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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而成

的，是省人民政府在我县进行地名普查试点工作的主要成果口

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建国三十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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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

存在。这次地名普查，对全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实，做好了地名标

准化处理工作，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湘潭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

普查的全过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的方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运

用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合的方法，达到名实相符，

图，表，卡、文一致。

普查范围，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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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

迹的名称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收集和听取民间对有关地名所提供的历史资

料，通过协商解决界山，界河和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的地理实体的归属问题，充分利

用典籍资料，同实地调查材料相互校正审定。总之，做到不重不漏，保证普查资料的可

靠性。

通过普查，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整理。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这次我县更

名的公社计有4个，更名的大队2儿个(其中汉字重名的194个，汉字同音的9个，自行

更名的8个)，并对76条派生地名相应作了更改。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2，346条，

删减地名17条，勘误地名521条，全县地名总计为11，676条。

本地名录，将收录的地名分五大类别全部表列化。属行政区划，自然村的10，454条，

自然地理实体的175条，人工建筑物的350条，企事业单位的687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

迹的10条。并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了卡片2，226张。

标准的地名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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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

名录以区为单位，分区绘制新的l·5万地形图共10幅，分装在各区扉页处，绘制

l·1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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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三级行政单位共撰写概况86

篇，其它各类项目，择其重要的，则另辑录简介，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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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县境定方位，公社以区境定方位，并

注明四至。面积·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同时折合亩积，山，水，田，林、路、村

庄则以亩积为单位。名称由来及含义·一是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久远，

而又合情合理者加以保留，三是其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则同时记述两种以上说法。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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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均以19,79年年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

字用百分比。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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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式，唯纪念地、名胜古迹一类，则以照片附说明为

其主要编排形式，卷尾部分有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公社，大队名称笔划查

字表和编后记。全书共512个版面，约70万字。

湘潭县地名普查和《湘潭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省地名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

在各地区试点县全体同志的帮助下，在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对于他们的热

情帮助和辛勤劳动，在此表示感谢l

一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辑时间短促，业务水平有限，

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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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1概 况

湘潭县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中游西岸。东界湘潭市、株洲县，南邻衡东、衡山，双峰

县，西连湘乡县，北抵宁乡、望城、长沙县。地处东经112。247—113。037，北纬27。207—

28。047。面积为2，723平方公里，折合为4，084，473亩。其中水田1，032，153亩，早土105，689

亩，林地1，501，597亩，荒地525，588亩，水面309，009亩，其它610，437亩，概括为“五山一

水二分半田，一分半道路加庄园。，，辖10个区，2个区级镇，72个公社，1个社级镇，

814个大队，9，088个生产队，9，512个自然村。共有246，280户，1，044，110人，属汉族。

湘潭县在秦以前属荆、楚之地。西汉设置湘南县(按。秦故县)，县治在今花石汉

城桥。东汉末期，县治迁今石潭古城。三国吴至晋分设湘南，湘西与建宁三县。南北朝

齐时，废湘南县并入湘西县，保留建宁县。梁初仍设湘西，建宁两县。

在梁天监(公元502—519年)年间，分阴山地另置湘潭县，湘潭县名开始出现，但辖

境非今湘潭县域，系今攸县一带。因地处湘水流域，境内有白牛潭，洋潭、青石潭等，

故取名“湘潭"。

隋废湘西、建宁二县，将其大部分疆域并入衡山县，辖今衡山，湘乡，湘潭县一带。

唐天宝8年(公元749年)将衡山县部分疆域另设湘潭县，废今攸县地之湘潭县，辖今

湘潭市，株洲市、株洲县，湘潭县一带，县治在今下摄司城塘(易俗河镇境内)。从此

湘潭地域与名称基本一致，湘潭县名承梁，隋沿用至今。按此地居湘水之曲，沿江有昭

潭，陶公潭、龙潭等胜迹，以“湘潭"二字命名，亦为切合。自南宋以来，县治移置今

湘潭市内现址。 ．

1949年8月11日湘潭县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和区、乡人民政权机构。1950年7月划

出城关镇及其附近河东、河西地带，另立湘潭市。1951年7月划出株洲镇及其附近7个

乡，另立株洲市。1956年撤区并乡，划出昭山区分属株洲市、湘潭市，划出姜畲区的丰

乐、白云乡属湘潭市。1958年9月撤乡镇，建立20个人民公社。1959年1月将五星(三

门)，卫星(淦田)，星星(军山)、上游(朱亭)4个公社及红旗(易俗河)公社原

辖的水竹湾、妙泉、马家河等地和雷打石镇划归株澌市。1961年调整为10个区，4个镇

(后撤销花石，姜畲镇)，71个公社。1968年12月划出韶山区5个公社，并从湘乡县划

入大坪公社，另立韶山区，直属省辖’1981年2月韶山区复归县辖。

县内西南，西北多山，地势较高，东面及北面低平，东北一隅最低。西南昌山，海

拔755．1米，为全县最高点。全县平均海拔140米。境内山脉纵横，河川交错，构成沿河

两岸冲积平原，河与河之间山丘起伏，形成以丘陵为主的地形。

县内山脉分为三支。正南山脉由衡山北出入县境，自天马山北至天梯岭，左纵右

横，于支百出，逶迤60余公里，为湘、涓分水之脊。西南山脉由九峰山东走入县境，自

昌山至营盘寨，经乌石峰，止于麂子岭，曲折70余公里，为涓、涟分水之脊。西北山脉由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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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出入县境，自韶山至肖家坳经高露山止仙女峰，蜿蜒30余公里，为涟、靳分水之脊。

县内主要河流有湘江及其支流涓水，涟水，靳江、云湖河。湘江从衡东县入境，自

南向北流经茶恩寺、马家堰、上马、易俗河，河口，和平，九华公社，长43公里，入长

沙县境。涓水从衡山县入境，纵贯全县，流经青山桥、花石，射埠、河口，易俗河区的

20个公社，长70公里，于易俗河镇注入湘江。涟水从湘乡县入境，横贯石潭、姜畲，河

口区的10个公社，长34公里，于湘河口注入湘江。靳江从宁乡县入境，经南谷公社至碑

头市，长10公里，出望城县注入湘江。云湖河流经县境内韶山、姜畲区的8个公社，长

41公里，于云湖桥汇入涟水。

全县属副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多年平均气温在17．7℃，1月平均气温4．8℃，日

最低气温一8．5℃，7月平均气温29．6℃，日最高气温40．4℃。多年平均降雨量1，350毫

米，年平均日照时数1，624t]、时，年平均积温5，460度，无霜期在280天左右，宜于种植

双季稻。但降雨量不均匀，多集中予4至6月，约占全年的45％，以5月份雨量最多，

有时集中降暴雨，酿成山洪暴发，7至9月雨量较少，不到年降雨量的20％，造成秋

早，影响农作物生长；春夏之交，局部地区间有风灾，雹灾为害。

全县地下资源比较丰富。以杨嘉桥、良湖、谭家山三处为中心地带，煤藏甚丰，历

为省、地，县、社所开采。矽砂，是境内天然富源，分布很广，矿质优纯，素有“湘

矽"之称。锰矿多分布响塘区境内，历史悠久，素称“湘锰”，为全国著名的黑色金属

资源，冶金部属湘潭锰矿，在此开采。磷矿石出产在花石区黄荆坪、严冲一带，由县、

社组织开采。铅锌、铁砂等矿资源，亦有小批量开采。石灰岩则到处皆是，为建材和农肥

的重要资源。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湘潭县工，

农业生产落后，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当

家作主，发奋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解放前，水旱灾害频仍，粮食亩产不足400斤。解放后，兴建

了各类型水利工程65，870处。其中，堤垸33处，长142公里’撇洪渠55条，长194公里，

韶山灌区在境内干渠115公里，支渠297公里，中型水库5座(花石，上石坝，石坝口，

中路铺、卫星)，中型河坝l处(吟江坝)，小(一)型水库31座，小(二)型水库145座，

电力排灌装机20，000多千瓦，机械排灌动力36，000多马力，喷灌设备128套，这样，基本

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蓄引提喷相结合的排灌系统，使全县86％的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

与此同时，发展了各项农业机械。全县有农用汽车159辆，大中型和手扶拖拉机2，662台，

蒲滚船2，801条，各种内燃机8，639台，各种电动机4，315台，农用总动力154，859马力，为

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奠定了基础。并改革了耕作制度，普及了双季稻，推行

了三熟制，采用了科学种田，使农业生产得到不断发展。1979年粮食作物面积1，001，715

亩，总产量为1l亿4，317万斤，平均亩产1，139斤，比解放初期增加2．1倍。棉花24，614

亩，总产量为147万斤，比解放初期增加132倍。花生、芝麻、油菜等油料作物141，214亩，

总产量为l，384万斤，比解放初期增加18倍。牲猪饲养量为80万头(其中出栏36万头)，

比解放初期增加4．3倍。湘莲、茶叶、蚕桑，水果近年来均有发展。1979年产湘莲258万

斤，茶叶97万斤，蚕茧ll万斤，水果173万斤。
、

森林资源，逐步扩大。有杉、檫为主的用材林93万亩，油茶为主的经济林37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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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竹10万亩，风景林7万亩。主要分布在韶山，中路铺、花石、射埠、青山桥、石潭等

区的山区社队。国营晓霞山林场营林2．5万亩，是全县最大的檫树基地，中路铺区的白

石铺，马家堰，石潭坝、茶恩寺，花桥等5个公社联办的友谊林区营林2l万亩，是全县

最大的用材林基地。全县立木总蓄积量42万立方米，楠竹总蓄积量lOOO万根。1979年

产茶油225万斤，桐油3．7万斤。

工业生产，有所前进。现有县办企业35个，1979年总产值为3，901万元。主要产品有原

煤、碳铵、磷矿石、矽砂、水泥、农机具，小电机、机制纸、日用瓷、玻璃制品、针棉织品，

湘绣、禾镰等52种。矽砂，县，区，社，队多处开采，畅销全国。湘绣被面、屏幅，在

国内外享有盛誉。“湘镰”系传统产品，远销国内14个省，市自治区。社队企业从六十

年代开始兴办，近年来发展加快。1979年企业总数达2，378个，从事企业的劳动力约5．6万

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2．4％。总产值为9，381万元，有43个社镇年产值在100万元以上。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区，社、队商业网点密布，沟通城乡贸易，交换工农产品，

促进生产发展。1979年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2亿另442万斤，棉花116万斤，食油241万

斤，牲猪20万头，鲜鱼10万斤，茶叶32万斤，黄花菜14万斤，蚕茧1l万斤，湘莲258万斤。

其中湘莲是全省重要出口产品之一。与此同时，工业品和化肥大量下乡，农村购买力不断

增长，社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979年社员人平纯收入93．4元，比1956年提高了近3倍。

交通运输，较为方便。境内有湘黔铁路经过和韶山铁路专线。公路有长(沙)

(湘)潭、(湘)潭衡(阳)，(湘)潭邵(阳)、(湘)潭花(石)，七(里铺)韶

(山)等公路干线，以及七(亩丘)碑(头市)，蔡(家嘴)石(潭)、石(潭)回

(龙桥)、花(石)歇(马)，花(石)岭(坡坳)等主要支线和其它短途支线，形成

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社社可通汽车，80％以上大队可通客车。境内公路总长1，192公

里，比解放初期增加9．6倍。湘江、涟水常年可以通航。

文教卫生，相应发展。县办有师范1所，中学13所，社、镇办中学109所，小学815

所，教职员工9，616人，在校学生222，561人，占总人口的21．3％，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8％。教师和学生比解放初期分别增加3倍和3．4倍。另有业余中学38所，幼儿园69所。

科学、文艺、广播、图书、电影等事业都有发展。全县各级科技组织，推动了工、农、

林，医等方面的科普，科技活动，均取得一定成就。全县有8个区，建立了广播专线，

公社都有广播放大站，形成了广播宣传网，公社有电影队和文艺辅导站，丰富了群众的

文娱生活。县、区有医院10所，中医院1所，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共有

病床1，373张，医务人员3，080人。县人民医院于1979年研究的盔激光治疗视网膜脱离一和

“冷刀"、。冷冻”等新疗法已初见成效。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人民健康

水平普遍提高。

湘潭县历史悠久，境内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较多。韶山冲上屋场、南岸，毛氏宗

祠、毛鉴公祠、毛震公祠，是毛泽东同志诞生、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花石汉城

桥，石潭古城，易俗河镇城塘，历史上汉、唐曾设为县城，尚有遗址可寻。韶山冲的韶

峰，石潭的乌石峰，黄荆坪的隐山，石鼓的昌山，中路铺的晓霞山，易俗河的金霞山，

石坝的紫荆山，以及射埠的碧泉潭等，历为名胜之地，远近称著。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

志(1893m1976)，诞生在韶山冲上屋场，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在毛泽东同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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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培育下，他一家有6位亲人，先后参加革命而壮烈牺牲。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

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彭德怀同志(1898--1974)的故居，在乌石公社乌石峰

下的彭家围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罗亦农同志

(1901—1928)，是易俗河公社赋江大队人。1927年大革命时期，为领导湘潭县农民运动

而壮烈牺牲的杨昭植同志，家住上马公社，是中共湘潭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他的革命事

迹，为人们所记念。近代学者，文学家王闽运，现代书画家、篆刻家齐白石，语言学家

黎锦熙等，都是湘潭县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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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 山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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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 山 区 概 况

韶山区位于湘潭县西北部。东接姜畲区良湖、楠竹山公社及宁乡县三仙坳公社，南

靠湘乡县龙洞公社，西界湘乡县白田，龙潭公社，北邻宁乡县麻山公社。辖6个公社，

1个镇，61个大队，672个生产队。共21，316户，89，049人，均为汉族。

韶山是毛泽东同志的故乡。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生在韶山冲上屋场一个普

通农民的家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当地有毛泽东同志的旧居，少年时求

学的私塾——南岸，1925年开展农民运动和1927年考察农民运动的旧址——毛氏宗祠、

毛鉴公祠、毛震公祠等革命纪念地。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几处旧址整修一新，并建有

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从此韶山冲成为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瞻仰、参观的地方。

境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东西差异明显。东部及东南，主要为山丘起伏和

比较开阔的地带，西部山岭环绕，陵谷相间。韶峰(南岳七十二峰之一)、黑石寨、峰

子山以及十八罗汉等苍山翠嶂，环绕在毛泽东同志旧居周围。

相传舜帝南巡，至今韶山处，见风景优美，遂奏韶乐，引凤来仪，百乌和鸣。又传

“韶氏三女得道于此，有凤鸟衔天书至，女皆仙去”(见清嘉庆《湘潭县志》)。韶山

故此得名。

全区面积为210平方公里，折合315，015亩。其中水田72，116亩，旱土8，696亩，林地

117，250亩，荒地27，560亩，水面15，420亩，其他73，973亩。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摄

氏16．7度，适宜水稻、红薯，茶叶等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长。

全区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解放后，已建成小(一)型水库4座、小(二)型水库45

座，整修山塘、河坝4，577处，加上韶山灌区等其它提灌设施，总蓄水量达5，200万立方

米。从1971年起，分期将韶山至银田20多公里长的韶河裁弯改直，全面治理。全区90％

的耕地基本实现了耕作，排灌，运输，植保，农副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解放前，粮食亩产一般只有300斤，经常发生粮荒。解放后，1958年开始推广双季

稻，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1968年亩产跨《纲要》，1971年亩产过千斤。1979年，全区

粮食总产量为9，084万斤，平均亩产为1，232斤。林，牧，副，渔各业均有较大发展，其

中种茶，养猪比较突出，茶场几乎队队都有，养猪多年来人平超过1头。1979年全区农

业总产值为1，971万元，社员人平纯收入96．2元。

工业生产已初具规模。全区有电视机厂，棉织厂，化肥厂、农机厂、无线电收音机

厂，酒厂，副食品加工厂，大米厂，矽砂矿、工程公司等34个国营厂矿企业，职工人数

达5，900多人，其中省属企业6个，职工2，578人。另外，还办有社、队企业264个。1979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1，967万元。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棉织品有三种分

别获全国，全省优质产品奖，一种获全省较好产品奖。韶峰牌14时黑白电视机，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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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产品评比第一名。农机厂生产的高强度螺丝，获全国同类产品评比第六名。社，队

企业生产的矽砂、塑料制品已销售全国。

财贸系统现有职工1，300人，商业网点齐全。有3个饭店、1个宾馆，共有床位

2，000个，为前来旅游参观的人们提供了方便。

交通运输方便，公路、铁路四通八达。定期有汽车往返长沙，宁乡，益阳，常德、

邵阳和湘潭市等地。1967年底，从马托铺至清溪寺修建了一条21．4公里的韶山铁路，进

一步沟通了韶山与长沙，株洲及全国各地的联系。区内邮电通讯，实行了投递摩托化，

社社通自动电话，队队有普通电话。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都有很大发展。全区普及了四级农科网，培养了一

批农技骨干。各条战线都开展了群众性科研活动，近十年来共取得245项科研成果。其

中SDT——l型棉织电子提花机、BCG型治疗慢性气管炎及作用机理研究、油机自动

保温床、电缆自动充气维护等33项已达到或接近全国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全区现有完全

中学3所，小学66所(其中附设初中班15所)，教职员工952人，学生2万余人。区设

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管理所，公社都设有辅导站、电影放映队。90％以

上的社员家庭都有广播。区人民医院，社、镇卫生院，共有病床296张，大队都实行了

合作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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