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羹

蠢麓

^
_

jo●

。o≯．。；

·’’菇'3潦_-‘ ●_‘ -

姜器妻‘箝二．
蓉蒸套黪o?+

熟；|毒

一阜．多卜
斓黼

鞫

期

羹

鬣
：!
三

，

螂

黧
嚣“

鋈

慧一
糕％掣



，’ 濒南省攸县地备录，

H。UNANSHKNG YOUX I AN 9 1 H I NGLU

攸县人民政府编印
。一j『【l’八一年十月



吁
≮

0
{

录

前言⋯⋯⋯⋯⋯⋯⋯⋯⋯⋯⋯⋯⋯“⋯⋯⋯⋯⋯⋯⋯⋯⋯⋯(I)

攸县概况⋯⋯⋯⋯⋯⋯⋯⋯⋯⋯⋯⋯⋯⋯⋯⋯⋯⋯⋯⋯⋯⋯(1)

行政医划!自钵村(街，巷)

攸县行政区划沿革简况⋯⋯⋯⋯⋯⋯⋯⋯⋯⋯⋯⋯⋯⋯(9)

攸县公社(镇)、大队(居委会)一览表⋯⋯⋯⋯⋯⋯(11)

城关镇概况⋯⋯⋯⋯⋯⋯⋯⋯⋯⋯⋯⋯⋯⋯⋯⋯⋯⋯⋯(2 8)

城关镇地名⋯⋯⋯⋯⋯⋯⋯⋯⋯⋯⋯⋯⋯⋯⋯⋯⋯⋯⋯(32)

城关镇街巷名称⋯⋯⋯⋯⋯⋯⋯⋯⋯⋯⋯⋯⋯⋯⋯⋯⋯(3 3)

．．酒埠江镇概况⋯⋯⋯⋯⋯⋯⋯⋯⋯⋯⋯⋯⋯⋯⋯⋯⋯⋯(34)

酒埠江镇地名⋯⋯⋯⋯⋯⋯⋯⋯⋯．．⋯⋯⋯⋯⋯⋯⋯⋯·(35)

鸾山公社概况⋯⋯⋯⋯⋯⋯⋯⋯⋯⋯⋯⋯⋯⋯⋯⋯⋯⋯(36)

鸾山公社地名⋯⋯⋯⋯⋯⋯⋯⋯⋯⋯⋯⋯⋯⋯⋯⋯⋯⋯(38)

漕泊公社概况⋯⋯⋯⋯⋯⋯⋯⋯⋯⋯⋯⋯⋯⋯．．．⋯⋯⋯(4 1)

漕泊公社地名⋯⋯⋯⋯⋯⋯⋯⋯⋯⋯⋯⋯⋯⋯⋯⋯⋯⋯(43)

兰村公社概况⋯⋯⋯⋯⋯⋯⋯⋯⋯．．．⋯⋯⋯⋯⋯⋯⋯．．．(46)

兰村公社地名⋯⋯⋯⋯⋯⋯⋯⋯⋯⋯⋯⋯⋯⋯⋯⋯⋯⋯(48)

黄丰桥公社概况⋯⋯⋯⋯⋯⋯⋯⋯⋯⋯⋯⋯⋯．．．⋯⋯⋯(50)

黄丰桥公社地名⋯⋯⋯⋯⋯⋯⋯⋯⋯⋯⋯⋯⋯⋯⋯⋯⋯(52)

柏树下公社概况⋯⋯⋯⋯⋯⋯⋯⋯⋯⋯⋯⋯⋯⋯⋯⋯⋯(56)

柏树下公社地名⋯⋯⋯⋯⋯⋯⋯⋯⋯⋯⋯⋯⋯⋯⋯⋯⋯(58)
银坑公社概况⋯⋯⋯⋯⋯⋯⋯⋯⋯⋯⋯⋯⋯⋯⋯．．．⋯⋯(62)

’

银坑公社地名⋯⋯⋯⋯⋯⋯⋯⋯⋯⋯⋯⋯⋯⋯⋯⋯⋯⋯(63)

钟佳桥公社概况⋯⋯⋯⋯⋯⋯⋯⋯⋯⋯⋯⋯⋯⋯⋯⋯⋯(66)

。钟佳桥公社地名⋯⋯⋯⋯⋯⋯⋯⋯⋯⋯⋯⋯⋯⋯⋯⋯⋯(67)

酒埠江公社概况⋯⋯⋯⋯⋯⋯⋯⋯⋯⋯⋯⋯⋯⋯⋯⋯⋯(70)

酒埠江公社地名⋯⋯⋯⋯⋯⋯⋯⋯⋯⋯⋯⋯⋯⋯⋯⋯⋯(71)

网岭公社概况⋯⋯⋯⋯⋯⋯⋯⋯⋯⋯⋯⋯⋯⋯⋯⋯⋯⋯(76)

I



网岭公社地名⋯

皇图岭公社概况

皇图岭公社地名

市上坪公社概况

市上坪公社地名

高枧公社概况⋯

高枧公社地名⋯

湖南坳公社概况

湖南坳公社地名

坪阳庙公社概况

坪阳庙公社地名

、r江桥公社概况

、r江桥公社地名

横山公社概况⋯

．掼山公社地名⋯

大桥公社概况⋯

大桥公社地名⋯

新市公社概况⋯

新市公社地名⋯

大同桥公挂概况

大同桥公社地名

莲塘坳公社概况

莲塘坳公社地名

沙陵陂公社概况

沙陵陂公社地名

凉江公社概况⋯

凉江公社地名⋯

上云桥公社概况

上云桥公社地名

菜花坪公社概况

Ⅳ

···················气····(78)

························(82)

························(84)

。：’·····················(88)

····’：‘·················(90)

················-·-·····(93)

⋯⋯⋯⋯⋯⋯⋯⋯(畛)
························(99)

························(101)

························(106)。：

·················，······(108)

···；····-···············(1 l 3)

···-·．．··················(1 l 5)

·············：··········(1 1 9)

························(12i)

························(125)

························(127)

························(130)

························(131)

························(1 34)
翻

························(135)

························(1 38)

························(140)

························(144)

························(146)

························(148)

························(150)

⋯⋯⋯⋯⋯⋯⋯⋯(153)

························(1 55)

············一···········(158)

，一



菜花坪公社地名⋯⋯⋯⋯⋯⋯⋯⋯⋯⋯⋯⋯⋯⋯⋯⋯⋯(1 60)

高和公社概况⋯⋯⋯⋯⋯⋯⋯⋯⋯⋯⋯⋯⋯⋯⋯⋯⋯⋯(1 63)

高和公社地名⋯⋯⋯⋯⋯⋯⋯⋯⋯⋯⋯⋯⋯⋯⋯⋯⋯⋯(1 64)

渌田公社概况⋯·⋯⋯⋯⋯⋯⋯⋯⋯⋯⋯⋯⋯⋯⋯⋯⋯··(167)

渌田公社地各⋯⋯⋯⋯⋯⋯⋯⋯⋯⋯⋯⋯⋯⋯⋯⋯⋯⋯(169)
鸭塘铺公社概况⋯⋯⋯⋯⋯⋯⋯⋯⋯⋯⋯⋯⋯⋯⋯⋯⋯(172)

鸭塘铺公社地名⋯⋯⋯⋯⋯⋯⋯⋯⋯⋯⋯⋯⋯⋯⋯⋯⋯(174)

石羊塘公社概况⋯⋯⋯⋯⋯⋯⋯⋯⋯⋯⋯⋯⋯⋯⋯⋯⋯(1 78)
石羊塘公社地名⋯⋯：⋯⋯⋯⋯⋯⋯⋯⋯⋯⋯⋯⋯⋯⋯．·(180)

老君潭公社概况⋯⋯⋯⋯⋯⋯⋯⋯⋯⋯⋯⋯⋯⋯⋯⋯⋯(184)

老君谭公社地名⋯⋯⋯⋯⋯⋯⋯⋯⋯⋯⋯⋯⋯⋯⋯⋯⋯(186)

集市墟场概况⋯⋯⋯⋯⋯·⋯⋯⋯⋯⋯⋯⋯⋯⋯⋯⋯⋯．．(190)

。
自然地理实体

i：誊自然地理实体简况⋯⋯⋯⋯⋯．．．．⋯⋯⋯⋯⋯⋯⋯⋯⋯⋯(193)
自然地理实体地名⋯⋯⋯⋯⋯⋯⋯⋯⋯⋯⋯··：⋯⋯⋯⋯(1 96)

人工建筑物

人工建筑物简况⋯⋯⋯⋯⋯⋯⋯⋯⋯⋯⋯⋯·?警⋯⋯⋯··(199)
人工建筑物名称⋯⋯⋯⋯⋯⋯⋯⋯⋯⋯⋯⋯⋯⋯⋯⋯⋯(201)

企事业单位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简况⋯⋯⋯⋯⋯⋯⋯⋯⋯⋯⋯⋯(223)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名称⋯⋯⋯⋯⋯⋯⋯⋯⋯⋯⋯⋯(228)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简况⋯⋯⋯⋯⋯⋯⋯⋯⋯⋯⋯⋯(2 59)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260)

编后语⋯⋯⋯⋯⋯⋯⋯⋯⋯⋯⋯⋯⋯⋯⋯⋯⋯⋯⋯⋯⋯⋯⋯(28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附：县、社(镇)地图

攸县地图

城关镇地名图

酒埠江镇地名图

鸾山公社地名图

漕泊公社地名图

兰村公社地名图

黄丰桥公社地名图

柏树下公社地名图

银坑公社地名图

钟佳桥公社地名图

酒埠江公社地名图

网岭公社地名图

皇图岭公社地名图

市上坪公社地名图

高枧公社地名图

湖南坳公社地名图

Ⅵ

坪阳庙公社地名图

、r江桥公社地名图

梗山公社地名图

大桥公社地名图

新市公社地名图

大同桥公社地名图

莲塘坳公社地名图

沙陵陂公社地名图

凉江公社地名图

上云桥公社地名图

菜花坪公社地名图

高和公社地名图

渌田公社地名图

鸭塘铺公社地名图

石羊塘公社地名图

老君潭公社地名图



前 言

攸县进行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搞好地名普查，是关系到国家领土主

权，国际交往，民族团结，整理历史遗产，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一项重要工作。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全县地名进行

一次全面的调查核实和标准化处理工作，为建立攸县地名档案提供基础资料。

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和中国地名委员会(1980)9号文件精神，在县委，

县人民政府领导下，自一九A--年元月开始，经过10个月时间，完成了地名普查、核

实、整理、汇编工作，形成了《湖南省攸县地名录》，包括地名图、地名表、概况资

料，图片及说明等内容。

本地名录，共收录地名6768条，其中行政单位544条，自然村5702条，街巷40条，

专业单位146条，人工建筑物206条，纪念地及名胜古迹9条，自然地理实体98条，居民

点23条，因受图限而另表收入专用地名463条和人工建筑物168条。在普查总数中，图上

原有5728条，因故消失而删去自然村25条。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的原则，我县更正重名大队名称19处，汉语同音名大队名称9处，名实不符勘误

91处，还有庸俗地名3处，如莲塘坳公社的骂娘桥和上云桥公社的骂娘岸，城关镇东街

的猪仔巷，通过和当地干部群众协商，分别改为麻洋桥和漫泥岸，猪仔巷则并入新殿华

巷。另增注地名1090处(包括行政单位507处、自然村230处，街巷及居民点63处，专业

部门90处、人工建筑物192处，纪念地及名胜古迹6处、自然地理实体2处)。

通过普查，填写地名普查表一套，地名成果表三套，重要地名卡片两套。

通过普查，进行修改和增删的县、社(镇)地名图共计32幅，这是地名普查成果的

直观表现形式，均装订在卷尾。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本地名录共编入县，社(镇)行政事业单位及

I 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等概况资料38篇，并配以照片和说

明。县、社(镇)概况，主要概述了这些单位的方位、四界，名称由来及含义，行政沿

革，所属范围内的山河等自然概貌，工业，农业、交通、社队企业，文教卫生状况、土

特产和名胜古迹等。名称由来及含义，一般根据历史传统和民间传说，经过考查分析符

合情理者，进行肯定或保留，其说不一，难以肯定者，则同时记述两种以上说明。

普查的全过程，采取领导、专业人员与群众相结合，考证历史资料与现场调查相结

合，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合的方法，工作量之大，内容之广泛，在地名工作上是史

．无前例的。册内行政区划是以一九A--年八月为戳止期。原始资料是以一九七四年解放

军总参渫部1：5万航测地形图和省，县志、地理志，以及一九七九年县统计局年报(缺



少部分由有关部门提供)等为依据。并通过详细考查辨证，解决了一些地名重名，名实

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从而基本上达到了正音，正字、正义，

图，表、卡、文一致的规范化的要求。因此，这次普查形成的资料，对各机关、学校、

工商企业和科研等单位，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后，对全县已定地名，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随意称说或更改，以保持地名的

稳定性。如个别地方，因特殊情况确需异动者，必须先报经县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 由于此项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较强，加上我们业务

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领导、专家及同志们批评指正。

攸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十月



攸 县概 况

攸县，位于湖南东部，地处湘江流域涞水之滨，隶属湘潭地区。东濒江西省莲花

县，南临安仁，茶陵县，西连株溯，衡东县，北接醴陵和江西省萍乡市。东西宽70．9公

里，南北长73．8公里，全境北宽南窄。状若不规则的三角形。总面积为2664．07平方公

里(根据区划普查资料)，折合为3996106亩。其中。水田597400亩，占14．7％，早土

78400亩，占2．0％I林地2066201亩，占51．9％，水域194955亩，占4．9％，其他(包括

园地，草地，道路、居住地，工矿地等)1059150亩，占26．5％。

全县现辖29个人民公社，2个镇，504个大队，8个居民委员会，6467个生产队，

46个居民小组。一九四九年全县只有82055户，341013人，一九七九年达142930户，

637448人，为汉族聚居区，间有少数满、蒙，回，苗，侗，壮、土家、布依等11个兄弟

民族。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48人。

攸，以水得名。《辞海》注s “攸，行水也。"清乾隆甲午(武英殿袖珍版本)

《水经》注。“攸水，出东南安成郡安复县(注。即今江西省莲花县)封侯山西北，流

迳其县北。县北带攸溪，盖即溪以名县也。"故两千多年来，这里设州置县均冠攸衔，

如“攸舆"，“攸州"，“攸县"等等。

现今的攸县，部份属古阴山县，大部份属古攸县。

古阴山县，原名容陵。据清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云： “容陵故城当在今治西南

犁头嘴东北一带。⋯⋯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封长沙王子福为容陵侯。元鼎元

年(公元前116年)国除，则此城当为容陵侯福之邑无疑"。“三国吴时，改容陵县为

阴山县，故城当在今治西北阴山江一带。黟至唐废。 ‘

古攸县，秦以前为荆，楚之地。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属长沙国十三

县之一。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封长沙定王子则为攸舆侯。东汉属荆州刺史部长

沙郡(见清同治十年《攸县志》)o“三国吴分置阴山县。晋、宋因之。齐属湘东郡。梁、

陈时改攸县曰攸水县。隋省攸水、阴山入湘潭县。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分湘潭置

攸、阴山：县，并置南云．!}H。又析置安乐，新兴=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州废，徒

湘潭，省安乐、新兴、阴山三县入攸，属衡州。五代梁时，马氏改属潭州。宋因之。元元

贞初(公元1295年)升为攸州，届天临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复降为县，属长

沙府。劳(见《大清一统志》)清继为攸县，仍属长沙府。民国年闻，属衡阳专区。一九

四九年八月十四日五时，攸县全境解放，鲜红的太阳，从此永照这古老而美丽的山乡。初

期仍隶衡阳专区。一九五二年归属湘潭专区至今。现人民政府设城关镇北街。

全县地形，东西高，中部低，由东西向中倾斜。罗霄山脉中段武功山余脉，从东廷

西，层峦叠蟑，秀丽清幽。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峰113座，内千米以上的26座。东部最高

为鸾山的大和仙，海拔1404．9米I东北部黄丰桥的广寒寨，海拔1088．5米，衔接其他中低

攸县概况(I)



山峦，构成东北部山区。大桥的高峰山，海拔859．6米，丫江桥的严仙岭，海拔753．1米I形

成西北屏障。渌田的五峰山，海拔622米，连结两侧的低山丘陵，成为横亘南陲藩篱。

中部，以网岭为脊，南北开口，呈岗地平原。最低的鸭塘铺公社桐坝大队，诲拔只

有69米。全县整个地形的海拔高低差为1335．9米，比降为3．09％。

县内溪河密布，状若脉络，共有大小河流102条，全长1150公里，主要有涞水和渌水

两个流域。

洙水流域：由涞水主流及攸水、浊江，永乐江三条支流组成。涞水主流发源予酃县

境内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西麓，由南向北流经酃县、茶陵，于紫仁桥进入我县，穿城

关、菜花坪、鸭塘铺及高和公社边境，在鸭塘铺公社桐坝大队阴山港纳浊江水，直泻铁

钉潭，又携来自安仁、渌田的永乐江水，经衡东县草市注入湘江。县内流程29．5公里。攸

水，是涞水的主要支流，也是我县最大的河流。贯穿我县东部山区和中部广大岗、平

区。它发源予江西省莲花县境内的大背岭、公德山，流经柏树下、黄丰桥，于乌井汇入

酒埠江水库，再经酒埠江，网岭、新市、大同桥，至界江纳珠丽江水，绕沙陵陂、上云

桥、莲塘坳，在下游的宋家洲攸水渡注入洙水。千流总长111．1公里，流域面积1239．7平

方公里。该流域有鸾山江，兰村江、盘陂江、珠丽江、凉江等五条支流。

渌水流域。由沙河，泽江、鹏江三条支流组成。均通过醴陵县境内的铁河流入渌

水，直下湘江。总流域面积780．7平方公里，其中攸县境内735平方公里。沙河是我县西

北的一条主要河流。它发源于丫江桥北端的观音山东南麓的沙子坡，自西向东经丫江

桥、颁山，再转向北过网岭、坪阳庙、皇图岭，又携来自黄丰桥、湖南坳的泽江水，于

梅树下流出至醴陵县境内经船湾、清水江汇入铁河。干流长57．g公里。并有大桥、坪

阳，坪咀等三条支流。

由于全县山地多在四周边缘，江河多经中部腹地，故形成山区人稀地广农田少，

矿藏、竹木，薪炭及野生药材多。主要矿产为铁和煤，稀有矿藏有金、铀、锰等。平原

丘陵地区人口稠密，农田集中。盛产稻，豆，棉席、油料、蔬果和水产。

攸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主要特征是：四季分明，雨水集中，春温多变，夏

秋多旱，寒短署长，热量充足。多年平均气温为17．8℃。最低气温是一九七=年二月

．九日的零下11．9℃，最高气温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的40℃。最冷的元月平均气

温为5．5℃，最热的七月平均气温达29．8℃。年降雨量在1400毫米左右，但分布不均，

四至六月为雨季，占全年降雨量的45％以上I七至九月问雨量较小，不到年降雨量的

20％。春夏之交，局部地区问有大风和冰雹。无霜期在285天左右，有利于双季稻和亚热

带经济作物及林木的种植与生长。

这里地势优越，资源丰富，故古有“雄邑’’、“壮县"之说。但解放前的攸邑，却

由予官绅豪夺、租税繁重，水旱兵劫、灾害频仍，仍是民不聊生。解放后，在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仅用三十年时间的奋斗与改革，终使这个古老而衰落的澳区，逐

渐成为百业俱兴，欣欣向荣的新城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由一九四九年的2646万元，人平

77元}增长到一九七九年的2．2525亿元，人平353元。三十年基本建设累计1017个，投资总

额2．4797亿元。内县属单位7842万元，历年新增固定资产累计10691万元。其中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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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I一九七九年总产值1．4372亿元。占各业总产值的63．8％，比一九四九年的

2391．46万元增长5倍-粮食总产7．2937亿斤，亩平1246斤，农业人平1235斤，比一

九四九年的总产2．2565亿斤，亩产293斤，农业人平676斤，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多种经

营也获得较快的发展。全县各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5．49万亩，发展到

19．77万亩，增2．6倍，占总耕地面积的29．1％。总产值达5626万元。人平95元，占农业

总产值的40．7％。在措施上，狠抓了传统产品和骨干项目的发展，初步建立了棉，麻、

烟、生姜、草席，花生、油菜、辣椒等经济作物商品生产基地。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和总产

量，都成倍增长。传统的出口产品红千椒，一九七九年总产23120担，产值210万元。在

林业生产方面，三十年中共造林221．6万亩，初步形成了用材林和经济林生产基地。其

中用材林138．37／亩，油茶23．66万亩，茶叶1．92万亩，乌桕1．87万亩，柑桔1．61万亩，

蚕桑5246亩。一九七九年产茶油19708担，茶叶7832担，比一九四九年分别增长8．8倍和

10．6倍。现有木材蓄积量约92万立方，南竹可伐量300万根左右。畜牧生产，一九七九年

饲养牲猪56．75万头，人平0．96头，家禽105万只，渔业放养水面4．34万亩，占可放养水

面的80．1％，产鱼28772担。以上比一九四九年分别增长5．8倍，2．1倍和13．38倍。各社

(镇)队还办了种养、加工、运输，采掘等企业2113个，年产值达4608万元。社员人平

分配收入达124．4元。农业获得增产增收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狠抓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与改造，解放了生产力。

解放前，攸县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几千年遗留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压抑了生产力

的发展。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金光大道，因而使农

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有了可靠保证。

第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努力改善生产条件。

解放前，攸县农业的最大威胁是干旱。从五十年代初起，在抓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

的同时，党领导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在省地组织下，攸

县和醴陵两县人民，团结协作建成了坝高48米，集雨面积为625平方公里，库容面积达n

平方公里，蓄水2．08亿立方的酒埠江水库，并开挖了总长114．92公里的干渠5条。／通过

长藤结瓜，串联了17座中、小型水库和6100多口山塘，灌溉湘赣两省的攸，醴，株、萍

四县市50多万亩农田。本县受灌面积为15．6万亩，连同结瓜工程共灌溉36万亩。三十年

来，仅水利工程投资就达7265万元，用工1．3420亿个，挖土石1．4971亿立方，共兴建各

种水利设施23450处。其中除酒埠江水库外，还建有中型水库2座，小(I)型水库14

座，小(I)型水库144座，山塘21401处，陂坝775处j建有大小电站137；座，总装机

容量24581．5豇，其中县，社、队属133座，装机容量为14331砝。31个社镇和451个大

队架设高压线路747公里，低压线路1791公里，一九七九年农用电量达1942万度，比一九

六二年增长242．8倍。同时建电灌站451处，计12918马力’机灌埠1176处，8798马力，水

泵1654台。喷灌设备147套，喷灌面积为11893亩。全县总蓄，引、提、喷水量共达4．6亿

立方，比一九四九年增3倍。实际灌溉面积为57．86万亩，基本解决了全县农田的水利问

题。此外，还结合治理了137万多亩田土山水，内改造低产田25万亩，建园田化农田3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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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造林80多万亩。

第三，合理改革耕作制度，不断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解放前，攸县农业生产的严重缺陷是因循守旧，听天由命，实行的是单季、间作，

稀植、劣种等落后的耕作制度，严重地抑制了生产的发展。解放后，党引导农民破除旧

习，相信科学，建立县、社、队三级农业科学研究网，大力改革落后的耕作制度和栽培

技术，先后狠抓了改单季为双季，改间作为连作，改稀植为合理密植，改劣种为良种，

改一熟为三熟，改常规稻为杂交稻以及科学制用土杂肥，合理施用农药化肥。加强气象和l

虫情测报，改革育秧方式，改造冷浸低产田等措施的落实，不断提高了科学种田的水平。

现在全县双季稻面积达53万多亩，占水稻总面积的88．2％，比解放初期的22万亩增1．4倍I

复种指数由一九四九年的150．8％，提高到现在的256．21％，建设稳产高产农田39．82万

亩，占农田总数的60％。为发展多种经营，还以公办，民办相结合的形式，建立了9个有关

经济作物和经济林等方面的科研所，正在将先进科学技术应用到农林牧副各业中去。

第四、逐步发展农业机械事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机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至一九七九年，全县拥有农

用汽车198辆，大中型拖拉机345辆，手扶拖拉机1593辆，机引农具2540台件，其他各种

农用动力机械12218台(件)，农业机械总功率为12．02万马力，每马力平均负担农

田5．6亩。水稻机耕面积和收割动力脱粒面积都达46万多亩，占总面积的70％以上。农业

抗旱，植保、长途运输及农副产品加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工矿企业t解放前，攸县只有几家私营小铁厂，小煤窑和小纸槽及一个装机不到

20豇的小火力发电厂，年总产值只有254．59万元，仅占各业产值的9．6％。解放后，党

领导人民先后发展了钢铁、煤炭，化学，机械，轻纺、电力，塑料、建材以及食品等工

业。到一九七九年，全县共有不同规模的工矿企业198个，其中全民企业36个，内省办

4个，地区办4个，县属28个，集体企业162个，内县办19个，城镇街道办11个，社办132

个·在198个企业中共有职工15229人，其中县属企业4319人，有金属切削机床911台，

内县社企业512台，一九七九年总产值达8153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加31倍，内县社企

业6444．4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加24．3倍，占各业总产值的31％。主要产品有钢铁、煤

炭，棉布、合成氨、水泥、机制纸，日用瓷，灯泡、草席，卷烟、花炮等37种。其中钢

材年产4091吨，碳铵32000吨，化工设备1424吨，金属切削机床42台，交流电动机883台，

交流发电机55台，三马力柴油机1600台，农机具配件13．56万件，发电量4095万度，水

泥31100吨，机制纸2590吨，布鞋9．38万双，灯泡273万只，草席79．91万条，卷烟4720箱，

饮用酒940吨，日用瓷430．16万件。编炮4683箱，生铁15177吨，原煤51．62万吨，棉布

137．41万米，后三种比一九四九年分别增长53．2倍、43．9倍和52．1倍。玻璃纸、布鞋，

灯泡、草席，烟花等16种产品还进入了国际市场。

交通运输z解放前，这里只有界广、耒吉两条狭窄的三级砂土公路经过攸境，全程

78公里。仅有=辆烧木炭的破旧客车来往予茶陵、醴陵、耒阳之间。解放后，从一九五

八年起，经过22年奋斗，除将这两条公路全面加宽改建成次高级油路外，还新建有从攸

城至桃水，从网岭至酒埠江的衡攸，网酒两条主要干线jfI]53条通往全县各社队的公路支

(4)攸县概况



线，总长726公里，建筑公路桥137座，最长的是攸县大桥．飞架涞水，长达235．4米。

现在全县基本形成了干线连支线，支线连机耕路，社社通汽车，大部份大队、生产队通拖

拉机的公路网。一九七三年，国家修建了醴茶铁路。在攸县境内行程79公里。有14座铁

路桥，共长839．2米，县城东门铁路大桥横跨涞水长301．1米。水上运输集中在攸水，涞

水，航程为115公里。在攸水，涞水，永乐江和沙河沿岸，设有便民渡口33处，内轮渡I

处。一九七九年，全县拥有汽车382辆，机动船93艘，术帆船1141艘，共有9860吨位，货

运量35万余吨，装卸量54．88万吨。县有邮电局，23个社镇设有支局及代办所．邮路总

长2172公里，市话杆路29公里，农话杆路1507公里，市话自动电话机430部，农话机985

部。电报电话4路，长途电话11路，年业务总值33．6万元。

财政贸易。一九七九年，全县财政收入达1451万元，比一九四九年的220万元增

长5．62倍。收支相抵。略有节余。国内纯购进总额为6589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5519．11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982万元，后两项比一九五零年的243万元和597万元分

别增长21．7倍和15．72倍。工商信贷5633万元，农贷资金896．3万元。城乡储蓄1100多

万元。粮食收购入库1．9268亿斤，比一九四九年的3389万斤增长4．68倍I食油入库19649

担。比开始收购的一九五五年增加3．2倍，外贸出I：l总额655．88万元，比开始出口的一九

五七年增长39．9倍，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620万元。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全县共

销售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355770件。

文教卫生。解放初期，全县共有中小学509所，内中学(包括简师)3所，小学506所I。

教职员1012人，内中学65人，小学947人l在校学生25172人，内中学622人，小学24550人l

文盲占总人口的85％。解放后，文教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一九七九年，全县共有中小

学828所，内中学201所，小学637所，教职员6311人，内中学2438人。小学3873人，在

校字生126226人，内中学32319人、小学98907人。

‘全县现有新华书店，花鼓剧团、文化馆、图书馆及公社文化站36个文化单位．77个

影剧院和电影放映队，共有职工322人。县广播电视管理局与各社配合，架设广播专线1

万余公里。装喇hAlO万余只。30个公社和177个大队设有广播放大站，近lO万农户通广

播。有关单位，职工和农村社员共购电视机340部。

解放前．全县只有1所小医院，5张病床。7个医务人员，以及一些民间中革医和私

营中药店。一九七九年止，县有卫生局。下设人民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

健站，计划生育办，药材公司和7个县办地区医院，23个公社卫生院，lO个药材购销

站l共有医务人员1002人，病床965张，490个大队设有合作医疗站，有赤脚医生786人，接

生员497人。一九七九年全县育龄妇女86935人，有76294人落实了节育措施。人口净增

率由一九七一年的18．7‰，下降列8．3‰o

科技工作：县有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协会，按行业系统建立了11个学会，13

个科学研究所，开办了农业技术、农业机械、畜牧水产和财政贸易4个专业轮训学校I

同时建立了虫情测报站、气象站、良种场及30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全县中专以上科技人

员共1249人，其中工程技术界129人．农业技术界144人，科学研究界24人，医药卫生界

459人。教育界493人l已评技术职称219人，提为正副科局级以上干部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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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不少名胜古迹的山乡，如漕泊的仙人桥、海棠洞，鸾山的皮

水洞，凉江的司空山、阳升观，上云桥的灵龟峰及马鞍山的凌云塔等，都是“彼县亘古胜

迹"·同时攸县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早在一九二一年和·九二五年，由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曾派潘昌江来攸，组织“竞进读书社"，宣传马列主

义。．·九：五年下半年，叶挺独章团又派潘鹏举来攸，发展进步青年余来、谭志道i刘

谭豪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六月中旬，建立中共攸县支部，余来首任书记。

又在全县建立了110多个农民协会，发展会员12万余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68．3％。

一九=七年组织了攸县人民自卫军，有枪300多枝。马日事变后，全县数千名革命志

士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余来，谭志道，刘谭豪等领导同志也英勇牺牲。党被迫转入地

下，继续领导人民斗争，响应秋收起义，配合醴南暴动，发动攸北和坪峰(今柏树下公

社境内)暴动。一九=九年，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红军进驻柏树下，又点燃了革命的

火炬。‘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日，谭震林，谭政率红十二军光复攸城，并成立了县工农革

命委员会和赤色游击队，同年十月和一九三一年=月在漕泊东冲和出水冲，先后成立了

中共攸县委员会和县苏维埃政府，下设6个区和18个乡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二年秋，工

农武装和赤卫队发展到25000余人，枪2600多枝，成为中央根据地井岗山外围的坚强屏

障。在为革命而奋斗牺牲的攸县烈士中，蔡会文同志是攸县人民最值得自豪的好儿女。

他是凉江山田人，一九=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随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并

上井岗山‘一九三零年起，先后任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政委，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委和红八军政委，及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三五年十月在赣南。

十八垒山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30岁。先烈碧血-光照千秋。 ．0．．

(8)攸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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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会盘烈士遗象

蔡会文烈一I：，又名赤潮。攸县凉

江公社IlI田人。生于一九。五年。

一九二二年至一JL--五年，同余来

等在长沙求学，参加过长沙的学潮

和工潮。一九二7i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一九二七年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

收起义，并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九

三一年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政

委，一九j一年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

任，一九三二年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

政委和红八军政委，-J1,三四年五

月，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长征后

任赣南军区司专员。一九三五年十月

在赣南十八垒山指挥作战巾，壮烈牺

牲，年仅三十岁。

蔡会文同志题词巾的“我俩”，系指与其兄蔡钟(又名蔡兰阶)，

于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蔡钟曾任红军34师团政委，随军长征到

陕北后阵亡。

(7)

右图为蔡会文烈士遗衣遗董}=



余来烈士遗象

余来，原名余水洁。一九。五年ii；生于攸县城父西街一个贫片家

庭。一九二二年t一九二五年毕业于K=沙公益叭也学校。参加过省府

的工潮和学潮。-JL：?i年一月，加入q·Iqjt产党。历任中共攸县支

部第一任书记，攸珐总工会笫一任委见长，全钳工人代农大会代表及

攸县人民军书番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7i Jl二十二}1，由于叛徒

的出卖，英勇就义于城砭南门沙洲一E。时年22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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