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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和改变。解

放兰十多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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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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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多写，名实不符，用

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镨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

了很多不便。 ．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一年五月开始，，至一九八

二年五月底止，以1：5万地形图(一九七六年版)为基础，对县境内行政区划，自然村，自

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名胜古迹的名
／，，

称进行了全面普查。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这次我县更名的公社3个，更名的大队279

个(其中汉字重名的255个，汉字同音的22个，自行要求更名的2个)。对照原地形图，增补

新地名1593条，删减地名21条，勘误地名1274条，全县总计地名8270条。地名普查的四项成

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巳按规定

上交。 ．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蓿密切的联系。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

第一次，工作较细致，调查较深入，资料较系统，整个成果又经专业部门和有关单位多次校

对审定，对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军事、邮电通讯等各方面，均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在省、地地名办公室的直接指导下，在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涟源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要求，更有

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本地名录，将收录的地名分五大类全部表列化。属行政区划，自然村的7288条，自然地

理实体的310条，人工建筑物的192条，企事业单位的229条，名胜古迹的1条。对每条地名加

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标准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普奁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本地名录

以区为单位，分区绘制新的1：5万地形图9幅，分装在各区扉页处，绘制1：15万全县行政区

划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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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名录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

料70篇，并对各类项目的重要地名，。．还另辑录简介，配以．部分照片和说明。文字体例，尽量

做到一致。方位：县以省境定方位，’区、社以县境定方位，并注明四至。引用的数字，工农

业生产方面的，为一九八。年统计局年报，人口为公安部门一九八。年统计年报，其余均为

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其中各区、’社统计的数字，未包括所属范围内的圜营农、。林场和派出所

的统计数字。+专业术语，接主管部门的cf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本地名录编排形式，装帧为16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前言、全县总图、全县概况和目

录，中间主要部分为地名分类表罗|J式，卷尾部分有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裘和编后

记。全书共459块版面，约85万字。

t‘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涟源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先准。

一九八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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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县概况

涟源县位于湖南省中部，涟水上游。东界宁乡、湘乡、双峰县，南抵邵东，新邵县，西

连新化县、冷水江市，北邻安化县。总面积2247．74平方公里，折合为3371604亩。其中水田

524867亩，旱土278569亩，林地105万亩，荒地63万亩，河流水面28万亩，其它608168亩，

概括为“五山一水二分田，二分道路加庄园"。全县辖8个区，1个区级镇，54个公社，2

个社级镇，9个国营农、林场、库，1079个大队，8个居委会，9136个生产队，5717个自然

村，398个片村。245892户，1001207人(非农业人口76889人)，其中汉族1001109人，侗族

37人，土家族27人，苗族16人，回族15人，瑶族2人，布依族1人。

一九五二年三月分安化、湘乡、邵阳、新化4县地正式设立涟源县，最初以县治蓝田命

名，因与陕西省蓝田县重名，故于同年九月根据县城所在地是涟水之源而改为今名。隶属益

阳地区，后改属邵阳地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后属新建立的涟源地区。

建县以后，行政区划几经变更。一九五二年划乡建政时，全县建立了17个区，483个乡，

4个镇。一九五六年七月撤销区建制，建立办事处，将483个乡并为49个乡。一九五八年十月

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成立16个人民公社。一九六。年一月将娄底公社及小碧、渡头塘，水漏

底，万宝公社中的44个大队划出，另立娄底市，一九六二年六月撤销娄底市，复归县辖。一

九六一年三月将原16个公社调整为56个公社、2个社级镇，并建立7个区(一九六三年划为

lo个区)、2个区级镇。一九六八年撤销10个区、2个社级镇，将56个公社合为41个。一九六

九年恢复区建制。一九七。年五月将伏口公社毛力，久泽、周家、锹溪4个大队划归安化县，

同年从新邵县划入田心公社和孙家桥公社的一部分，同时对区社进行了少许调整，划分为8

个区、2个区级镇，55个公社，一九七三年又恢复2个社级镇。一九七八年底划出娄底镇及

大科公社，另立地属娄底镇(后为娄底市)。一九八。年将杉山公社的东风、民福，西阳公

社的方石、水洋，百亩公社的思塘等5个大队划归娄底市。此后，保持现在的行政区划建制。

县内地形较为复杂。大体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河溪由西北，西南流向东部，丘陵和山地

所占面积最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20％，低丘陵地占70％，

平地和谷地仅占10％。龙山岳坪峰海拔1513．6米，为全县最高点。构成山地和丘陵的主要山

脉有龙山山脉、雷峰山脉、雪峰山脉。龙山山脉横亘县境东南部，主要山峰有龙山，石坪山，

杨材山，仙女寨等，弯曲40多公里，中部雷峰山脉，西起大山岭，经雷峰至包围山，止乌石

峰，蜿蜒50多公里；雪峰山余脉从西北部入境，西起白竹山，东至洪家大山，逶迤60多公

里，峰峦重叠险峻，最高峰瓦子寨(又名寨子山)海拔1071米，为涟源与宁乡的天然界山。

主要河流有涟水、孙水、湄水。涟水从财溪公社落马江大队入境，由西向东横贯三甲公社，

蓝田镇等11个社、镇，长7r2公里，于西阳公社入湘乡县境，孙水从田心公社郁溪大队入境，

由西南向东流经白马、杨家滩、万宝等11个社、镇，长96公里，在西阳公社犁头嘴与涟水汇

合，湄水从柏树公社柏树大队入境，自北抵南，经伏口、桥头河、渡头塘等8个社、镇，长

77公里，于渡头塘公社铜铃桥注入涟水。4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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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具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16．5℃

一17．5℃之间，一月最冷，平均气温5．1℃，七月最热，平均气温28．6℃。以气温为标准，

冬，夏两季稍长，春、秋两季略短。二是春温多变，寒潮活动频繁，每年春季一般有5次左

右的寒湖入侵，影响早稻育秧及棉花播种。三是春夏多雨，伏旱、秋旱明显，年降雨量1380

毫米左右。四至六月降雨量为646．2毫米，占47．8％，七至九月高温少雨，平均只有303毫米，

且有一半年份雨量少于230毫米，造成不同程度的夏末和秋季干旱。四是冬季严寒期短，无霜

期长。日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的天气为3天左右，平均每3年才发生一次。无霜期在282天

左右，历年平均日照总时数1667tJ、时，年蒸发量1380毫米，年平均积温5339．8度。少数地方

在春夏之交间有风，雹灾，七，八月问有雷雨大风，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境内地下矿藏丰富，品种多，分布广．尤以煤、铁矿为盛。现已探明的煤储量为1．8fL多

吨，估计蕴藏量为5．6亿吨以上。烟煤有斗笠山、桥头河、沙罐铺、马方、凤冠山等5大向

斜盆地煤田，无烟煤有西北的芙蓉、金鸡坑、伏I=I等矿区；西南有阳硎，杨家滩、高视等矿

区I东北有乌云山矿区，中部有天竹山、石狗滩、包围山矿区；东南有山塘、金石矿区。现

在开采的有省属桥头河、斗笠山、思口煤矿，县属沙坪、栗山桥，七一煤矿。全县52个公社

有煤炭资源，社办煤矿62个，队办煤矿52个。县、社、队煤矿年产煤100万吨左右，煤质优

良，产品畅销。铁矿主要有西北部从扶珂起、经金鸡坑至久泽坪、全长40多公里的菱铁矿，

东北部的插花庙和东南部的磨石、留坦、湘思、华背里等地的赤铁矿。现开采的有田湖、烂

革坪、浆江等地，全县年产铁矿石28000多吨。仙洞、柏树，双江等公社的锰矿，茅塘，孙

家桥、塘湾等公社和龙山的锑矿，桥头河、桂花、增加、湘波等公社的硫磺矿，青烟、快溪

等公社的瓷土，石井公社的白云石等矿藏，蕴藏量也较为丰富，特别是作为建材和农用的石

灰岩则比比皆是，已被广泛利用。 ，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三十年来，全县先后建成了各种水$,j-r程83930处-其中中型水

库、中型引水工程和提灌工程各1处，小(一)型水库28座，小(--)型水库243座，大江口水

库(中型)也正在兴建中，机械排灌3560处，动力69000马力，电力排灌1341处，装机27000

千瓦／1388台，早地喷灌点480处，灌溉面积16000亩；还有井、圳、泉等水利设施2819处，新

建和整修河溪堰坝2920座，小山塘72536 13。利用水利资源，建成小型水电站82处，装机

5943千瓦／166台，年发电量1738万度。全县架设了35千伏高压线路1008公里，低压架空线路

2185公里，安装输电变压器755台，101030千伏安，57个社，镇和638个大队的95400多户农

家照上了电灯。通过各种水利设施的建设，全县初步形成了蓄引提灌相结合的灌溉系统，使

86％的农田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农业机械，全县农村已拥有各种拖拉

机898台，汽车178辆，机滚船370艘，农用总动力125502马力。并广泛采用科学种田，改革

耕作制度，扩大复种指数，充分挖掘土地潜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一九八。年粮

食总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19395万斤上升到68293万斤，平均亩产1018斤·花生、油莱等油料

作物产量588万斤量比一九四九年增长2．3倍，大豆601万斤，增长72倍l茶叶630万斤^增长

4．2倍。与一九五二年比乒牲猪饲养量增长3倍，山羊饲养量增长67倍，鲜鱼产量增长4．3倍，

柑桔总产由解放初期的290担增加到22742担。其它如棉花、烟叶、黄花、药材等生产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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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一九八。年农业总产值达15730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3．8倍。

林产资源，有所扩大。全县105万亩山林，主要集中于龙山山脉、雷峰山脉和雪峰山脉之

间，其中以杉，松，杂为主的用材林72万亩，竹林11．5：b-亩，油茶林6．5万亩，茶叶10万亩。

果木林2．5万亩，其它林2．sT亩，四旁树木1570多万株，木材蓄积量约61．4万立方米，楠竹

1049万多根，除木材外，楠竹基本自给。一九八。年产茶油6200担，桐油360担。全县现有国

营林场2个，苗圃1个，林科所1个，建成杉木林基地32处，社队林场499个。六十年代初，

在龙山凤凰寺谷地办起了国营龙山林场，营造了39459亩杉、松、擦及楠竹林，现已成为全

县重要的木竹资源地。

工业生产，持续前进。全县现有县办企业23个，自水泥厂也正在兴建中。一九八。年工

业总产值达9977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5．6倍。主要产品有原煤、生铁、碳铵、磷肥、水

泥，漆包线、机制纸、铁锅、阀门、钢丝钳、猪皮革、布鞋、布伞，保温杯，日用瓷等6 1

种。地方名牌产品“飞箭牌”钢丝钳，远销西德，美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外出口的还

有猪皮革、皮手套等产品，一九八。年工业产品外贸总值达118万元。社队企业从一九五八

年以来相继兴办，到一九八O年止，全县办起了社队企业3219个，从业劳力56271人，全年

总产值8552万元，占社队三级总收入的43．35％，壮大了集体经济，成为了农民致富的重要

途径之一。同时，中央、省、地属工业也在县内蓬勃发展。

交通运输，四通八达。解放前，县内既无铁路又无公路。现境内有铁路6条，总长127

公里。湘黔铁路和娄邵铁路经过境内，另外，中部有涟钢至斗笠山、北部有娄底至插花庙、

东部有西阳至恩口、西部有涟源至渣渡铁路专用线。从一九五五年修筑双涟公路开始，现县

内有邵(阳)宁(乡)、娄(底)杨(梓江)、涟(源)冷(水江)、湘(乡)娄(底)、

桥(头河)侧(面虎)，大(塘)驿(头铺)等7条公路干线和19条支线，还有几十条社队

公路，总长1034公里。全县57个社，镇和69％以上的大队通了公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铁

路为骨干，公路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自解放以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购

销不断扩大，商品保障供给，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八O年商业购

销总额达2亿多元。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7222万斤，牲猪18万头，鲜鱼12万斤，食油147万

斤。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亿4千万元，城乡储蓄年末存额1007万元，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文教卫生，发展较快。解放前县内只有省立十五中和“春元"，“建国”等几所私立中

学以及一些民间私塾和地方办的乡村小学。解放后，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到一九八O年止，

全县建立了高中16所，初中89所，小学戴帽初中130所，小学922所，教职员329225入，在校

学生20716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小学升初中达66％。医药卫生方面，三十年来，建

立了县，区、社三级卫生网，县有人民医院、中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区有中心卫生

院，公社有卫生院，大队办起了医疗站，一九八O年医务人员由一九五二年的140人增加到

1650人，病床由一九五三年的32张增加到1725张。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计划生育广泛开

展。一九八O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下降到18．57‰和11．41‰。科学，文艺，电

影、广播，图书等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涟源境内的名胜古迹，主要有·横亘涟源、新邵、邵东、双峰4县，素有“四十八面"

之称的龙山，有地处龙山脚下、宜于游船观景的中型白马水库，有马头山公社境内冬温夏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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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温、西温井，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快溪公社飞水洞瀑布，还有大桥公社境内的“观音洞”、

仙洞公社境内的“雷鸣洞"，均系天然岩洞，加上人工雕凿，蔚为奇观。相传始建于唐朝的

龙山药王殿，现尚存遗迹，远近闻名。

涟源县和全国各地一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曾到仙洞、七

星、伏口等地进行过社会调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狠狠打

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所属一支

小部队，到蓝田附近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地方恶霸，播下了武装革命的种子。解

放战争时期，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五团配合解放大军南下，在涟源境内进行武装斗

争。一九二二年入党、一九二五年担任中共安化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卢天放同志，家住桂

花公社珠璜大队，是当时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于一九二七年在长沙市南门外英勇就义，

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的重要骨干贺国中同志，是双江公社新庄大队人，一九二八年在江西

省安福县与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时壮烈牺牲。他们的革命事迹，至今为人们所记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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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镇概况

蓝田镇是涟源县城所在地，位于涟源县西南部。东与马头山公社四甲、马家境大队及青

烟公社石梅大队交界，南与青烟公社Et升大队、三甲公社温田大队毗邻，西与毛坪公社三步

桥、瓦亭，先志、洪兴大队相连，北与岛石公社青岭、集中大队及珠梅公社建中大队接壤。

总面积7．37平方公里，折合为11058亩。其中耕地3060亩(水田1538亩、旱土1 522亩)，桔

果园331亩，林地1314亩，其它6353亩。辖4个居委会，7个农业大队，1个农科站，58个

生产队，23个自然村。8814户，35674人，其中汉族35587人，苗族13人，回族1 5人，土家族

24人，侗族35人。有4条街，5条路。蓝田镇人民政府驻中山街。

一九五O年建政时为安化县蓝田市区。一九五二年三月建立涟源县，为涟源县蓝田镇。

一九五八年为蓝田公社。～九六一年社队体制调整后为蓝田镇。据清同}，、F-1年问安化县县志记

载： “相传宋朝张南轩(当时著名学者——编者注)经此，谓地宜蓝，后果艺蓝弥野，因名。

一六一O年，安化知县赵展壁到此挥笔题诗曰： ‘采蓝欣得地，种玉古蓝田，翠霭双桥

外，青纾十亩边，天高云簇锦，雨霁竹和烟，在昔南轩语，舀畲不浪传’。矽蓝田因此得

名。

该镇南有洪水岭，海拔279．9米。红军长征时，贺龙部队所属一支小部队过此。其余三

面均有山峦环抱，不到近处不见城。蓝田水从西南三甲公社入境，太平溪从西北毛坪公社入

境，在该镇双江口汇流成涟水。元月日平均气温5．6℃，七月日平均气温28．8℃，三、四。五

月雨量较多，七、八、九月雨量偏少，有时出现旱情。

解放前，蓝田镇街道狭窄，居民住宅陈旧，且拥挤不堪，交通不便，商业萧条，劳动人

民生活困苦。解放后，全镇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年来的努力建

设，面貌焕然一新。如今街道宽敞，工业发达，农业发展，交通方便，商店增多，市场繁

荣，经济活跃，文化进步，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蓝田水南岸是光明街，东有交通路与涟源火车站、汽车站相衔接，县、镇粮食部门均设

此街，北岸是新建街、中山街、双江街。中山街是商业中心，县、镇属商业单位大都设立于

此，人们川流不息，较为繁华，双江街是城乡集市贸易场地，物资丰富，市场活跃，新建街

大部为居民和菜农居住，与中山街呈“T"字型。红旗桥、蓝溪桥、福星桥、蓝田桥横跨蓝田

水，连接南北街道。中山街北面正在修建人民路，宽达30米，不久将成为全镇的主要街道。

人民路北侧是风景优美的光明山，一九七七年在此修建的人民大会堂，庄严美观，有座位

1942多个，是召开全县各种大型会议之所。人民路与中山路并行，中间相隔一华里许，即将

修建的交通路和文艺路将与之沟通。

该镇是全县交通枢纽，湘黔铁路从镇南部穿过，在境内设有涟源火车站。涟(源)渣

(渡)铁路专用线在该镇与湘黔铁路相接。公路四通四达，主要干线有邵(阳)宁(乡)公

路、双(峰)涟(源)公路、涟(源)冷(水江市)公路。涟源汽车站设在该镇。公共客班

车通往全县各镇、社，并与外县(市)相沟连。铁路、公路运输均称方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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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工厂林立，有省属涟源茶厂、省化工公司101仓库；地属汽车保养厂、湘运23车队'·

有县办铁厂，机械厂，锅厂，制草厂，造纸厂，印刷厂，酒厂，工具厂、皮革厂，电线厂，

制鞋厂等。镇属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现有企业19个，一九八O年总产值￡32．25万

元。涟水牌卫生纸、五马牌水泥畅销全国，日用生活瓷器、耐火材料、蓄电池瓶、机械配件

等产品，量多质好。 ，，

境内土地肥沃，宜于粮食和蔬菜生产。一九五八年在胡家大队建成小(二)型水库1

座，可灌溉农田400多亩，加上其它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发展

较快。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232．7万斤，亩产1325斤，蔬菜总产136万多担。

商店密布全镇，财贸购销兴旺，一九八O年商业购销总额达720多万元。物资丰富，物

价稳定，商业繁荣。

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令人可喜。县办第一中学座落在光明山，是全省重点中学之一。

另有镇办r}l学2所，小学8所(其中戴帽小学l所)，在校学生7475人，为解放初期的2．77

倍。县办幼儿园1所，入托幼ill40多人。各街道居委会均办有幼儿班。绝大多数幼儿已入班

学习。县办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院、湘剧院及街道图书室，日夜可观，文化生活基∥

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县在境内设有人民医院、中医院，镇有卫、＼
生院，街道和大队有医疗站。医务人员较多，医疗设备较好，对增强人民身体健康，促进计

划生育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八O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下降N13．25‰和7．9％o，

被评为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近几年来，居民和干部职工的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屠民点分布全镇各街、路，至一九

八O年底止，已建居民住宅46栋，总面积达27410．1平方米。现在，全镇人民安居乐业，正

在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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