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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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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坪区位于武陵山脉南缘，沅陵县北部，深溪纵贯
全境，辖军大坪、筒车坪、枫香坪三乡。言其为“坪”，实乃

山崇水急，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境内有志，此为首卷。
区境旷古即有先民居住。然而，翻检明、清县志，每及

该区，或留空白，或记土匪搔扰，资料无采，有关诸情，落
笔极少。民国时期档案亦多载土匪横行暴敛，地痞格斗凶

杀，人民身处水火。文献资料，寥若晨星。
新中国建立后，豪强既倒，土匪绝迹，数十年来，政通

人和，村寨安谧。尤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活跃，文化勃兴，盛世修志，条件成
熟。 ．

1986年8月，军大坪区志编纂委员会应运而生。区志
编写人员自受命之日起，跋山涉水，奔波于三乡村寨；顶

寒冒暑，深入城乡单位，穷尽事物始末，追溯各业源流。考
证求实，择要辑录，五改纲目，四次增删，殚精竭虑，克尽

其事。1988年5月完成初稿，旋而延请县地方志办公室专
业人员，协助匡正体例，笔削文词，十余万言巨著，终于脱

稿。一方百科，展卷可得，纂成信史，鉴往知来，值此盛事，

作序为贺。
陈良儒

作者原任中共沅陵县军大坪区委书记。
’



凡例 。，出

凡 例

一、军大坪区志系统地记载军大坪区自然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一

．二、上限时间不尽划一，下限至1987年。

。三、行文采用述、志、记、传、录五种体裁，以志为主。

全书除概述、大事记，设6篇，25章，88节，共17万字。
四、地理篇只记载自然地理与历史地理。社会篇取

“小社会"概念，记载各篇未纳入的社会事物。

五、军大坪、筒车坪、枫香坪三乡(公社)名连叙时，简

称军、筒、枫。
’

六、本志资料来源：县、区、乡档案，史志文献，以及采

访得来的口碑、实物资料。所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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幡述 1 q，

： ‘概述

。军大坪区建置于民国元年(1912)．时称兴平乡区，至今已是四

废五兴．1987年辖三乡．33个村，227个村民小组．20027人。
，． 该区地处沅陵北部．北倚武陵，南临沅水．属中亚热带季风气

候。年均气温16．2摄氏度．年降水量1250毫米．无霜期270天．

适宜于亚热带动植物生长。全区面积288．77平方公里，其中山地

282平方公里．稻田18337亩。生物资源丰富．水能蕴藏蹙大。锅

锅墒雄峻挺拔，深溪水宛如蛇行，境内自然景观多姿多彩．风景如

画。

民国时期．学校教育有所发展，但由于兵匪间扰．生产方式落

后．人民半饥半饱。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翮封建

’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改变生产条件。修建山塘水库105座，蓄水

268．11万立方米；小水电11座．装机290千瓦；修公路91公里。

人民的衣食住行．逐步得到改善。1978年稂食总产虽8240吨，是

1950年的近4倍．人均占有粮食422公斤，是1950年的2．1倍；

总收入215万元，其中农业收入166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区经济稳步增长．并

逐步向商品经济发展。1987年粮食总产量8940吨，总收入1165

．。万元，其中农业收入405万元。全区商业网点从无到有．现已发展

到90多家．建信用合作社3个，保险代办站1个，办普通中学3

所，小学53所．幼儿班3个。1987年底在校中学生480名．小学生

2856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6．9％。兴建卫生院3所．有病床39

张。影剧院l座，敬老院1所。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
、 区境内有林木之乡，树种之园，水电之床．风景之区的特点，经

济发展潜力很大。1981年秋、冬，全县森林资源普查结果．全区林

地面积33．92万亩，占总面积的78．6％；有林面积29．1l万亩，占

、

“玉t陟’”●}



概述

林地总面积的61．6％．森林覆盖率为6l％；用材林面积19．88万

亩，经济林面积15674亩．薪炭林面积75000亩．活立木总蓄积量

87万立方米．其中．杉木25万立方米．松木20万立方米，杂木43

万立方米。1984年．军、筒、枫三乡被人民政府确定为林业乡，每年

商品材销售堆在7000立方米以上。区内所产杉木，多为红心油杉，

心材厚．边材薄。油脂芳香，经久耐腐，索称“辰杉”，驰名省内外木

材市场。

军大坪区有树种96科，900种，以杉科、樟科、壳斗科为主。

1986年夏，中南林学院与县林业局联合组织考察组，对佼木溪一

带2万亩林地的乔、灌木树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采集标本3050

份。通过鉴定．华北区系成份占34．9％．华东成份占9．4％，黔桂鄂

川成份占6．8％．华南成份占3．3％．共96科，274属，936种。其中

忍冬科的云南双盾木．樟科的隐脉黄肉桂，水犀科的秦连翅，填补

了湖南树种空白。国家二级保护的树种有9种．三级保护树种有

10种．还保存着许多古老孑遗树种．如木兰科9种，八角科2种，

五味子科4种。樟科34种．考察组评价说：“佼木溪古老珍稀树种

多．森林群落独特．是一个天然树种园。”
‘

区内地表水水力理论蕴藏量2．4万千瓦。蒎溪全长91公里，

年平均流量为每秒8．7立方米，滩陡水急。流经境内41．4公里，多

处可建小水电站，在建的鲢渔洞水电站，上游积雨面积296平方公

里，设计装机1500千瓦，常年满负荷发电时间可达6400小时，占

全年日时的74．1％，是全县小水电站利用率最高的坝址之一。鲢

渔洞电站接设计建成后，下游可建成装机125千瓦的二级电站5

处，一旦“长藤结瓜”，便可甜及沅陵西北部地区6乡6万多人民。

区境最高海拔1294米．最低海拔115米，相对高差1179米。

青山起伏，纤尘不染；秀水清沏，跌宕有声。佼木溪原始次森林区幽

深静谧；军大坪“仙人撒网’’栩栩如生。锅锅墒下城墙岩宛如天然长

城逶迤数十里；深溪沿岸十里“金花走廊”，让人仿佛误入仙境。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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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料水自生石拱桥胜似鬼斧神刀所凿；石牌村藏兵洞地下宫殿可容

万人。昔日视区境为穷乡僻壤，凶山恶水。今天溯深溪深入区境腹

地，隹山丽水，目不暇接；秀峰奇洞，星罗棋布。状人状物，状禽状

兽．莫不维妙维肖，真可谓步步可诗．村村皆画。自然风光一旦为世

人所识．稍事开发，与大庸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连成一片．即可

成为旅游隹境。

区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长

期斗争中．历尽艰险．不断克服困难，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探

索开拓前进．从而使全区各条战线，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过去．深

受鼓舞；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全区人民决心在新的征途上，勇于开

拓，向新的高峰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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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年(1691)

沅陵县编户12都．66里(图)。5----6图在叶口、小贝一带，隶属

第十都(北溶)。

道光二十三年(1833)

石牌设“义仓”，有水田25亩。逐年将租谷积存。用于备荒与本

地方之公益事业。民初卖田17亩。

道光年间：石牌设义学一所。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

废都图．置兴平乡区．辖三段。 ·

一⋯⋯．一．
一 一 民国4年(1915)一 ⋯ ．

13保设初级国民小学．经费由义仓开支，校址石牌。

民国5年(1916)

辰沅道尹，张学济令部下烧学宗溪、筒车坪一带民房，烧房

457栋．数百家之牲畜，衣物洗劫一空。

民国10年(1921)

农历6～8月无雨，溪水断流。
’

民国17年(1928)

兴平乡分成20个小乡，属第七区。农历二月．叶开鑫部自大庸

经区境开往沅陵，历时三天三晚。乡民逃进山林。粮种被军人吃光。

民国19年(1930)

农历正月，由大庸窜来两千余军人盘踞区境月余．军民争食，

、 粮种皆尽。军士藉火为温，约计毁林万余株，拆屋十余栋。

民国22年(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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