⋯⋯⋯⋯⋯⋯⋯．．．．．．⋯⋯--．一⋯⋯⋯⋯⋯⋯⋯⋯．．．⋯⋯⋯⋯⋯．．．⋯(41>

黄金公社概况⋯⋯⋯⋯⋯⋯⋯⋯⋯t-⋯⋯⋯⋯⋯·¨"⋯⋯⋯⋯．．．⋯⋯⋯⋯⋯．．．⋯(42)

广兴洲区地名⋯⋯⋯⋯⋯⋯⋯⋯⋯⋯⋯⋯．．．⋯⋯⋯⋯⋯⋯⋯⋯⋯⋯⋯⋯⋯⋯⋯⋯⋯(43)

康王区地名图

康王区概况⋯⋯⋯⋯⋯⋯⋯⋯⋯⋯⋯⋯⋯⋯⋯⋯⋯⋯⋯⋯⋯⋯⋯⋯⋯⋯⋯⋯⋯⋯⋯(50)

康王公社概况⋯⋯⋯⋯⋯⋯⋯⋯⋯⋯⋯⋯⋯⋯⋯⋯⋯⋯⋯⋯⋯⋯⋯⋯⋯⋯⋯⋯⋯(51)

昆山公社概况⋯⋯⋯⋯⋯⋯⋯⋯⋯⋯⋯⋯⋯⋯⋯⋯⋯⋯⋯⋯．r．⋯⋯⋯⋯⋯⋯⋯⋯(52)

‘西塘公社概况-“⋯⋯一“一⋯小““⋯⋯⋯“-⋯⋯⋯⋯⋯⋯⋯⋯⋯⋯⋯⋯⋯⋯(53。)

平地公社概况⋯⋯⋯⋯⋯⋯⋯⋯⋯．．．⋯⋯⋯⋯⋯⋯⋯⋯⋯⋯⋯⋯⋯⋯⋯⋯⋯⋯⋯(53)

乌江公社概况⋯⋯⋯⋯⋯⋯⋯⋯⋯⋯⋯⋯⋯⋯⋯⋯⋯⋯⋯⋯⋯⋯⋯⋯⋯⋯⋯⋯⋯(54)

康王区地名⋯⋯⋯⋯⋯⋯⋯⋯⋯⋯⋯⋯⋯⋯⋯⋯⋯⋯⋯⋯⋯⋯⋯⋯⋯⋯⋯⋯⋯⋯⋯(56)

筻口区地名图 ，一
’

筻|1区概况⋯⋯⋯⋯⋯⋯⋯⋯⋯⋯⋯⋯⋯⋯⋯⋯⋯⋯⋯⋯⋯⋯⋯⋯⋯⋯⋯．．．⋯⋯⋯(66)

筻口公社概况⋯⋯⋯⋯⋯⋯⋯⋯⋯⋯⋯⋯⋯⋯⋯⋯⋯⋯⋯⋯⋯⋯⋯⋯⋯⋯⋯⋯⋯(67)

龙湾公社概况⋯⋯⋯⋯⋯⋯⋯⋯⋯⋯⋯⋯⋯⋯⋯⋯⋯⋯⋯⋯⋯⋯⋯⋯⋯⋯⋯⋯⋯(68)

漳溪公社概况⋯⋯⋯⋯⋯⋯⋯⋯⋯⋯⋯⋯一⋯⋯⋯⋯⋯⋯⋯⋯⋯⋯⋯⋯⋯⋯⋯⋯·(68)

熊市公社概况⋯⋯⋯⋯⋯⋯⋯⋯一⋯⋯⋯⋯⋯⋯⋯⋯⋯⋯⋯⋯⋯⋯⋯⋯⋯⋯⋯⋯(69)

筻口区地名⋯⋯⋯⋯⋯⋯⋯·?⋯⋯⋯⋯⋯⋯⋯⋯⋯⋯⋯⋯⋯⋯⋯⋯⋯⋯⋯⋯⋯⋯⋯·(71)

公田区地名图

公田区概况⋯⋯⋯⋯⋯⋯⋯⋯⋯⋯⋯⋯⋯⋯⋯⋯⋯⋯⋯⋯⋯⋯⋯⋯⋯⋯⋯⋯⋯⋯⋯(78)

公田公社概况⋯⋯⋯⋯．．-⋯⋯⋯⋯⋯⋯⋯⋯⋯⋯⋯⋯⋯⋯⋯⋯⋯⋯⋯⋯⋯⋯⋯“(78)

甘田公社概况⋯⋯⋯⋯mm一⋯⋯⋯⋯⋯⋯⋯⋯⋯⋯⋯⋯⋯⋯⋯⋯⋯⋯⋯⋯⋯⋯(79)

杨林公社概况⋯⋯⋯⋯⋯⋯⋯⋯⋯⋯⋯⋯⋯⋯⋯⋯⋯⋯⋯⋯⋯Ot·0BO⋯⋯⋯⋯⋯⋯(80)

兰田公社概况⋯⋯一⋯⋯⋯⋯⋯⋯⋯⋯⋯⋯⋯⋯⋯⋯⋯⋯⋯⋯⋯⋯⋯⋯⋯⋯⋯⋯(81)

大煅公社概况⋯⋯⋯⋯⋯⋯⋯⋯⋯⋯⋯⋯⋯⋯⋯⋯⋯⋯⋯⋯⋯⋯⋯⋯⋯⋯．-．⋯一(81)

公田区地名⋯一⋯⋯⋯一⋯“⋯⋯⋯⋯⋯⋯⋯⋯⋯⋯一⋯⋯⋯⋯⋯一⋯⋯⋯⋯⋯·⋯··(83)

毛田区地名图⋯～⋯⋯⋯⋯·，·· ⋯
、，

毛田区概况⋯⋯⋯⋯⋯⋯⋯⋯⋯⋯⋯⋯⋯⋯⋯⋯⋯⋯⋯⋯⋯⋯⋯⋯⋯⋯⋯⋯一t⋯··(蚰)

毛阻公社概况⋯·一⋯·一⋯⋯⋯⋯⋯⋯⋯⋯⋯⋯⋯一⋯一⋯⋯⋯⋯一⋯⋯⋯⋯⋯”(91)

南冲公社概况⋯⋯⋯⋯⋯⋯⋯⋯⋯⋯⋯⋯⋯-⋯⋯⋯⋯⋯⋯⋯⋯⋯⋯⋯⋯⋯⋯·⋯(92)

r相思公社概况⋯⋯⋯⋯⋯⋯⋯⋯⋯⋯·一·一⋯⋯⋯⋯⋯·一⋯⋯⋯⋯一⋯⋯一i⋯⋯?·e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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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山公社概况⋯．．．．．．⋯⋯州．．．⋯⋯⋯·”⋯⋯⋯⋯⋯⋯⋯⋯⋯⋯⋯”⋯一⋯⋯⋯⋯·(93>

毛田区地名⋯⋯⋯w”一⋯⋯⋯!⋯⋯·v⋯⋯⋯⋯⋯一⋯⋯⋯⋯⋯一””⋯⋯一⋯⋯“．．，(05)

月田区地名图． ⋯。 ．．．
．

，． ⋯。 一

月田区概况⋯⋯⋯⋯⋯．．．一⋯⋯．．．⋯⋯．．．⋯⋯⋯．．．．-．”Ⅲ’w⋯⋯⋯⋯⋯⋯”⋯⋯⋯’(102)

月硼公社概况·”．．．．”⋯．．．．．．一⋯⋯一⋯⋯⋯．-．一⋯⋯⋯⋯⋯⋯一一⋯⋯⋯⋯一⋯”(102)

黄岸公社概况⋯⋯⋯⋯⋯⋯⋯⋯⋯⋯一⋯⋯⋯⋯⋯⋯⋯⋯⋯⋯⋯⋯⋯⋯⋯⋯⋯⋯(103)

{花苗公社概况．．．一．．．⋯⋯⋯⋯⋯⋯⋯⋯⋯⋯⋯⋯⋯⋯，⋯⋯⋯⋯一⋯⋯⋯⋯山⋯⋯·(104>

月田区地名⋯⋯⋯⋯一⋯⋯⋯一⋯⋯一一⋯”⋯””．．．⋯"⋯”，⋯⋯⋯⋯⋯⋯⋯‰小⋯(105)

渭洞区地名图

渭洞区概况⋯⋯⋯⋯⋯⋯一⋯⋯⋯⋯⋯⋯⋯⋯⋯⋯⋯一u⋯．．．⋯⋯⋯⋯⋯⋯⋯⋯⋯．．．(112)

渭洞公社概况⋯⋯⋯⋯⋯⋯⋯⋯⋯⋯⋯⋯⋯⋯⋯⋯⋯⋯⋯⋯⋯⋯⋯⋯⋯⋯⋯⋯⋯《113)

芭蕉公社概况⋯⋯⋯⋯⋯⋯⋯⋯⋯⋯⋯⋯⋯⋯⋯⋯⋯⋯⋯⋯⋯⋯⋯·一⋯⋯j：⋯⋯·n13)

饶村公社概况⋯⋯⋯⋯⋯⋯⋯⋯⋯⋯⋯⋯⋯⋯⋯⋯⋯⋯⋯⋯⋯⋯⋯⋯⋯⋯⋯⋯⋯(114)

渭洞区地名⋯⋯⋯⋯⋯⋯⋯⋯⋯⋯⋯。⋯⋯。⋯⋯⋯⋯⋯⋯⋯·m⋯⋯⋯⋯⋯⋯⋯⋯⋯(116)’

步仙桥区地名图 ·t 一

步仙桥区概况⋯⋯⋯⋯⋯⋯⋯⋯⋯⋯⋯⋯⋯⋯⋯⋯⋯⋯⋯⋯m⋯”⋯⋯⋯⋯⋯⋯⋯·(122)

凤凰公社概况⋯⋯⋯⋯⋯⋯⋯⋯⋯⋯⋯⋯⋯U D U⋯⋯⋯⋯⋯⋯⋯⋯⋯⋯⋯⋯⋯⋯(123)

关王公社概况⋯⋯⋯⋯⋯⋯⋯⋯⋯⋯⋯⋯⋯⋯⋯·⋯⋯⋯⋯⋯⋯．．．⋯⋯⋯⋯⋯⋯”(123)

；中村公社概况⋯⋯⋯⋯⋯⋯⋯⋯⋯⋯⋯⋯⋯⋯⋯⋯⋯⋯⋯⋯⋯⋯⋯⋯⋯⋯m⋯⋯《1．24)

自羊公社概况⋯⋯⋯⋯⋯⋯⋯⋯⋯⋯⋯⋯⋯⋯⋯⋯⋯⋯⋯⋯⋯⋯⋯·”⋯⋯⋯⋯：”(1芝5)

十步公社概况⋯⋯⋯⋯⋯⋯⋯⋯⋯⋯⋯⋯⋯⋯⋯⋯mm．．．一。m⋯一一一m“．⋯“(126)

步仙桥区地名⋯⋯⋯⋯⋯⋯⋯⋯⋯⋯⋯⋯⋯⋯⋯一·⋯⋯⋯．．．⋯·m⋯、⋯m⋯。．．”““(127)

新墙区地名图

新墙区概况⋯⋯⋯⋯⋯⋯一⋯⋯⋯⋯⋯⋯⋯⋯m⋯⋯m⋯。m-m⋯mm一。．．．⋯⋯：“(134>

i新聩公社概况⋯⋯⋯⋯⋯⋯⋯⋯⋯-⋯⋯⋯⋯⋯⋯⋯．．．⋯¨。-⋯“一⋯⋯¨⋯⋯⋯··(1矗鸯)

三合公社概况⋯⋯⋯⋯⋯⋯⋯⋯⋯⋯⋯⋯⋯⋯⋯⋯⋯⋯⋯⋯⋯⋯⋯⋯⋯⋯⋯⋯⋯(135>

，五统公社概况⋯⋯⋯⋯⋯⋯⋯⋯⋯⋯⋯⋯mm“⋯-m⋯mm～“mmm·“．．，．⋯⋯⋯(136’

i新墙镇概况⋯⋯·．I．⋯⋯⋯⋯⋯⋯⋯⋯⋯⋯⋯。⋯⋯。⋯一m”“m舢“⋯mji⋯⋯⋯·(137’。

新墙区地名⋯⋯⋯⋯⋯⋯⋯⋯⋯⋯⋯⋯⋯⋯⋯⋯⋯⋯⋯⋯⋯⋯⋯⋯⋯⋯⋯⋯⋯．．．⋯(138)

鹿角区地名图

鹿角区概况⋯⋯⋯⋯⋯⋯⋯⋯⋯⋯⋯⋯⋯．．．⋯⋯．．．⋯．．．．．．．．．．．．．．．mⅢ‰“·jj⋯咖⋯·nljl)，

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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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角公社概况mm镪‰m懈Ⅲmk；Ⅲ·mmmI¨m哪m．．．mI¨mmmm-：⋯：．．．．．．·(145)

(砟洲公社概况一mmmmm。⋯一⋯n⋯·“一一。n‰m“⋯‰m．．．m¨。m，．．．⋯：：·．^．·(i：；l台’ji

友爱公社概况⋯⋯⋯⋯⋯⋯⋯⋯⋯⋯⋯⋯⋯⋯⋯⋯⋯．．．⋯⋯⋯⋯⋯⋯⋯⋯⋯⋯⋯(1‘47)

i荣家湾公社概况小·7．^．m¨．“m·““一⋯⋯⋯．．．““．“一．．．一。“⋯⋯⋯⋯“⋯·．．“⋯⋯(147)

鹿角区地名．．．⋯⋯·“·厶⋯⋯⋯．．-⋯⋯·n⋯⋯⋯⋯m。“⋯⋯·“⋯⋯⋯⋯⋯⋯⋯⋯⋯⋯(149)

黄沙街地名图 ⋯⋯‘’1、‘一⋯～’ 1’ ⋯

黄沙街区概况⋯⋯⋯⋯一i⋯一mm“一‘一一⋯⋯⋯⋯⋯⋯⋯⋯⋯⋯⋯⋯⋯⋯⋯⋯⋯(156)

。．黄沙街公社概况⋯⋯⋯“m·。““、m．．．m“．⋯⋯⋯⋯·⋯⋯⋯一⋯⋯⋯一⋯⋯⋯⋯”(156)

黄秀公社概况⋯⋯⋯⋯⋯⋯⋯⋯⋯⋯⋯⋯⋯⋯⋯⋯⋯⋯⋯⋯⋯⋯⋯⋯⋯⋯⋯⋯⋯(157)

’荆溯公社概况⋯⋯⋯一⋯”’．⋯⋯⋯⋯⋯”～⋯⋯⋯⋯⋯⋯⋯，．．⋯⋯⋯⋯⋯⋯⋯⋯·(158)

7大明公社概况⋯··v⋯⋯⋯⋯⋯⋯⋯⋯⋯⋯⋯⋯⋯⋯⋯⋯⋯⋯⋯⋯⋯⋯”．；⋯⋯⋯“(159)

黄沙街区地名⋯⋯⋯⋯⋯⋯⋯⋯⋯⋯”⋯⋯·⋯⋯⋯⋯⋯⋯一⋯⋯⋯⋯：”’⋯⋯·：·(160)
麻塘区地名图 一，一一 一⋯一⋯⋯⋯⋯。⋯⋯·‘一·一7、r 一， ’～‘一：1

麻塘区概况⋯⋯⋯⋯⋯⋯⋯⋯⋯⋯⋯⋯⋯⋯⋯⋯⋯⋯⋯⋯⋯⋯⋯⋯⋯⋯⋯⋯⋯：⋯·(168’)

麻塘公社概况⋯⋯⋯⋯⋯⋯⋯⋯⋯⋯⋯⋯⋯⋯⋯⋯⋯⋯⋯⋯⋯⋯⋯⋯⋯⋯⋯⋯“；(169’>

，j郭镇公社概况一⋯⋯⋯⋯⋯⋯⋯⋯一⋯⋯⋯⋯⋯一⋯⋯⋯⋯⋯⋯⋯⋯⋯⋯．．．⋯·：t；(169)

。新开公社概况⋯⋯⋯⋯⋯⋯⋯⋯⋯⋯一⋯⋯⋯⋯⋯⋯⋯⋯⋯⋯⋯⋯⋯⋯·：”j⋯··j^(17b)

’春风公社概况⋯⋯⋯一⋯⋯⋯⋯⋯一⋯⋯⋯，⋯⋯⋯⋯⋯⋯⋯⋯⋯⋯⋯-··：·：··：··jo·(1扎)

麻塘区地名⋯⋯⋯⋯⋯⋯一⋯⋯⋯⋯一⋯”⋯c⋯⋯·”⋯⋯⋯⋯⋯⋯⋯⋯⋯⋯：：·j”：⋯·、(173)

湖洲地名图．；⋯。⋯⋯⋯⋯⋯⋯⋯⋯．．．⋯⋯⋯ ⋯⋯一一．⋯⋯⋯ ，⋯； ’。、

《君山概况．．，⋯⋯一一⋯一一⋯一一⋯⋯⋯⋯⋯⋯⋯⋯⋯⋯⋯⋯⋯⋯⋯⋯-：．．⋯⋯：：·(178)

君山；，湖洲地名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矗(17妒)

君山农场地名图 ⋯一一^’：×芦??’

君山农场概况⋯一一⋯⋯一⋯⋯⋯一⋯⋯⋯⋯⋯⋯⋯⋯⋯⋯⋯一⋯⋯⋯⋯⋯⋯；·：；，，H嚣功

君山农场地名彬一一一⋯一．，，⋯⋯⋯⋯．．，⋯⋯⋯⋯⋯⋯⋯⋯⋯⋯⋯⋯⋯甲i：f■：·一(1魏)

牵新农场地名图⋯⋯⋯⋯⋯⋯⋯⋯⋯，， 一 ⋯⋯⋯⋯，⋯。． ，一■j：：～．ij：，

建新农场概况．．．，N榭懈Ⅲ删·一一”．"．⋯⋯⋯⋯⋯⋯⋯⋯⋯⋯⋯⋯⋯⋯⋯一和二．：：厶j．＼1190)

建新农场地名⋯，野州，．．"川Ⅲ．．，，．．一．，，⋯一．．．⋯⋯⋯⋯⋯⋯⋯⋯⋯⋯⋯⋯⋯：．，；：：够姐91)

。、_⋯⋯⋯⋯⋯“昌一铩“妒若妥1∥’⋯⋯⋯⋯≮≯≥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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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95)

人工建筑物

人工建筑物概况⋯⋯⋯⋯⋯⋯⋯⋯⋯⋯⋯⋯⋯⋯⋯⋯⋯⋯⋯⋯⋯⋯⋯⋯⋯⋯⋯⋯⋯(211)

人工建筑物名称⋯⋯⋯⋯⋯⋯⋯⋯⋯⋯⋯⋯⋯⋯⋯⋯⋯⋯⋯⋯⋯⋯⋯⋯⋯⋯⋯⋯⋯(212)

企事业单位

企事业单位名称⋯⋯⋯⋯⋯⋯⋯⋯⋯⋯⋯⋯⋯⋯⋯⋯⋯⋯⋯⋯⋯⋯⋯⋯⋯⋯⋯⋯⋯(231)

。；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
鼍 t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概况⋯⋯⋯⋯⋯⋯⋯⋯⋯⋯⋯⋯⋯⋯⋯⋯⋯一q”⋯⋯⋯⋯⋯(251)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253)

附 录

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部分区，社，镇．大队，居委会更名的通知⋯⋯⋯⋯⋯⋯⋯⋯(261)

岳阳市基本情况统计表⋯⋯⋯⋯⋯⋯⋯⋯⋯⋯⋯⋯⋯⋯⋯⋯⋯⋯⋯⋯⋯⋯⋯⋯⋯⋯(273)

大队名称笔画查字表⋯⋯⋯⋯⋯⋯⋯⋯⋯⋯⋯⋯⋯⋯⋯⋯⋯⋯⋯⋯⋯⋯⋯⋯⋯⋯⋯(304)

后记⋯⋯⋯·”⋯⋯⋯⋯⋯···”·”·”···⋯·⋯⋯⋯⋯··⋯·”·”····”··”·”·”·””·····”··”··(311)

≯、



岳阳’市建置沿革

j 岳阳市古有东西二糜(一作麇)城，称麋子国。春秋为楚附庸。《左传》定公赢年

(公元前505年)，“王(楚昭王)使由于城麋黟指此(见《春秋地理考实》。>。战国属楚j

之黔中郡。秦属长沙郡罗县(县治今泪罗境)。 ，、

一 ～i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改属长沙国下隽县(县治今湖北通城县西部)。王莽居摄

二年(公元7年)改下隽县为闰隽县。汉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复丁隽县。岳阳递属

于闰隽县和下隽县鼻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派鲁肃就镇岳隅，筑巴丘城，建

为巴丘邸阁，仍属下隽县。 c
一，’ ’一’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从下隽县分出岳阳，建为巴陵县，此系建县之始。县治设

今岳阳城区，辖地为今岳阳市属湖东地区及临湘县全境。巴陵县县名，在民国以前历代沿称。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将南郡华容县(今湖北监利县)、江北的盐船套、

中洲，熊家洲等地，以及今岳阳市属(除广兴洲片村以外)湖西地区划归巴陵县。宋太宗

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又将今临湘县地从巴陵县划出，另建王朝县。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巴陵县为岳阳县。

1949年7月16日岳阳解放，沿称岳阳县。1950年，湘，鄂两省订以长江为省界，岳阳

县将江北盐船套等地划归湖北监利县，监利县以其江南之广兴洲等地划归岳阳县，岳阳县

， 域从此确定。1960年以岳阳县城关镇建岳阳市，由县代管。1962年撤市，复为城关镇。

1976年恢复市建制，实行县市分治。1981年撤县存市，兼领城乡，即今岳阳市。

岳阳市又是历代州、郡的行政治所。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始建巴陵

郡。隋文帝开皇九年(元公589年)改巴陵郡为巴州，旋改岳州。炀帝大业元年——三年(公

元605—607年)，改岳州为罗州，又改罗州为巴陵郡。唐建岳州巴陵郡。五代省称岳州。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又设岳州巴陵郡。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元公1155年)，改

岳州为纯州。绍兴三十一年复改纯州为岳州。元世袒至元十四年(元公1277年)，改岳州‘

为岳州路。明太袒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岳州路为岳州府。洪武九年降府为州，仍：

称岳州。洪武十四年复升为岳州府。此后，明、清皆因之。民国废府，曾建为湖南省第_i

专区。公元1949年岳阳解放，8月份建长沙专区于岳阳，9月份迁出。公元1964年9月；

又建岳阳专区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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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1市：概t i况j(·

·，?岳阳市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处洞庭湖与长江汇口。东界湖北通城，南接平江、泪罗，距

省会长沙140公里，西连华容，北邻临湘与监利等县。全市总面积3514．6平方公里。属沿湖

丘陵地带，依山傍水，田野广阔，市井繁华争具有江南中，小城镇的特殊风味，为湘北政．

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中心。

岳阳气侯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1℃(一月平均3．3℃，七月乎均30．2℃)，

年日照1792PJ',时，年平均无霜期276．8天，降雪8天左右，年降雨量987．4毫米，均有利农

作物生长。但夏秋之交，洞庭湖水位暴涨，湖区常须防汛，而丘陵地带则多晴少雨，常要。

抗旱，农业受到。定影响。 ：

全市地形：东高西南低，呈东西走向。幕阜山余脉绵亘子东北两面，以相思山主峰眉

毛尖最高，海拔957．2米；大云山次之，海拔909．7米，余为小水尖．麻布山、黄茆山等，

均系花岗岩，变质岩构造。市西跨越湘浦，大部分为滨湖平原，一般海拔30一40米，土质

肥沃，为本市重要商品粮基地。新墙河系本市最大河流，畅通帆樯，自东向西流贯境内，

由破岚口入注洞庭。湖泊除洞庭湖以外，还有南湖，枫桥湖、芭蕉湖、吉家湖、大明湖、

团湖等内湖，像颗颗明珠，点缀市郊。

岳阳历史悠久。春秋时，楚即在此筑东西麋城，故岳阳古有糜子国之称。三国、晋至

南北朝，先后为巴丘邸阁、巴陵县和巴陵郡治。“巴丘刀，“巴陵万来由多系传说。《元

和郡县志》称“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日巴陵。李白诗日：．“修蛇横洞庭，

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一隋、唐以下，历为巴陵县，并迭置郡、州，路，

府治于此。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九月．，改巴陵县为岳阳县。岳阳之名，始见于南北朝

宋时(公元423年)颜延之诗：“清雾霁岳阳。万盖因地当幕阜山南面，据《奥地纪胜>

云：“幕阜亦谓天岳，州据其陌，故谓之岳阳。黟1949年7月16日岳阳解放，县名沿用。。

1960年1月2日，以城关镇建市，仍属县辖。1962年10月20日撤市，又复城关镇。1975年

12月29日，恢复市制，改为县，市分治。1981年10月，根据国务院的批复和湖南省人民政

府的通知，撤销岳阳县的建制，将岳阳县的全部行政区域并入岳阳市。从此，岳阳市成为

了以城市领导农村，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新型体制的城市。。、：i
‘。

现市内’甓5个街道办事处，39个居委会。郊区设13个区，51个公社，-1个区级镇。．

市有直属农、林、渔、茶，芦苇等17个场。全市总人N912544万人，其中城区人!=118万人，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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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为主，回、壮，瑶：朝鲜等少数民族共942人，约占总人口的0．001％。市人民政府驻解

放路。岳阳市，又为岳阳行署驻地。省属国营君山农场、建新农场亦在市郊境内·

解放前的岳阳是一个内地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消费性小城镇·自1898年被迫开港，

帝国主义在岳阳门户——城陵矾港设置了兰座海关。1918年，粤汉铁路通轨经过岳阳，这

里成了国外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掠夺的重要据点，连年兵连祸结，造成了工业凋

零，农业破产，商业萧条，城市破烂不堪的局面。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岳阳是湖南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早于1922年便有郭亮同志驻翰

林街组织革命活动。1928年郭亮同志殉难。为了纪念郭亮同志，现改翰林街为郭亮街。

渭洞公社拦石坡，1930年5月至1931年6月，曾为湘北特委机关驻地。岳阳人民在特委的

引导下，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走向革命道路，如水就下，为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

献。

q 1949年7月16日，岳阳和平解放。三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人民共同

奋斗，赢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 ，

城市建设变化巨大。解放前，街道窄狭，高低错杂，素有“九岭十八坡黟之称。解放

后，新建和改建街道51条，全长26．3公罩。岳东路原为茅草丛生，坡陡路窄的“东茅岭静，

现建成了宽30米，长4250米的主干道。路面坦荡清洁，路旁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百货商

店、新华书店，旅社、饭店、影剧院，邮政大楼等建筑物鳞次栉比。引入注II的是横跨铁

道连接东、西大街的“巴陵大桥”。桥身为钢筋混凝土立交桥，桥头石狮玲珑剔透，桥头

辟有公共绿化林地，其雄伟壮丽，殊为巴陵之又一胜状。全市日供水生产能力达4．5万吨、

人平75升，净水率90％，结束了过去居民吃河水不清洁，不卫生的状态。公共汽车36辆，

年客运量1218．8万人次。城市建成区面积由原来的4平方公里，扩大到15．9平方公里。房

屋建筑面积293．6万平方米，比解放前的12．1万平方米增加了21．4倍。市内辟有容纳万人的

综合体育场，内建有游泳池、工人俱乐部。此外还有岳阳楼，君山，金鹗山等公园。具有

丰富自然风景资源的南湖风景区，还将建成一个水陆兼并的南湖公园。

工业建设发展很快。解放前全市只有五家小厂和作坊，现在拥有工业企业311个(其中

’中央，省、地属21个，市属290个)，职'r'．77297人。主要企业有纺织、化工、造绥，机电．

橡胶、水泥、化肥、食品等行业。龟蛇酒．纸摺扇、羽毛扇，工艺瓷．玻璃，皮革等37种

‘轻工产品打开了国际销路；’远销东南亚各国。42型岳阳牌肥皂，评居全国第二位。‘1980年

：工业总产值55，830万元，为1949年250万元的223．3倍· ： t．‘，。‘

。’’：全市现有耕地779628亩e其中水田600064亩、早地139493亩、其他544鹳2亩)，林地

，158万亩，．水面105000亩；有搿三山四水两分半田，半分道路加庄园鼽的称法。解放前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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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失修，卑谫成灾，以致田地荒芜，十室九空。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田基本建

设，沿湖建堤垸19个，成堤1058公里，围垸总面积24．1万多亩。丘陵地带的水利工程，修

筑了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4座，293座小一，二型水库，4万多处山塘和8千多处机电

排灌埠，初步形成了水利灌溉网。其中大型水库——铁山灌区，将于1982年竣工，分南北

两大干渠，可使岳阳市及临湘、汨罗县的49个公社98．9万亩农田旱涝保收。农用机械设备

加强，因之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1980年，在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下，粮食总产仍达67864

万斤，比1949年的24000万斤增长1．82倍。湖洲过去无人管理，芦苇任其自生自灭。现建

有7个芦苇场，芦苇面积21万亩，年产芦苇13万吨，每年除供本市造纸外，并外运天津等

地。 {

茶叶和鲜鱼是岳阳两大特产。茶叶面积现为3．9万亩，年产茶叶2万多担，君山名茶，

以其“色、香、味，，三绝誉满中外。鲜鱼产量，在湖洲不断淤积，外湖捕捞减少的情况下，

由于大力发展了内湖塘库养殖，产量仍保持稳定。1980年养殖水面11．4万亩，产鱼11．6万

担。鲜鱼品种繁多，有鲤、草、鳊、鲢、鲫、鳜等30余种，其中银鱼更为洞庭湖区独具特色

的名产。此外还有龟、鳖、黄鳝、泥鳅等小水产，堪称出口佳肴。

岳阳临洞庭，扼长江，京广铁路纵贯南北，水陆交通匣利。城陵矶港拥有中型水陆联

运机械化码头12座。市内还有17条厂矿铁路专用线。全市公路共76条，全程1800公里，纵

横交镄，内接区社，外连邻县、邻省。金市全年水陆货运吞吐量672．3万吨，客运年达1814

万人次，为华北，华东、西南各地的物资集散要地。，

随着工农qk的发展，财贸、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也相应发展。全市现有国营商店

889处，合作商店、代销店1307处，商业网点星罗棋布，遍及城乡。1980年贸易总额为125829

万元。全市办有中学106所，小学928所，教职员工l万多人，在校中学生5万多人，小学

生16万多人。省、地属大、中专学校6所，在校学生3千余人。电影院，剧院8个，剧团

5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巴陵地方剧种，有不少传统剧目屡上电视银幕。全市共有卫生事业单

位236个，病床3245张，医务人员3658名。城区和市郊分别设有幸福院和光荣院，烈士遗属

老有所靠，安享天年。

。 岳阳自然风景优美， 鼻江湖之胜，巴陵兼有之矽。城池历史悠久，文物古迹甚多，有

簟鱼米之乡，诗画之乡，传奇之乡矽的誉称。

’岳阳楼雄据西门城上，“城上高楼瞰洞庭，朱栏四面薄沦溟打。岳阳楼相传为唐张说守岳

州时，在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兵台旧址上建成。经宋滕子京重修，范仲淹作记，名声愈振，享

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盛誉。被唐代诗人刘禹锡称为“白银盘里一青螺”的君山，

上有七十二峰，风光绮丽·山上遍生异竹，有斑竹、罗汉竹、方竹等十三种之多。口盛称于唐，

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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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贡于五代一的君山银针，使君山享有茶岛之名。岛上名胜古迹甚多，尚存的有“虞帝二

妃之墓乃、“柳毅井’’、“传书亭’’、“飞来钟一、“龙涎井，，、“酒香亭彦和诗酒神仙

吕洞宾的“朗吟亭一、秦始皇的。封山印打、‘‘猴子洞黟。南宋杨么农民起义军的大寨“杨

么寨一正待修复。城区还有古老的慈氏塔、宋式文庙、明朝修建的三眼桥及三国时鲁肃墓、

小乔墓等古迹。南湖又称邋湖，宛由洞庭湖派生而出。12000亩水域碧波袅渺，沿湖山脉势

若腾龙， “有九龟赶一癞”的岛屿胜迹。唐诗人张说曾以“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

片明一誉之。李白也留下了“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

买酒白云边一的诗句。现南湖已由省人民政府列为全省自然风景保护区，，正在加紧建设。

一九七九年四月，岳阳市对外开放，已接待欧美及亚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八十

多批，二千八百人。一九／k'-年二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岳阳市城市总体规划，正式定

为石油、化工、轻纺工业基地和对外贸易港口以及风景旅游城市。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

岳阳市的前景，将会日颏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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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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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7来历质疑

巴陵，即岳阳的旧称。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置巴陵县以来，遂为历代所沿用。

至1913年改巴陵县为岳阳县，而巴陵的称谓，犹流传人口。这个历史性的巴陵地名，自古

史地学家率多注意它的来历含义，可是却一直纷辩莫结。

晋置巴陵县以前，这里原有巴丘之称。始见于《三国志》。自然，巴陵之名，当本自

巴丘。盖陵与丘，皆言高阜，且指坟墓，只是大小有别而已。但这里又有一个“丘弦与

“陵刀因何以“巴”命名的问题。

《元和郡县志》载； “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同巴陵。”《洞庭湖志》谓：

“(郡中)有巴丘山，又名巴蛇冢。’’《读史方舆纪要》更谓：“巴丘山亦名天岳山，一

名幕阜山，前有培蝼，谓之巴蛇冢。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困谓之巴陵山。”这是

一种说法，皆以巴丘、巴陵之名来源予巴蛇冢，盖本《淮南子》“羿斩修蛇”之说。

另一说法是，因三国蜀尚书令刘巴墓在此得名。《舆地纪胜》谓刘巴“字子初，零陵

蒸阳人，有名于乡闻。诸葛荐于蜀，后为尚书令。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出镇荆州，卒

于岳阳，葬于郡西。后因巴坟，遂号岳阳为巴陵，，。

以上二说的出现，也就引起了争辩的出现：

《长江图说》与清光绪《巴陵县志》，非难了来源于巴蛇冢的说法，以其所谓“羿屠

巴蛇，其骨若陵”为妄说。的确，这一说法，不过神话故事而已。正由于故事采用了神话

传说，因此，《淮南子》并未落实，也不可能落实“羿斩修蛇弦的地点。后人又怎能肯定

其出现在岳阳。

关于巴陵因刘巴墓得名的说法，明隆庆《岳州府志》早已否定，指为好事者傅会所致。

按巴陵县为晋所建，而刘巴系蜀臣，当无因其坟墓命为县名的可能。且巴丘之名，早已出

现于刘巴卒葬之前。史载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鲁肃镇巴丘，次年建巴丘城，可证。

一千八百年来，巴陵的名称来历，仍然存在着一个问号。据今人何光岳所撰《岳阳地

区地名建置沿草考》所称：巴人在战国后期被楚击溃，四散迁避，岳阳留下了巴人战死的

坟墓。巴丘的名称，可能系因巴人的丘墓而来。并引《十道志》“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

人流入黔中力的记载，以证其流迁之实。这种说法就人事而言，于义颇近。

总之，巴丘，巴陵的来历含义，存疑待质。录上三种说法，以俟后来者之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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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街道办事处概况

城南街道办事处位于岳阳市城区西南部。

洞庭湖，北抵解放路。总积面1．82平方公里。

主，有少数回族。办事处驻洞庭南路147号。

辖域东抵京广铁路，南靠湖滨园艺场，西临

辖10个居委会，共6543户，29629人。汉族为

解放初属城厢区。1958年属岳州人民公社。1861年建城南街道办事处。

解放前，街巷狭窄，市面紊乱。建国以来，拓宽和延伸了原有街巷10余条，新建沥青

路5条，市容大为改观。岳阳火车站设先锋路东头，有六条专线铁路分别通往省、地贮木

场、地区水泥厂，市粮食局和市氮肥厂。另有沿湖铁路线3683米，连接三角线至街河口9

个码头，形成水陆联运线，年吞吐量60万吨。

洞庭南路，先锋路，解放路、建设路，梅溪桥等街道，分布355个全民、集体商业网点，20

多户个体摊贩，商品琳琅满目，市场活跃。市酿酒总厂设在城南办事处南，生产的“龟蛇

酒’’、‘笔蛇胆汁酒”驰名中外。街道工业兴旺发达，百人以上企业有三个，职工358人，

1980年总产值340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有较大的发展。有中学4所，小学7所，教职员工415人，在校学生6341

人。幼儿园、托儿所18处，共收托幼)乙830名。有电影院、剧院各l处，俱乐部3处，座位

共4950个。医院5所，计病床539张。

“慈氏塔”座落在宝塔巷。始建子唐开元年间(713——741年)，一说建自晋朝。塔

高三十九米，共七层，砖筑实心，浑厚坚实，为全省现存最古建筑之一。现被列为湖南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北街道办事概况处

城北街道办事处为岳阳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东隔京广铁路，南抵解放路，西临洞庭湖，

j匕起东风湖与郊区接壤。全区面积2．4平方公里。辖9个居委会，共9207户，31976人，以

汉族为主。办事处驻郭亮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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